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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葛梦杰

因为一直有着当老师的梦想以及为
家乡教育出一份力的情怀，孙莉莉放弃
了稳定的工作，碾转回自己的家乡河套
街道办学，为家乡的孩子提供更高的艺
术教育平台。“现在随着家乡经济的快速
发展，家长们对孩子的文化艺术教育也
尤为关注，但是他们需要更好的平台发
展，更正规的机构引领。”说起回家办学
的初衷，孙莉莉眼里依然饱含神采。

放弃“金饭碗”，甘当“孩子王”

孙莉莉的骨子里，带着一股牛劲儿，
只要自己认定了的事情，她就必须得做
好，做专，做精。孙莉莉从小便是“别人家
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名列前
茅。但她却说自己小时候特别爱玩，在学
习上不喜欢死记硬背，总是能够找到适
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理解记忆。高考的时
候，孙莉莉顺利考上了青岛大学师范学
院，学习应用化学专业。
“九几年的时候，能上个中专就已经
很不错了，我算是村里面第一个正儿八
经考上大学的学生，家里人都高兴坏
了。”1995年，孙莉莉从青岛大学师范学
院毕业，应聘到了化工单位工作，后因在
厂子里表现突出，又调到了市区研究院，
从事专业的检测检验工作。孙莉莉工作
的研究院在化学品安全领域的科研实力
雄厚，国家科技部在国内唯一的化学品
安全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设在研究院
里。这样的工作单位，在现在看来，是很
多人挤破头都想考取的“金饭碗”，但是，
孙莉莉“牛劲”上来之后，却放弃了这样
让人羡慕的工作，转行做起了一名普通

的辅导老师。
孙莉莉说，当老师一直是她的梦

想，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后来因为
孙莉莉的大儿子学习艺术特长，她与
许多艺术老师都有接触，也从他们那
边了解到了现在城市文化艺术教育与
农村文化艺术教育的差距，孙莉莉为
家乡的孩子找不到好的艺术教育平台
感到可惜。2009年的时候，孙莉莉就
有回家办学的想法，但是没找到合适
的地方。后来，她跟几个朋友合伙在市
南区开办了文化艺术培训学校对学生
进行教学培训，经过几年的经营探索，
培训学校办得很成功，孙莉莉也意识
到，回家办学的时机成熟了。

回家乡办学，为孩子提供
优质艺术教育平台

在市区办学的这几年，孙莉莉清晰
地了解到了市区孩子与老家孩子在接受
教育方面的差别。她想将市区比较成熟
的教育理念和良好的资源带回家乡，给
家乡的孩子们提供优质的学习和展示平
台。2017年，孙莉莉回到河套街道开办
了小雨文化艺术教育基地，这是一所综
合性的艺术教育机构。回到家乡办学之
后，孙莉莉发现家乡孩子们对艺术学习
的渴求更高，并且学习起来都非常踏实。
“老家的孩子也很聪明，就是缺少正确的

指引，我为能够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平台
感到高兴。”
最让孙莉莉感到头疼的，是与家长

的沟通。“有些家长急于求成，强逼着孩
子学习艺术特长，有时孩子学不好还会
斥责他们，每当看到孩子被逼迫着学习，
我的心里都很不好受。所以我经常会劝
导家长们，一定不要用自己的思想扼杀
了孩子们学习的兴趣。”孙莉莉曾经接到
过一个4岁的孩子，孩子的妈妈想为孩子
报名书法班，在试学的过程中，孩子因为
不专心学被妈妈“教训”。孙莉莉耐心地与
孩子妈妈进行了沟通，并且告诉她孩子现
在太小，最主要的是培养兴趣，可以在家
简单的认认字，等孩子大一些了，再为他
报名。“过了两年这个妈妈又带着孩子来
了，孩子的专注度和兴趣明显比以前好很
多，孩子的妈妈也对我非常感谢。我一直
认为孩子在什么年龄段，该做什么事就做
什么事，硬逼着会让他们失去很多乐趣。”
三年的时间里，因为孙莉莉的认真

负责，她的艺术培训学校已经出了不少
成绩，在当地也小有名气。“我们的孩子
在各方面艺术学习中都表现非常优秀，
全国大赛中大奖获得者屡见不鲜。每年
都会推荐节目参加省、市少儿春晚。”除
了登上少儿春晚之外，孙莉莉还拿到了
各类国家级艺术测评授权为让本地区的
孩子足不出区就可以直接考证考级。
在孙莉莉看来，教育需要稳扎稳打，

这样办学质量才能提升，才能有更长久
的发展。“办学不同于普通商业活动，不
能单纯地以营利为目的。教书育人是我
们的首要任务，让学生踏踏实实的学到
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正着力将
优秀的培训机构和项目引进来，在为农
村孩子的艺术教育提供更高、更规范的
平台不断努力着。”孙莉莉说道。

□半岛记者 张彤

夜幕降临，棘洪滩街道古岛社区东、
西两个文化广场上华灯璀璨，笑语喧哗，
只见男女老少彩衣飘动，舞姿蹁跹，一场
场居民自娱自乐的文娱节目竞相登场。
今年60岁的解德山是一名老党员，

也是古岛社区的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社区现在的文化生活就是他一手带起来
的。
多年前，解德山就有个梦想，带领全

村人把文化生活搞起来，让老年人忘记
年龄，让年轻人忘记烦恼，让全社区人都
能快乐地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他的这
个梦想正在慢慢实现，不到两年时间，社
区文化队伍迅速壮大，从最初的10余人
发展到现在的300余人，年龄最小的20
岁，最大的82岁。
“文化生活好了，大家的心情也好，
心情好了，身体自然而然会更健康。”起
初，社区有几个爱好文艺的人，解德山逐
个跟她们沟通，希望她们能带动居民一

起跳舞。要跳舞，不能没有音响设备，解
德就山自掏腰包给大家购买了音响，为
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他又自掏腰包
购买奖品作为鼓励。随着参与的人越来
越多，大家已不再局限于跳广场舞，胶东
大秧歌、东北大秧歌、二人转、旱船、跑驴
等民间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成为乡村夜
晚的一道亮丽风景。这两年，解德山自掏
腰包给居民购买的设备和道具就花了约

3万元。一些原本就有着民间文艺细胞
的居民，三五个成群、六七人搭伙，也自
购服装、彩扇等组成秧歌队进行活动，随
心所欲地演出自己喜爱的舞蹈节目。
2019年，解德山发现社区原有的

2000多平方米文化教育中心广场已满
足不了居民的文化需求，于是，他有了个
想法，在社区新建一个文化广场。向社区
提议后，得到了社区的全力支持，社区在

财力紧张的情况下，拨出资金百余万，在
社区东面新建了一处3000多平方米的
文化广场，并配备广场彩灯、锣鼓器乐、
音响彩绸等。新广场投入使用后，夜晚参
加文娱活动的居民由数十人迅速发展到
上百人，除本社区常住居民外，外来务工
新市民的参与不仅壮大了活动队伍，还
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家乡民间歌舞。
2019年底，为进一步丰富居民的文

化生活，在解德山的号召下，社区开展了
迎“双节”庆祝活动，社区居民们踊跃报
名，最终从40多个节目中精选了20多个
节目呈现给大家，所有的节目都是社区居
民自编自演，当晚参与文艺演出的居民80
岁以上的就有5人。解德山还组织了“迎新
春、送对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邀请书
法爱好者现写对联，免费送给社区居民。
一处文化广场，打开一片生活天地，

搭起一个精神平台，这里是古岛社区居
民共同的乐园。如今，古岛人的生活方式
变了，村风民风更淳朴了，人们的身心也
更健康了。社区70岁以上的老人总共
150多人，出来跳舞的就有70人。“带动
全民参与才是我的最终目标，接下来我
们还将发展太极拳，让社区更多的男爷
们也参与进来。”解德山说，社区两个广
场白天和晚上都很热闹，一天不出来转
转，心里就不得劲儿。疫情期间，大家也
都自觉不聚集，每天通过网络学习新的
舞蹈，编排新的节目。随着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居民们又陆续走出了家门，广场
上的热闹渐渐回来了。

河套街道小雨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孙莉莉———

扎根家乡，点亮孩子的梦想灯塔

孙莉莉还经常组织孩子们参与课外拓展活动，让孩子们增长见识。

解德山：这位社区文化带头人正在筑梦———

让老年人忘记年龄，让年轻人忘记烦恼

解德山有个梦想，带领全村人把文化生活搞起来，让老年人忘记年龄，让年轻
人忘记烦恼，而今，这个梦想正在慢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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