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耕不辍 创作梦

“隔夜食物不能吃，吃喝消费看 !"

……”#月 $%日，金山区枫泾镇一
场社区活动，唐秀芳在台上为
社区居民带来了一场食品安
全知识宣讲。如今，金山的老
百姓不仅在田间地头、街道社
区里能听到唐秀芳讲故事，还
能通过电波找到她。今年，金
山广播电台在每天 $%：&'到 $(：
''专门新开了一档节目，用于播放
唐秀芳用金山本土方言讲的故事。

唐秀芳出生在松江，$#%'年，她嫁
到了金山区枫泾镇新新村。她会下田种
地干农活，还能说会唱会表演，成为了
村里文工队的文艺尖兵。“秀芳，讲个故
事吧……”农忙结束后，村里人都喜欢
听唐秀芳说说唱唱，热心的唐秀芳也乐
此不疲。她根据农民们的喜怒哀乐，先
后创作了大量农村题材故事。

唐秀芳说，她自己编写了 $''多篇
故事，内容包含健康养生、禁毒、家庭和
谐等内容，创作灵感大多来自农村。她创
作的第一个故事是《梭子婶婶》，那是根
据农村计划生育而创作的。因为贴近生
活，又极有说服力，很快，这个故事在农
村传开了。故事一炮打响，提高了唐秀芳
的创作兴趣。农村里出现子女不愿赡养
老人的现象了；乡民生活好了，常常酒后
驾车了……唐秀芳收集起各种典型事
例，创作了一系列故事，《称老娘》《一张
身份证》《血手印》等等，农民们都说，听
唐秀芳讲故事，好比上了一堂生动的思
想教育课，记得牢，派得上用场。

为了讲好故事，唐秀芳也是蛮拼
的。曾经，她准备在电视里开讲长篇故
事《特殊身份的警官》。故事有 )&集，唐
秀芳硬是把一集集故事啃了下来。

唐秀芳坚持创作，也终有所回报。
唐秀芳讲故事 &'年，获得各种荣誉证
书有 #' 多本，装满了整整两大袋。
*''%年她创作的故事《车祸》获全国故
事大赛创作银奖，*''(年获全国“五五”
普法先进个人称号，多次获得金山区各
类征文比赛第一名。

与时俱进 学习梦

唐秀芳之所以成为高产的“故事大
王”，与她一直坚持学习息息相关。
“我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每天坚

持读书看报。”唐秀芳说，她订阅了《新
民晚报》《解放日报》《中国妇女报》《金
山报》《快乐老年报》等近 $'份报纸杂
志。这些年，唐秀芳平均每年创作故事
十余个，她说：“创作的灵感一半来自现
实，一半来自报刊书籍。”*'$'年，由她
编写的《了解世博 走进世博》《市民参
与世博》《精彩世博 文明先行》+套学习
资料让金山区 $'' 多名世博信息宣传

员受益。
在唐秀芳家里，老伴被她“打发”到

了另一房间，在她一人“占据”的大房间
里，橱里、台子上、床上，统统摆满了书。
“每晚我不看 *小时的书就睡不着。”“半
夜里，有了灵感，我立马要起床，泡杯浓
茶就开始写，不然年纪大了要忘掉的。”
她说。采访中，唐秀芳拿出好几本学习笔
记，我们翻阅了几本，每本都记得满满
的。其中一本已经泛黄的笔记本，竟然已
有 +'多年的历史。

唐秀芳已 %$岁高龄，为何还要如此
卖力地学习呢？唐秀芳说，几年前，她第
一次听到上海要开“世博会”时，还以为
是全世界的博士要到上海来开会。儿子
跟她解释后，她才搞明白世博会是怎么
回事。“闹了一场笑话，这促使我每天看
报读书两小时，了解新知识、新动态。”

去年，在 *'$&年市民文化节中华优

秀传统知识大赛决赛上，唐秀芳是年龄
最大的参赛者，但她的精气神丝毫不输
给“('、#'后”，在现场，她用洪亮地道的
枫泾话作自我介绍后，还结合试题，向评
委声情并茂地介绍枫泾四宝的传说。

无怨无悔 入党梦

年轻时，唐秀芳干练、上进，嫁到金
山后，不仅赢得了村民的喜爱，也获得了
组织的认可，很快担任了村里的妇女干
部和地毯厂厂长。
“那时候年轻，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

理想。”唐秀芳说，在工作中，身边许多
党员干部身上的朴实无华，一心为民服
务的形象一直感染着她。因此，她积极
表现希望能早日入党。然而，当她向村
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全票
通过入党积极分子的推选后，却因为自
己的叔父在台湾，没通过审批。第二年，

她再次申请入党，依旧没成功。冷静下来
后，她对自己说：“我要做一个村民喜欢
的村干部，不落后于他党员干部。”

说到做到。因为在妇女干部和地毯
厂厂长的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她被公社
招聘到当时的枫围文化站负责图书管理
工作。这一干，她连续 (年被评为金山县
图书管理先进工作者第一名。*'')年，
枫泾镇作为上海市开展农村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试点单位，她作为
“故事大篷车”的创作员负责下基层采访
党员。采访中，她被各优秀党员的创造力
和凝聚力打动，她入党的热情又一次被
点燃，这次，她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党组
织的接纳。*''(年 (月 (日，唐秀芳实
现了自己夙愿，成为一名新党员。

*'$'年 ,月，唐秀芳将 *'''元党
员互助金送到了枫泾镇党员服务中心，
这笔钱将用来帮助枫泾镇的困难老党
员。在她看来，自己和年轻人不一样，那
么大年纪还有机会入党，机会来之不易。

平日里，只要镇上、居委会组织捐
款，她一定慷慨解囊，出去演出从不要接
送，坚持坐公交车来回。唐秀芳说：“同样
是四个轮子，我坐公交车可以把油费节
省下来，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在金山，唐
秀芳的足迹遍布全部 $*&个行政村，“每
个村的位置我都能用笔画出来。”她说。

采访中，唐秀芳的手机不时响起，让
我们惊讶的是她的手机铃声是铿锵有力
的“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唐秀芳
说，习主席提出“中国梦”，她热爱学习，热
爱创作，热爱为老百姓讲故事，这些就是
她的中国梦。就像“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
样”的铃声一样，唐秀芳的激情不老，在追
梦的路上一路执著，一路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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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努力把
干到 $% 岁

!唐秀芳工作室"位于枫泾镇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 !楼#我们的对话$就在这个

布置温馨%环境清新的房间内进行#

两年前的 "#月 $日$!唐秀芳工作

室"正式揭牌成立#这个以唐秀芳名字命

名的工作室主要承担着故事创作% 宣传

演讲%民事纠纷%矛盾调解和化解%培养

方言故事队伍%禁毒宣传%!老伙伴"计划

志愿者培训等工作#其中$唐秀芳是带头

人$她和四名!徒弟"在工作日内$只要没

有外出活动$都会在办公室内当班#

!我今年已经 %"岁了$这年纪依然

每天来工作室上班$争取干到 $#岁& "

唐秀芳用她标志性的大嗓门开心地说#

工作室成立两年来$ 唐秀芳深入到金山

各村%居$志愿宣讲形势政策$开展纠纷

调解$传播方言故事''

眼前的这个古稀老人似乎永远不知

疲倦#!保持快乐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去$

你就能有使不完的力气# "唐秀芳不管走

到哪里$大家都能看到她和蔼的笑容#

岁月无情$容颜易老# 当青丝变成

银发$唐秀芳依然行走在为民服务的道

路上$一路芬芳$一路烂漫#

采访手记

老老琐言

老话讲!"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

妙不同# $对于会讲故事的人来说!这

句老话同样适合#

会讲故事的人! 是有本事的人#

有的人!满腹经纶!可就是倒不出!倒

不好!说明他不是个中好手#

如果说! 说教可以改变人的心智

和举止!那么!讲故事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的#历史上!给予普通百姓的思想影

响!究竟是%孔子家语&%朱子语类&大!

还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大呢' 相信

人们是可以作出明确判断的#

因此!故事虽为小道!实则能量

甚巨# %二十四孝& 尽管颇多荒诞不

经!但它的辐射范围之广!熏陶人心

之深!是历史上无论哪本圣贤书都办

不到的# 原因就在它会讲故事#

会讲故事是一个方面!有故事的

人是另一个方面# 有的人会讲故事!

可是其本身却是个没有故事!或者只

有"反面故事$的人!他讲的故事恐怕

不太有人相信! 也是行之不远的(只

有会讲故事!并且讲故事的人本身就

是一个拿得上台面的故事!他讲的故

事才有人听!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谓予不信!证诸唐秀芳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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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人和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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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窈窕少女到古

稀阿婆!从田间地头到

社区学校!"& 岁的唐

秀芳不管何时何地!都

愿意在群众中找一方

天地! 讲三两故事!服

务百姓又愉悦自己%

在沪郊金山，老百姓闲暇时间爱泡杯热茶，听听故事，唐秀芳是深受
当地群众喜爱的“故事大王”。她是上海市故事讲述家、上海东方讲坛“法
制故事演讲员”、枫泾故事大王、中国 2010年上海世博会杰出志愿者、全
国“五五”普法先进个人。
农村说故事的人很多，为何唐秀芳能脱颖而出？唐秀芳讲的故事不仅通

俗易懂，表达也风趣幽默，金山方言伴着民间俚语，更加贴近村里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