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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摄影报道
56岁的王晓伟身姿挺拔，妆容精致，眼中充满了神采，那是对生活

满满的热爱。
因为这份热爱，她踏上了学习葫芦丝的道路，后来成为一名葫芦丝

老师，走进学校，将葫芦丝的奇妙世界展现给孩子们。

王晓伟：吹奏悠扬生活乐章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孙青 姜
晓 通讯员 韩富超 王庆瑞 摄影报道）自10
月25日到11月19日，福山区门楼街道西马
疃村党支部书记崔晓虎的视频号“80后返乡
支书”播放总量已近500万，五六十家水果
经销商通过视频联系到他，商谈采购草莓。

“我不是喜欢上镜头的人，但我们村老
人多，我只能逼着自己上！”当记者慕名来到
西马疃村采访时，崔晓虎正在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草莓大棚指导村民更换塑料棚膜。他
指着两排草莓大棚说：“今年，村民全部加入
合作社，草莓大棚增加到了48个，光靠周边
市民、朋友购买，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产能，必
须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我就想到了互联网。”

42岁的崔晓虎是土生土长的西马疃
村人，与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高中一毕
业进城打工，后来创建了设备公司。一次
回村，他听邻居说家里晚上被偷，因为没有
路灯和监控，没法破案。“我小时候在河沟
里呛水七八次，都是村里老人把我捞上来

的。我想回报他们。”2021年，他毅然返
乡，在西马疃村委换届选举中，当选为村委
委员，后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回村时，西马疃村村委会的账户上没有
一分钱，村民最年轻的60岁，土地要么撂荒，
要么租给外地人种菜。如何让村里的经济
发展起来？崔晓虎想到了草莓。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门楼一带的草莓大棚一个接一
个。每到成熟季节，各地的水果商贩会到南
涂山、西马疃一带收购，门楼丰香草莓远销
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
经研究，合作社决定把土地流转，把会种草
莓的老人召集起来，种无公害草莓和西瓜。

村里没钱，崔晓虎四年垫资450万元
帮合作社建草莓大棚：2021年，建了8个
大棚。年底，除了每亩得到600元土地租
赁费，参加合作社的村民每家分红1200
元；看到合作社经营得好，2022年，村民们
纷纷要求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他又帮合
作社建了8个大棚。这一年，每家分红增

加到1500元；2023年，崔晓虎再次垫资，
合作社又建了20个大棚……看到西马疃
村的经济越来越好，6名外迁的村民先后
将户口迁回村，加入到建设新“西马疃”的
行列。

草莓压茬收获，产量大，崔晓虎尝试通
过办西瓜节、草莓节等方式销售。今年，村
民都加入了合作社，草莓大棚增加到了48
个。如果不开拓稳定的渠道，势必面临严
峻的销售问题。在头脑灵活的村民协助
下，崔晓虎开通了视频号和抖音号，决定通
过互联网扩大销路。

“年年给村民分红，你投入这么多钱什
么时候能收回来？”记者问。

“除了留一些当作基础建设费用，合作
社每年的收入都给老百姓分红了。我希望
以后能再多赚一点儿，给大家多分一点儿，
修修道路，改善一下村里的条件。未来，我
还想在村里建养老院，让老人们过好晚年生
活。没想啥时能收回钱的事。”崔晓虎说。

“那你图什么呢？”记者不解。
崔晓虎思考了一下：“人生是个过程。

我们这儿气候好、土壤好、水好，种出来的
草莓好吃。我想逐步把村里的470亩土地
都流转回来，打造集生态种植、观光旅游、
文化休闲于一体，胶东或全国最大的草莓
采摘、生态休闲基地，带着村里的老人们过
好日子。这个过程，我比较喜欢。”

再过十五六天，西马疃村的草莓就要
成熟了，崔晓虎说，这段时间，他要抓紧学
习如何做直播。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鲲 吕金滙 通讯员 李梓平 张陈晨）

“老于帮办”继续与您相约，本周六上
午，活动第368站将走进芝罘区毓璜
顶街道德新社区。活动地点在南通
路烟台老年病医院门前，时间是上午
9点-11点。

本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为市民
带来更多实惠和更周到的服务。环
球美发学校年轻美发师为社区百姓
义务理发。晚报特邀“老于帮办”栏
目帮办员孙德荣、李肇平、唐廷乐和
烟台通修电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赵
飞师傅为市民修理小家电、缝纫机、
钟表、收音机等。烟台中金黄金投资
有限公司志愿者为市民免费清洗、整
形首饰，从事珠宝鉴定、技术维修20
年的师傅现场鉴定珠宝玉石。

本周烟台晚报特邀烟台市口腔
医院专家和医护人员，为市民检查口
腔，教您如何保护牙齿；爱尔眼科医
院专家教您如何保护视力，为市民免
费检查眼部疾患；烟台老年病医院派
出专家和医护人员，免费为市民提供
健康咨询，教大家冬季如何防病，如
何正确保健养生；烟台德正堂中医医
院医护人员现场为市民测量血压、血
糖，中医医师现场把脉，现场诊断、开
方；惠耳助听器、峰力助听器听力专
家将携带专业设备为听力障碍人士
免费检测。

山东邦典律师事务所高旭东律
师、山东烟泰光远律师事务所周建平
律师将现场为市民提供法律咨询，您
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可现场找律
师求助。恒誉家政工作人员现场接
受市民咨询。烟台市融媒体中心小
报童发行公司工作人员将现场为市
民订报，当场订报有礼品赠送。此
外，驴小厨美食、卜鲁卜鲁亲子游泳
中心、李时珍耳鼻堂、春暖花开蜂蜜
店也将派出志愿者，为市民提供各类
服务。

手指轻盈地搭在音孔上，嘴唇贴近
吹嘴，轻轻吐气，悠扬的音符缓缓流淌而
出……

王晓伟与葫芦丝的缘分要从一首
《月光下的凤尾竹》说起。“我当时听到朋
友吹奏这首曲子，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当即决定学习葫芦丝！”那次邂逅仿佛一
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王晓伟学习葫芦
丝的大门。

“年轻时为家庭生活忙碌，现在有了
时间，要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让自己

变得丰富而美好。”王晓伟感慨道。
在浪花艺术团3年的学习时光里，

王晓伟非常努力，每天刻苦练习，成功
考过了10级。“每当吹奏一首曲子，我
都特别开心，音乐让人心情愉悦。”王
晓伟说。

如今，作为葫芦丝老师，王晓伟走进
通伸小学、文化路小学，将葫芦丝的美妙
传递给孩子们。王晓伟说，与孩子们相
处的日子充满欢乐，在教学中感受着别
样的幸福。

吹奏曲子，不仅让自己心情愉悦，而
且也能吸引到热爱生活的人。

昨日上午，当记者见到王晓伟时，她刚
从南山公园练嗓回来。王晓伟告诉记者，
前两日她在公园吹葫芦丝，一位大姐被吸
引住了，说也想学。她刚才去公园教那位
大姐了。

王晓伟又触类旁通，自学电吹
管、陶笛等吹奏乐器，不断拓展自己
的音乐空间。

学无止境，王晓伟还开启了京剧
学习之旅。她学张派青衣，深深沉醉

于京剧独特的魅力之中。这两年来，在老
师的悉心讲解下，她不断领悟着京剧的韵
味。在王晓伟看来，京剧可不单单是一门
艺术，更是对真善美的一种歌颂。对她而
言，欣赏京剧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在艺术的陪伴下，王晓伟的退休生活
别有滋味。平日里，王晓伟还经常和好友
穿着演出服，到公园吹葫芦丝、唱京剧，他
们把精彩瞬间拍摄下来，传到抖音上。精
美的画面和动人的表演吸引了众多网友
点赞。王晓伟也乐在其中，这种分享带来
的快乐让她更加热爱自己的退休生活。

王晓伟对生活的热爱也深
深影响着家庭。读大学的儿子
积极向上，正在准备考研。王
晓伟仍记得，疫情期间她每天
在家苦练葫芦丝数小时，儿子
则认真复习功课。母子二人互

相激励，共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王晓伟还和儿子一起当义工、做公

益，在奉献中传递温暖。儿子在这样的氛

围中成长，对自己的未来有清晰的想法和
规划，努力追逐着梦想。

王晓伟的退休生活是一首悠扬的
乐章，是一幅多彩的画卷。她用乐观积
极的态度，将生活过成了诗和远方，为
周围的人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打开葫芦丝的大门

沉醉京剧之美

和儿子一起做公益

“80后返乡支书”为振兴乡村拼了

垫资450万为村里建48个草莓大棚

“老于帮办”
与您相约德新社区

老有所乐老有所乐

崔晓虎（左）邀请中国草莓专家、青岛
农业大学退休教授姜卓俊指导草莓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