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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在井冈山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听得最多的

是《映山红》这首歌。深情婉转的歌声，如魂牵梦

萦般，时时在耳边回响。在井冈山这个红色摇

篮，见得最多的是盛开如红五星的杜鹃花，红艳

艳的，一朵挨着一朵，一片连着一片。它们映红

了井冈山的山山岭岭，映红了井冈山的城市乡

村，映红了井冈山每一个农家的房前屋后，映红

了井冈山人的每一张笑脸。

每年的春夏之交，是杜鹃花盛开的时节，也

是井冈山最美丽、最动人、最热闹的时节。今年

杜鹃花节的现场，以及众多悬挂有杜鹃花节标

语横幅的地方，都挂出了“杜鹃绽放，幸福井冈”

八个大字。这是井冈山人民心灵的绽放，是井冈

山人民幸福的表达。就在前一年的2月26日，井

冈山人民向世界宣布：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

摘掉了贫穷的帽子，井冈山人民和着春天的节

律，大步走在了奔小康的路上。大伙儿怎不心里

激动，幸福满满呢。

二

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的彭夏英，向我们讲

述了她家这些年的经历和变化。这个51岁的农

村妇女，在经历了人生诸多磨难之后，迎来了阳

光灿烂的日子。她的家建在神山村高高的山坡

上，是村里地势最高的一户。2016年的 2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沿着弯弯的小路，一步一步登

上那个山坡，来到彭夏英家，看望这个在精准扶

贫中被列为蓝卡户的贫困家庭。亲切的问候，深

情的鼓励。总书记还坐在她家的厅堂，品尝了彭

夏英制作的黄米果、杨梅干等农家风味小吃。此

后，彭夏英在乡村扶贫干部的鼓励下，在自家屋

里办起了农家乐。门前那条山坡小道上，悬挂了

一块“成德农家宴”的招牌，鲜红的大字，格外招

人眼。红烧肉、烧土鸡、清蒸葱鱼、笋干牛蛙，香

味十足；炒南瓜、煮毛豆、清炒苦瓜……地道的

农家饭菜，让你感受到家乡的味道。

“成德”是彭夏英丈夫的名字，姓张，原是重

庆山里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同样家贫的张

成德来到神山村，做了上门女婿。婚后，他们生

下了三个孩子，日子虽然艰难，总还有一份希望

在。不料想，张成德一次给邻居家拆旧房时，不

幸被倒下的土墙压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年

岁大了，儿女又还小，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基本

靠彭夏英一人操持。90年代初期，一家人勤劳

苦干，省吃俭用，终于有了一些小小的积蓄，夫

妻俩盘算着盖几间新房。经济条件有限，他们只

能像大多数贫穷的山里人那样，采用最简易的

干打垒方式盖房。虽说这种房子有冬暖夏凉的

好处，却最怕雨水。那年彭夏英家的干打垒房子

刚建好，就遇上连续半个月的大雨。他们眼睁睁

地看着新建的房子在连绵的大雨中倒塌。伤心

叹气之后，只得咬牙重新动手盖房，这一建一倒

再建，又加重了家中多少经济负担呢。房子盖起

来了，总算可以缓口气了。哪曾想，不幸的事情

又降临了。一次彭夏英在山上砍柴时不慎摔倒，

导致脊椎骨移位。家中惟一的劳力不能下地干

活了，才进入中学的女儿只得辍学，帮忙料理家

中大小事情。手术复位后，本来按医嘱需要静躺

五六个月，无奈家中事务繁多，彭夏英提前下地

干活了，这样的直接后果是，时至今日，51岁的

她有了微微的驼背，也不能再干重活了。贫穷像

一块巨石，重重压在他们的身上。

当井冈山的规模化开发扶贫初显成效，当

井冈山的旅游日益蓬勃，当全国村级扶贫攻坚

的序幕全面拉开，和煦的阳光照进了偏远的乡

村。彭夏英在井冈山扶贫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先

后种了黄菊，饲养了几头母牛和一些母羊，进入

新世纪的彭夏英一家，日子慢慢有了好转。考虑

到饲养牛羊对山林生态和茶树果树的损坏，

2015年，井冈山市政府动员大伙儿卖掉牛羊，

专注产业种植和乡村旅游。彭夏英带头忍痛卖

掉了自家的牛羊，参与黄桃和茶叶的种植。2016

年，她家获得了2.2万元扶贫资金。他们将这笔

钱作为股金，注入到村里成立的黄桃和茶叶产

业合作社，每年有20%的收益分成，家庭收入有

了很大的提高，这让彭夏英以及众多和她那样

获得产业扶持资金的贫困户，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心与温暖。

彭夏英家原先建造的土坯房，在扶贫干部

的帮助下，进行了维修加固。整个村里37栋危

旧土坯房，也都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了维修加

固，有两栋还进行了拆旧建新，家家户户住上了

“安居房”，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土坯房因连续

下雨而倒塌了。一栋栋白墙灰瓦、墙面描着红线

条的房子，掩映在绿树青山之中。山上的黄桃、

茶叶蓊蓊葱葱。新修的环山公路和已拓宽的入

村路，在茂密苍翠的竹木间蜿蜒。这情景，真让

人感觉进入了人间仙境一般。神山村，真的是一

个神奇的山村！

彭夏英在村头的位置，为两个儿子建起了

一栋砖混结构的新房子，只等着新媳妇进门。家

里收入稍微好了一些，她就主动将丈夫享受的

低保指标，让给了其他村民，还在2016年底，主

动提出退出贫困户。她说，政府的帮扶干部带着

被褥、洗漱用品住进了我们村，同我们一起吃

住，跟我们一起苦，一起干。每天起早贪黑，白天

挨家挨户上门进行调查，经常是周末也在村里

工作。他们把村民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看到他们

我就看到了希望。我想政府是来扶持我们的，不

是来抚养我们的，如果我自己都不能努力脱贫

致富，那我就对不起党，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帮

扶我们的干部。

“习总书记来到我家之后，来我家的客人也

多了，我们开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一次能容

纳60人用餐。还开起了神山特产小卖部，向游

客出售自家制作的果脯、米果子、茶叶、笋干。我

丈夫还重新拾起放下多年的竹篮编织和竹筷制

作手艺，制作竹筷和竹篮出售，有时还从山上挖

些野生兰花、映山红等做成盆景，粗粗算一下，

现在一年的收入突破了10万元。”今年9月，彭

夏英作为井冈山和江西省推选的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来到全国组织干部学院，参加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会上，她激动地向大家

说出了心里话。今年她还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

奋进奖。彭夏英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些她从未想

过的好事，她的丈夫在一旁憨憨地笑着，时而插

一两句话。她的90岁高龄的母亲，也凑热闹似

的，不时从一旁的厨房慢慢走进厅堂，朝我们看

上几眼。

村里的左香云是红军烈士后代。他的老爷

爷左桂林，1928年参加红四军，是红四军的通

讯员。1929年，他被敌人杀害于井冈山一个叫

“暗垄”的地方。左香云初中文化，头脑很是灵

活。2000年，22岁的他学习了竹筒加工技术，先

后花6万元购买了两台竹筒雕刻机，在家办起

了竹筒、笔筒生产加工厂，走上了竹香创业路。

2006年，他又赴外地学习了竹酒生产技术。竹

香与酒香，在他的手上巧妙融合，就成了更香更

醇的神山竹酒。因为左香云的一技之长和勤劳

肯干，他家较早实现了脱贫目标。如今，他生产

的神山竹酒，颇有一些吸引力。作为神山村致富

带头人，这几年，左香云还担任着村里旅游协会

的会长，负责协调和管理村里的旅游工作。自

2016年起，神山这个黄洋界脚下的小山村，旅

游日益火爆，先后被评为江西省4A级乡村旅游

点、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

井冈山的精准扶贫，是深入而细致的。他们

在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过程中，独创了“红黄蓝”

卡制，依照国家扶贫标准，视贫困程度，将贫困

户评定为红卡户、蓝卡户和黄卡户。扶贫干部清

楚了解每一个家庭的基本情况，收入现状和致

贫的原因，然后因户施策，精准安排扶贫项目和

扶贫资金，实现一户一亩竹茶果、一户一栋安居

房、一户一个农家乐、一户一张保障网。就整个

井冈山的精准脱贫和持续发展，他们手里还有

一个绝活，那就是井冈山首创的“五个起来”。何

谓“五个起来”？一是“有能力”的“扶起来”，实现

家家有致富产业；二是“扶不了”的“带起来”，实

现个个有股权收益；三是“带不了”的“保起来”，

实现人人有兜底保障；四是“保不了”的“建起

来”，实现户户有安居住房；五是“建好了”的“靓

起来”，实现村村有面貌提升。

“今年以来，我们神山村共接待游客18.9万

人，旅游收入突破500万元，村里20户贫困户，

在2017年底全部成功脱贫。现在，我们村正准

备成立神山糍粑合作社，把小小的神山糍粑做

成大产业。”彭夏英在全国脱贫攻坚事迹报告会

上，不无骄傲地汇报了神山村这些年的变化和

成绩。

神山糍粑，本是南方山区传统美食。那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神山村左香云家门前，兴致勃

勃和当地老表打糍粑的情景，永远留在神山村

民的脑海中。那香甜软糯的糍粑，给多少游客留

下了美好的记忆呀，又给神山村人增加了多少

的收入呢。我几次去过神山，每次去时，看见路

边几户村民家门口，一拨拨的游客，兴致盎然体

验着打糍粑，品尝糍粑。“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

过越甜。”今年，左香云参加全国“两会”时，面对

众多记者的镜头，满怀自豪和欣喜，报告神山村

脱贫致富的好消息。

三

与神山村相隔不远的坝上村，在井冈山斗

争时期，就是一片鲜红的土地。袁文才、李筱甫

就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经过多年的扶贫

与建设，坝上村如今早已成为全国率先脱贫的

典范。宽阔整洁的村道、别致的竹篱廊桥、干净

平整的河滩、户户门前的簇簇花香，无不给人清

新舒爽之感。村子院墙上镶嵌的一颗颗红五星、

一支支耀眼的火炬，不时惊艳我们的目光，也带

我们回到那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秋收起义部

队转兵井冈山的危难时刻，袁文才以非凡的胆

识，洞开山门，迎接工农革命军。因为脚伤，毛委

员住在村里治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成长为朱

毛红军“总管家”的李筱甫，给予毛委员悉心照

顾。毛委员离开村子时，李筱甫将自己家中的一

匹白马送给毛委员，还拿出家中不少银元和粮

油赠送给工农革命军。这匹白马陪着毛委员走

过多少征途，经历过多少战场。在敌人对井冈山

红色根据地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时，袁文才、李

筱甫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大陇红色圩场。工农

革命军急需的药品、食盐等一批紧急物资，通过

这个红色圩场，送到工农革命军手中。村前的步

云山，曾是袁文才部队练兵的沙场。这里，也是

革命烈士聂槐妆的牺牲地。1929年，利用一件

浸过盐水的夹袄，巧妙为红军送盐的妇女委员

聂槐妆，不幸被敌人抓住。年仅21岁的她，面对

敌人火烧双乳的严酷折磨，坚贞不屈，最后被敌

人残忍杀害在村子的小河边，鲜血染红了小河

里的水。

坝上人民没有忘记这段历史，没有停止他

们在艰难困苦中求取胜利的脚步。这些年，他们

在村里创建了“红军的一天”青少年革命传统教

育体验基地。每年，一批又一批大中小学生或各

行业青年，来到坝上村，开展红色体验教育培

训。革命者的气节和鲜血哺育了这片土地上的

人，也将长长久久哺育每一个华夏子孙。红军传

统体验基地的开发，亦如长流的水，为这片土地

的兴旺与繁荣注入源源活力。村里参与培训接

待制作“红军餐”的52户农家，仅这一项每年平

均可增收2.3万元，真可谓“一堂课带富了一个

村”。袁文才的嫡孙袁建芳、李筱甫的嫡孙李祖

芳，先后加入到井冈山斗争史与井冈山精神的

宣讲事业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提升。

村里61岁的吴云月，丈夫早年因病离开人

世，她一个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

日。2013年开始，她参与村里红色教育旅游接

待，日子慢慢好了起来。一年下来，家里总收入

近4万元。又因为有了政府的帮扶，她家门前原

先泥泞不堪的小路，变成了坚硬平坦的水泥路。

房子改造加固了，屋顶上原先的土瓦，也换成了

有着亮亮光泽的琉璃瓦。吴云月曾说，党和政府

已经帮了我们很多，现在主要靠自己。吴云月成

了村里脱贫示范，被评为坝上村支持脱贫攻坚

先进户和最美坝上人。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正是中秋过后。田地里

的稻谷已经收割完毕，七八个村民正在用镰刀

割去收割机收割后遗留的稻杆。他们说，乡政府

已经安排了翻耕机马上要来翻土，然后由农户

自己种上油菜，待到来年春天，村里就是一片金

黄的油菜花了。他们兴奋也告诉我，坝上村的春

天有成片金黄的油菜花和红红的杜鹃花，夏天

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荷花盛开，冬天里还有雪花，

白雪落在绿绿的油菜上，真的很美。

走进大陇镇案山村，仿若走进了一个古朴

又现代的世外桃源。这个原本属于黄洋界山脚

下的贫穷小村庄，已打造成一个山水田园度假

村，取名为“陇上行度假村”。这六个大字就刻在

村前木质结构的大门牌上，金色的字在阳光下

闪闪发亮。走进村子，青一色白墙、灰瓦、雕花

红窗的客家小楼，青石砖铺成的村道，洁净平

坦。盛开的各色花儿，随着道路延伸进村子深

处，延伸进每一栋客家小楼的庭院。我以为这

一栋栋小楼均是新建，陪同人员告诉我，它们

都是由农户原有的土坯房整修改造而成。“民

俗、宜居、生态、养生”，这是大陇镇美丽乡村建

设的升级版。“公司+合作社+农户”，这是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产业互助新模式，是井冈山人民

迈向小康社会的坚定步伐。

沿着村里光洁平整的青石板路，我缓缓移

动脚步，生怕一步走快了，就会错过某个精彩。

农家乐、豆腐坊、酿酒坊、咖啡屋、公卖处、红圩

坊，甚至还有以“苏莲托”为名、集餐饮娱乐为

一体的别致去处。成片的荷塘和成片开着花儿

的草地，也是农户闲置的土地经公司流转而

成。我的心里，不由得感叹起井冈山人视野的

开阔和长远，以及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大陇

镇，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不仅是建立中国第一

个农村党支部的所在地，是当年红军挑粮上井

冈的出发地，更有着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红色

圩场。

陇上行度假村的建设和兴旺，令我联想起

两天前参观采访过的柏露乡文化旅游和大井

农家乐。

柏露乡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柏露会议召开

地。1929年1月4日至1月7日，面对湘赣敌军

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围剿”，中共

井冈山前委召开了著名的柏露会议。会议由前

委书记毛泽东传达党的“六大”文件，决定红四

军主力出击赣南，欲实现“围魏救赵”之目的，

红五军及红四军第32团留守井冈山，并成立

宁冈中心县委，由何长工任书记，统一领导湘

赣边界六县的地方武装。乡里如火如荼的鹭鸣

湖乡村旅游项目，它的规划和建设，与陇上行

度假村如出一辙。红色与绿色、文化和旅游、发

展与振兴，结合得如此紧密，又如此浑然天成。

井冈山的今天，已经传达出它明天的模样。

大井，毛泽东旧居所在地。1927 年 10 月

24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来到大井村

时，当时的农民自卫军首领王佐，将自己所住

房子“白屋”腾出来，让给工农革命军做营旁，

毛泽东住在屋子东厢房内。1928年5月，朱德、

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来到井冈山，与

毛泽东会师。与白屋相邻的黄屋，便是朱德和

陈毅的旧居。此后，毛泽东、朱德等多次在这里

部署战斗，一次又一次粉碎湘赣敌军的“进

剿”。1929年 1月底，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湘

赣敌军进入大小五井，将大井村房屋基本烧

毁。大井村人民与留守部队和敌人展开英勇的

斗争，终因敌强我弱，付出了巨大牺牲。大小五

井原有居民80多户，300余人，其中被杀的有

136人，被杀的灭口绝户的有39户。白屋与黄

屋，烧得只剩下一段残墙和白屋后的两棵树。

青壮人员参加革命离开家乡，或在战斗中牺

牲，或遭到敌人无辜杀害，以及房屋家财的被

毁，无疑使本就偏远贫穷的井冈山加重了贫穷

的程度。井冈山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革命

者英勇斗争的身影，洒下了年轻的革命者鲜红

的热血。茨坪村原有250多人，经过敌人的七

次屠杀，到1930年初只剩下120人。湘赣边界

第一届特委委员龙寿宇，一家六口人全部死在

敌人的屠刀下。革命的火种是杀不灭的，更多

的井冈山人民投入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之

中。2016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井冈山语重

心长地说，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

英雄的山，光荣的山。2016年10月21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

念大会上说：“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

民族。”

毛泽东旧居屋后这两棵劫后余生、有着顽

强生命力的大树，经过当地人的施肥培育而愈

发青翠繁茂，就像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

队伍，历经磨难而最终走向胜利。毛泽东旧居，

也在1960年得到重建。白屋和黄屋，一如以前

的模样，静立在大井村中央。历史从来没有远

去。它们永远留在大井村人民的心中，永远留

在井冈山人民的心中，永远留在全国人民的心

中。年年月月，前往大井村游览毛泽东旧居的

人络绎不绝。瞻仰、缅怀、前行，革命先烈的红

色基因，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血液中传承，跨

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在新的时代放射出了更

加灿烂的光辉。

2015年，大井农家乐应运而生。农家乐的

开办，在大井林场的指导下进行。林场给予贫

困户每户不低于5000元的扶持资金，村民自

己再筹措一点，对自家住房按照统一的外观设

计、内部设施标准进行改造，由村里农家乐协

会统筹管理与安排旅游团队的接待。

9月27日，我们来到6号农家乐邹水明家

采访。他们承包了村民的房子进行运营，取名

为“红军村饭庄”。女主人告诉我们，一楼租给

别人做餐饮，每年租金8万元。二楼8间客房，

前一天晚上住满了客人。三楼房间自住。粗略

一算，他们家一年收入可观。我们来到8号农

家乐罗小平家。他们家取名为“红星小筑”，一

个带着诗意的名字。大门上方这四个红色大

字，充满了自信。雪白的墙体，灰色的瓦顶，墙

裙粘贴着大小不一的黄色圆形石块，显得自

然、古朴、厚重。整个大井村，有20多户农家参

与农家乐游客接待。我们在整洁的村道上行

走，沿路每一户农家乐门前，盛开着颜色各异

的花儿，月季花、秋杜鹃、黄菊花……几户农家

正在准备游客的午餐，小河鱼、猪肉、各种时新

菜蔬或几样山乡野菜，厨房里飘出一阵阵香

味。大井林场在井冈山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

还统一建起了沿街店面，低价租给村民经营，

让村民通过出售自家土特产增加收入。

精品民宿、乡村旅游、红色培训……这是

井冈山推进全域旅游的生动注解。回首过往，

井冈山的旅游发展也曾有过波折。但当红色旅

游的理念慢慢被接受、被传播，当红色历史越

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追寻，加之井冈山的良好生

态和自然风光越来越受到人们喜爱，井冈山的

旅游发展步入时代的快车道，井冈山的经济发

展和精准扶贫也步入时代的快车道。

四

“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井

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甜又香啊……”

走进与大井毛泽东旧居一路之隔的井冈

山茶厂，悠扬甜美的《请茶歌》就响在了耳边。

泡一杯“井冈翠绿”，那细细嫩嫩的茶尖尖，在

沸水中翻滚、沉浮。抿一口，那一份清新香甜直

沁心脾。这个始建于1958年的茶厂，走过了60

年风雨。茶厂人的努力、国家科技部及省市政

府的扶持，让昔日小小的茶厂，拥有了1万亩

优质茶场，年产值达到8000万元。吃水不忘挖

井人。提供就业岗位、农企合作增收、扶持青年

创业、捐助贫困学生，精准扶贫的路上，留下了

井冈山茶厂动人的身影。

“梦想家园”，一个多么美妙、给人无限遐

想的名字。从厦坪的中心城区出发，驱车十多

公里就到了，出现在眼前的是几排褐红色的楼

房。哦，这是坐落在罗浮村的一个居民小区。为

什么取名梦想家园呢？原来，这个小区的居民，

都是从偏远、贫穷、落后的深山老林搬迁而来，

其中18户来自遥远的西坪村。西坪村距离中

心城区厦坪虽然只有30多公里，但是，重重的

山峦阻挡了他们走出深山的脚步。此前，他们

到中心城区来一趟，需要走上一整天。国家的

移民政策、井冈山的扶贫攻坚项目，让大山里

的人实现了祖祖辈辈走出大山的梦想。每人

8000元的帮扶资金，每户只需出很少的一部

分，便可以拥有人均25平米的住房。为了鼓励

移民搬迁，井冈山还实行人均20000元的奖励

补贴政策，对于一些特别贫穷的红卡贫困户，

由政府先行垫资，或统筹实行“爱心公寓”交钥

匙工程。1000多个家庭，2600多人，从大山深

处来到了城区，来到了景区，来到了园区，他们

看到了山外精彩的世界，他们住进了漂亮洁净

的楼房，他们成了工业园区、成了旅游景区的

工人。多少年的梦想，一朝成为现实。

紧靠梦想家园的，是另一处精彩的世界，

一个叫做华润希望小镇的地方。小镇环境干净

优雅，教育、医疗、养老设施齐全。少有所学、老

有所养、病有所医。所有这些公共设施，均由华

润集团捐资兴建。村里的民房、民居，也在集团

的资助中实现改造提升，旧房变新房，民房变

旅馆。小镇旅游红火，村民收入翻番。小镇福利

院，住着20多个老年人。他们当中，有的是没

有子女赡养的五保户，有的是子女在外工作、

无人照顾的老人。我进去的时候，几个老人正

坐在走廊里聊天、晒着太阳，看到我们，他们很

是高兴。身穿枣红色外套的邓海兰阿姨，今年

已经88岁高龄，衣着整洁，口齿清晰。她告诉

我们，她的子女都在上班，不能很好地陪伴她、

照顾她。她来到福利院之后，就喜欢上了这个

地方。她说这个地方环境优美、干净整洁，有人

陪着聊天，有人照顾饮食起居，她觉得这样的

生活很幸福。看她一副健谈的样子，我问她之

前做过什么工作。她说她是1960年跟随丈夫

从赣州南康，来到当时的国营江西井冈山综合

垦殖场，支援井冈山的建设。丈夫是垦殖场的

技术员，她自己在保育院当老师。“一晃已经58

年了，我们把一生的精力献给了井冈山。井冈

山的变化真大呀。我们来的时候只有一条弯弯

曲曲的小路，现在都通了高速路，通了火车，还

有飞机了。”她不住地感叹，“我年纪大了，这几

年都很少上茨坪，听说茨坪建得更美了。我们

来的时候，山上没有那个湖，那个挹翠湖。1979

年的冬天，我们和井冈山人一起挖成了这个

湖，2006年的时候又改造了一次。有一年杜鹃

花节，孩子们带我到茨坪玩。那个湖真美啊，到

处都是花，还有喷泉，喷泉还可以放电影呢。”

老人家一边说着，一边开心地笑着。我嘱咐她

好好保重身体，多看看井冈山的变化。

井冈山拿山乡一个山环水绕的地方，每年

3月至10月旅游旺季的每个晚上，《井冈山》实

景演出都准时开演。《十送红军》的动人旋律，

便深情地回响在拿山的上空，回响在每个观众

的心里。《井冈山》史诗般再现90年前井冈山

革命斗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大部分为

红军后代的当地600多名农民演员的本色出

演，乡土原生态的音乐和舞蹈，使这台实景演

出，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场集视觉、听

觉、感觉为一体的红色经典，深受游客喜爱，也

给了所有游客以极大的心灵震撼。从2008年

10月 1日正式公演以来，已经演出了2300余

场。10年来，仅当地农民演员参加实景演出，获

取了5000多万元的劳务费，从某种意义上说，

《井冈山》实景演出，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致

富，更是深层次的文化扶贫和精神扶贫。

严瑞华，1966年出生，温和而精干，在实景

演出中担任团长一职。在演出中，他饰演的团

长在妻子生下孩子才一个月，就要跟随部队下

山。无奈之下，出发之前，忍痛将婴儿送给当地

百姓抚养。严瑞华的深情演绎，冬夜托孤的感

伤场面，让众多游客流下了泪水。严瑞华还在

演员队伍的管理工作中担任连长。他现实生活

中的妻子也在其中做演员。他说，实景演出这

个项目真的非常好，不仅让游客们多了一个了

解井冈山斗争历史，接受红色教育的机会，也

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文化和精神生活。演员中最

大的70多岁，最小的10岁，也有一家四五个人

全部做演员的，大家都非常热爱这份特殊的工

作。演出结束后，所有演员举着表演时使用的

火把，分列道路两侧，目送游客离开。我分明感

到，这就是当年井冈山人民深情送别红军的情

景。我深深爱着井冈山，爱着井冈山漫山的红

杜鹃。我一次又一次走进井冈山，我想让我的

身体和灵魂，与井冈山贴得更近，更近。

五

在井冈山，有这样一位老人，他50年如一

日，义务宣讲井冈山精神。很多到过井冈山的

游客，都听过他高亢激情的宣讲。2万多场，

200多万人，为了井冈山精神的传承，他倾尽

心力。他的宣讲，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井冈

山的精准扶贫提神正气。他将仅有的20万元

积蓄，全部捐给井冈山的脱贫攻坚。他一次一

次行走在井冈山脱贫攻坚的现场，想用生命最

后的时光，把井冈山脱贫攻坚的动人故事，写

成一部《井冈丰碑》。他说，井冈山的脱贫攻坚，

就是井冈山新时代的历史丰碑。可是，今年的7

月23日，90岁的他，燃尽了生命的最后能量，

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他就是“全国道德模范”

“井冈山精神宣讲第一人”毛秉华。《井冈丰碑》

虽然尚未能成书，但是，党和国家的关怀，社会

各界的支持，井冈山人民永不停息的奋斗，筑起

了这座新时代的历史丰碑。

“让伟大的山岗变成幸福的乐园。”“老区在

全国全面小康的征程中，要同步前进，一个都不

能少。”井冈山的山山岭岭，新的梦想在生长，那

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啊，一定会开得更艳，更美！

井冈山上杜鹃红井冈山上杜鹃红
□□旷胡兰旷胡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