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舰波

2018年5月，听说单位要
派党员到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
苏基镇张常丰村当扶贫书记，
身为国家信访局三级调研员的
张巍婷第一个报了名。那时候
她身边的人都在议论：这个傻
姑娘，还是没有吃过生活的苦，
以为扶贫是下乡体验生活、实
地考察呢！张巍婷心里清楚，
自己的执念源于一腔热血、一

身孤勇，更源于自己共产党员
的身份。她始终觉得，自己的人
生是从成为共产党员的那一天
开始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就是她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一个馒头开启的产业链

踏上张常丰村的那一刻，
张巍婷有点傻眼了。

张常丰村的土地以盐碱地
为主，是典型的“靠天吃饭”。
这里一没特产，二没特色。全
村438户1508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就有125户 246人，是当
时全县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村
子。各种扶贫政策纷沓而至，
却没有拔掉这里的“穷根儿”，
村里人大多已经泄气了。

天生爱较真儿、脾气倔的
张巍婷心想，既然来了就不能
白待，她的字典里就没有“退

缩”二字。
一天的考察结束后，村民

刘树海叫张巍婷到家里吃晚
饭。饭桌上，刘树海安慰她说：

“张书记，您也别愁了，愁也没
用。俺们农民就靠种地过活，
可这盐碱地您也看见了，一亩最
多能打150公斤小麦，俺们有
口吃的就不错了！”说完，刘树海
忿忿地咬了一口手里的馒头。

张巍婷也咬了一口馒头，
她突然惊喜地发现这馒头劲

道、香甜，一口下去，满嘴都是
醇厚的麦芽味儿。她激动地连
吃了两个大馒头，心里打起了
馒头的主意。

张常丰的盐碱地上小麦亩
产量虽少，但产出的品种“大红
王”却不可小看。张巍婷先去海
兴县里咨询了当地中科院南皮
小麦研究所的老师，又请了北京
的专家来检测“大红王”（学名

“冀麦 32”)的营养成分，发现其
钙、钾等微量元素及植物蛋白、
面筋含量都比普通小麦要高！

“怪不得做出来的馒头好
吃！”张巍婷惊叹道。接下来召
开的“两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
上，大家围绕着一盘盘馒头商讨
起村里的脱贫致富大计，时而慷
慨激昂，时而手舞足蹈……时
至今日，每每想起那些画面，张
巍婷都会觉得心头一热。多少
年了，贫瘠的盐碱地像一个沉重

的枷锁，扼杀了当地村民对美好
富足生活的期盼，以至于当他们
看到这把枷锁有松动甚至挣脱
的可能时，那与生俱来的活力和
热血又再度沸腾。

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巍婷
每天都过得很忙碌，她带着村
民们找专家、跑证件、建平台，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跨过
了一个接一个的挑战，围绕馒
头而勾勒出的创业蓝图逐渐显
现。对于张巍婷和村民来说，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也都
是不平凡的一天。

三面红旗四缸酱
产业撑起致富路

在来到张常丰村之前，面
花在张巍婷心里只是童年的一
个回忆。小时候一到春节，家
家户户都要发面和面、雕花刻
枣。左邻右舍你家拿点枣，我
家抓把核桃，聚在一起做面花，
把来年的蓬勃兴旺都寄托在各
式各样的“吉祥馍”里。

张常丰村每逢喜庆节日也
有蒸面花的传统，但没人想过要
把面花推向市场、卖上价钱。确
定了围绕“面”做文章的扶贫思路
后，张巍婷拉着专家团队一起盘
点了村里的各种特产，出思路、做
品牌，再融入文化、故事，逐步把

“土特产”变成“金疙瘩”，面花就

是张巍婷打出的第一张牌。
首先“入伙”的是被村里人

称为“面花鸳鸯”的王金明夫
妇：一个学过美术，一个做过设
计，却还在村口卖着肉食，生活
拮据，才华无处施展。张巍婷
给王金明夫妇做了好几天的思
想工作，不但保证为他们的面
花铺开销路，还帮着敲定了全
套的面花系列产品，从用料、造
型到包装事无巨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王
金明率先办下了食品小作坊加
工许可证，不但开起了“张常丰
面花鸳鸯工坊”，研发了60多
种面花造型，还带着自己的作
品参加各类设计比赛，在拿奖
的同时扩大了宣传。如今，王
金明夫妇的月收入从原来的两
千元提高到现在的上万元。在
专家的引导下，王金明还与中
央美院的学生们合作，准备研
发更多新花样：“城里人管这叫
文创，争着抢着花高价买咧！”

按照这一思路，张巍婷还
与专家团一起扶持村民齐福田
开办“麦香面条馒头加工坊”、帮
助“辣椒姐”代淑凤开办“老凤和
辣椒酱厂”等产品的作坊和加工
厂，主营面粉、面花、面条、牛肉
酱、辣椒酱、黑豆酱、芝磨酱以及
当地的一些水果及土特产，仅辣
椒酱单月销量就有上千瓶，石磨
面粉和杂粮也一度断货……如
今，张巍婷将张常丰村打造成为
了以“三面红旗四缸酱”为品牌
的张常丰面食文化村，并充分利
用现代传播手段，让农产品触
网，一口气入驻了6家网站，大
大提升了“张常丰”扶贫农产品
的知名度和销量。

用文化点亮希望之光

张巍婷来了之后，村民刘
玉岭向她反映，说她家东边的
一座小学废弃多年无人管理，
杂草长到一人多深，到处都是
垃圾臭水。一到夏天，蚊蝇横
飞，周边邻居深受其害。

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之后，

张巍婷明白，是时候考虑一下
生活环境和村民精神生活的改
善和提升了。跟“两委”商量之
后，张巍婷决定把这座废弃小
学改造成村里的“文体中心”。

新建成的文体中心有6间
房，共400多平方米，规划了三
大功能。第一功能是“张常丰农
具博物馆”，博物馆把村里代表
着农耕文化发展历史和凝聚了
一代代农民智慧和汗水的农具
展览起来，为纪念前人，也为教
育后代。第二功能是张常丰村
的“创客空间”，这里致力于探索
电商营销和面食文化的产业化
发展之路。村里会定期邀请北
京的专家来为乡亲们讲课，帮助
乡亲们规划新思路、探索新模
式。也吸引了更多有想法的年
轻人来一起创业，一起做大做强
张常丰村的面食文化。第三功
能是图书馆和游乐场，既丰富村
民的业余生活，也为村里的孩子
们提供了一个除了家和学校之
外的活动娱乐空间。

随着“张常丰文体中心”的
逐步建设完成，这个坐落在村
庄一隅的院子也成了村里最热
闹的地方，孩子们在这里欢闹
嬉戏，来往的村民和各行业的
专家络绎不绝，构成了乡村生
活的美好画面。看到这一切，
张巍婷觉得心里暖暖的。

两年的外派时间很快过去
了，乡亲们总会试探着问张巍
婷：“张书记，听说您要回去
了？”最开始，张巍婷也犹豫：外
派期间，与家人聚少离多，甚是
想念。但两年来与村民们同吃
同住，同悲同喜，早已难舍难
分。看到村民们期盼的眼神，
张巍婷决定：“一定要留下来，
要等所有的村民脱贫，要把我
们面食产业的基础打牢！”

在张巍婷心里，张常丰村
的这面旗帜就是她带来的，而
她自己也被这面旗帜照亮。她
说：“我要扛着这面旗帜，带着
乡亲们走出贫穷的阴霾，走进
美好的生活，走向灿烂的未
来！（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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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常丰村第一书记张巍婷张常丰村第一书记张巍婷：：

心血凝成面花开心血凝成面花开 众手引得幸福来众手引得幸福来

张巍婷与“辣椒姐”代淑凤一

起研究新款辣椒酱制作。

央视财经频道大型融媒体活动《走村直播看脱贫》

在张常丰村举行。

■龚仕建 王 钊

“传一曲天荒地老，共一生
水远山高。”“大河向东流，天上
的星星参北斗哇！”……这些耳
熟能详的旋律，都出自作曲家
赵季平之手。“写进老百姓心坎
的音乐才能传播开，我们要静
下心，写出能与世界对话的中
国作品。”赵季平说。

赵季平深受长安画派“一手
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艺术
理念的熏陶。他至今仍保留着
父亲赵望云画的一本册页，封面
题有“生活实践是艺术的源泉”
这句话。“创作者要一竿子扎到
生活中，切身感悟中国这片土地
最打动自己的东西。”这种“感

悟”，不仅是触摸这片土地的广
袤、大气，更是了解这片土地上
的人与事，感受文化的温度。赵
季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
西省戏曲研究院。“我在学校学
的是西洋作曲技法。得知我的
分配单位，父亲很高兴，认为学
习民族民间音乐有很大好处。”
他开始研究秦腔、碗碗腔、眉户，
了解它们的曲牌形式、唱腔结
构、锣鼓特点等，并与其他剧种
作比较，寻找不同点。那些年
间，他跑遍了关中、陕南和陕北，
创作戏谱叠起来的高度可以到
屋顶。“可以说，我一直被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滋养着。”

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染让赵
季平的创作始终自觉追求中国

气韵、中国风采和中国气派。
歌曲《好汉歌》音乐动机取自山
东郓城民歌《呀儿哟》和单县
民歌《王大娘补缸》，歌曲《妹
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借鉴了陕
北民间的打夯歌，舞剧配乐
《大漠孤烟直》曲名源自唐代诗
人王维的《使至塞上》，室内乐
《关山月》取名自乐府旧题等，
仅电视剧《大宅门》主题曲就揉
进了7种音乐元素——京韵大
鼓、京剧、评剧、豫剧、梆子、民
歌和通俗歌曲。他对中国传统
乐器的使用日渐纯熟：电影《黄
土地》配乐中运用腰鼓、电影
《红高粱》配乐中的唢呐、电影
《心香》配乐中的古琴等等。

2019年年初，赵季平新创

作的《风雅颂之交响》在国家大
剧院首演。作品取《诗经》中风、
雅、颂之意，分为《序·颂》《关雎》
《玄鸟》《幽兰操》和《国风》5个
乐章。赵季平说，这部作品想表
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
讴歌绵延不绝的民族精神。

艺不压身贵在学习，艺无
常规贵在创新。这是父亲给赵
季平的教诲，也是他的创作原
则。他回忆，“电影《红高粱》有
段音乐，我用36支唢呐模拟人
声呐喊，唢呐声里又融进笙，采
用了当时具有先锋性质的‘音
块写法’，反响很强烈。彼时正
是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这段
音乐恰恰直接体现了那时中国
人内心一往无前的激情。”

赵季平认为，创作者要用
本民族的音乐语言，将各种技
法融会贯通，彰显音乐作品的时
代感和思想力。电影《红星照耀
中国》讲述了埃德加·斯诺突破
重重封锁前往西北革命根据地
实地采访，见证毛泽东、周恩来
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风采，并
向全世界第一次揭示“红色中
国”的一段真实历史。赵季平为
其配乐时，也注重紧扣时代脉
搏，“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我
们的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这
是赵季平的创作理念。“我相信，
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中国音乐
将在世界音乐之林中获得应有
地位，为人类音乐文明作出更
大贡献。”赵季平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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