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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往常一样，我无论多忙，都要
抽时间到乡亲们中走一走看一看。大
家跟我说了很多心里话，我一直记在
心上……”

2019 年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 2020 年新年
贺词。短短千余字，犹如严冬里吹拂
着徐徐春风，温暖着天地人心。其
中，特别提到了福建寿宁县下党乡的
乡亲们给他写信讲述家乡的变化。

此时此刻，我正与家人围坐在电
视机旁，倾听着习主席那沉稳坚定、
自信平和的声音，胸中似春潮澎湃，
久久不能平静。前不久，我前往下党
乡参观采访的情景，如同电影闪回镜
头，又一一浮现在眼前——

在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决 战 决 胜 的 时
刻，中国作协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开
展“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
程”，组织一批优秀作家深入第一线，
采访写作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
学作品。我有幸入选，并受委派前往
福建省宁德市深入采访、体验生活、
构思写作。当时，北方已是黄叶飘零
的深秋，可这里依然郁郁葱葱。我们
所乘坐的越野车，沿着盘山公路匀速
行驶，俨然在水彩画般的绿色长廊中
穿行……

下 党 乡 ， 属 于 宁 德 市 寿 宁 县 管
辖。过去宁德是地区建制，位于福建
东部，俗称闽东，2000 年 11 月撤地设
市。这里一边是交通不便的高山险
坡，一边是滩涂连片的沿海地区，还
是少数民族畲族的聚居地，一度经济
社会发展滞后，人民群众生活困苦，
曾列入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被称
为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带”。

1988 年至 1990 年，习近平任宁德
地委书记期间，深入调研，潜心思
考，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
闽东精神，制定了因地制宜的脱贫
措施，开启了闽东扶贫开发的创新实
践，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沧海桑
田，至 2019 年底，全市所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经济
社会也取得了高速发展，一个欣欣向
荣的新宁德出现在世人面前。

通 过 基 本 的 案 头 工 作 和 深 入 了
解，我感到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脱贫
攻坚题材，也是一个光荣艰巨的写作
任务，必须深入进去扎实采访，精益
求精，方能写出一部精品佳作。为
此，来到宁德之后，我没有惊动当地
领导，而是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
路，登山入海，深刻感悟。

在 福 建 省 作 协 和 宁 德 市 委 宣 传
部、文联协助下，我后来又采访了市
委书记郭锡文、市长梁伟新两位现任
领导者。他们“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任接着一任干”，带领全市人民，发扬
优良传统，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

建设美好家园，创造了扶贫开发、乡
村振兴的“宁德模式”。

这期间，我背着采访包，脚穿旅
游鞋，走进了宁德福鼎市磻溪镇赤溪
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扶贫第一村”。
早在1984年，时任福鼎县委报道组组长
的王绍据，有感于赤溪村贫穷落后，写
了读者来信《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
治穷致富》，被 《人民日报》 发表，引
起国家高度重视，从而开启了新时期
有领导有组织的扶贫工作。

在 白 墙 青 瓦 功 能 齐 全 的 村 委 会
里，我采访了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杜家
住和村主任吴怡国、村委杨海燕等
人。他们分别回顾了全村的脱贫历
程，衷心感谢党的领导和习总书记的
关怀。杜家住说：“我们赤溪是一个畲
族村，位于福鼎太姥山下，四周崇山峻
岭，几乎与世隔绝。2009 年，我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就一直琢磨：小打小闹成
不了气候，全面奔小康，就得有一个
支柱产业，带动村民发家致富……”

果然，此后他们利用青山绿水优
势，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实施土地流
转联合开发，创办了万博华旅游公司，
设立了户外拓展、九鲤溪漂流、蝴蝶生
态园等项目，走出了一条“旅游富村、农
业强村、文化立村、生态美村”的新
路子。2016年2月初，杜家住托来访记
者给习近平总书记带信汇报。2 月 19
日，总书记来到人民网视频直播间，
同两千公里之外的赤溪村视频连线，
给了他们一封“特别回信”。

说到这里，身高一米八的杜家住
一下站了起来，两眼闪着光彩：“当时
真的很紧张也很激动，没有想到能跟
总书记这样见面对话！我们永远也忘
不了，一定努力工作，创造一个更加
幸福美好的新赤溪。”我也深受感染，
情不自禁起立鼓掌。而后，我们一起
来到村头那块铭刻着“赤溪 中国扶
贫第一村”巨石前，拍下了一张颇有
纪念意义的合影照片。

接下来，我在宁德福安市文联王
振秋、杨昌长陪同下，又来到下白石
镇下岐村。这是一个典型的连家船民

定居点。一进村，眼前为之一亮，渔
民新居傍海依山而建，崭新的柏油马
路两旁商铺林立。村中墙壁上，醒目
地书写着一句铮铮誓言：牢记嘱托，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把下岐打
造成闽东沿海船民上岸第一村！

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郑月娥热情接
待。她就是本村渔民的女儿，真诚爽
快，见我对她的名字感兴趣，笑着
说：“这名字耳熟是吧，只跟香港特首
差一个林字。”

我点点头：“好，人也一样漂亮能
干！”

她带领我们边参观边介绍情况：
“过去，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孙三代共
一舱，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
时光。由于渔民常年在船上生活，腿
脚弯曲，人称‘曲蹄’。上岸定居，成
了下岐村渔民几代人的梦想。”

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十分关
心连家船民上岸安居乐业的问题。他
多次深入下岐村等闽东沿海考察，提
出了“搬上来、住下来、富起来”的
明确要求。国家陆续建设了 6 个安置
点，3000 多船民上岸定居。在村党支
部带领下，下岐村大力发展水产养
殖、海洋捕捞、商贸服务等多种产
业，人均年纯收入从搬迁上岸前的不
足千元，增长到现在的两万多元。

说话间，沿着整洁的村街，我们
来到村中间的渔民广场上。周边是一
栋栋漂亮的村居楼房，花坛里盛开着
一簇簇红艳艳的三角梅，广场边横卧
着一条渔船模型，几个小孩子在上面
嬉笑玩耍。远处的海面波光粼粼，昔
日的穷海滩涂变成了黄金海岸……

闽东山高海低，阴晴多变，连日
来我行走在山海之间，一会儿艳阳高
照，一会儿细雨连绵。每到一处，听
情况介绍，看村容村貌，与脱贫重点
户访谈，手机计步器上，何止万步之
遥。虽时感腰酸腿疼，但兴致勃勃，
乐此不疲。

这一天，我专程来到了富有传奇
色彩的“习书记九到寿宁三进下党”
的下党乡。

正如开篇所说，下党乡山高林密
交通闭塞。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末，全
乡 还 没 有 一 条 公 路 。 1989 年 7 月 19
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头戴草
帽、脖子上搭着擦汗毛巾，步行两个
多小时，到下党乡现场办公。后来他
又两次来下党乡解决脱贫发展难题。
时 隔 30 年 ， 旧 貌 换 新颜，受乡亲们
委托，下党乡6位干部群众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信汇报脱贫喜讯。不久，他们
就接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信里，习
总书记亲切问候乡亲，勉励他们再接
再厉。

喜 讯 传 来 ， 群 情 振 奋 。 时 隔 数
月，我们走进乡政府所在地下党村，
仍然感受得到村民们那兴奋喜悦的情
绪。尤其是坐在村民王光朝开办的

“幸福茶馆”里，听他讲述30年前第一
次上山给习书记送凉茶、送毛巾的情
景，以及脱贫致富后与其他五人一起
商量写信向习总书记汇报的过程，充
满了欣喜、满足与自豪……

“太好了！老王，在你这里聊天，
可真是‘幸福茶馆话幸福’啊！”我打
趣说。

“对！好多人都这么说，还有记者
专门给我拍照登了报呢！”

在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宁德近一个
月时，我又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下党
乡的朋友们，看到了幸福茶馆的主人
王光朝。那是在习近平主席发表新年
贺词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记者现场
采访的画面里：

昨天，下党乡的乡亲们吃过晚饭
后，聚在村里的“百口食堂”准时收
看新闻联播。当贺词中讲到福建寿宁
县下党乡时，大家都激动不已。给习
主席写信人之一的王光朝老人说：“我
非常感动，我们这个小山村一直被牵
挂着，这次还在贺词中提到了我们，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们以后的日
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说 得 好 啊 ！ 他 代 表 了 所 有 下 党
人、闽东人、中国人的心声。

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宁德是我
魂牵梦绕的地方。”是啊，他走遍了宁
德的山山水水，与干部群众结下了深
厚情意。闽东靠山面海，山海交融，
是他扶贫开发重要思想的策源地和

“四下基层”工作制度的实践地。这里
的人们牢记习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正
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姿态，
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路上迅跑。

山与海的拥抱，将迸发出旺盛的
生命力，奏响震天撼地的交响乐章。
身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的
福建宁德，过去是“黄金海岸断裂
带”，如今正在昂然崛起，向着“黄金
海岸隆起带”的目标进发。我们有理
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闽东之光将
无比灿烂地闪耀在中华大地上。

斜阳的光
显得有些喜庆

白色的墙
描绘着憧憬

富裕在这里是蜻蜓
因为小荷已露了角

还有些过去参差着
隔壁也许就是回忆

但脚步明显加快

力量鼓着嘴在村子
里激荡

偶尔的秸秆 也充
满希望

因为大棚很快拔地
而起

村外的杨树奏着金
色的乐曲

明天就是今天 未
来 就是现在！

85 年前，历史在遵义的
一幢小楼里挥就了一个党最
为绚丽璀璨的画卷；这个党
于是卓绝风华，千锤百炼，
成为当今世界的百年大党。

在遵义这幢小楼 27 平方
米会场里召开了 3 天的会议，
刷新了一个党的面容，增强
了一个党的自信，强健了一
个党的筋骨，成就了一个党
的伟业，成为这个当今世界
最大之党的历史珍藏。

遵义会议，俨然成为现
代语境下壮丽巍峨的重大历
史，成为百年大党常讲常新
的宝贵话题。

这幢小楼为中西合璧，
坐北朝南，一楼一底，青砖
石 缝 ， 大 家 气 派 。 85 年 前
全城首屈一指的柏家公馆，
今天在高楼大厦面前，已显
得陈旧。然而，这座府第内
涵的精神财富，不是一幢巨
厦能与之媲美的。

百年大党的来路、基因、
传承、脉动，与这幢小楼密不
可分，唇齿相依。

这 幢 小 楼 寻 觅 到 突 破
“左”倾危局之窍。六届四中
全 会 ， 王 明 上 台 ， 实 行

“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受到重创，
丢掉了苏区，被迫战略转移。而在转移中又犯了退却中的
逃跑主义错误，一路损兵折将，湘江血战成为整个红军历
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几万生力军被埋葬在河沟山野。

为了挽救党和红军，这幢小楼的会议确定了“只解决
军事指挥问题”的方针，打开了解决“左”倾错误的突破
口，团结了全党，拨正了中国共产党的航向。这幢小楼所
凝结的政治智慧和斗争方式，成为此后我党善于抓住主要
矛盾、解决主要问题的钥匙。

这幢小楼推开了一个大党的思维之窗。邓小平在遵义
会议之后43年的另一个伟大转折的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 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其实就是遵义这幢小楼最早
给我们的启示。那时，全党思想固化，迷信苏联经验，把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奉若神明，不敢越雷池一步，正
是这幢小楼推开了“独立自主”之窗，一切从中国的国情
出发来决定自己的方针，而不是“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
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此前14年“左”和“右”的错误。毛泽东
指出：我们党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幢小
楼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今天，
我们这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最重要的思维方式还
是“实事求是”。

这幢小楼开启了一个大党的胜利之门。27平方米的东
二楼会议室，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幢红色小楼，成为
今天我们这个大党的重要地标。

1961年6月30日，朱德赋诗《遵义会议》：“群龙得首自腾
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1960 年 7月 14 日，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
委书记会议上说：“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
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
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1939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在 《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
说：到了遵义会议后，党才彻底地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一座小城，一幢小楼，一间小小的会议室，改变了
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使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
得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功。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党的正确领导，开创了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问
题的方针，让这座山城载入史册，也让这幢小楼成为精神
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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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村扶贫诗记
杨一枫

2018 年我赴河北省滦平县挂职扶贫，在田间
地头，我用脚步和笔记记录的同时，尝试用诗歌
描绘村子的生活和变化。

依依闽东情
许 晨

依依闽东情
许 晨

尽管早过了秋叶落金的时节，但
朋友圈欣赏到的一组照片，让我禁不
住专程跑了趟张家港双杏寺。

关于双杏寺，除本地居民外，知
道的并不多。原因在于它既无显赫的
声名，又无亘古的历史，普通得如一
介农夫，偏安一隅，私藏于菜地、农
房和小河之间。即便如此，又何以引
得众多背包客，经四方打听、百度搜
索后前来打卡呢？其中必有原因。

银杏又称白果和公孙树，有“活化
石”之称。双杏寺因双杏得名，寺内却
长着三株银杏。其历史可追溯到明
代。史载，明万历年间（1593—1619），数
百名由苏北及江南内陆迁徙而至的移
民，在长江江心洲平凝沙围垦滩田。为
求圈围成功，将从长江上游漂下的一木
偶塑为江神菩萨，并立了“江神庙”。

明天启年间 （1621—1627），随着
平凝沙滩地越涨越大，圩田渐广，移
民日众，商贾们在江神庙的西北侧，
建房、开店、设摊，建起了一条寓意

“年年兴旺”的商业街——“年旺街”
（清末改称“年丰镇”）。1625 年，年
丰富商扩建了江神庙。住持不二和尚
在庙前手植两株银杏，将庙名改为

“双杏寺”。清康熙十三年 （1674 年），
住持和尚在两株银杏的西侧，又植一

株。因此银杏与之前的两株，相距了
49 年，故株型稍逊。也因此缘故，双
杏寺仍叫双杏寺。

我在住持法源和尚的引领下，走
过一座建有凉亭的小桥，步入庙门。
霎时，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幻世界。三
株古杏，突兀眼前。正值寒冬腊月，
虽说树冠有些光秃秃的，但粗壮的树
干尽显高大、宏伟、肃穆的气势。古
杏分别被围于石砌的方形围栏中，围
栏及围栏的底座，均刻有各种图案。
远远望去，古杏犹如巨大的盆栽，座
落寺前。树根周围，金黄的银杏叶散
落绿色草丛，犹如黄绿绒线混搭编织
出的地毯。冬日的暖阳下，地毯周
围，古杏倒影，影影绰绰。

从法源的介绍中得知，双杏寺是
国家宗教局命名的“生态寺院”，三株
雌性古杏均为国家三级保护文物。一
到秋天，白果累枝，而其味各异，东
一株性硬，中一株性糯，西一株性
腻。三株古杏总覆盖面积 3.2亩，根部
延伸面积10余亩，中间一株最为粗大。

双杏寺建有大殿、偏殿、佛堂、
正山门等寺房。古色古香的建筑与饱
经沧桑的古杏，浑然一体，相映生
辉。我迈入大雄宝殿。宝殿内，三尊
佛像，足有两层楼高。佛像左右分列着

造型各异的十八罗汉像。大殿东南和
西南靠墙处，分别置放着大鼓和大钟。

曾经的双杏寺，香火旺盛，每年
正月十五的庙会节，方圆百里、成千
上万的善男信女前来敬香拜佛。清代
朱颂芬的诗：“双杏会，节序届元宵，
寺庙人潮香火盛，物资交流轧闹猛，
万民齐欢腾。”描写了双杏寺庙会的盛
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双杏寺陡然
冷落。2007 年，当地政府重建大雄宝
殿、天王殿等寺房。现今的大雄宝
殿，其气势之宏伟，工艺之上乘，与
大寺院相比，也不逊色。天王殿大门
两侧雕有麒麟的青石，被称为孝子
石，寄托着众多善男信女的孝心。但
凡至此，他们总会摸一摸、许个愿。
天王殿西殿供奉着地藏菩萨，东殿供
奉着长有 1008 只手、用香樟木雕刻的
观音菩萨，既香气氤氲，又质地和润。

出 天 王 殿 ， 步 入 后 院 ， 杏 叶 如
毯，“簌簌”有声，一地金黄。身旁，
一中年僧人正小心浇灌着几株幼小的
杏树。细密的水珠，一点点渗透到泥

土里，能听见树根向深处生长的声音。
春来花自清，冬至叶飘零。虽不

是取景拍摄的最佳时机，院内依然活
跃着数位摄影爱好者的身影。在我看
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定格一
个人、一场缘，抑或是一袭禅意。就
和我一样，在这个初冬，邂逅了那一
份久违的安宁。

佛 曰 ： 一 花 一 世 界 ， 一 木 一 浮
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
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一念一清静。树虽然只是一棵树，只
是一种自然遗存，但源于无数佛经的
浸润和香火的氤氲，怕是早已超脱了
生死，而满载历史、文化、记忆和乡
愁的负荷了。此时，我终于明白了双
杏寺之所以成为背包客打卡地的原因。

树是寺的魂，寺是树的魄。寺庙
因古杏而闻名，古杏也因寺庙而仙
灵。出寺门的一刻，我忍不住回望。
三株古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更显
庄严、更具禅意，它们宁静而深沉地
矗立寺前，吐纳着芸芸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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