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姜士超 美编：许茗蕾 校对：王明才  2023年11月16日 星期四04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杰

　　近年来，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过程
中，经济区北城街道将建好村史馆作为文
化阵地建设的重头戏。在西贾庄村，小小
村史馆生动记录了该村的发展变迁史，留
住了乡愁乡情。
　　11月15日上午，记者走进西贾庄村村
史馆，木犁、木耙、煤油灯、蓑衣、斗
笠……一件件老物件承载着岁月沧桑和时
代记忆；墙壁展板上，村情介绍、村子历
史变革、大事记的资料和图片，记录着西
贾庄村的发展史。
　　“我们这些老物件，很多是村民无偿
捐赠的，村民有时间就会来村史馆看看，
回忆过去的岁月，留住浓浓乡愁。”该村
村委会工作人员李彬说，他们村的村史馆
展厅面积220平方米，分为溯源追忆厅、余
音回响厅、往日西贾厅、党建引领厅四个
展厅。
　　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西贾庄村
村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乡愁逐渐成了广
大村民的共同牵挂。如何留住村民心中的
乡愁记忆？2021年，北城街道以党建为引
领，高标准规划，精心打造了西贾庄村村
史馆，通过充分挖掘整合历史资源，让乡
村记忆源远流长。
　　为深挖村庄厚重的文化底蕴，西贾庄
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到博物馆、
图书馆查阅关于本村的历史资料。同时，
工作人员向村民公开征集建设村史馆所需
要的本村民俗文化、传统工艺、历史故事
等方面的展品，大大丰富了村史馆的展览
内容。
　　“村史馆的主要作用是为了记录乡村
的历史变迁，勾起人们的美好记忆。另
外，村史馆建设不是一次性工程，后期我
们要做好内容更新和维护工作，定期在村
史馆举办相关活动，引导干部群众在忆苦
思甜中奋发有为，让村史馆真正起到延续
乡村文脉、保护乡村文化形态、促进乡村
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作为
村史馆从规划到建成的见证者，北城街道
工作人员刘子栋感触颇深。
　　“村史馆建好后，我没事就来转转。
看着家乡的发展历程，我感到非常自豪与骄
傲。如今，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幸福
指数倍增。”该村70岁的庄秀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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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豆腐坊“以卖养赠”
请村里老人免费吃早餐

　　11月13日清晨时分，青州市高柳镇许王村的爱心豆腐坊内香气四溢，6时
许，村里的老人陆续前来领取免费早餐。一杯豆浆、一个鸡蛋，看似平平无奇
的搭配，却承载着满满的关爱。今年重阳节，许王村的爱心豆腐坊揭牌成立，
采用“以卖养赠”的独特经营方式，为村里80岁及以上老人提供免费早餐，为
高龄、独居老人的晚年幸福加码。

　　11月13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青州市高柳镇
许王村爱心豆腐坊，门头上“爱心豆腐润民心”
几个字十分醒目。推开门，浓浓的豆香味扑鼻而
来，屋内有两台制作豆浆和豆腐的设备、一个电
饭锅、一个置物架，以及几张桌子，简单且整
洁。两位师傅正忙着制作当天的第二批豆腐，其
中一人负责淘洗、挑拣豆子，另外一人负责操作
制作豆浆的机器。
  不一会儿工夫，香气四溢的豆浆便从机器上
汩汩流入桶内，不少老人“闻香而来”。今年90
岁的李来明面色红润、身体硬朗，每天早晨都是
第一个前来领取免费早餐。“咱村里自己打的豆
浆，喝起来就是香！”李来明边喝豆浆边感叹。

　　许王村共有村民640人，其中70岁及以上的老
人103位，80岁及以上的老人38位，90岁及以上的
老人5位，且村里大部分年轻人已到城里工作、生
活，留在村子里的多为年长者。村集体收入有限，如
何提高“为老”服务质量，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有保
障、更幸福，成了困扰许王村党支部书记李海山的
“头等大事”。“发展一个村集体产业，产生的利润补
贴到老人的日常餐食中。”带着这样的想法，李海山
到多地考察学习，最终确定开一个爱心豆腐坊。
  “我们用真材实料做出无添加且美味的好豆
腐，售出后产生的利润给村里老人发放福利，这
样‘以卖养赠’的经营模式，非常适合现在村子
的实际情况。”李海山说。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村里开起爱心豆腐坊，赚钱给老人发福利

　　说干就干！从今年5月份开始，李海山带着村
里两位赋闲在家的村民四处学习豆腐制作工艺。
一家爱心企业得知情况后，为村里捐赠了一套豆
腐制作设备。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许王村爱
心豆腐坊在今年重阳节当天正式揭牌。
　　前一晚泡上精选的黄豆，必须泡足8小时。每
天凌晨4时，两位师傅就开始进行淘洗、制作等一
系列流程，3个多小时可以制作出130多斤豆腐和
60多斤豆浆。每天早晨6时30分至7时30分，村里80
岁及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来免费领取一份豆浆和一
个鸡蛋。

  爱心豆腐坊制作的豆腐和剩余的豆浆均按市
场价出售给附近的爱心企业、酒店及村民，所得
收入归入村集体账户，用于豆腐坊的正常运转和
为老人发放福利。
　　虽然开门营业只有短短20多天，但许王村的
豆腐却已声名远播，不少企业和酒店成为爱心豆
腐坊的“回头客”。“许王村的豆腐是外面买不
到的味道，口感软糯，且煎炒时不易碎，吃一次
就忘不了。”附近一家酒店的店主说。李海山告
诉记者，目前已有8家企业来认购爱心豆腐，每家
企业每天购买10斤至20斤不等。

开门营业20多天，已经有不少“回头客”

　　爱心早餐不仅温暖了村里老人的胃，还起到
了监护老人健康安全的作用。每天早晨，工作人
员会拿着名单，在领走早餐的老人名字后面做标
记。如果有老人没来领早餐，村里的志愿者会带
着早餐上门看望老人。“冬季是老年人心脑血管
疾病的高发季节，而且农村传统的取暖方式也让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频发。通过免费发放早餐，我
们可以及时掌握村里老人的身体健康及安全状
况，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李海山说。
　　在爱心豆腐坊内，一块名为“百福墙”的展
板格外醒目，村里70岁及以上老人的照片，均按
年龄排序登记在上面，年龄最长的刘香云已经97
岁。83岁的李金升告诉记者，原来到了冬天，因

为天气冷，很多老人都不愿出门，早餐常常用热
水泡几片饼干“对付”一下。村里有了免费早餐
后，大家早早地就起床出门了，在附近遛遛弯、
聊聊家常，将热腾腾的早餐领回家，不仅吃饭有
了着落，而且心情和身体都跟着好了起来。
　　百善孝为先，老年人的健康和幸福是全社
会关注的大事。李海山表示，希望购买豆腐的
爱心企业越来越多，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
村里将放宽免费早餐发放年龄，将70岁及以上老
人和独居老人全部纳入其中，在实现老有所
依、老有所养的同时，让更多人能够吃到高品
质的放心豆腐，将这份写满爱心和健康的事业
长久做下去。

盼与更多企业合作，将爱心事业长久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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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贾庄村村民在村史馆内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