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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首个村民自建文化大院的乡村效应
婆媳关系融洽了，村民矛盾少了

8 月 11 日早上，
50岁的段庄村民
李刘安早饭都没
吃，就来到了村民
段双奇的文化大
院。前天下午，他
在这儿看到一幅
摄影作品，忘记了
拍的是什么地方，
一直惦记着。等
他来到文化大院
时，里面已经聚集
了 10多个村民。
今年 56 岁的段
双奇，中牟县刘集
镇段庄村人。10
岁起开始学摄影，
持续至今，小有成
就。今年6月份，
他自掏腰包20万
元，在自家建了个
文化大院，并免费
向外界开放。自
此，这里便成为了
段庄村民们文化
活动的场所。村
民们一致认为，有
了文化大院，他们
有事儿干了，人与
人之间的矛盾也
减少了。
中牟播报 刘客白
李淑娟 文/图

中牟县万三路与郑开大道交叉
口向西行约2公里左右。

段双奇的文化大院位于村子
中间一排平房的最西面，毗邻农
田。这是一座高约 10 米，用铁皮
搭建的简易房，从外面看，与其他
农房别无两样。

进入院中，令记者叹为观
止。院内墙壁挂满了风光、人文、
人物等摄影作品，从其用光、色
彩、构图等来看，这些作品的水
准，绝不亚于专业摄影师。“这都
是我在外地拍的。”段双奇说。

除了摄影作品，还有图书、运
动器械、电视等，布置得有模有
样。大院内20多个村民，有的拿着
手机翻拍墙壁上的摄影作品，有的
在做运动……“在这里还可以看
戏、电影。”村民李刘安很开心。

李刘安说，段庄村村民们基

本都以种地为生，别说欣赏摄
影作品了，村里很多人连相机
怎么用都不知道。“没想到在农
村也能感受到艺术，这都是多
亏了老段建的文化大院，让俺
们长了见识。”

院子中间，两位老人在聚精
会神地下象棋，周围还有数名老
人围观，纷纷给两位支招，整个氛
围非常融洽。

“之前，农闲时节，村民们都是
聚在一起打麻将，现在不一样了，
都来到这里下象棋、读报。”段双奇
说，“农村也需要文化活动，这就是
我的初衷。”

整个文化大院共有上下两
层，面积 1000 多平方米，共展出
摄影作品 100 余幅，作品涵盖中
国 10 多个省份。它是中牟县首
家公益性村民自建的文化大院。

有了手艺，就要回报乡亲们
谈起建文化大院的初衷，还

要从段双奇的摄影说起。段双奇
是土生土长的段庄人，父辈务
农。7岁时，他从电影里看到漂亮
画面，就想着自己有天也能拍个
那样的画面。“从那以后就对摄影
感了兴趣。”段双奇回忆说。

当时，家里没钱给他买相机，
段双奇就跑到镇上一家照相馆学
习，跟着馆里的师傅学习，师傅看
他勤奋好学，偶尔会把相机借他
让拍几张。

久而久之，他掌握一些基本的
摄影技术。后来，他的一个表哥从
外地回来给其买了一台“海鸥”牌
照相机，如获至宝，每天都会跑到
不同的地方去拍照。

再后来，段双奇又进报社学
习摄影，技术又一步得到了提
升。多年来，他先后在《时代周
报》《百姓视点》等发表摄影作品
5000余幅。

在摄影上稍有成就的他，觉
得应该为乡亲们做点什么。他发
现，村子距县城较远，村民们很少
拍照，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从 1986 年开始，段双奇就开
始给村民们照相。个人照、全家
福他都拍。并且洗好给乡亲们送
去，一分钱不收。农忙时节，他下
地干活儿；农闲时，他穿梭于村里
的每一户，为他们照相。

村民段国富家里，放着几十
张大大小小的照片，一家三代人
的，有黑白的，有彩色的，这些都
是段双奇免费给他们照的。“双奇
真是个好人，来给我们照片不仅
不收钱，有时候连口饭都不吃。”

30 余年来，段双奇给村民拍
照达 600 余人次，每拍一张照片，
他都要倒贴钱。“学了手艺，为乡
亲们服务，俺心里高兴。”段双奇
说，“看着给他们洗出来的一张张
照片，很有成就感。”

俺出钱乡亲们出力，建起文化大院

热爱摄影的段双奇，在村里给
村民们拍照，还跑了许多地方，西
藏、新疆、云南、青海等风景秀丽之
处，他每次去，都会带回优秀的摄
影作品。

2000 年，他和几个摄友到中
蒙边境去拍照，大雪下了几天几
夜，没有带棉衣的他们冻得浑身发
抖，严寒下，段双奇还是举着相机
坚持拍片。

从那时起，他开始有了办文化
大院的想法。“每一张作品背后就
是辛勤的汗水，把它展示出来，可
以与大家共享。”段双奇说。

最开始，由于村里没有大场
地，这个计划一直被搁浅。今年 5
月份，段双奇觉得不能再犹豫了，
哪怕是在自己家里，也要把文化大
院给办起来。

原本，他家的房子是一层高的
平房，他把房子加到了3层高。这一

笔费用，就花去了他数万元。场地建
好了，开始装修、布置场地、装裱相
片，这些，都要他自己掏腰包。前后
共花费了20万元。

建设期间，许多村民义务前来
帮忙。

原段庄小学校长李伯舟，已经
60 岁，主动前去帮忙，拉土、搬运
东西、铲沙子，非常卖力。每天吃
过早饭，他就主动拿着家什前来帮
忙。他骑着自家的三轮车，拉土填
低洼的地面，忙得满头大汗、不亦
乐乎。

前来义务帮忙的还有段庄村民
李伯合、刘伟玲等10余人。“俺出钱，
乡亲们出力，这个文化大院是俺们
共同建起来的。”

当天，段双奇身穿一件很旧的
短袖，脚上的鞋子也开了胶。村民
说，他不舍得为自己花钱，他把钱
都花在了文化大院里。

在村民李晓云看来，有了文
化大院，她家的生活真是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她的丈
夫一有空就外出打麻将，“输多赢
少，有时候还夜不归宿，夫妻俩经
常吵架。”

7 月份，文化大院建成后，她的
丈夫就开始来这里锻炼身体，还喜
欢上了书法，很少再去打麻将。一
个多月了，俩人没红过一次脸。

文化大院的北面，是中华传
统美德宣传栏，上面写着“中国好
人”的典型事迹。“展示这些，是为
了让村民们和谐相处，宣扬美
德。”段双奇说。

村子里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
人，无法来到文化大院活动，考虑
到这些，段双奇立即跑到郑州购
买了 20 多台便携式唱戏机，给他
们每人送一台。

23 年前，李刘安的父亲突发
脑溢血去世，他就把母亲接到身
边，夏天为母亲摇蒲扇，冬天为母
亲暖被窝，是村民们公认的孝

子。为了表彰李刘安的孝心，段
双奇的文化大院给他颁发了最美
儿子的证书。

因宅基地问题，村民陈女士
一直与婆婆不合。而后，她与婆
婆两人都到文化大院听戏，两人
看到宣传栏上，“好婆婆”“好媳
妇”的事迹后，回到家里就主动向
对方承认自己的不对。如今，关
系非常融洽。

像通过在文化大院交流，村
民之间关系由僵硬转变为融洽、
整体素质逐渐提高的事例，举不
胜举。“我什么也不图，图的就是
为村民们创建一个提高文化、精
神素养的平台。”段双奇说。

按照段双奇的设想，接下来，他
还要在文化大院里设法律服务中心，
给每一个村民教授法律知识。

12 岁的张华夏是一名小学
6 年 级 的 学 生 ，几 乎 每 天 他 都
会来文化大院欣赏摄影作品。
回到家后，他告诉父亲，他也想
学摄影。

 老人们在称体重
 段双奇介绍展出的作品
 村民们在文化大院内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