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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下，一座老建筑的顶楼，记者见

到了刚结束田野调查回来的胡彬彬教授。

年过花甲，胡彬彬还是喜欢经常带着学

生去做田野调查；一年中，至少 200 多天待

在村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胡彬彬

的工作始终处于满负荷的状态，他以平均每

年不少于 140 个村落的节奏，累计寻访了

5000 多个中国传统村落。

“绝大多数关于传统文
化的记叙，都能在村落里找
到具象的传承”

“传统村落承载了无数历史文化信息

……”胡彬彬甫一张口，便是老本行。

他的办公室立着一根挑柴的纤担：高约 2
米，中间似扁担，两头像弯月，木头制成，两头

扁担与弯月处的连接处用竹鞭编成的图案十

分精美。这是他从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侗

寨里带回来的，是明代侗族男性的劳动工具。

胡彬彬给记者讲述了来由。山里的侗

寨建筑别具一格，屋门只有闩，没有锁。家

中男主人如果出门打猎、砍柴，就会将纤担

斜放在门前；女主人如果不在家，门前放置

的可能就换成竹篮，或挂上一根纱线。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古人对劳动生活

的态度，这个纤担里都有答案！”胡彬彬说，

“绝大多数关于传统文化的记叙，都能在村

落里找到具象的传承，但文字记载非常有

限，村落的天地广阔无边。”

坚持近 40 年的田野调查，胡彬彬“白天

找实例，晚上找文献”，不断有新发现。

2016 年，胡彬彬和同事刘灿姣在湖南

江永县发现了长江以南地面建筑中历史最

久、规模最大的壁画作品之一——水龙祠壁

画。壁画面积达到 380 平方米，比此前《中

国美术史》中记载的 77 平方米最大壁画大

了几倍，对瑶族文化研究有极大帮助；在对

湖南靖州发现的“群村永赖碑”进行考证后，

他又用一年半时间，走访调研了碑文中提及

分布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五县的 24 个

苗寨，最终写出《靖州“群村永赖碑”考》，确

证此碑为目前我国古代较早的、具有完整立

法构成要素与意义的、有关少数民族婚姻制

度的地方立法。

几十年来，寻找“活”着的文化，在传统

村落中“寻根”，是胡彬彬不变的信念。当胡

彬彬眼触手摸这些奇迹般幸存于村寨中的

古代民居，走入厅堂，摩挲着家居实用器物，

那些濒临倒塌、破败废弃的牌楼、族氏宗祠

的梁柱、门扉、窗棂，成为他一次又一次创新

性研究的灵感来源。

北至黑龙江省黑河四嘉子满族乡东、西

四嘉子村，西至新疆乌恰县吉根镇托阔依巴

什村，南至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南湾

村，都曾留下他的足迹。

“书中对古代乡村的描
述，在下乡途中感受越来越
清晰”

世代居于湖南双峰县的胡家人，基本上

只从事两种职业：郎中或私塾先生。

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小知识分子家庭

——胡彬彬这样定义他的成长环境。小时

候，他接触的是家族里藏的几万卷古籍、书

画；再大些，他跟着行医的叔爷爷走村串户

治病救人。叔爷爷治病不收钱，作为报答，

那些村民会偷偷塞个鸡蛋、一块红薯给年幼

的胡彬彬。“温良恭俭让，这些传统美德，就

这样植入幼年的我心中。”

1978 年，胡彬彬进入邵阳师范专科学

校（现邵阳学院）学习。毕业后，胡彬彬进入

邵阳市政府，当了一名公务员；他的上级是

个“泥腿子干部”，常带着他下乡。“鸡栖于

埘，柴门犬吠，书中对古代乡村的描述，在下

乡途中感受越来越清晰……”胡彬彬说。

那时，胡彬彬开始大量撰写与村落、文

物、工艺有关的论文。 2001 年申报文博与

工艺美术系列高级职称，胡彬彬是唯一一位

以公务员身份、破格获得此系列正高职称的

获 评 人 。 他 后 来 也 被 南 京 博 物 院 聘 为 研

究员。

胡彬彬说，“从参加工作起，传统村落就

是我魂牵梦绕的领域，这个广阔的天地并不

比任何书斋逊色。”

“传统村落的文化保
护、研究与振兴，正面临新
的机遇”

2003 年，胡彬彬来到中南大学创建了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终于不再是一个人战斗了。”在中心，

胡彬彬对学生的要求是“三在”，即在课堂、

在书斋、在文化现场。在课堂或书斋，需要

签到、打卡；去文化现场，要进行长达几个月

的拉网式考察；或者是时间不定的主题任

务，发现新情况就即刻开展深度调查。

那时候，胡彬彬发现自己的研究正面临

一些挑战：不断加速的城镇化，使得传统村

落在不断消失……

“每个村落都是正在续写的文明史。”胡

彬彬说，亲临现场，才能获得一手信息，他和

团队的研究从实物资料和亲临现场实地调

查着手，完全靠双脚“走”出了研究成果。

近 40年来，他考察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时常青灯伴孤影伏案劳作……胡彬彬写下

300多万字的考察札记，拍下近 20万张数码照

片，手绘近千张传统村落建筑式样图，撰写研

究专著十余部，在海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

表各类研究论文 80余万字。

“胡教授在家排行老三。我们就叫他

‘拼命三郎’。他几乎全年无休，在农村一待

就是几个月。”刘灿姣说，胡彬彬进行田野考

察时，在农民家里搭餐或野地里泡面充饥，

寄宿无门时就风餐露宿。由于长期在外奔

波，他曾经一年磨穿 11 双鞋底；由于经常野

外考察，他左腿 3 次、右腿 4 次骨折……

“胡教授田野考察归来，就一头扎进办

公室整理材料做研究。”研究中心博士吴灿

说，因为常年坚持田野调查，胡彬彬的腿出

了问题。“一到下雨天腿就痛，但还是不休

息，没人劝得了……”吴灿有些无奈。

“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有效保护

和全面深入研究，是当前我国文化传承、繁

荣和发展的迫切需求。”胡彬彬认为，作为

“ 抢 救 者 ”和“ 守 护 者 ”，必 须 时 时 和 时 间

赛跑。

现阶段，胡彬彬仍然干劲十足：“从脱贫

攻坚到乡村振兴，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研

究与振兴，正面临新的机遇！”

近40年寻访 5000多个传统村落，胡彬彬——

“每个村落都是正在续写的文明史”
本报记者 何 勇

站在水龙祠壁画旁，胡彬彬倾听瑶族文化

的声声诉说；在对“群村永赖碑”考证中，胡彬彬

探索我国少数民族古代法律制度的雏形……

在他的人生坐标系里，寻找“活”着的文化、在传

统村落中“寻根”，似乎成为所有工作生活的“原

点”。他奔波在田野上，其心也坚，奋斗不止，用

脚底板“走”出了一项项研究成果。

在胡彬彬看来，文化研究不能脱离实地

考察，只有脚沾泥土，才能手撷芬芳。胡彬

彬要求学生到文化现场去，进行长达几个月

的拉网式考察；他以身作则，一年至少 200
多天待在村里。

胡彬彬觉得，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对优

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必须和时间赛跑。正

是这种紧迫感和责任感暨对事业的崇敬、对

人生目标的敬畏，推动着他不断前进。当

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给传统村落保护

带来了新机遇，胡彬彬带着他的团队着眼国

家所需，扎扎实实做好田野调查和研究，必

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脚沾泥土 手撷芬芳
刘涓溪

人物小传

胡彬彬：1959 年生，中南大学中

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寻访

我国 5000 多个传统村落，致力于推动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入选中宣

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二

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

人才等。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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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胡彬彬（右一）在西藏墨竹工卡

县一户农民家中访谈。 资料照片

左图：胡彬彬旧照。 吴 灿摄

走“ 贵 州 新 路 ”，迎“ 千 年 之

变”！近期召开的贵州省委十二

届八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均明确，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金

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

贵州曾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

场，全省 88 个县（市、区）中 66 个

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

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

大。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一系

列精准有效的特色战法，贵州一

举从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转为减贫

人数最多，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

的贵州篇章。

入深山找水源
高速路县县通

曾几何时，水在山下流，人在

山上愁！吃水不愁竟成了贵州几

代人的强烈期盼……

“ 村 子 不 通 水 ，除 了‘ 望 天

水’，家家户户得翻山挑水，不起

眼的扁担竟吃了香。”为吃上水，

剑河县村民田全和四处辗转，最

后转战河边，“看着不远，一个来

回不下一个小时，全是泥巴路。”

费尽艰辛挑来的水，还得精

打细算省着用。舀盆水，先洗脸，

后洗脚，最后喂养牲畜或洗几件

衣裳。“每天一睁眼就得挑水；因

为缺水，产业搞不起来……”像田

全和这般因水揪心、为水发愁的

村民不在少数。

生活用水、产业用水不解决，

谈何过上好日子？

贵州原本不缺水，但典型的

喀斯特地貌，严重的石漠化现象，

以致土地如同巨大的漏斗，造成

“地表水贵如油、地下水滚滚流”的尴尬。破解“吃水难”，告别

“望天水”，贵州找准症结，入深山，找水源，重点建设 521 处骨干

水源工程，已建在建水库 3700 多座。

如今，清澈的自来水代替“望天水”，贵州受困于水的局面

正 在 改 善 。“ 自 来 水 就 是 方 便 ，这 下 扁 担 可 以 收 起 来 咯 。”拧

开 水龙头，望着喷涌而出的水柱，田全和洗了把脸，顺势冲洗

院落……

告别“吃水难”，还要解决“出行难”！由于“地无三尺平”，平

原地区修 3 公里路的费用，在贵州只能修 1 公里，桥隧比超九成

的不在少数。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誓教天堑变通途！“十三五”期间，贵

州交通投资 8873 亿元，是“十二五”的 1.4 倍，2020 年底高速公

路总里程突破 7600 公里。2016 年初，贵州成为西部第一个“县

县 通 高 速 ”的 省 份 ；2017 年 底 ，贵 州 实 现 建 制 村 公 路 通 畅 率

100%……

选定主导产业 配套技术团队

推进农业现代化，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这是多彩贵州

新未来的应有之义。

过去受制于基础设施、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贵州农业长期

处于“小散弱”的局面，农产品要么“好的不多，多的不好”，要么

“样样都有，但样样不成规模”。

如何汇聚起强农兴农力量，推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

增收，事关脱贫攻坚成色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纳雍县勺窝镇从未种过桑、养过蚕，2019 年，当地抓住东桑

西移契机，发展蚕桑产业。两年不到，这个大山深处的穷镇破茧

而出，成为小有名气的“桑蚕小镇”。转变的背后，是干部群众的

艰辛付出。

2018 年初，贵州在全省发起一场深刻的振兴农村经济的产

业革命，表面看是改种作物，究其根本是要转变思想观念。

“群众会、板凳会、院坝会，大小开了几十次，软磨硬泡，只有

少数几户松了口。”联新社区党支部书记马玉华说，“最难的时

候，前手刚种下桑树，村民随后悄悄拔，只能边补边做工作，前后

折腾了 10 多次。”

从种桑到养蚕，前后不过 3 个月，每亩增收超过 3000 元。村

民们来了劲头，如今全村桑树种植增加到 700 余亩。按照这个

势头，今年底八成以上的坡耕地将满眼桑绿。

为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贵州选定 12 个主导产业，分别

成立 12 个产业专班，并配套 12 支技术团队，真正让农民种得好、

种得精、能致富。如今，贵州茶叶种植 700 万亩、蓝莓 18.2 万亩、

李子 254 万亩，培育了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

如今，随着黔货出山愈发便捷，贵州农村正因产业革命而发

生深刻变化……

一步住上新房子 快步过上好日子

宽敞的楼房，整洁的道路，一应俱全的配套设施……如果不

是易地扶贫搬迁，罗应和可能仍困在深山。

罗应和的老家惠水县摆金镇，地处滇黔桂集中连片石漠化

贫困地区。要从根本上斩断穷根，又要守住生态底线，唯有搬离

大山，换个活法。2015 年，贵州打响易地扶贫搬迁“第一枪”，一

场以城镇化安置为主、决意改变近 200 万人贫穷命运的大迁徙

上演……

2016 年 7 月，罗应和同 5000 余名村民一起，搬到惠水县明

田街道新民社区，一步住上新房子，快步过上好日子。

如果说搬得出是“前半篇文章”，那稳得住、能致富则属于

“后半篇文章”。“社区里，医院、学校、超市、农贸市场样样不缺，

附近还办起扶贫车间，家门口就能就业，日子咋能不红火！”通过

选举，罗应和当选为社区党支部书记，带领搬迁群众奔向幸福新

生活。

2020 年 11 月 23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宣布：全省剩余 9 个未

摘帽的深度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贵州累计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 192 万人，“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面

完成。

“不单是改变居住条件，更要追求可持续发展，帮助新市民

实现从苦业到乐业、从忧居到优居的转变。”安龙县五福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肖亚琪说。

4 年多时间，贵州建成 946 个安置点、45.39 万套住房，解决

323.8 万名贫困劳动力就业，实现户均一人以上就业目标。

田埂上，车间里，社区中，一张张纯朴自然的笑脸，传递的不

仅是摆脱贫困的喜悦，还有多彩贵州新未来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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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遂宁，200 多亩土地，7 万多平

方米厂房，从签约到投产，除去疫情停工的

时间，一年就成了。”站在高大崭新的钢构车

间门口，成工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研发制造本

部负责人蔡政军高兴地告诉记者。让成工

重工下定决心搬家的，正是遂宁市纪委坚持

以问题为导向，创新“作风漂浮”治理工作机

制，打通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遂宁市委将 2020 年作为“营商

环境优化提升年”，遂宁市纪委推行重大项

目勤廉保障机制，对重大项目“一对一”配备

勤 廉 监 督 专 员 ，开 展“ 探 头 式 ”驻 点 监 督 。

2020 年 5 月，遂宁市纪委、市监察委员会印

发了《遂宁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化容错纠错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实施细则（试行）》《遂宁市

纪委监委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通过容错纠错、澄清是非、回访教

育“三管齐下”，激励全市党员干部积极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到一年，遂宁

全 市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网 上 可 办 率 提 升 至

100%，“一窗受理”事项达 90.6%，行政许可

“最多跑一次”事项占 92.8%，“一网通办”事

项达 99.86%，相关行政许可事项由 140 个法

定工作日缩减为最短 22 个工作日。

与此同时，遂宁市持续深化“纪检监察

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模式，及时曝光

损害营商环境问题，限时督办整改，开展纪

检监察干部入企走访等工作。遂宁市纪委

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强纪律作风保障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二十条措施》，清理“拖欠

民营企业无分歧账款”5419.1 万元，打通了

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既有效解决了

本地一些干部不尊重企业、不关心企业家，

一些政策公开透明不够、减税降费政策落实

效果不好等影响或损害营商环境的突出问

题，又强力推动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我们严肃查处了一批损害营商环境的

行为，为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全面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遂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谭

晓政告诉记者，遂宁市纪检监察机关以强烈

的责任心和事业感，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用好容错纠错机制，扎实做好“作

风漂浮”治理工作。

四川遂宁纪委治理“作风漂浮”行为——

打通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宋豪新

重庆市黔江区沙坝镇木

良 村 交 通 不 便 、耕 种 困 难 。

2016年 3月，中信银行重庆分

行员工肖鸣被选派到该村任

第一书记，和当地干部群众埋

头苦干，攻坚克难。2019 年

该村实现贫困人口、返贫人

口、新增贫困人口“三清零”目

标。2020年 3月，肖鸣任期届

满，继续留村扶贫。图为 1月

13 日，肖鸣（右）在查看村民

龚明银晾晒的手工红薯粉。

杨 敏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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