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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言：回乡女大学生的文化“大事业”
“我的生活怎么变成
这样了”

采访的时候，周思言的电

话一直不停地响，每次她和对

方没聊上几句，就开始哼调子。

“这段时间，我们乡镇有文艺

活动，各个村的文艺队都在选

音乐，他们选好了总是会打电

话问问我觉得怎么样。”周思

言解释说。看得出来，她和老

百姓走得 很近。“那当然，他

们都拿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

待。” 周思言告诉记者，文化

专干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是个轻

松的活，其实很辛苦，大部分

的时间都是在乡下指导村民开

展文艺活动。

和现 在的 游刃有余相比，

2012 年 6 月，周思言刚到吉信

镇参加工作的时候却是各种不

适应。“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

可能想法还没有完全 转变 过

来，每天跟村里的大叔大妈打

交道，我当时就在想 ：‘我的生

活怎么变成这样了？’”村民们

音乐和舞蹈基础不太好，而且

留在家里的又都是四五十岁以

上的人，周思言觉得跟他们很

难沟通。“怎么教都教不会，急

死我了。”而且，更要命的是，

很多人都觉得周思言年纪这么

小，根本就不屑向她请教一些

问题，甚至还会有人当面指责

她。

后来，县里组织了一次大

型比赛，为了证明自己的专业

能力，也为了和村民们融洽关

系，周思言和那些参赛的阿姨

在一起整整待了半个月。“那真

的是每天都在练习，我喊节拍

喊得嗓子都哑了。” 回忆起那

个时候的情形，周思言用了“苦

逼”两个字来形容。不过，后

来的事情却有点超出了她的预

料，倒不是比赛拿到了好名次，

而是相反：阿姨们在舞台上出

了状况导致比赛没拿到名次。

在回去的车上，爱说爱笑的周

思言看到大家都闷闷不乐，就

笑着安慰。没想到，一个阿姨

却拉着她的手说 ：“孩子，我们

对不起你，你这段时间这么辛

苦！”说完，好多人眼睛都红了。

就是在那一次，一直大大咧咧

的周思言被感动得有点不知所

措，也就是那一次，她和乡亲

们的感情无形中成了亲人一般。

文化专干的路
越走越宽了

能歌善舞的周思言，天生

有一副好嗓音，从小酷爱音乐。

在读书期间，她就多次参加省、

州、县组织的“三独”（即独舞、

独奏、独唱）比赛，均荣获第

一名的好成绩。2006 年，她还

跟随湖南省著名声乐家宋慧玲

老师学习，演唱水平也大幅提

高。现在，她成为了凤凰不可

多得的演唱明星，大大小小的

活动总少不了她。

三年来，吉信镇文艺活动

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她的努力

下，镇文化工作有了很大的突

破，成立了多支舞蹈队、花鼓

队。此外，她还积极为当地群

众编舞、编歌，努力指导他们

开展形式多样的以“乡土文化”

为特色的自娱自乐活动。在周

思言的大力推动下，吉信镇的

文艺队伍从三年前的七八支发

展到了现在的近二十支，村民

们的热情也大大提高。由于工

作成绩突出，周思言被凤凰县

文广新局评为 2013 年度先 进

个人。

“其实，有时候也很累。” 

周思言称，有时候大晚上都还

要去村里给老百姓指导，来回

几十公里的山路，还蛮害怕的。

不过，她又笑着说，“既然选择

了，就要全力以赴。现在乡亲

们认可我了，那我更应该干好。

文化专干绝对是一份值得花时

间和精力去干的大事业。”

虽然没有专门从事歌唱事

业，但文化专干却给她提供了

更为广阔的平台，她也发现自

己的路越走越宽了。周思言为

了弘扬民族文化，努力挖掘苗

族文化资源，这些年，她走村

串户，拜访了上百个苗族艺人，

查阅无数的资料，收集了大量

的婚嫁、迎宾、喜庆等少数民

族歌谣和舞蹈，并在传承的基

础上上大力创新——她还编写

了多首适合本地区村民演唱的

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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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旦

浓眉大眼又特别爱笑

的周思言是个公认的美

女，举手投足间却透露出

一股豪气。“哎呀，你不

知道，我刚开始到乡里

的时候，他们总说我小姑

娘家的太害羞，这不，三

年时间，还真是练成了

‘女汉子’。” 周思言所说

的乡里是凤凰县吉信镇，

她是那里的文化专干。

1989 年出生的她，大学

毕业后选择了回家乡服

务苗乡的老百姓。凭着对

工作的执著，对文艺事业

的爱好，以及对父老乡亲

的热情，周思言在乡镇干

出了一番属于自己的“大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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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26 日，绥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即将举行，届时将会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了集中展
示苗家姑娘的美丽和美德，以及绥宁苗家文化的厚重和精彩，本报推出“绥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系列报道，
通过多种报道手法和方式，为读者呈现绥宁的“神奇绿洲 美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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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仙慧：把公益足迹留在凤凰每寸土地上
十多年如一日
帮扶同村龙奶奶

吴仙慧，1984 年出生于凤

凰县吉信镇火炉村，从小在偏

远而贫困的苗寨长大。父亲是

参加过唐山大地震抗震重建有

功的军人，退伍后被安排在火

炉坪乡政府工作。小时候家里

的条件不是很好，特别是 2002

年家里突逢变故，年仅 17 岁、

学习成绩又很好的吴仙慧只得

辍学打工。那个时候的她，工

资也很低，除了补贴家用外，

她还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用来

帮扶同村的龙奶奶。

龙 奶奶的儿子因病 致 残，

生活不能自理，而她自己又耳

朵听不见，一家人居住在上世

纪 50 年代修建的土砖危房内。

龙奶奶和七十多岁的老伴平时

还得自己上山砍柴、采药换点

零花钱。从参加工作起，吴仙

慧只要回家，或是逢年过节，

总会去龙奶奶家看看，捎上点

钱、肉、粮和御寒的衣服。因

为自己能力有限，她就跟条件

好的亲戚讲，希望他们能帮助

龙奶奶。十多年如一日的帮助，

龙 奶奶习惯称吴 仙慧为吴 妹

崽，逢人就讲：“儿子不中用了，

幸好还有我的吴妹崽。”

对家乡的建设，吴仙慧也

是竭尽全力，不管是村里修路、

修水井还是修学校，她总是第

一个掏腰包。2012 年，火炉村

计划对村间道路进行硬化，她

随同父亲一起积极争取，帮助

村里解决了资金问题。水泥路

的建成，为乡亲们的出行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大家再也不用

在泥泞中行走了。

吴仙慧曾经在上海工作过

一段时间，在那里她结识了不

少朋友，大家对于苗乡很是好

奇。吴仙慧就经常给他们介绍

苗乡的建设情况，以及孩子们

需要的资助。“我的很多朋友

看到我发给他们的照片后，就

都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积极

的为孩子们筹钱了。” 就这样，

在她的带动下，不少上海的朋

友加入到了吴仙慧的爱心帮扶

行列。即便如今，吴仙慧早已

离开上海又回到了家乡，那些

朋友却还是在关心着苗乡的孩

子们。去年 12 月，有几个朋友

还特地跑到凤凰来，去看望山

里的孩子，还给他们带来了物

资，并承诺一对一帮扶。

除了物质的帮助外，现在

吴仙慧还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

友，每 个月都 会下乡去帮扶。

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帮老人家

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帮乡

亲们联系一些草药或者是手工

编织物的销售……“我们去的

地方是不固定的，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去哪里。” 吴仙慧笑着

说，要把公益足迹留在凤凰的

每一寸土地上。

“湘西的辣妹子，
真辣”

“其实，我之所以热衷于公

益，主要是受爷爷的影响。” 

吴仙慧告诉记者，爷爷是村里

有名的苗医，也特别爱帮助别

人，几十年来一直是免费为村

民看病。“要是遇到那些条件

那别艰苦的人，爷爷还会送些

药给他们。” 吴仙慧的爷爷还

是个很棒的鼓手，他带了不少

徒弟，都是免费的。

如果说，吴仙慧的爱心让

家乡父老感动，那么她的勇敢

则让游客和同事刮目相看。

前几年，凤凰文化旅游产

业的迅猛发展，导致旅游市场

出现了强行拉客、非法宰客等

乱象，游客深受其害。一次，

她带领四个广东客人去参观沈

从文老先生的故居，沿路碰上

几个本地人要强行拉游客坐人

力车，游客不愿意，那些人便

以挡路为由进行欺诈。吴仙慧

见后，特别气愤地指责他们：“你

们不光是出自己的丑，还出了

凤凰的丑，哪有这么做的，还

不放手！”。广东客人赞道 ：“湘

西的辣妹子，真辣！”

“其实事后想想，还真的是

蛮怕的，因为很多导游在当地

都有势力，我怕他们会报复，

不过当时管不了那么多了。”吴

仙慧一聊到当年的这事，就笑

着说自己有时候还真的是特别

爱管“闲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如果生在古代，吴仙

慧也许会成为一名侠女。

她说自己看到“坑人”的

事，就喜欢管；看到条件

不好的人，就喜欢帮。她

不仅自己帮，还带动身边

的朋友帮，以至于现在

每个月，吴仙慧都会到苗

乡去开展帮扶活动。能歌

善舞的她，也是凤凰的名

人，经常出现在各种大型

活动的现场。不过，比起

那些光鲜亮丽，吴仙慧称，

自己更喜欢做公益，更在

意低调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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