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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推出湖南推出““梦圆梦圆20202020””脱贫攻坚系列丛书脱贫攻坚系列丛书
201 3年1 1 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湖南湘西花垣县排碧乡大山深处的十八洞村，

同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农家小院里，亲切地拉家常、话发展。在这里，他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重要思想。湖南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向三湘大地千百年来的贫困顽疾发起攻坚拔寨的
冲刺，充分体现了“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担当与作为。

时代由每一位奋斗者书写。从201 7年9月起，遵照湖南省委副书记乌兰同志的指示，在
湖南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湖南省作家协会联合湖南日报社、湖南省文联、中南出版传媒集

团举办了“梦圆2020”文学征文活动。征文活动的39部（篇）获奖作品已结集为“梦圆2020”脱
贫攻坚系列丛书。湖南作家们秉承怀抱天下的文化传统，响应脱贫攻坚历史实践的时代号
召，白天爬坡串寨，走村访户，夜晚挑灯伏案，奋笔疾书，勇当时代忠实的记录者、湖湘精神的
传承者、脱贫攻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以文学持久而深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挖掘脱贫攻坚
的感人事迹，展现人们意气风发奔小康的奋斗精神，讲好脱贫攻坚湖南故事，为时代立传，为
人民抒怀，为历史作证。

把人物作为完全的人来写，作品就有了可
信度。金苇珉是小说核心人物。她不是那种一开
始就很主动的扶贫干部，她的成长性见于一点
一滴的事例。金苇珉是一位从事文艺表演的温
柔漂亮的女性，某种意义上她是不符合人们对
扶贫干部的期待的，她一开始的表现也并不称
职：1、她起初没打算真心扶贫，扶完一轮急切地
要回城；2、有点娇气，刚下乡几个人帮忙都没能
骑上马背，对农村的卫生状况极度厌恶，宁愿憋
着也不上茅房；3、不敢决断，遇到难缠的事就找
闺蜜聂俊倾诉；4、对乡村的贫困漠不关心，对村
民态度不冷不热。就是这样一位不称职的扶贫
干部，经过认亲、迁居、修路、通电、跑项目、跑资
金、饮水工程、脱贫项目实施等一系列锤炼，经
过与反对势力一轮轮斗争，在极其困难艰苦的
扶贫实践中，在善良村民的感染下，自我反省、
自我提升，金苇珉变了一个人：一个雷厉风行、
作风泼辣的“女汉子”，一个敢于担当作为的优
秀干部，一个与恶势力硬碰硬的强者，变成了一
个有悲悯和大爱的温柔女性，一个感情孤独渴
望亲情的小女子，一个有智慧、深谋远虑的领
导。人物是小说的第一生产力，《火鸟》的人物塑
造层次丰富，个个生动鲜活。上有县长郝明灯，
他是一盏悬挂于人民心中的明灯，是所有不公、
所有麻烦的终结者；中有扶贫干部；下有淳朴的
村民王九哥、二狗子、叶玉、单耳，有点自私但总
体上不坏的王大北，为了家乡脱贫致富献出生
命的尿天锤、林三爷。背后有党纪国法撑腰，聚
集人民群众的能量，面对恶上司朱雨莲、贪官羊
闯、披着棕熊皮的杀人魔王、幽灵一般的蒙面
者、阻挠工程的刁民等，在“恶狼”环伺之下，女
主人公金苇珉最终以智慧和勇气胜出了。因为
扶贫经验丰富、成绩好提拔为走马乡常委书记，
这个职位使她有机会展开一张大的脱贫攻坚的
蓝图：隧道工程打通南半县和北半县，解决南半
县因交通问题与现代化建设长期隔绝的问题；
青牛山与耳朵山联合开发，文旅融合的思路，建
成牛耳山国际公园。这里面单耳是一位值得一

提的人物，他是耳朵山的民间高人、圣贤形象。
他的山歌创作表现出恣肆汪洋的想象力，是一
个纵声歌唱的浪漫派，他的理性和逻辑也是一
流的，上能仰观天象，下能俯察民情。由于单耳
的出现，金苇珉被耳朵山的秘境幽隅、藏声隐
景、风云变幻深深震撼。这个人物的设置是给小
说造的一个“活眼”，这个“出格”的形象从众多
村民中跳出来，聚集了民间的能量和智慧，打通
现代与传统，将沉淀深厚的乡土文化用象征手
法凝聚起来。

扶贫题材一不小心就会写得假大空，但作
者李文锋很用心。扶贫小说主人公有情怀、有担
当，面对困难和挫折不放弃，这是这类小说的标
配。《火鸟》也有这些标配，但作者在此基础上进
行了开拓和创新，他不回避人物的缺点、错误和
遗憾，作为扶贫干部进村的场景，骑马是一个意
味深长的设置。“王九哥骑马到乡政府接金苇珉
进村时，天刚蒙蒙亮。”这句话包含的信息量很
大，委婉地把这个贫困村的现实条件和贫困程
度展现出来。《火鸟》化解了主旋律题材难以人性
化、接地气的死结，在重视人的本能冲动的前提
下，树立了一个超功利、超现实的理想标杆，以此
作为人性向上的动力。小说紧扣主题，把扶贫干
部金苇珉一直在“啃硬骨头”，节奏、矛盾、张弛都
在挑战困难中展现出来。

大凡贫困山村，由于交通阻隔，现代化程度
低，使得传统文化遗存较少受现代化冲击。小说
在展现芙蓉县的民间传统文化时用笔很细，用
情很深。对风物民俗的处理非常智慧，那些可以
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是当地人的生存本
领和生活方式。被城市精英视为古老遗存和神
秘文化的东西有地花灯、阳戏、土地戏、傩戏、毛
古斯、三棒鼓，在青牛山村和耳朵山村这些就是

生活本身。这些情节设置很自然地成为后面“文
旅融合”扶贫思路的材料。芙蓉县是大湘西某个
县的艺术化命名，通过小说要素可对号入座。二
胡既是精英艺术，也广泛流行于民间，金苇珉这
个城市精英渴望与村民打成一片时，二胡成了
最好的媒介。金苇珉在村民石玉家拉上一曲二
胡时，村民不光有情感上的共鸣，还有些人能看
出门道，识别其中复杂的变幻和高难度的技巧。
石朴奶奶与抗日英雄以二胡的琴弦作为信物，
连接着大洋彼岸的情谊，很自然地将耳朵山的
投资者、美籍华人王小生纳入小说情节，解决了
大型旅游项目的资金问题，使项目扶贫档次提
升。二胡在小说里不仅是推动情节的手段，它还
从物象上升为意象，成为一个精神象征。傩戏是
禳灾、祛晦、医治疑难杂症的神药，遇到重大事件
烧香拜佛、敬鬼神，就连官场也流行风水学，如

“老县府背靠芙蓉河，被称之为无依无靠，水洗龙
骨，府之主不死必灾。想想过去的历届县长，则闻
知心寒。入狱的、得癌的、病退的、跳楼的……”在
开发耳朵山之前，单耳给金苇珉占卜，金苇珉用
现代思维解读“泰卦”的意思：阴阳消长、居安思
危。小说后半部“山歌”这一民间形式也隆重出
场，单耳的山歌即兴演唱，出口成章，信手拈来。
这一情节设置，把芙蓉县作为“山歌之乡”的文化
背景很自然地带了出来。

小说情节推动用心巧妙却自然顺遂，看起
来简单的结构却是作家经过了充分的艺术考
虑。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限知叙事，与读者共情，
达成一种默契。作者似乎掌握了实景与光晕的
平衡术，超现实主义、逆“类型化”书写、诗性语
言的运用、方言的点缀、神话故事的补充，这些
要素理性克制的叙事贯穿整个小说。漂亮的金
苇珉来到单身汉扎堆的青牛山村，“险情四伏”，

小说以王九哥醉酒后上错床，石朴（二狗子）的
“护花行动”等描写，非常节制地点到为止。小说
开头对青牛山村惊人的贫困程度通过人物与场
景的关系，不动声色地流露：需要骑马，说明没
通路；村民有寄生虫病，说明缺水；晚上开会点
煤油灯，说明没通电。作者不作任何解释和评
价，一切都从人物的言行情节推动中去体会。文
字里头有一种绵柔的气息，诗一般的意境，有悲
悯和大爱。聚集残疾人的篾器厂的二胡演奏，干
净的灵魂对美好的向往，写出了有缺陷的人群
的美以及人的高贵与山川大地灵蕴的互动。作
者自己化身导演，把山川风貌做了滤镜，对整体
清晰度做了调整，聚焦中心点，周围做了虚化处
理，打上一层唯美的光晕。人物也采取最佳取景
角度，在破败简陋的环境中强化人体的光线和
质感，突出人的高贵和平等，这是扶贫的真谛。
风景绝美，然而吃不饱、穿不暖、看不起病、上不
起学的窘况，诗意来袭却又感伤并至，一种矛盾
美学扑面而来。文章结尾七彩水母、一飞冲天的
火鸟、梦幻云霞，青牛山的音乐队，耳朵山歌者
的祭坛，有唯美大片的画面感，增添了追悼金苇
珉的壮烈和悲情的氛围。

《火鸟》称得上是一部艺术表现力丰富的主
旋律作品，正因为现实意义明确，它的思想价值
的确立、艺术手法的创新、立意的高度、精神的
升华，跟同类题材相比难度更大。它的艺术性也
在同类题材中显得格外抢眼。当然《火鸟》也还有
提升空间，有些重要情节没来得及展开，人物设
置的太多巧合，节奏过于铿锵激越等，但瑕不掩
瑜，小说最大的意义是为扶贫攻坚提供某种思
路，它的现实意义甚至与艺术意义同样值得称
赞。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的扶贫壁垒，进行分类整
体推进扶贫的思路，对于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
区域，芙蓉县扶贫经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对扶
贫问题的反思，扶贫干部的任用，都提出了新问
题新思路。主旋律题材小说中人物事件处于社会
万象的多层级构造，要以创造性的探索呈现不
同类型的人物生活所包含的复杂和丰富。

罗长江的长篇报告文学《石头
开花》是近年来湖南省扶贫攻坚、建
设全面小康主题报告文学创作中的
出色之作。

在当下的扶贫题材报告文学创
作中，大量可见的写法模式是优秀
扶贫工作队员和乡村干部为改变一
地的贫困面貌而艰苦卓绝地开展工
作的优秀事迹，以及一个地区前后
变化的报道，而对一地的扶贫实践
进行深入记录，对其因地适宜的扶
贫模式的总结、反思，则较为少见。
《石头开花》在这方面进行了富有启
示意义的有益探索，是扶贫题材文
学创作和报告文学的重要成果。

《石头开花》聚焦贫困、偏远而
美丽的武陵源山区，书写“扶贫依托
旅游、旅游拉动扶贫”的生动实践，
对当地创造旅游扶贫的“武陵源模
式”作了全景式展示。一个个鲜活动
人的故事，一幕幕波澜壮阔、可歌可
泣、意味深长的画面，在拥有悠久历
史文化和鲜明地域文化性格的武陵
源地区，凝结成了一股磅礴力量。作
者以散文和散文诗的笔调创作报告
文学，文字鲜活灵动，有机穿插交织
民族史诗、民间歌谣、现代诗、竹枝
词、微电影、散文、歌词、古诗、新赋等，意蕴
充盈、摇曳多姿，既宏阔、思辩、深刻，又诗
意、灵动、超拔。与众多报告文学作品比较，
《石头开花》有许多突出的特点。

《石头开花》避开了扶贫题材写作常见
的简单化的今昔对比，没有像许多扶贫题
材作品那样着意强调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
生活艰难状况，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各方面
（贫困户、扶贫工作队、返乡创业者等等）同
心戮力改变生活现状的奋斗过程上，写出
了他们改变贫困状态的梦想、决心、动力和
艰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石头开花》选择
了一批具有新时代气息、理念和精神的新
型农村创业者作为典型，进行深入细致的
表现，因此，这部作品表现的农村，已不仅
仅是陷于贫困状态的泥沼里的贫困农村
（这是大多数扶贫题材作品的选择），更是
正在或已经走出贫困状态、正在一心一意
奔小康、不断升级的“正在进行时”的新农
村；这部作品中表现的农民（农村工人和农
村经营者）也不仅仅是因为贫困而留在过
去时代的“旧式”农民，而是有着新的时代
视野、现代理念和新的梦想的新型农村创
业者、开拓者。这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真正
的当代感和时代精神。在这样的视角里呈
现出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新景象，作品浓墨重彩抒写的“扶贫依托
旅游、旅游拉动扶贫”的光辉实践，及创造
旅游扶贫“武陵源模式”的生动进程，也就
有了真实而坚实的依托与基础。

《石头开花》不满足于单纯地记录脱贫

攻坚奔小康的进程与经过，而是以
世界范围内的反贫困为坐标，遴选
出乡村旅游、人力资本、多维贫困视
野下的可能性陷阱、什么样的扶贫
最靠谱、教育群众与教育干部、乡村
振兴与乡村建设、武陵源模式与城
乡一体化等重大话题，在每一章纪
实叙事之后，都相应地配以理性反
思单元，在经过扎实采访得来的感
性材料基础上，站在时代和历史的
高度，理性、立体、客观地展开思考
与探讨，这些思考夹叙夹议，视野开
阔，聚焦当下，直面现实，提出问题，
探讨解决路径，充满真知灼见，显示
出拥抱现实的巨大热情和驾驭重大
题材的出色能力。这些思辨单元与
纪实单元旗鼓相当，使整个作品延
展为复调式格局和结构，使记录与
思考构成了并行不悖的二重奏，思
辨与纪实并驾齐驱，理性与诗性互
为呼应，既有温度又有深度，大大拓
展和升华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和深刻
性，更打破了报告文学写作的常规
套路。这在扶贫题材的作品中是十
分罕见的，具有开创式的探索与启
迪意义。

在时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
报告、没文学，或报告多、文学少的现象十
分突出。《石头开花》具有很高的文学韵致、
艺术品位和文化视野。作者作为有影响、有
创新精神的散文家和散文诗作家，运用散
文和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人物命运和故事，
作品充满诗意与弹性，汁液饱满，鲜活生
动，富有诗意乃至诗性，就连每章纪实之后
的理性反思“反贫困随想”部分，也充满着
激情与论辩之美。作品中有机穿插交织了
民族史诗、民间歌谣、现代诗、竹枝词、微电
影、散文、歌词、古诗、新赋等等，使得作品
意蕴葱茏而摇曳多姿。扶贫是一个具有很
强政治性的题材，《石头开花》别开生面地
把扶贫放到一个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十分悠
久、地域文化性格极为鲜明的背景和语境
中呈现与书写，构成了一种厚重的文化气
息，并赋予主人公们以强烈的文化力量和
文化精神。这也是作品创新出彩之处。

对于扶贫题材的文学创作，《石头开
花》呈现了出色的风景；对于报告文学的创
作，《石头开花》提供了一个“报告文学还可
以这么写”的富有探讨意义的独特样本。作
者凭着扎实深厚的文化积累与生活积淀、
艺术功力和掌控能力，创作了一部经纬交
织、文体交融、多重协奏的文本，给常态化
的报告文学写作注入了新的元素、带来新
的风采与启示，既诗意、灵动、超拔，又宏
阔、深沉、深刻，既有深邃厚重的历史感，又
有壮丽斑斓的时代感与当代感，文学性与
思想性俱佳，充满审美张力，是一部不可多
得的报告文学精品力作。

“梦圆2020”丛书生动记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省贫困地区的巨大变化，讲述了贫困群众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脱贫致富的励志故事，展示了广大
党员干部勇挑重担、无私奉献、敢于创新的精神风
貌，闪耀着党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光辉，彰显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

史诗追求与精微写实的融合

“梦圆2020”丛书直面贫困群众的真实生活，对
现实进行朴实的艺术提炼，将脱贫攻坚的重大主题
揉进日常生活叙述之中，以文学的魅力聚合新时代
脱贫攻坚战中迸发出的精神能量。这些作品既有润
物无声的凡人凡事，也有光可鉴人的高尚情操，动人
心魄的扶贫壮举，丰富了新时代关于乡土书写的文
学长廊，描绘出一幅幅感人肺腑、充满时代气息的艺
术图卷。

评论家晏杰雄认为，胡小平的长篇小说《青枫
记》以汪达成从深圳回乡创办青达公司和C银行扶
贫队驻村定点帮扶为主线，巧妙地将精准扶贫、金融
扶贫、产业扶贫，和西部开发、产业转移、农村城镇
化，及基层党建等融合起来。小说以大量的生动事实
证明，这项人类历史上挑战贫困的伟大事业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扶贫干部和人民同心协力，经过艰
苦卓绝努力取得最后胜利的。在创作理念上，作者穿
透生活的琐细和杂乱无章，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
理出脉络，昭示了脱贫攻艰的历史意义。他深入基层
体验生活，自己也是扶贫干部中的一员，身体力行，
从扶贫工作第一现场发掘具有历史价值的生活实
料，把鲜活的生活经验和时代重大主题对接起来。

《青枫记》把重大时代主题融合在具体生活细节
的实描和人物精神世界的悲欣之中。作者凭借着对
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对不同类型的农
民进行了深度刻画，有家境较好、生活富裕的富农田
德彪，有丈夫重病、儿子痴傻的贫苦农民杨梅花，也
有性格懒惰、一味赌博的“贫困户”赵小宝……除此
之外，文本中大量“要得”“打飞脚”“娘老子”等贴近
群众生活的湘西南方言，以及关于甜酒煮鸡蛋、招
魂、芋头习俗、舞龙等体现湖南地域文化特色的细节
描写，给全文镀上了柔和静谧的色彩，增添了动人的
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对扶贫致富过程的描
写，作者秉持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原则，对乡村中
隐藏的宗法观念和农民守旧观念，进行了揭露和批
判，以及对文化扶贫、思想扶贫的深层次思考。

晏杰雄认为，王天明的长篇小说《相思山》以贫
瘠偏远的相思山为载体，以相思村扶贫队长李勇等
扶贫干部为原型，以及戴岳、湘西苗绣致富者麻志银
等的事迹，书写了党的各级干部深入相思山扶贫所
经历的磨难、困苦和情感纠结，生动刻画了春喜、李
勇、吴娟等一批扶贫干部群像，同时，对各类乡村人
物形象进行了生动刻画，展现了脱贫攻坚的基层生
态与丰富细节，记叙了农村脱贫攻坚的当下历程，全
景式记录了精准扶贫的壮观历史。

在小说中，作者详实描写了相思山自然风景、传
说故事、苗寨风情及土特产，也揭露了当地迷信、赌
博、大办红白喜事等恶习，批评两眼向上、不愿通过

劳动获得收益的懒汉，对内源性脱贫、可持续性扶贫
进行了有前瞻性的理性思考。作品中大量生活经验、
精妙细节和心理描写，体现了人情味，具有较强的说
服力和感染力。在悬念开头设计、故事叙述、线索穿
插、结构安排上都比较稳定均衡，体现了较强的艺术
创作能力。

挖掘脱贫攻坚的感人事迹

评论家龙永干认为，江月卫的长篇小说《守望》
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聚焦天井寨的脱贫之路，艺术地
再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基层干部扎根乡村，务
本求实、开拓创新，积极带领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寻
求致富之路的时代画卷。

《守望》不但写出了当下丰富斑斓的乡村生活的
日常图景，更写出了扶贫工作过程中多样复杂的矛
盾冲突。木房子、高石墙、吊脚楼，敬菩萨、打糍粑、织
土布，鲜美的“血鸭”、烂漫的“行歌坐夜”、神秘的“咚
咚推”等，无不散发出浓郁的湘西地域风情；村民的
戏谑、邻里的纠葛，各样的男女情事、互异的人物命
运等，彼此相错交织出乡村生活的斑斓景观。但作者
关注点并非风俗图画和乡土日常，而是扶贫进程的
复杂性和曲折性。这里有贫困户申报中的虚报和漏
报，也有各种“等、靠、要”的不良现象；有项目开发的
盲动无序，也有干群之间的隔膜和误会；有资金技术
的短缺，也有消极心理的障碍；有基层干部腐化形成
的阻力，也有具体工作产生的错漏……但扶贫工作
组顶住各种压力，深入贫困家庭，落实各项偏差，立
足村寨发展实际，确立了发展养猪产业的道路，让贫
困户找到了脱贫的“正道”，也给沉寂的乡村带来了
新的活力和生机。扶贫工作并非是例行公事的贫困
户慰问，也并非简单的政策宣传或物资发放，它是一
项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民生工程，更是一项伟大的
国民素质改造工程。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视点去表现
天井寨的扶贫工作，《守望》具有了更为可贵的品质
和丰富的内涵。以张天益为首的扶贫工作组在给农
民以政策扶持、资金资助的同时，更是积极发掘村民
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动他们由扶贫对象变为脱
贫先锋，做到发动一批，带动一批，影响一批。

《守望》风格淳厚、笔触朴实，有着鲜明的现实主
义色彩。乡村生活场景的描绘极富质感，各样人物命
运的书写起落有致。同时，小说的语言也极具特色富
于魅力，叙事写人，状物对话，自然清新，平易晓畅，
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湘西北地域色彩。

编辑周熠认为，韩生学的长篇报告文学《家是最
小国》以“家”为小切口，以湖南山区青年为叙述的主
体，展现精准扶贫政策指引下，山乡面貌焕然一新，
山区青年建立自信，实现脱贫、脱单，创建美好家庭
的故事。作者注重用鲜活的场景、生动的对话刻画人
物形象，描写大龄男青年脱单的心路历程。施六金、
杨再康、李大文、王修满、邓生贵因村里环境大变样
而脱单，张书、李小响因知识改变命运而脱单，张良、
申告彬因学了技能而脱单，夏因昌、黄小林因易地搬
迁而脱单，叶阳光因危房改造而脱单……在叙述故
事之余，作者用最后一个章节来回应社会对大龄青
年脱单的关切，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情怀。

展现意气风发奔小康的奋斗精神

评论家刘长华认为，王丽君的长篇报告文学《三
湘网事》书写了文学人物“归来去兮”的新路径，将从
事电商的主体集中在回乡创业者。他们的“回归”，是

“农”字的本义回归，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把金钥
匙，换来了家乡的“出走”和“放飞”，赋予“农”字新的
外延。能在农村开展电商工作的群体有很多，但作品
自始至终都是紧扣“归乡者”，能让家乡最终发光发
亮的，终究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儿女们，一种深
深的地母情结流贯在作者的笔端。

《三湘网事》始终倾注着一种文化情怀和地域关
切，有着相当的文化自觉。作品集的每一个话题都是
基于该地区的特色文化、特色产业而展开。“礼失拾诸
野”，农村和民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武库之一。尊重个
体与差异是文化生命成长和保持源头活水的重要渠
道。以牺牲文化为代价而换取所谓的经济发展，是得
不偿失的。精神原乡、寻找心灵栖息地是人类永恒的
生命冲动和灵魂求索。文化和地域收藏着人们的记
忆，在风驰电掣、令人目眩的现代化轨道上，人们很容
易成为“失忆老人”和“有病”的人。

《三湘网事》构绘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守护者”形
象。这一群电商人为相应农村的发展倾注不少的心
血，贡献了不少的才智。“没有菜的菜店”主人赵媛有
过令人为之动容的身世和不足外人道的人生经历，
她开办了网上菜店，只选择残疾人士、特困户、退伍
军人为供应商。但是，赵媛自己患上类风湿性关节
炎，连门店租金都交不起。作者在结尾部分发问：“赵
媛能如愿拉到赞助吗？三好鲜生店能得到赞助吗？”
读之，令人不禁潸然泪下。《三湘网事》选择的这些

“平民英雄”并不是简单出于“扶志扶智”的演绎，而
是展现了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容易，没有一
蹴而就和守株待兔的成功。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才会
生出真正的乐观和不息的奋斗意志。电商人就是用
这种精神守护着农村电商这一新生产儿的。

作家赵燕飞认为，张雄文的长篇报告文学《雪峰
山的黎明》以巍巍雪峰山为地理背景，以溆浦的历史
文化背景作为切入点，以作者通过多次实地采访所
逐渐形成的对于生态旅游扶贫模式的深刻认识为线
索，有机糅合丰富翔实的各类素材，夹叙夹议，浓墨
重彩地展现了新形势下雪峰山旅游扶贫的壮丽画
卷。《雪峰山的黎明》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刻画了一
群紧跟时代、奋发向上的旅游扶贫者形象。他们有专
家学者，有纯粹的农民，有大学生，有辞职和退休多
年的公务人员，还有离开部队的转业军人……不惟
年龄，不惟学历、资历，更不信花言巧语，齐心协力为
山区农民做好事做实事，为雪峰山的脱贫攻坚事业添
砖加瓦。作品同样也描绘了众多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的
奋斗者群像。他们有朴实忠厚、因开办民宿而日子红
火的花瑶村民杨庭洪，有工作勤勉、热情待客的景区
舀茶妹舒一珊，有因种植猕猴桃成功甩掉贫困帽子
的村民李忠生，有在旅游扶贫支持下开办养殖场、生
意越做越大的养殖场老板兼旅游公司员工杨超，也
有返乡开办民宿致富、娶回城里姑娘的贺方礼，还有
花瑶挑花技艺传承人刘店妹、民间渔鼓师黄建德、民
间医生舒昌求。通过书写记录一批富有典型性的扶
贫人物，作品刻画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贺秋菊整理）

实景与光晕的平衡术
——评李文锋长篇小说《火鸟》 □卓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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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作证 讲好脱贫攻坚湖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