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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平台 整合资源 留住乡愁 传承乡情

梅陇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荣获
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称号

客堂间，作为曾经沪上
人家待客的客厅，而今在梅
陇镇又重现新姿———文化

客堂间。
打造文化客堂间，乡愁

聚人心，是梅陇镇文体中心
创新机制、积极探索的有益
项目。

日前， 中央宣传部、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
表彰第八届全国服务农民、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

体，梅陇镇文化体育事业发
展中心位于表彰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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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党委、政府乡村文化兴盛之举的推动下，梅陇相继建成迎客的行西村等 7家文化客堂
间，因其积极为村民参与社会活动、文化娱乐活动、体育活动搭建平台，经过不断丰富内涵、整
合资源，不但成为了村民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娱活动、议事聚会聊天的好去处，更成为了留住
乡景、记住乡愁、不忘乡音、传承乡情的大舞台。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乡村发展描绘了美好未来。梅陇镇地处闵行区东

部，既是闵行区重要的对外交通枢纽、都市型工业基地、现代居住区和区域性商贸中心，又拥有
15个行政村，同样肩负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任。美丽乡村建设在全镇如火如荼地展开：黑臭的
断头河道经过疏浚，重新清澈秀美起来；原先“脏、乱、差”的“城中村”完美蝶变“生态园”……
在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的同时，梅陇镇更在乡村文化建设上下足了功夫，为当地广大村民成功
地拓出一片公共活动的新空间。
梅陇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客堂间”本是村民们最熟悉的地方，但加

上“文化”二字后，便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打破传统服务模式，将文化资源从街镇配送到村居，已
渐渐成为村民们的精神食堂。在“社会治理，文化当先”思路中诞生的“客堂间”，起到了良好的道
德宣传作用。“鼓励农民动笔形成文字，并且挑选部分优秀文章和精彩言论，向有关报刊杂志推荐
发表或出版，其他作品则用于制作黑板报、标语牌，公布于众，起到了良好的道德宣传作用。”

（镇文体中心）

光荣榜

11月 20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梅陇镇
白礼言家庭获得了第二届“全国文
明家庭”称号。
白礼言家一家三代同堂，家人间

互敬互爱，真诚相处，全家人热心公
益，深受邻里和社会的好评。白礼言
是回族人，多年来一直担任梅陇镇妇
联老舅妈工作站站长、闵行区少数民
族联合会梅陇分会会长，是梅陇居民
特别爱亲近的“回族老舅妈”“热心
人”。不仅如此，全家人跟着她一起
用实际行动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

热心公益 全家上阵

白礼言一家都热心于公益，源于
白礼言母亲的一句话:“做好事不要
图回报。”母亲的话就是家训，一家
人都铭记在心。在走访来沪少数民族
家庭时，白礼言发现，每到暑期，来沪
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会将孩子接到身
边，却因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为
了让来沪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安心工
作，让他们的子女不荒废学业，白礼
言萌生了开设免费暑期班的想法。

白礼言的丈夫是大学英语教授，
退休后因身体原因一直休养在家。听
了白礼言的想法后，他主动提出“出
山”，帮助辅导孩子们学习英语，这
一补就是好几年。每当得知孩子们的
成绩有了显著提升，夫妻俩人比谁都
高兴。
白礼言的儿子是一名共产党员，

受母亲影响，也经常参加社区公益活
动，为老人们做饭、唱歌。儿媳则是全
家人的坚强后盾，非常体贴关心婆婆
的日常起居，每逢节假日或特殊日
子，她还会和婆婆一起参加公益活
动。

播撒阳光 服务大众

2009 年起，在家人的支持帮助
下，白礼言全身心带领“老舅妈”团
队将关爱的阳光播撒到失独家庭、残
疾人、独居老人、外来务工妇女等弱
势群体身上，服务内容涵盖矛盾纠纷
调解、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障、临终
老人关怀、单亲妈妈关爱重症妇女帮
扶、单身青年交友等项目。

这些年，白礼言带领“老舅妈”
们化解各类社区邻里矛盾纠纷 1680
起，调解成功率超过 85％；开展妇女
维权和法律援助 1020 次，关爱特殊
家庭 1500 个，为 1800 余人次提供
心理咨询服务。
面对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白

礼言从孩子的兴趣入手与他们交朋
友，帮助他们走上积极向上的成长之
路；面对无助的单亲妈妈，她积极开
展心理疏导，协助解决亲子教育问
题；面对身患重病的居民，她守在一
旁，提供周到的临终关怀，陪他们走
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多年的社区走访经历，接触形形
色色的人，白礼言对社区失独家庭尤

其关心。她发现在经历了“老来丧子
的人生大悲之后”，失独家庭往往容
易产生自卑等负面情绪。为了帮助失
独家庭走出困境，帮助失独父母重获
新生，她把梅陇的失独家庭组织起
来，成立“同乐一家亲”俱乐部，开展
各种关爱互助活动。俱乐部成立三年
来，已有近 200个失独家庭加入到这
个大家庭中来。

践行文明 以身作则

尽管自己收入不高，白礼言仍坚

持每年参加梅陇“万人捐”活动。儿
子儿媳知道后，主动出资支持她，为
她“减轻”经济负担。每年重阳节，全
家会给小区里的 30 余位孤寡老人煮
长寿面；每到新春佳节，请老人们一
起吃年夜饭、过团圆年。

为了便利老年居民上下楼，小区
启动了加装电梯项目。白礼言自己住
在一楼，也热心张罗、跑前跑后。作
为楼组长，白礼言在单元楼道里放
置凳子、报纸，设置信息栏，便于老
人们疲累时休息，所在楼道被评为
了文明楼道。
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防

护物资成了“紧俏货”。经过多方打
听，白礼言的儿子托人从深圳购买
了一万余元消毒水和消毒喷雾器，
第一时间送到社区防疫一线干部手
中，协助开展消毒工作。此外，白礼
言家庭还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
款，将预约买来的口罩送给商铺店
主等有需要的人。

（镇党群办﹝统战﹞ 朱晓玲）

回族“老舅妈”的大爱真情
白礼言家庭荣获

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

白礼言家庭荣誉

2014-2015 年度上海市五好文明家庭
2017 年“海上最美家庭”
2018 年第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

白礼言个人荣誉

2011 年获上海市平安卫士、2013 年获上海市少数民族优秀志愿
者、2015 年获上海市少数民族优秀志愿者、2018 年获上海市统一战线
（工作） 先进个人、2019 年获上海市少数民族个人先进奖、2020 年获上
海市优秀志愿者。

梅陇镇文化体育中心位于高兴路 108 号，
是上海市示范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心建筑面
积 1.17 万平方米，中心内设有：东方社区信息
苑、图书馆、游泳馆、篮球、羽毛球、桌球活动室，
健身中心，书画、摄影、舞蹈、拳操活动厅、展览陈
列厅、多功能厅、影视报告厅和室外广场等。
2016 年，在兴南路 387 号建设了 4000 平方米
左右的文化分中心。
近年来，梅陇镇党委相继出台《梅陇镇基层

群众文化工作意见》，把加快阵地建设放在了突
出位置。目前，该镇共有 2个文化活动中心、71
个居村标准化文化活动室、71 个图书阅览室、9
个农家书屋、10 个文化广场、71个固定电影放
映点和140个健身苑点。另外，该镇迄今为止已
建成 7 家文化客堂间和 9 个邻里中心文化空
间。全镇基本实现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全覆盖，
形成了“一公里”文化圈。

2016年，行西村、曹中村成为第一批“文化客堂间”的建设点，通过挖掘
乡风习俗、乡情故事，实现文化传承。
行西村文化客堂间通过展示风车、石磨等农家工具，和老照片述说行西

村成长。
曹中村文化客堂间通过挖掘村史、乡情故事、乡风习俗、乡音古语等元素，

制作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展板、窗花等，展示曹中乡村文化，强化乡情纽带。
集心村文化客堂间注重“村民自治”，在配送各类文艺演出、文化活动，让

老百姓接受文化熏陶的同时，强化节目创作与自治管理，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教育，提升人文素养。值得一提的是，集心村文化客堂间还是闵行区的修
身基地。许泾村文化客堂间以许泾文化为主题，以村民讲吧、村民舞台、村民
健身、村民茶室、村民聊天室、村民阅览室、村民卫生室等为内容，逐渐成为了
村民互动交流的一个地点。
整个梅陇分为 6大片区，以 7家客堂间为依托，将既有的文化资源辐射

至周边 3公里内的农民。自 2017年起，梅陇镇文体中心将文化项目配送到了
每一个文化客堂间。除了农民的“入驻”，梅陇镇的文化领军人物也入驻进了
“客堂间”。通过定期培训，形成由文化领军人物为“文化指导员”、各客堂间
文化干部和社区各类文化团队为骨干的三级服务机制。

梅陇镇文化体育中心 客堂间里创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