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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农民，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他把发生在农家院里的新鲜事、感人事、趣味
事、烦心事用敏锐的视角、细腻的笔触采集整
理，陆续发表在党报、党刊上，为宣传家乡、推介
家乡、讴歌家乡、赞美家乡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就是史万忠，一位农民作家，自费7万余
元在大安市龙沼镇办起了农民文化大院，为全
镇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开先河。在这个大院里，村
民其乐融融、喜事连连，父老乡亲都亲切地称他
是农民的“喜鹊”。

一个“情”字赞家乡
史万忠生于1957年6月16日，高中毕业

后回到家乡大安市龙沼镇红光村务农。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生活，并没有磨平他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自1976年开始，他就积极向党报、党刊投
稿，4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史万忠的稿件源于
农民生活，带着泥土的芬芳，可以说是一股清流
滋润着广大读者的心田。他先后在《农民日报》
《中国老年报》《吉林日报》《吉林农村报》《北方
法制报》《白城日报》《大安日报》《农民文学》《青
年月刊》《绿野》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截至
2017年末，共在报刊上发表新闻报道2000多
篇、文学作品100多篇。他情系农家院、扎根黑
土地，守望家乡沃土蓝天，辛勤地耕耘在希望的
田野上，用生花的妙笔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方
针政策，用一杆铁笔犁开了一条农民作家的成
功之路。他的名字在龙沼镇家喻户晓。2016年8
月，在吉林日报社召开的全省优秀通讯员表彰
大会上，史万忠被吉林日报社授予“终身荣誉
奖”和“通联工作突出贡献人物”。这是《吉林日
报》创刊71年来颁发的两个最高奖项，全省也
只有5人获得。

40多年来，史万忠笔耕不辍。回眸走过的
路，硕果颇丰、收益良多，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
通讯员，多篇佳作获奖。他创作的微小说《养女》
在2016年10月举办的“农商杯”纪念建党95
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征文大赛中荣获
成人组一等奖；2015年6月创作的寓言诗《蝴
蝶和蜜蜂》在上海“三洋电梯杯”全国征文大赛
中荣获优秀奖；2015年10月创作的寓言诗《嘴
和眼睛》在白城市第一届“清廉鹤乡”廉政文化
征文大赛中荣获二等奖；2014年5月创作的寓
言诗《大雁和小草的对话》在全国新农村建设

“乐胜杯”征文大赛中荣获优秀奖。史万忠荣获
的奖项何止这些，早在1981年3月3日，他就
到长春参加《吉林日报》《红色社员报》召开的全
省优秀通讯员表彰大会，并代表白城地区上台
领奖。2015年5月，史万忠受农业部和《农民日
报》的邀请前往青岛参加读报、用报座谈会，全
国仅有23人参加会议，他作为唯一的一名作者
和读者参加会议并发言。他建议《农民日报》要

增加副刊版面，多刊登一些农民在田间地头、农
家院里编写的既接地气又有正能量的二人转、
小快板、三句半、表演唱、情景剧、小小说、诗歌、
散文等。他的建议得到《农民日报》的采纳，他本
人被《农民日报》聘为基层编委。因为他写的通
讯报道深刻感人，数量多，紧扣时代脉搏，接地
气，有正能量，曾在1978年8月被吉林省人民
政府、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授予“吉林省新长征
突击手”荣誉称号。

40余年来，史万忠坚持讲好百姓故事，用
朴素的语言记录着龙沼镇的变迁。他的文章聚
如火炬散如星，一字一句总关情。他笔下的《情
暖老人心》《斧锯声声邻里情》《邻里情深似一
家》《姐妹的贴心人》《她比我的亲姑娘还孝顺》
《继父胜亲爹》《继母胜亲妈》《养子胜亲儿》《爱
心洒满敬老院》《巧手拨响百家音》《小姑贤》《民
兵连里雷锋多》《夸夸咱们的好党员》等作品，到
处都充满了浓浓的亲情、深深的友情和朝夕相
处的邻里情。他写的《农家院里笑声甜》《幸福的
日子唱着过》《迷恋剪纸乐悠悠》《微电影记录乡
村新貌》《一家老少齐登台兴高采烈唱起来》《咱
们村里的文化人》，把龙沼镇的父老乡亲去文化
广场、文化大院唱歌跳舞扭秧歌、书法绘画和剪
纸、琴棋书画陶冶情操，说演弹唱乐在其中，栩
栩如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记录下来。

一个“土”字写文章
史万忠的作品非常接地气，这些都缘于农

村黑土地特殊的环境，他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词
藻，而是原汁原味的“土”味实足，这些方言土
语大实话，不仅合辙押韵还好听，且便于记
忆。他编写的小快板《党的恩情胜过爹和妈》
《天地人间》《省长下乡到我家》和“三句半”
《咱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强》，这些作品都是
用“顺口溜”的形式来述说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惠
农政策给龙沼镇的老百姓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可
喜变化。

史万忠把龙沼镇旧貌变新颜、农民兄弟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可喜变化，把农民发自肺腑的
话都写出来，展现在党报、党刊上。他以小作者
的情怀，关注着身边鸡毛蒜皮的事情，始终以一
颗农民质朴的心，紧紧地贴在家乡的土地上，任
劳任怨地为父老乡亲们写了40多年，把自己冶
炼成了乡土文学的金刚之魂。他为农民而歌，为
农民而舞，一手擎道义，一手书爱文。他写的微
小说很受读者喜欢，《争遗产》《承包地》《买嫁
妆》《赊猪》《分家》《接婆婆》《继母》《骗婚》《遗
嘱》《找老公》等。正如《绿池》杂志主编肖英奎评
价说：“史万忠创作的微小说，字里行间传递着
正能量，关注生活，朴实无华，编者很喜欢这类

‘土’作品。希望广大作者以他为榜样，吸收他人
之长，补己之短，写出好作品来。”

一个“梦”字励人生
人人都有梦想。史万忠青年时代的梦想就

是做记者、当作家。在他将要迈入人生一甲子的
时候，果然心想事成、梦想成真。2013年11月，
史万忠被《吉林农村报》聘为特约记者。同年，吉
林省作家协会吸收他为省作家协会会员。这一
年，他既圆了记者梦，又圆了作家梦。

史万忠性情耿直，这是一个基层记者、作家
最难能可贵的，在他的文章里能说出掏心窝子
的话，能说出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大实话。他的
作品语言有五大特色：一是实。他的作品实得能
让你觉得吃饱喝足，实得能让你点头称是；二是
辣。他的作品充斥辣味，有时让人觉得呛鼻子，
这是农民兄弟最喜欢的味道；三是真。他的作品
最懂得为谁而歌，这就是他能在农民兄弟中立
足的法宝，也是他创作的源泉所在；四是正。在
他的作品里，主色调是鲜红色，动力源是正能
量，为农民和农村而歌是他创作的宗旨；五是
诚。他的作品并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还有对伤
风败俗的无情鞭挞。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他得
心应手的诙谐与讽刺，就像一根根钢针扎在腐
败风气的病灶上，他就是这样用文字为农村不
良风气诊治，就是这样用火辣的爱心去医治农
民心中的伤痛，如他写的寓言诗《杨树和喜鹊的
满足》《猫与老鼠》《机动地的感慨》《梯子的今
昔》《醋和盐》《麻将的喜和悲》《理的独白》《钱和
权的较量》《鸳鸯的自言自语》《狗的不解》《红砖
和水泥的委屈》等。在史万忠的寓言诗里有很多
哲理性的语言，有的可谓是新的警句，也不乏哲
学的观点，他时而以物寓心，时而以事抒怀，时
而触景生情，耐人寻味。

史万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行走在龙沼
镇的乡间小路上，他的足迹深深地扎根在这片
土地上。他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美丽的村
庄、欢唱的河流、枝繁叶茂的森林，每个专业合
作社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到处都有他辛勤的笔
耕。他像一张犁，深深地翻耕着龙沼镇的每一寸
肥沃土地。他收获着快乐，收获着成长，收获着
幸福。他写的是家乡事、身边人，文章里没有水
分，没有浮夸，实事求是，真实感人，既接地气又
有正能量，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真人真事真受教
育，引领着农村新风尚。

一个“爱”字留乡音
40多年是漫长的，可对于史万忠来说恍

如一日，他饱蘸笔墨酣畅淋漓地讴歌着可爱的
家乡，讴歌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讴歌他勤劳
善良的父老乡亲。他用手中的笔讲述龙沼镇一
年又一年的变迁，讲述龙沼镇老百姓一个又一
个真实的故事，讲述龙沼镇老百姓喜笑颜开的
幸福生活。用手中的笔记录着龙沼镇一个又一
个难忘的瞬间，他告诉全镇的父老乡亲，往事
也堪回首。他用手中的笔留住了乡音、乡貌和
乡愁，留住了龙沼镇悠久的历史，留住了龙沼
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的一个又一个喜
人的场面。

说起龙沼镇，它位于大安、通榆、乾安三县
（市）交界处，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前些年，村
民打仗成性、赌博成风，封建迷信严重，特别是
青少年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史万忠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决心为改变这种现象、扭转社会
风气、提升正能量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2006年，他毅然把自己30多年辛辛苦苦
积攒的3万多元稿费拿出来，于秋冬之交在镇
政府所在地以每年4000元的价格租了两间门
市房，购买了一套带调音台的音响，还买了60
件上衣、60双鞋、80把扇子，还订了2000多元
钱的报刊杂志，买来了锣鼓，挂上了龙沼镇农民
文化大院的牌子，鞭炮齐鸣，鼓乐喧天，欢天喜
地地办起了文化大院。

多年来，史万忠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办文
化大院上，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社会风气有所改
变，这更激发了他办好文化大院的积极性。为了
办好文化大院自己投入7万多元，他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大伙开心，我就满足”。

史万忠创办的龙沼镇农民文化大院有秧歌
队、广场舞队、腰鼓队、小剧团、书法绘画组、通
讯报道、文艺创作组。自文化大院成立以来，他
们先后创作出书法绘画剪纸作品400多幅，被
报纸刊物采用的有40幅。《嫩江潮》文艺副刊还
专门给龙沼镇农民文化大院的书法、绘画、剪纸
作品发了专版。多家媒体还报道了在文化大院
拍的微电影、剪纸、书法、绘画的事。史万忠经常
把党对“三农”的优惠政策给广大农民带来的实
惠，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事实编成小快板、
三句半、诗歌发表在省市10余家报刊上。由史
万忠创作、李亚珍表演的小快板《省长下乡到我
家》还在吉林电视台“家在东北”栏目里播出。作
品在文化大院演出后发到网上，在社会上引起

了强烈反响，有的节目还被大安电视台反复播
放。2014年，史万忠自陶腰包2000元，带领龙
沼镇农民文化大院的秧歌队登上了吉林电视台
乡村频道的大舞台，为全省的电视观众表演了
欢快的东北大秧歌。

2016年元旦，龙沼镇决定表彰5户“最美
家庭”。史万忠觉得这是个好题材，打算把5户

“最美家庭”的先进事迹编拍一部微电影，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他转念一想，编写剧本
再拍成微电影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和财力，
还不如现场直播效果好。于是，他把这5户“最
美家庭”平时的生活和表彰大会的实况用摄像
机拍下来，一部真人演真事、好人演好人、本人
演本人的微电影《最美家庭》就这样诞生了。这
个微电影在网上一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形成了一个学习“最美家庭”邻里和睦、
助人为乐、孝老敬亲、子孝孙贤、争做“最美家
庭”的高潮。

截至2017年年底，史万忠已经编、拍了《文
化大院》《致富路上报富音》《最美家庭》《接婆
婆》《继母》《争遗产》等9部原汁原味原生态、真
人真事真受教育的微电影。

一个“善”字赢尊重
文化大院刚成立时，真可谓举步维艰。在财

力、人力、物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史万忠克服
了重重困难，用善行义举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为了让文化大院活跃起来，史万忠请来大
安市剧团的专业二人转演员在镇里，为全镇农
民演了5场地方戏。从此，他每年都要自费请剧
团为全镇农民奉献5场文艺演出。他还义务给
抗美援朝老兵和80岁以上老人主持生日庆典，
义务给贫困户、低保户家庭的子女主持婚礼。他
还带领文化大院的小剧团到敬老院演出，并自
费给老人们买水果。

多年来，龙沼镇农民文化大院的一切费用
都是史万忠支付。2009年，由于没钱交房租，很
难维持文化大院的正常活动，万般无奈的他把
自家5间全砖房以2.6万元的低价卖掉，钱全部
用在了文化大院的活动上。他不但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做好大院的工作，其他文化大院有困难
时来找他，都有求必应。

龙沼镇兴学村文化大院有一对老夫妻喜欢
唱二人转，但没剧本还缺少表演经验。史万忠知
道后，就自费去大安剧团给他们借剧本，还把剧
团的名家请来给这对老夫妻做现场指导，吃住
费用都是史万忠买单。他还义务给安广镇农民
文化大院创作“三句半”节目，并义务为乾安县
工农湖镇文化大院编“小快板”，为大安市残联
编节目，为公主岭市一家规模较大的农业生产
合作社搞企业文化。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

“七一”“十一”，他都组织全镇搞大型文艺活动，
从策划到筹备，从通知到开展活动，从录像到制
作光盘，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忙碌，所需费用都是
由他出。

史万忠喜欢做善事，那是出了名的。2016
年3月，龙沼镇一户农民家3岁的女儿被沸水
烫成重伤，生命垂危。史万忠在第一时间帮着
发微信，求好心人帮助，还亲自联系吉林电视
台的编导、记者做求助节目。他带头捐了200
元钱，全镇的父老乡亲和社会上的好心人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共计捐款20多万元，从死神手
里夺回了一个年幼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无私奉
献的赞歌。

2016年8月，龙沼镇一名男青年患上了白
血病，史万忠动员全体文化大院的人为其捐款，
并联系大安电视台“嫩江之声”栏目组给这个青
年专门做了一期求助节目。随后，社会上的好心
人为这个青年捐款2万多元。

龙沼镇长春岭村、兴学村有7户村民家的
羊被盗，2007年夏季的一天，大安市公安局破
获后召开返赃大会，史万忠花300元钱雇了一
台大客车，把小剧团、秧歌队的人拉到现场，他
们载歌载舞替农民兄弟感谢大安市公安局为他
们挽回了经济损失。

史万忠无私奉献的举动赢得了乡亲们的拥
护和爱戴，同时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扬。曾被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命名为吉林省农村文化大
院优秀带头人。他还受到了农业部和《农民日
报》的表扬……

是金子到哪都发光。2016年底，史万忠被
惜才、爱财、荐才的白城市作家协会主席丁利推
荐给大安市公安局，这只农民的“喜鹊”又给公
安战线带来了惊喜。一年来，他为大安市公安局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89篇，实现了一个老农民
到新辅警的华丽转身……

7月20日，由我市作家翟
妍担当编剧、海南天池奇甸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摄制的微电影
《飞起来的孔明灯》在第二届
“中国梦·青年影像盛典”展映
周上荣获剧情类一等奖。

《飞起来的孔明灯》主要讲
述一个小偷进到一户居民家准
备行窃，这家的孩子回来了。孩
子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爸爸，以
为是爸爸回来。因为妈妈说只
要自己考 100分就能见到爸
爸。那天，孩子刚巧考了双百。
小偷不想伤害孩子，本想摆脱
孩子逃走，但刚出门，孩子的母
亲回来了。母亲发现男人是小
偷，非但没有揭穿，反而雇小偷
扮演孩子的父亲陪孩子一天。
在这一天当中，小偷体会到了
人间至真至善的美和助人的快
乐，更被母亲的善良、孩子的纯
真所打动，决心洗心革面重新
做人。而这部影片最终因真挚
感人而获奖，这无疑也标志着
我市微电影剧本创作又迈上了
新台阶。

据了解，在这次由中国文
化信息协会国际影视文化交流
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中
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等部门举
办的第二届“中国梦·青年影像
盛典”展映周上，有3600多部
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高尚理想信念、锐意进取、
埋头苦干，为祖国奉献青春的纪录片、剧情片、微视
频等竞逐多个奖项。 （本报记者 薄秀芳）

年初以来，洮北区司法局以促进司法行政工作
新发展为主体，以提高党建工作上水平为目标，认真
履行党建责任，强化工作措施，创新活动载体，积极
推动学习型、发展型、服务型机关党组织建设，使机
关党建工作与司法行政工作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党的支部建设。
在日常工作开展中，注意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
持党员带头，积极做好各项工作。一是党员带头学
习理论知识。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学习笔记，提高政治理论水
平。二是党员带头改进工作作风。严肃上下班纪
律，克服作风上存在的“庸、懒、闲、散”问题，严格遵
守岗位工作纪律，做好岗位表率。三是党员带头加
强廉洁自律建设。组织党员自觉遵守党章、守纪履
责、坚决反对“私、奢、贪”问题，克己奉公，切实做到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找准工作载体，增强基层党建活力。党支部针
对本支部党员实际情况，组建了党建微信群，将基层
党建知识、本支部重大情况、政策解读、生活资讯等
信息，通过微信平台，用群众熟悉的语言、现代化的
生活理念向党员及时传达，方便了各党员接收图文
并茂的党建资讯、反腐资讯和学习资料，有效地把党
建工作延伸生活的方方面面。

开展经常性党性教育，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切
实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对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定期进行教育培训，保持党员思想的先进性，行动
的规范性。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将素质高、品德
好、思想上进的群众吸收到党组织中，严把党员的

“入口关”，及时为党组织补充新鲜血液，不断壮大
党组织的力量。 （本报记者 汪伦）

洮北区司法局
三项措施助推党建工作发展

“大爷，来，小心点儿，您这边坐！您要办理什么
事情呀？”家住通榆县富强社区十五网格的任德金近
日来到社区咨询办事，一上社区二楼办公大厅，便民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让老人倍感亲切。

一个微笑，一声问候，待人坐定后，再详细询问
具体去哪个部门办理事情，这就是通榆县富强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热情而亲切的服务。

富强社区室内的东墙上“便民不是口号，服务才是
目标”几个大字非常醒目。宽敞明亮的大厅，统一制作
的窗口单位、承诺事项、服务内容、文明用语贴在墙
上。在大厅等待区内，备有长椅，居民来社区咨询办
事的人比较多时，就可以在这里稍事休息、排队等候。

富强社区便民、利民的服务，贴心、温馨的环境，
真正做到了“只跑一次”，让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
归。 （商淑丽）

通榆县富强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赢民心

寻找最美白城人寻找最美白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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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史万忠被吉林日报社授予“终身荣誉奖”和“通联工作突出贡献人物”。

龙沼镇农民文化大院的秧歌队为父老乡亲表演扇子舞。

一位农民作家的情怀与担当一位农民作家的情怀与担当
——记农民作家史万忠

□胡海学 李显文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