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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师生生自自编编自自演演，，演演绎绎校校园园精精彩彩
惠民县第二中学首届文化艺术节胜利闭幕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王文彬)
21日18时30分，惠民县第二中学首届文
化艺术节汇报演出在学校篮球场隆重举
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传升在汇演
前作了即兴演讲，学校全体师生观看了
精彩的演出。此次演出的顺利举行，标志
着惠民二中首届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圆
满结束。

为进一步突出学校的办学特色，认
真贯彻执行学校“育人育心，尚德修业”
的办学理念和“德高学丰，辛劳勤勉”的
育人目标，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校园
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学校师生的综合
素质，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学校在2014
年3月份举办以“绽放青春，放飞梦想”为
主题的首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期间开展
了艺术节主题黑板报、“青春有梦”班级
团队艺术展演、“金话筒”校园主持人大
赛、“魅力神韵”校园现场书法绘画剪纸
大赛、闭幕式暨优秀节目展演五大板块
活动。

此次汇报演出在全体高三音乐生演
唱的《青春激昂，放飞梦想》校歌中拉开
帷幕，整场演出的23个节目，全是师生自
编自演，精彩纷呈。其中，由体育生表演
的大众健美操，展现了二中学生昂扬的
精神面貌和青春活力；高二(三)班全体
同学和部分教师演唱的合唱歌曲《明天
会更好》，获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路
金东、刘占春两位老师表演的相声《我能
干大事吗》，更是给全校师生带来了无尽
的欢乐；沈培星等四位老师深情演唱的

《共铸中国梦》把演出推向了高潮；演出
在深情演绎的《走向复兴》中结束。

“本届艺术节的成功举办，是我校师
生凝心聚力共圆梦想的具体体现。这也
必将进一步推动学校校园文化的建设，
提升全体师生的修养和审美情趣，为增
强学校的核心力、凝聚力、创新力做出更
大的贡献。全校师生也必将以此为契机，
共同去书写惠民二中更加辉煌的明天，
全力做出全县人民满意的教育。”演出结
束后，王传升告诉记者。

汇演前，校长王传升即兴演讲。

学校老师于佃森、刘颖诗朗诵《中国梦》。 高三音乐生表演舞蹈《碧波孔雀》。

惠惠民民三三农农民民四四万万字字作作品品结结集集出出版版
惠民农民作家孙广智、刘宏泉、赵化美联手创作《三稼集》

四万多字的《三稼集》，收录小说、散文、故事、传说、诗词
歌赋等210余篇，用独特的手笔记录了滨州惠民县的典故遗
闻、风情民俗、故事传说和新人新事。这本书的作者竟是惠民
县的三位农民，其中作者之一孙广智最喜欢乡土文学，这次
出版《三稼集》，用他的话说也算是为传承乡土文化尽一份微
薄之力。

◆立志传承乡土文化

孙广智，今年77岁，是一位
地道的农民。年轻时，他当过民
办教师，在文化部门搞过文学创
作，还在水利部门干过临时工。
他自幼喜爱文学，从学生时代就
开始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010
年，他把责任田交给儿子耕种，
在经营一个小卖部的同时专心
从事文学创作，几年下来，他在
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歌、
民间故事等乡土文学作品70余
篇。

《三稼集》是孙广智和刘宏
泉、赵化美两位农民朋友一起创
作的，书名的意思是，三位种庄稼
人写的作品集。有了一次出版图
书的经验，孙广智的兴趣更加浓
郁了，目前他正在整理他一本名
为《乡风》的新文集。这个文集，孙
广智从2012年开始策划并撰写，
主要是针对一些传统习俗没有系
统资料的问题，结合自身的经历，
又通过多方搜集，比较全面地介
绍鲁北地区婚丧嫁娶习俗，记录
鲁北地区的风土人情。

“这个册子计划写8万字，现
在已完成5万字。这段时间，其他
题材的稿件我不写了，专心编写
这本册子，剩余部分目录已经列
好了。”孙广智边说边拿出一个

长条形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
列着文集的章节和题目。为了写
这个册子，孙广智白天查阅各种
资料，晚上伏案创作，有时候夜
里来了灵感就赶紧起床写作。为
了完成计划，他在床头床尾放满
了各类书籍资料，什么时候有空
什么时候需要就翻出来查阅。

“春节前初稿要拿出来，向各界
朋友征求意见后再考虑出版的
事！”孙广智说。

◆文学情缘难以割舍

62年前，孙广智还在上初中,
有一天学校主办的一份报纸编
辑托人捎信给他,说当天的报纸
给他留着一个版块,让他赶紧把
文章写好。“我家离着学校很远,
中间还隔着一个苇子湾。我在家
写好后,跑着送到了学校,已经顾
不得害怕了。”当年的事令孙广
智至今印象深刻。这也是他颇为
得意的一次经历。写作水平得到
学校老师们认可,他的文学梦就
此开启了。

孙广智告诉记者,他与村里
的其他老人“不大合群”，他不喜
欢没事老凑在一起打牌、下棋，
更多的时候喜欢“宅”在家里搞
创作。为了不打扰老伴休息,孙广
智在小卖部安放了一张床，晚上
八九点就上床睡觉,半夜两三点

一旦有思路就赶紧起来写作,“夜
深人静更适合创作,那个时候最
有灵感了。”

1974年,孙广智曾经参加过
上海美术电影学院主办的创作
学习班,当时学校的老师看中了
他写的一篇小说《红叶》。这篇小
说写的是一个条件很好母亲为
了自己的盲人儿子能够有一技
之长而下嫁给一名盲人算命先
生的事,歌颂了母爱的伟大。孙广
智谈起这段经历颇为自豪,当时
这个班一共27名学生，山东2人,
他是其中之一。以后山东省、惠
民地区举办的各类文学学习班
他也是常客,他也因此结识了不
少作家朋友。

“文学是有黏性的,一旦沾上
就舍不掉了。”现在，写作成为孙
广智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兴趣，即
便不写东西也是在通过不同形
式找寻题材搜集资料。

◆一份责任一份追求

李之芳是惠民县的历史名
人。小时候，孙广智就听祖辈讲
过关于李之芳的故事。2012年，
他开始撰写《李之芳传奇》,先后
在报纸上发了18期。谈到《李之
芳传奇》的创作，孙广智认为后
期部分内容故事性不强，可读性
不大，因此计划重写。缘何如此

“纠结”于这个历史人物？原来孙
广智认为当地传说甚至史料记

载中对李之芳有误解，他写这一
系列就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
李志芳。另外，他还有一个计划，
就是把李之芳的事迹写成一个
京剧剧本,让人们看到一个更形
象的李之芳。

身处农村，年龄又大了。搞
文学创作尤其是要撰写一个系
列的东西，是比较艰难的。孙广
智经常要背着老伴把经营小卖
部的钱拿去，购买相关书籍，找
人打印文稿，或者在网上查阅相
关资料。“人老了体力活干不了
了,为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做点贡
献吧。”孙广智说。在他的心里，
有一份大的责任，有一份大的计
划，他要不懈努力。

孙广智向记者介绍他正在创作的《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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