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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 村 尽 是 文 化 人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西高庄村党组织 30 多年文化育民结硕果

◀12月 23日，保定市西高庄村

村民谢红影 （右一） 和儿子谢度宇在

家中研习书法。

▲11月21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的“2017世界旗袍文化大使总

决赛”中，西高庄村村民王宝红（图前排右二）荣获亚军。

▲12月20日，保定市西高庄村村民郭春玲、侯贵祥夫妇在

自己创办的企业检查“文化砖”产品质量。

▲12月9日，保定市西高庄村四代

同堂的王喜昌全家人拍摄纪录片《家庭和

睦福满门》。

▲12月23日，保定市西高庄村健身广场上，村民积极开展文

化活动。

▲12月23日，保定市西高庄村中阮队

在表演《我的祖国》，观众纷纷举起相机、掏出

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12月10日，保定市西高庄村村民李金荣在村图书馆创作。

82 岁老太太写了 6 本书

▲8月3日，保定市西高庄村村民王红

心（中）、林一琳（右）母女在北京职业模特学

校接受平面模特造型训练。

▲12月23日，保定市西高庄村葫芦丝

队在排练《象脚鼓敲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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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了脑袋 鼓了口袋

村 民 上“清 华”

▼12月3日，保定市西高庄村党总支书记王焕荣（图中右一）带领20多位村民在清华大学参加培训学习。

户户都有“艺术家”

在河北省保定市，有这样一个城
中村，村民们在旗袍、书法、国画、乐器、
太极拳表演等多个领域、多个层级的文
体项目大赛中屡获大奖；

村子里累计投入 1 亿元建起了图
书室、党员活动室、民兵之家、老年活动
中心等公共文化场所；

村子里有器乐、歌舞、书画、健
身、文艺表演等 21个文艺社团组织，
形成了“人人学书画、个个懂艺术”
的浓郁文化氛围。

这就是西高庄村。30多年来，西
高庄村实施“文化育民”工程，从一个
贫困村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文化村、艺
术村、经济强村；村民文化素养大幅提
升，精神风貌昂扬向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文化自
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坚持
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
娃娃抓起。西高庄村正是这样践行、落
实的。

31 年前，民办教师出身的王焕荣

当选西高庄村党支部书记，她在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的同时，坚持科教兴村、
文化兴村。成立了河北省首家农民高
中班，倡导全村 40岁以下的村民接受
培训；选送村企优秀人才到省内高校
乃至清华大学学习进修；制定出台奖
励办法，对优秀学生给予奖励……尊
重教育、崇尚文化已注入西高庄人的
血脉。

文化催生文明进步。多年来，西高
庄编写了《村志》《西高庄文化系列丛书》

《微信对话》等15种书籍；拍摄了《我爱
我家》系列家庭纪录片64集；拍摄村班
子工作专题片61部。这些书和纪录片
是村民们对家乡情感的朴素表达。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
希望。西高庄村这个具体而微的案例，
折射出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深厚
潜力、澎湃活力与无穷魅力。相信在迈
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征途上，西高庄人将
迎来越来越多的同行者。

高兴贵 李 昕摄影报道

从周一至周五，每到晚
上，夜幕下的“西高培育中
心”都是灯火通明，夫妻同
桌、母女同座、祖孙同行、邻
里同学，大家在一起切磋书
法，观摩绘画。

西高庄书法班于 2013
年成立。村里给书法班学
员们配备了笔墨纸砚，并请
来书法家授课，村民学书
法、爱书法的热情高涨。

2016年11月8日，西高
庄村“西高庄人的幸福生活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展新时期
农民风采”画展在北京中华世
纪坛举办。2017 年 9 月 28
日，西高庄村“喜迎党的十九
大”农民书法展在北京国艺美
术馆举办。村民们用书画抒
发对美丽乡村的热爱，对乡村
振兴美好前景的期待。

82岁的李金荣老人是西高庄村的著名“作家”，多年来已撰写
了6本书。如今，年事已高的她仍然笔耕不辍，坚持每天读书创作。

在西高庄村，这样的“作家”还有好几个，30多年来，西高庄村
累计出版各种书籍15种，一些还在当地新华书店销售。

创作本领源于良好的学习习惯。西高庄村村民家家有读书
角，户户有书橱，村集体每年为每户村民免费赠阅报纸，村里人都
养成了读书看报写日记的习惯。

多年来，西高庄村累计投入1亿多元建起高标准综合教室、
图书室、党员活动室、民兵之家、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活动场
所，常年聘请老师讲授法律、电脑、英语、企业管理等知识，求学
上进在全村蔚然成风。

村民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又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的繁
荣发展，目前西高庄拥有集体企业5家，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10
亿多元，村民自主创业企业达到126家，人均年收入2.4万元。

拿起相机能拍摄，拿起乐器会演奏，走上 T 台走得出模特
步，摄影机前摆得出演员范儿，西高庄村可称得上户户都有

“艺术家”。
2010年底，着眼于推进移风易俗，村里成立了音像制作工作

室，为村里的每个大家庭拍摄家庭纪录片。村里精编的64集家庭
纪录片，在当地电视台播放。村里开办了摄影班，传授村民摄影
技巧，鼓励村民们拿起相机、手机记录下自己生活的美好瞬间。
村里的葫芦丝演奏团队屡获大奖，为村子赢得了河北省“葫芦丝
第一村”的荣誉。11月在海南举行的2017世界旗袍文化大使总决
赛中，西高庄村被组委会命名为“全国旗袍文化村”，成为全国首
个获此殊荣的乡村。

为提升村民文艺表演水平，西高庄村常年聘请优秀教师来村
里为村民们开展模特表演等培训活动，选派文艺骨干到全国各地
学习进修。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西高庄的各
支文艺表演队伍夯实了演艺基础，开拓了眼界，紧跟时代潮流，
尽显新农民风范。

新时代，新气象，新风尚。在浓郁文艺氛围熏陶下，村民们
人人争做新型农民，更加奋发有为地建设家乡。

12月3日，西高庄村组织了20个人的团队，来到清华大学进修学习，听知名教授讲授“当前国内
外经济形势”“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等课程，学习品牌营销专业知识。紧张而充实的培训让大家收获颇
丰，纷纷表示，要吸收消化学习成果，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西高庄村每年都选派村集体企业骨干人员到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进修，推动村集体
企业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