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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沧州电（通讯员边铁

曙 记者代晴）河间是《诗经》

的发祥地，那里很多人学《诗

经》、诵《诗经》、爱《诗经》。为

了更好地让《诗经》走向大众，

河间的刘艳波、刘春梅夫妇用

时半年多自制了免费软件“诗

经”。人们在电脑或手机上轻

轻点击，就可方便地选择自己

喜欢的章节，能看能听，简单

生动。

40岁的刘艳波向记者介

绍说，编程是他的业余爱好，

自学多年热情不减，做过画

图 、手 写 字 帖 、成 语 类 软

件、小游戏，自娱自乐。妻

子刘春梅喜欢读读写写，半

年前，她随口提议：“不如我们

做个‘诗经’主题的软件吧？

用新颖的形式呈现国学经

典。”“行啊，试试看。”夫妻俩

一拍即合。

说做就做。俩人都是上

班族，只能下班后挤时间。他

们分工协作，刘春梅负责《诗

经》原 文 、译 文 、音 频 的 收

集、分类、录入和校对，刘艳

波负责软件框架搭建和程序

制作。

“软件的制作并非一帆风

顺。”刘春梅回忆道，开始时，

他们把《诗经》的目录按层级

制成不同页面，再用按钮进行

页面跳转。但随着制作的深

入、内容的增加，问题来了：页

面上千，软件过大，从总目录

到内容页要经过四五次跳转，

打开时等待的时间长，查阅非

常不便。

表现形式不对路，夫妻俩

不怕麻烦推倒重来。经过一

番深思，刘艳波对游戏结构进

行了重新梳理：去掉烦琐的页

面跳转，把内容页和目录做到

同一个页面，通过鼠标或手指

的点选、滑动，让内容逐级呈

现。这样一来，方便了操作，

解决了难题。

经过反复易稿、通宵钻

研，夫妻俩用时半年多，终于

制作完成了软件“诗经”。它

在电脑、手机上通用，可随时

随地用微信、QQ 等方式打

开，身边人纷纷试用和转发，

欣赏“指尖上的国学”。不少

朋友还特意用这一软件做亲

子阅读，他们说，里面的声音、

动画更容易激发孩子的阅读

兴趣，寓教于乐。

记者用手机打开该软件，

伴随着优美的钢琴曲，“诗经”

二字跳出，手指轻触几下，选

中章节的原文、译文一一呈

现，真人朗读娓娓动听。

“之前，我对《诗经》的了

解仅限于《关雎》等名篇名句，

一度认为《诗经》晦涩难懂、难

窥门径。”刘艳波说，随着制作

的深入，他发现很多被广泛引

用的句子都出自《诗经》，如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靡不

有初，鲜克有终”“投我以木

桃，报之以琼瑶”……有些虽

然听得少，但读来韵律谐美，

很容易产生共鸣，如“昔我往

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

霏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等。

制作软件的过程中，夫妻

俩真切地感到：原来《诗经》那

么美、那么情感丰富。“很庆幸

能与《诗经》有这样一番美丽

的邂逅。”刘艳波和刘春梅笑

着说。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左书

忠 记者代晴）最近，献县段

村乡尧上村杜波的儿子生病

在北京住院，手术需要几十万

元，家境贫困的他一筹莫展。

段村乡爱心协会偶然知道了

他的情况后，先是在协会内部

发动，然后又在网上呼吁，几

天的时间，善款已达 15 万多

元。

据段村乡爱心协会会长

崔凤欣介绍，2015年12月，尧

上村几位在北京经商工作的

人聚在一起闲谈时，他倡议成

立一个爱心组织，专门救助贫

困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和特困

家庭。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

响应，十来天的时间，就有50

多人表示愿意奉献爱心，尤其

让他们感动的是，不仅是尧上

村的，周边村彭村、柳杭村、代

村、南皇亲庄村等村庄也有爱

心人士参与进来。

2016 年 2 月他们在民政

部门进行了注册，取名“段村

乡爱心协会”。协会成立一年

多来，组织了 10 多次爱心捐

赠活动，救助了100多名贫困

生，并对 10 多个贫困家庭进

行了救助。

段村乡爱心协会秘书长

卢长友介绍，爱心协会会员由

在北京和上海做生意的爱心

人士几十名发展到现在的

200多人，成立至今为尧上村

所有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

大米和食用油，“六一”儿童节

资助贫困生，中秋节期间爱心

协会成员还带着米面月饼到

商林敬老院爱心助老。连续

两年春节，他们还为尧上村贫

困老人带来了米油和百孝文

字图书。

卢长友说，爱心会员们大

多是农村孩子，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愿意做点善事，感恩社

会，回报社会，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现在爱心队伍越来越

大，他们将把这项公益活动一

直进行下去。

8月16日，唐山市丰润区郑八庄村村民在观

看电影《勇士》。

为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活跃

农村群众文化生活，唐山市近日启动公益电影进

农村放映活动。据介绍，此活动为期4个月，将

安排 227 个放映队在全市农村放映电影 5 万余

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可读又可听 方便查译文

河间夫妇
自制软件传播《诗经》

献县段村乡爱心协会
汇聚众人爱心
成立一年多来，组织10多次爱心捐
款，救助100多名贫困生

杜绝攀比

南和三思乡
取消过多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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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走亲访友

和物资交流两大

传统功能日渐式

微后，传统庙会

存在的必要性降

低。而近年来，

它还衍生出攀比

浪费和社会治安

等问题。日前，

邢台南和县三思

乡在该县率先对

传 统 庙 会 说

“不”，在全乡 27

个 庙 会 的 基 础

上，计划取消 14

个，以还普通民

众真正的庙会面

目。

基于上述考量，南和县三思乡党委

把合理控制庙会数量作为推进移风易俗

树新风的一个新的抓手来抓，于今年3月份

向全乡发出倡议，倡导13村党支部结合乡贤

议事会，在征得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基础

上，年内各村庙会只保留1个。

此举深得民心，广大群众响应热烈，

截至目前，三思乡群众已自发取消庙会

10 个，到年底各村均能实现既定目标。

算笔经济账的话，仅一次庙会全乡可节

省招待资金 700 多万元，相当于全乡 3.6

万人口人均增收200元，保留的庙会也因

宣传得到位酒后滋事和交通事故隐患也

大幅降低。

“农村经济发展迅猛，庙会的传统意

义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必然，我们这次移

风易俗树新风所倡导的取消过多庙会，每村

只保留1个庙会的做法，既是减轻群众负担，

更是顾及村民保留并找回乡愁的感受。”

三思乡党委书记刘录强如是说。

据南和县三思乡里首村的老人介

绍，老辈儿人设立庙会的初衷有二：一是

亲戚走动感情沟通，二是推进物资交

流。在曾经通讯不便以及物流不发达的

年代，这两个初衷借助庙会得以体现。

但近年来，伴随城乡一体化和“互联

网+”之风迅速吹到农村，庙会的两大传

统功能大大弱化。

三思乡13个村共有庙会27个之多，且

多数在炎热的夏秋农忙季节，群众从内心

反感但碍于情面又不得不过。现在农村生

活水平普遍提高，过庙会谁家要不摆上几

桌好酒好菜招待亲朋，不光面子上过不去，

还成了怠慢客人，造成攀比之风盛行。

以里首村为例，全村 3800 多人共计

1100余户，以每户600元招待标准，此一

项全村即耗资66万元，这还不算外地务

工人员的车船路费及误工费。

此外，每次庙会通常都是乡派出所

最头疼的一天，平均每天都要处理酒后

滋事事件10余起，同时酒后驾驶所引发

的车祸事故，其损失无法用金钱衡量和

挽回。记者了解到，最近两年，当地交警

曾组织在有庙会的村口查酒驾，但依旧

难遏滋事之风。

“取消了今年农历六月二十三的庙

会真不赖，要不然还得往家里赶。”说这

话的是远在内蒙古务工的三思乡里首村

村民胡志强。8 月 15 日，也就是农历六

月二十四，胡志强在电话那头告诉记

者。如果六月二十三的庙会不取消，胡

志强很有可能要赶回来，“亲朋好友都要

来，家里显得热闹而有脸面。”

可以吃个正常饭的还有魏志平，他

是南和县三思乡东大村村支书。即将到

来的农历六月二十八是他这个村庄的一

个庙会。如果这个庙会不取消，魏志平

已经开始去南和县城订菜了，同时需要

预订的还有冰镇啤酒，以及提前通知亲

朋好友，“如果不提前，届时一扎堆，都准

备不出来。”

当然，伴随庙会的取消，魏志平可以

全身心投入到他的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上

来。他需要的只是不断重复庙会取消的

通知，以及庙会那天的凌晨，他要带着村

干部在村口劝退可能不知情的外地的少

数商贩。

胡志强和魏志平感觉轻松的背后，

则是南和三思乡党委正在大力推行的移

风易俗树新风活动之一，取消不必要的

庙会。

不必要的庙会取消了

庙会变味了

庙会“回归”了

公益电影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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