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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罗俊成说，他的创作灵感
主要来源于生活、新闻、电影
等，都是出自他内心最真实的
感受。

在第32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来临时，罗俊成创作了
一首《洛阳欢迎您》。这几天，
他在看完军事频道的一档节
目后，创作了一首关于军旅的
歌词《将军令》。

罗俊成说，因文化程度有
限，自己写出来的诗和歌词
都比较平淡、浅显，“我写的
东西不值钱，我也不会以此
图名图利，能把心里的感想
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出来，感
觉很舒服”。

罗俊成目前有一个最大的
心愿：想找爱好画画或者懂得
谱曲的志同道合者，根据他的
诗作画或为他的歌词谱上曲。
他想把自己写的诗留下来，把
自己写的歌唱出来。

今年7月，罗俊成被临时
抽调到济源一处工地做工，济
源一名音乐爱好者听闻他的故
事，主动帮他谱了6首曲子。
现在，罗俊成已经回到洛阳，如
果您愿意帮助他，可以拨打
15138738882联系他。

“不务正业”农民工 酷爱写诗写歌词
现场以“洛阳晚报，咱家的报”作藏头诗回应记者“刁难”
目前已写了上百首诗和30多首歌词，最想有人为诗作画，为歌词谱曲

□记者 王晓丹

近日，在孟津县革命斗争史纪念馆，一
群学生正围着一位老者，聆听过去发生的
故事。这位老者是今年75岁的孙顺通。

2000年，孙顺通从孟津县政协副主席
一任退了下来。两年后，闲不住的他到县
老促会工作，从2010年起担任会长至今。

进入老促会以来，他不顾年老体弱，
经常走村串巷了解老区情况。

2008年6月，他和同事到孟津县最
偏远的横水镇古县村、中共孟津第一个
县委所在地白鹤镇西霞院村等地调查，
走访当地群众，看望烈士家属。

调查回来后，孙顺通写了10多篇文
章，宣传老区人民的革命事迹。后来，他
又编辑出版了记录、颂扬孟津老区人民
和老区精神的《古津烽火》一书。

2012年春节，在孟津县革命斗争史
纪念馆筹建过程中，从搜集照片、文稿到
编排提纲、解说词，从选购壁纸到展板制
作，他都亲力亲为……3个月后，纪念馆
对外开放，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在工作之余，孙顺通发动企业家捐
资200多万元，帮助孟津县会盟镇老城
小学、孟津横水一中建起了教学楼。同
时，他还个人出资，为几个老区村捐赠了
价值1万余元的图书。

此前，孙顺通得过脑血栓，走路、说话
都不太灵便，有人劝他休息，他却摆摆手
说：“我这叫忙碌养生，晚上睡在那里，想
着明天还有事情要做，就攒着一股劲。”

■人物心声：希望在有生之年，继续为
老区发挥余热，帮助老区人民改变现状。

■记者感言：他不顾年事已高，矢志
不渝宣传老区、宣传老区人民的动人事
迹和革命精神，他的精神令人感动。

■人物简介
姓名：孙顺通
职业：孟津县老促会会长
最幸福的事儿：每天忙忙碌碌
最遗憾的事儿：对许多事情力不从心

孙顺通：
为老区建设发挥余热

□记者 刘亮 文/图

在老城区的一处工
地，罗俊成很有名，不过
他出名靠的不是力气，而
是才气。

4年前，罗俊成从四
川来到洛阳打工，空闲时
就 窝 在 简 易 房 里 写 诗
写歌词。如今，他已经写
了上百首诗和30多首歌
词，能有人帮他为诗作
画、为歌词谱曲成了他目
前最大的心愿。

罗俊成今年43岁，四川广元人，最
大的特点就是爱笑。初中没读完，他就
辍学去打工了。

4 年前，罗俊成来到洛阳打工，
有机会见到了白马寺、龙门石窟、牡
丹……看到这些，罗俊成的创作灵感
迸发。有一次，他随朋友到龙门石窟景
区游玩之后，一回到工地就写了一首
《游龙门石窟》：

千年巧匠豫门开，

龙门山脉引歌来。
不见武娘霸天下，
唯见巨佛矗洛阳。
佛前流水涛声旧，
青山入水更沧蓝。
遥知古都多传奇，
苍天无言问峭壁。
罗俊成经常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对

洛阳这座城市的爱，《牡丹赞》《洛阳四月》
等作品都是他有感而发，即兴创作的。

罗俊成的女儿现在在一所音乐学
校读书，今年上半年，罗俊成在和女儿
聊天时说：“写歌词有啥难的，你爸也
能写。”

接着，罗俊成开始尝试写歌词。“朝
阳染红东方云彩，润雨洒满神州大地，
久别的朋友，干一杯美酒……”这是罗
俊成写的第一首歌词《朋友，干杯》，他

在看到女儿惊喜的表情时，心里的成就
感油然而生。

农民工写诗写歌词，罗俊成担心工
友们知道了取笑他，一度故意隐瞒自己
写诗写歌词的举动。不过，当得知他这
个爱好时，工友们非但没有取笑他，反
而都夸赞他有才。至今，罗俊成已经创
作了上百首诗和30多首歌词。

听工友们说，罗俊成经常为工友即兴
作诗，洛阳晚报记者便想在采访时考考
他。“那你现在以‘洛阳晚报，咱家的报’作
一首藏头诗吧。”洛阳晚报记者在采访中故
意“刁难”。罗俊成想了想，提笔写了起来：

洛城牡丹千年红，
阳光梦里辟新路。
晚如漆夜亮灯火，

报业志士最有功。
咱的事当自己事，
家户都知晚报好。
的哥的姐最先买，
报纸一出传正能。
“我写诗一般要改很多次，这首诗

写得比较仓促，没有润色，如果给我时
间肯定会更好。”罗俊成写完之后说。

有人帮其谱曲、作画，
成他目前最大心愿

有才农民工爱上写诗

上百首诗和30多首歌词，都是他的作品

即兴创作藏头诗，回应记者“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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