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1年 1月 1日 星期五88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几年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脱

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覆盖之广、影响之

深、成效之巨，前所未有。它使我国消除

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为人类减

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

案。对于这场火热的实践，作家们不仅是

在场的见证者，更是忠实的记录者、深情

的书写者。他们用自己的笔，参与到这场

必将镌刻于人类历史的伟业之中；用自己

的文字，把一个个陌生但亲切的面孔，生

动展现在读者面前。

人民日报社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

办 的“ 决 胜 2020”征 文 栏 目 ，自 去 年 5 月

推出，八个月里刊发了六十多篇文学作

品 。 这 些 作 品 不 是 坐 在 书 斋 里 写 出 来

的，而是作家们用双脚跑出来的。他们

下到田间地头，走进群众中间，与生活零

距离，与现实相激荡，写出了《腾飞的十

八 洞 村》《杨 家 沟 巨 变》《深 情 写 在 大 地

上》《一位山区女孩的读书故事》等一大

批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佳作。品读

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一

个个忘我奉献的奋斗身影，是一段段夜

以继日的拼搏故事，是乡亲们对美好生

活的殷切期盼，是中国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的累累硕果。

梦想在大地上生长

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让乡亲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正变成乡村建设的内生动

力。《翻过山岭，梦想花开》讲述的就是一

个追逐梦想的故事。扶贫干部李朝阳来

到皖南石台县七都镇河口村扶贫，带着乡

亲们发展菌菇产业，建起扶贫夜校。几年

下来，河口村旧貌换新颜。李朝阳扶贫期

满，但乡亲们舍不得这位书记，他们联名

写信请求李朝阳留下来，带领大家继续

干。《播撒希望的种子》讲述的则是教育与

梦想的故事。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

拖初中女子班是专为布拖农村贫困家庭

女孩开设的班级。为了把这个班级办好，

生活老师余阿英、班主任黄天燕等人默默

付出。她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几

个贫困家庭孩子的命运，而是要改变贫困

地区几代人的命运，要通过教育来阻断贫

困的代际传递，让希望的种子与发展的梦

想 在 贫 困 山 区 发 芽 生

长。无独有偶，《一位山

区女孩的读书故事》讲述的

也是太行山里一位普通女孩

的 读 书 故 事 。 以 文 化 涵 养 自

信，以教育消除贫困，这篇报告文

学讲述了脱贫致富的另一种可能。

为山村巨变留影

作家李迪的报告文学《腾飞的十八洞

村》是“决胜 2020”栏目的开篇之作。李迪

走进湘西十八洞村，深扎基层，深入采访，

提炼出几个典型的脱贫故事。龙先兰本

是个天天酗酒、破罐破摔的人，因为扶贫

工作队队长龙秀林的帮扶，他先是戒了

酒，后是成了亲，与妻子吴满金同心协力，

办起养蜂场，酿起金兰蜜，日子一天比一

天甜。他们酿的蜜为什么叫金兰蜜呢？

原来，是从他的名字里取了个“兰”，从妻

子名字里取了个“金”，合起来就成了“金

兰蜜”，寓意着夫妻同心奔小康、美好生活

甜如蜜。还有回乡创业的隆吉龙，为了说

服乡亲们种黄桃，他买来黄桃请大家免费

品尝，又率先流转土地示范种植。三年之

后，隆吉龙的黄桃大获丰收，黄桃产业也

从此在十八洞村扎了根。通过讲述普通

人的创业故事，李迪成功地描绘出十八洞

村的腾飞气象。《杨家沟巨变》写的是在陕

西榆林寺沟村，驻村第一书记朱兆飞带领

村民一手发展红色旅游，一手推动绿色经

营，终于让杨家沟成功脱了贫，合作社总

资产翻了六倍多，村容村貌变得干净整

洁，乡亲们的心气也发生了大变化，杨家

沟实现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此外，《大

山中闪亮的星》《一坛美酒出深山》《连樟

村蝶变》等作品，描绘的都是广袤山村的

巨大变化。

幸福随甘泉流淌

引水、修路，是扶贫题材作品中比较

常见的内容，反映了乡村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要意义。《曲长城村的幸福泉》讲述

的就是一个凿井引水的故事：河北省阳原

县曲长城村是全省有名的深度贫困村，制

约这个村子发展的瓶颈就是饮水问题。

饮水问题不解决，村民幸福感就低，村子

要发展就难。驻村第一书记严春晓的扶

贫工作，紧紧围绕着一个“水”字做文章。

他请来地质专家与施工队，顶着流言蜚

语，冒着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硬是

在世代缺水的曲长城村半山腰上凿出了

甘甜的泉水。乡亲们都说，严书记凿出来

的是“幸福泉”，这泉水能喝出“幸福的味

道”。《马龙村有个“管水书记”》《哗哗的

流水声》等作品记录的也都是扶贫干部

与村干部为百姓解决用水难题的故事，

却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与叙事重心。同

样，以修路为主要内容的扶贫作品也不

少见。比如《高高的元古堆》讲述甘肃渭

源世代穷困的元古堆村，为了修通连村

路、引来洮河水，全村齐上阵的故事。村

子的建设工地上，父女、夫妻、祖孙同时

出场的比比皆是，元古堆上的一位老人

由此感叹：“我活了八十多岁，从没见过

这样火热的建设场面！”

唱响奋斗者之歌

如果说《深情写在大地上》写的是扶

贫院士如何帮助农民科学种植的奋斗故

事，《猕猴桃挂果了》写的是返乡大学生如

何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奋斗故事，那么

《万安，三个奋斗脱贫的暖心故事》则直接

聚焦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自力更生，加

上政策支持，成功脱贫的故事。以扶

贫干部为直接叙述

对 象 的 作 品 ，也 有 不

同 的 侧 重 。《大 峡 谷 的

“背篓医生”》聚焦医疗扶

贫，讲的是扶贫医生管延萍

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帮助云

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百姓减少

病痛的感人事迹。《奔忙在瓦窑

坡村的晨光里……》讲述扶贫干

部张大治如何处理村里的日常琐

事，在平凡中彰显精神的不凡。张

大治把村里老人们要办的事情全都

揽了下来，每天一大早都要列一张清

单，然后逐项办理，逐条清零。他跟乡

亲们的感情，就是这样一天天跑出来、

忙出来的。

发挥春风化雨作用

《霞浦的美丽事业》是作家许晨采写

的福建宁德霞浦县的脱贫攻坚故事。这

个故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当地是靠打好生

态环境这张牌进而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

道。霞浦的人们因地制宜，紧紧围绕生态

环境做文章，将霞浦建设得更加美丽宜

人，当地的旅游业、摄影业、文化产业等，

随之蓬勃兴起，霞浦百姓都获得了生态红

利。《小山村的艺术活力》讲述了乡村致富

的另一种方式：浙江的葛家村本来是个普

普通通的小村庄，但自从艺术教授丛志

强来了之后，这个村子就发生了深刻变

化，因为丛教授用艺术为这个小山村赋

能，让艺术的细胞在这个村庄里悄然生

长。于是我们看到，葛家村的每一个细

节，都开始有了艺术的气息。葛家村

的村民们变成了艺术的创作者与传播

者，不仅拥有殷实的物质生活，而且

过着丰饶的精神生活，幸福指数不

断提升。此外，还有作家纪红建的

《花茂的星空》等文章，让我们看

到的，也是文化与艺术在脱贫攻

坚中发挥的春风化雨的作用。

类似文章还有不少，它们

之所以能给我们留下印象，是

因 为 它 们 书 写 了 火 热 的 生

活，记录了奋斗的时代，而

奋斗，就是最美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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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环抱，绿水流翠。木楼相依，万瓦如鳞。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这里。在村民的晒

谷场上，在一棵高耸入云、有着三百多年树龄的梨树下，面对围

坐在身边的父老乡亲，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

指导全国扶贫攻坚战。沉睡在贫困中的十八洞村，自此蝶变，张

开多彩而勤奋的翅膀，飞翔在脱贫奔小康的春风里。那

样耀眼，那样明亮！

十八洞村由四个自然寨组成，习近平总书记所去的

寨子，因为有梨树，就叫梨子寨。

村党支部书记龙书伍说，论季节本是初冬，我

们却迎来一场春风！

——《腾飞的十八洞村》，2020年 5月 6日

如 今 的 骆 驼 湾 ，是 古 老

的，更是年轻的。七年多的脱

贫攻坚战，让这片有着古

老 文 明 的 土 地 重 新 焕

发出青春的活力。

说它年轻，

还因为，在这里活跃着一群可爱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的因恋

着故土而返乡创业，有的立志把家乡的美好分享给全世界，还有

的从四面八方奔赴来此……他们用年轻人的理想和担当，帮扶

骆驼湾走出贫穷，奔向希望；他们用自己青春的身影，点燃着这

片古老的土地！

——《骆驼湾的年轻人》，2020年 6月 15日

毋庸置疑，陆飞红是连樟村里最忙的人。

一次，有人问陆飞红：“过去一年，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什么？”

“晒太阳。”他不假思索地说。陆飞红天天在外头跑，天天都在晒

太阳，脸庞被晒得黝黑，就像染了一层浅墨。

“只要项目能落地连樟村，只要连樟村的乡亲们生活幸福，

再苦再累，都值得！”陆飞红笑着说。

——《连樟村蝶变》，2020年 6月 29日

2016 年的初冬，蒿枝坝的田地静谧，朱有勇院士穿一身迷

彩服，身后跟着一群同样着迷彩服的博士们。他们租了一百亩

地，在人们疑惑的目光中挖下冬闲地里的第一锄。他们没有多

少豪言壮语，只是伏下身段勤勉地耕耘，洒下汗水浇灌这沉睡经

年的土地，要用丰收来证明贫困并不是不可战胜。

——《深情写在大地上》，2020年 7月 1日

这些少年们，在山区学校的讲台上与赵敏们进行现场交

流。他们讲学习方法，谈人生理想，说生活故事。十多天时间，

他们与赵敏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离别的时候，赵敏和同学们都哭了。他们几个同学凑份子，

给“小老师”送了一个耳机。“小老师”也送他们每人一个日记本，

扉页上还写着一句话：亲爱的小学弟小学妹，北京见！

——《一位山区女孩的读书故事》，2020年 8月 26日

“乡贤！”采访张胜迪时，我的脑海里跳出这两个字。

或许称她为乡贤更为合适。

乡贤文化中积淀了我国千百年来乡村治理的智慧

和经验。新时代的乡村，乡贤正被赋予新的内涵，他们

是当下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事实上，在花茂

村，包括张胜迪等乡贤在内的大量村民的回归，正

是促使花茂村不断走向繁荣的重要原因。

——《花茂的星空》，2020年 9月 21日

改天换地，靠的是英雄气概；向山川

要粮，需要勤劳的双手。“忠心、公心、

爱心，能聚起民心，为乡亲们都过上

好日子努力奋斗，就是我们的

初心。”刘玉秀老人的话语，在

我耳畔久久回响……

——《定 西 脱 贫 三 章》，

2020年 10月 14日

其实，这个深度贫困村发

生的一步步变化，离不开这个

村 寨 的 孩 子 读 书 后 返 回 家

乡，用知识反哺家乡。归乡

的孩子真正认识到，组织起

来发展农村产业才是走出贫

困的大道。

——《猕猴桃挂果了》，

2020年 10月 19日

在 小 燕 子 银 铃 般 动 听

的 朗 读 声 中 ，我 们 沉 默 了

—— 小 燕 子 依 然 渴 望 着 能

够“穿着一双棕红色的小雨

靴”去上学。阚南忠伤感地

抹了抹额头，坚毅地说：“我

就是那双雨靴。”

——《两个人的学校》，

2020年 11月 9日

夕阳下，田垄上，收割完

的糯禾田里，稻茬仍然泛着让

人 心 醉 的 青 黄 色 ，散 发 出 稻

香，一派丰收景象。 2020 年，

黄源村的糯禾种植规模翻了一

番，达到一千二百余亩。

11 月，还未到传统酿酒的

季节，可黄源村家家户户已经

传出酒香。

——《一坛美酒出深山》，

2020年 12月 14日

闪光的片段

奋斗的身影 拼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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