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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贾 真 不 赖 ， 把 自 己 也
‘捐’出去了。”

贾昌忠捐献遗体的事，在村里
引起热议。

1月19日，五莲县叩官镇辛庄
村特困户贾昌忠，走完77年的人生
旅程，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按
照老人生前遗愿，在五莲县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和老人亲友的见证下，
遗体被济南力明科技学院接收，眼
角膜被山东眼科医院接收，用于救
治病患、医疗教学。

农村人一直有入土为安的传
统。一位建档立卡贫困老人，为何
有自愿捐献遗体的惊人之举呢？

7年前主动签下

捐献遗体协议

1月27日下午，在贾昌忠亲友
带领下，记者走进老人生前居住的
院子。小院干净整洁。入冬前，村
委会送给他的8袋取暖煤，还剩6

袋，被整齐地码在门楼底下。
穿过小院，走进堂屋，里面布

置简单，北墙贴着扶贫明白纸、社
保政策明白纸、帮扶联系卡等资
料。在另一面墙上，有老人生前用
毛笔写的一行字：“贾昌忠，坚
强，发挥自己的决心和意志。”

辛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祥文介
绍，老人签订遗体捐献协议，是
在2 0 1 4年1 0月2 3日。当年1 0月，
贾昌忠主动联系叩官镇民政所，
申请成为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

“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于是就联系了县红十字会。很快，
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贾昌忠填写了
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
叩官镇原民政所所长刘剑回忆当时
的情景时说。

73岁的辛庄村村民贾昌玉，和
贾昌忠相熟。“前几年，有一回聚
在一起拉呱，昌忠大哥就说，从电
视上看到，五莲有个叫冯桂梅的残
疾人，去世后把遗体捐给国家，用
角膜、肝脏等器官，救了好几个
人。现在政府给咱办了低保，吃穿
不愁，去世后我也想把遗体捐出

去，为社会做点贡献。”贾昌玉说
(2011年2月18日，五莲县洪凝街道
冯家坪村33岁的残疾人冯桂梅因病
去世，按照她生前签订的遗体和器
官捐献协议，她的器官挽救了3人
的生命，让两位盲人重见光明)。

当时，贾昌玉并没有把贾昌忠
的话放在心上，“没想到老哥很快
就签字了。”

2015年1月26日，农村大众报曾
以《五莲七旬五保老人自愿捐献遗
体回报社会》为题，专门报道过贾昌
忠自愿签订遗体捐赠协议的事迹。

去年收入17715元

一直感恩帮扶政策

“‘闯关东’回来后，村里帮
着落实户口，办低保，过上了安稳
日子。捐献遗体，就当为社会做点
事儿，为他人造点福。”每当村民
问起老贾签订遗体捐赠协议后不后
悔，他总是这样说。

贾昌忠是村里同龄人中识字较
多的，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曾担

任过大队团支部书记。1969年，贾
昌忠和母亲、哥哥搬到了黑龙江。
1987年，他回到辛庄村。由于家庭
困难，老贾一直没结婚。

回村后，老贾利用在东北学到
的手艺，干起了修补铁壶、锔盆锔
碗的手艺。随着年龄增大，贾昌忠
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2013年，村
里准备给他办理低保。

“从东北回来后，老人的户口
一直留在那边。为了办低保，村里
费 了 很 大 劲 ， 才 把 他 户 口 迁 回
来。”石祥文说。有了低保，贾昌
忠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
2014年，贾昌忠被列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享受到更多的帮扶政策。2016

年，五莲县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古锡光成为贾昌忠的包联责任人。
他每个月至少来看望一次老人，跟
老人拉家常，解决老人的实际困难。

最近几年，贾昌忠的收入逐年
增长。2020年全年，他享受扶贫项
目收益分配、特困供养补贴、养老

金等共计17715元。
2018年，按照相关政策，贾昌

忠转为特困供应人员。“曾经动员
过老人到镇上的敬老院，但是老人
脾气犟，不愿意麻烦人，愿意住在
家里。”叩官镇民生保障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冯婵娟说。

“老人天天看新闻，心态比较
乐观，容易交流。在帮扶过程中，
老人从没提过过分要求。”古锡光
谈到4年多的帮扶感受时说。

2017年冬天，老贾不幸罹患食
道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村里
的帮助下，老人在五莲县人民医院
动了手术，花费3万元，通过合作
医疗、特惠保险、大病医疗救助等
共报销了2 . 4万元。

7年前，贾昌忠签订遗体捐献
协议时，很多村民不理解。

近几年，五莲县持续推进移风
易俗，辛庄村的丧葬习俗发生了很
大变化。如今，遗体捐献完成，村
民除了佩服贾昌忠的大爱，也理解
了他的做法。

在东阿县姚寨镇，孙氏烧鸡小
有名气，不仅因为祖传手艺味道
好，更因为愈挫愈勇的孙传义。

洗鸡、盘鸡、炸鸡、卤鸡……
在东阿县姚寨镇杨南村，每天早晨
6点，孙传义一家就开始忙碌起
来。孙传义负责去东阿县城进鸡，
母亲和妻子则在家做烧鸡。“隔一
天进50—100只鸡，回来连处理带炸
卤得一天时间，晚上还要用药料泡
一夜，到第二天才能卖。”2月5日
下午两点整，卤了5个多小时的烧
鸡准备出锅，孙传义驾着双拐熟练
地帮母亲起锅。

今年37岁的孙传义小时候得了
小儿麻痹症，双腿重度残疾，打
小就架着双拐生活。不过，孙传义
有点犟，他不想等着父母养。2003

年，19岁的孙传义下学了。“上学
这条路走不通，就想着学点技术谋
生，当时农村的家电开始多起来，
我就到济南学了家电维修。”2004

年，学成回家的孙传义开了个家电
维修门店，他一边修家电，一边卖
猪肉，生活渐有起色。2007年底，
孙传义成了家。

不过，随着家电更新换代加
快，家电维修生意越来越惨淡。

2010年，他的家电维修和猪肉生意
都关了门，“之后，我在家闲了几
年，一是确实不知道做什么好，二
是有了儿子，想在家照顾孩子。”

总在家呆着也不是办法，2015

年底，孙传义和妻子在村里开了家
饭店。“干饭店是没问题，开始生
意也不错，可我这身体确实很不方
便，有时候真忙不过来。”孙传义说，
他这个身体条件干服务行业有点牵
强。于是，孙传义决定再度转行。

2015年底，由于双腿残疾，孙
传义家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原
来都是亲戚邻居帮衬他，现在有国

家政策，帮了他大忙。”东阿县姚
寨镇扶贫办主任刘静说。从伤残补
贴，到孩子的教育资助，再到扶贫项
目分红，2020年，孙传义一家每年保
底多收入8000元左右，“基本的吃饭
和教育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
扶贫贷款。”孙传义说的是富民农
户贷。2017年，决定转型养殖的孙
传义找好了场地，却苦于凑不够启
动资金。刘静了解情况后，帮他申
请了 3万元全额贴息贷款。就这
样，孙传义的小型养鸡场和鱼塘建
了起来。

因为经营有道，孙传义第二年
按时还清贷款。他接着又申请了3

万元富民农户贷。“从爷爷那时候
我家就做烧鸡，现在养的鸡和鱼都
不多，我想凭手艺再闯一闯。”因
为有老手艺，孙传义做的烧鸡很快
打开销路。“主要和附近的超市合
作，另外就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卖
货。”

“春节前后比较忙，来拿货的
很多，顾不上拍视频了。”去年，
孙传义的妻子张娟在快手上开了个
人账号，希望通过短视频把孙氏烧
鸡卖到全国各地。“微信朋友圈的
货，我都做了真空包装，不过因为没
有做防腐，保质期一般也只能撑7

天。”孙传义说，虽然网上销路更广，
但他不敢卖到太远的地方，“吃的东
西万一坏了，那就是大事。”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侯昌明 王莉莉

农村大众报宁津讯 （通讯
员张兆坤）由宁津县张大庄镇双
碓村文艺演艺队的农民自编、自
导、自拍、自演的微电影贺岁片
《就地过年之退票》在2月11日大
年三十上线，至2月18日农历正月
初七，网络点击播放量已经突破
了50万。

《就地过年之退票》是双碓
村文艺演艺队拍摄的第七部微电
影，讲述的是同村结伴外出打工
的4位男青年买到了车票，正沉浸
在即将回家过年的欢乐中，从电
视上得知了春节期间“非必要不
返乡”的倡议，大家经过一番思
想斗争，说服父母妻子，最终退
了车票，开启就地过年模式的故
事 。 “ 国 家 好 了 ， 小 家 才 能
好。”双碓村文艺演艺队队长段
书荣说，“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微
电影，彰显普通老百姓的社会责

任感。”徐长征是这部微电影的
编剧、导演兼摄像。他从1月21日
起，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创作出剧
本、确定好演员，2月4日小年，
24位演职人员紧锣密鼓地投入到
拍摄中。

2 0 1 5年，段书荣带领队员们
在 本 村 自 编 自 演 了 一 场 热 闹 的
“村晚”，当时的节目很单一，
只有歌曲、舞蹈、秧歌，但周边
村庄有两三千名村民前来观看。
“第一年办‘村晚’，整个文艺
演艺队都没有人会说普通话，我
们从镇上‘借’了一名小学老师
来报幕。”虽然时隔六年，但段
书荣记忆犹新，“演出结束，有
的村民留下来帮我们收拾道具，
拉着我们的手，盼着我们来年再
演。”2 0 1 6年，他们的“村晚”
办 起 来 游 刃 有 余 ， 还 增 加 了 小
品、三句半等，叫好又叫座。为

了更好地展现新农村、新农民、
新风貌，2 0 1 7年，双碓村文艺演
艺队决定“改行”拍摄微电影。
就这样，20多名最高学历只有初

中文化、平均年龄45岁的普通农
民放下锄头拿起剧本，以祖祖辈
辈 生 活 的 双 碓 村 为 “ 影 视 基
地”，拍出第一部微电影《彩礼

风波》。这部微电影直击高额彩
礼，倡导节俭新风，网络点击播
放量超过60万。

“我们拍的微电影都很有教
育意义，不仅教育观众，我们自
己 也 从 拍 摄 过 程 中 也 学 到 了 很
多。”段书荣说。今年17岁的徐
全鹏承担微电影后期制作任务，
制作第一部微电影《彩礼风波》
的时候他只有13岁，4年微电影拍
摄制作的经历锻炼了他为人处世
的能力和勤思好学的韧劲。33岁
的演员殷海明被同伴们刻苦努力
的精神感动，他重新拿起书本，
考取了烟台大学的成人自考，实
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拍成7部微电影着实不易。少
经费，段书荣拿出自家卖豆子的
2 0 0 0元；不认字，黄国森让别人
把台词录到手机上，一遍遍听，
一遍遍背；脚受伤，李金亮咬着
牙完成推木头箱子场景的拍摄，
一场戏下来，汗水把衣服都湿透
了。“虽然拍微电影没有一分钱
的回报，但这帮庄户演员一点不
在 乎 ， 他 们 愿 意 演 农 村 、 演 生
活，为弘扬新时代农村文明新风
尚作出贡献。”段书荣说。

屡次失败不服输

孙传义四次创业记

7年前签下遗体捐献协议，本报曾进行报道

五莲77岁特困老人去世捐献遗体
农村大众报记者 李伟 通讯员 李维江 李绪业

掀起乡村文化风 戏里戏外都“好看”

宁津农民拍摄微电影贺岁片《就地过年之退票》

段书荣（右三）在跟演员们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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