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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志以人为志，，勾勒脱贫攻坚人物群像勾勒脱贫攻坚人物群像
□王跃文

卢一萍的《扶贫志》是一部阅读起来扣人心弦、令
人感奋的好作品，这部作品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写
好了人物。

人物塑造一般而言是对小说创作的要求，但小说
创作同报告文学创作是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的。小说创
作要学习报告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深度挖掘、真实再现
和深入思考，报告文学创作可以学习小说创作笔法细
腻以求艺术真实，进而增强艺术感染力。《扶贫志》里的
人物塑造之所以能够做到生动鲜活，感人至深，在于其
情感真实、故事真实、叙事真实。

情感真实是优秀作品的底色

任何体裁、任何题材的文学作品，情感真实都是第
一位的。离开了情感真实，所谓思想性、艺术性都在云
泥之外。《扶贫志》里最大的情感真实，就是中国共产党
同人民的血肉之情、鱼水之情，就是党对人民的关怀，
人民对党的感恩。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崇高政治情
感绝不是蹈高临虚的，它是贴着广大人民的、贴着坚实
大地的。小康路上不能让一个人掉队，这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作过很多十分
深刻、十分精辟的论述，都饱含着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情
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小康不小康，关
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习近平总书记
这些朴实的话语中饱含的情感力量，为我们进行扶贫题
材文学创作提供了最强大、最真实、最有力的情感背
景。正因为有这种崇高、巨大、真实的情感背景作为底
色，《扶贫志》里所有人物的情感表达都是真实动人的。

龙秀林，十八洞村第一任扶贫工作队队长，他扎扎
实实做好每件事，排除一个个困难，帮助贫困群众解决
最需解决的问题，在彻底拔除穷根上想办法、闯出路。
这中间所表现出的党员干部对贫困群众的情感，自然
生动，真实感人。

王新法，这位来自外乡的义务扶贫者，一位共产党
员，一位退役军人，一位退休干部，他身上的情感力量
可谓惊天动地。本来，他是一位蒙冤多年的警察，得以
昭雪之后，他依然不忘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做出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选择，志愿到常德薛家村扶贫，花尽
自己所有积蓄，最后在扶贫岗位上倒下。他身上散发
出的巨大情感力量，让这个人物闪闪发光。

吴添春，一个因病致残、身残志坚的苗家女孩。这
个人物就像她的名字，给人间添春意。她把天下所有
同她有过交际的好人都称作朋友，不管是北京同仁堂
的专家，还是北京、天津、拉萨的见过面或没见过面的
好人，都称作朋友。她自己开网店替乡亲们销售农副
产品，只赚取小小的差价。现实中朴素的生活逻辑是，
好人总会遇见好人。这在吴添春身上也得到了应证，
她走遍天下都有爱心人士帮助。吴添春居然以其行动
不便的身体，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去了拉萨，上了布达拉
宫。这位不幸的姑娘偏说自己是天下最幸运的人，是
相信天下无贼的人，还开玩笑说自己如此幸运，一定是
上辈子拯救过银河系！读罢吴添春，始信人间有童话。

故事真实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中，感人的故事说不尽道不
完。《扶贫志》正是讲好了这些故事，刻画好了人物，使
得作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县委书记罗明感化教育老光棍施六金的故事真实
有趣，令人过目不忘，特别是写施六金每次同酒友吹牛
说自己是县委书记的朋友，经常当场给县委书记打电
话的情节，读之令人莞尔，悠然心会。

龙秀林为解决修路占用土地碰到阻力的问题，如
何做钉子户施长寿老人的工作，如何化解很可能发生
的流血事件，最终把十八洞村公益建设有关问题一次
性解决，故事讲述得惊险曲折，真实可信。故事讲述过

程中，把苗族群众的讲血性、认公理性格刻画得十分逼
真，却又不掩饰个别群众身上的缺点毛病，让人物立体
丰满，故事更添真实性。

田金珍拍电影的故事，讲述得既传奇，又真实，更
感人。一个不忍看到留守儿童悲苦生活、只会讲苗话
的贫困农村妇女，为了唤起全社会特别是乡村年轻父
母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执意要拍一部电影。她花2000
多块钱，用两天半时间，硬是把一部电影拍出来了。这
是最动人的人间传奇，这是可以流传的人间神话。田
金珍在帮扶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成长了，成了脱贫攻
坚的带头人。“成长”二字是蕴含在这部作品里的关键
词，作品写出了每一个人的成长，每一座村庄的成长。

龙献文，一个自己先富起来的人，一位新乡贤，不
忘乡亲们的贫困，自己出钱出力帮助群众摆脱贫困，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2009年7月的一天凌晨，村里突发
火灾，正在替伯父办丧事的龙献文火速赶回村里，带领
村民救火。规划灾后重建时，州委领导问他有什么要
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龙献文只提了两条：一是吸收救
火中表现突出的青年民兵入党，二是村里要发展产业，
请有关部门办手续时予以支持。这真是一位有眼光、有
境界的好支部书记，他懂得算大账，知道培养几个好党
员，比要钱要物更利于村里的长远发展。他的故事感
人之处还在于，他的父亲也是为村里贡献了毕生精力
的村党支部书记，红色基因在父子两代之间传承着。

谭绍鲜，一个在县城开宾馆，每年能挣二三十万块
钱的能人，也可以说是新乡贤。他为了带领贫困群众
脱贫，回到村里当村委会主任。回村一时没有别的收
入，自己家坐吃山空，老婆还要到外面去打零工补贴家
用。不料母亲患重病花去近30万医疗费，谭绍鲜自己
家成了贫困户。但是，精准扶贫政策下来时，他没有为
自己搞个贫困户指标，也没有给母亲评个低保户。村
里评给他母亲的救济款，他也坚决不要。他说得很朴
实，自己要在群众中说得起话，就不能要扶贫的一壶
油、一袋米。这里体现的既是共产党人崇高的党性，也
是在乡村做人的规矩。这种既有高标又接地气的故
事，叫人信服。

楠木桥村为了创建大学生村干部产业园，组织村
民上山义务开荒，不发工资。时间久了，村支“两委”过
意不去，决定给大家发点辛苦费。谁也没想到的是群
众居然有意见了，说：我又不缺你那二三十块钱，你既
然要发钱，请别人去干，我就不来干了。村里决定不发
钱，村民才同意上山开荒。村民的朴实可爱跃然纸
上。这个故事情节简单，意蘊深远。党为群众着想，群
众记党的恩情。党要发动群众，先要做群众的贴心人。

叙事真实升华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同叙事风格密切相关，《扶贫
志》的叙事风格朴拙，不论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人物叙
述语言，都力求做到生活化、感性化，力求贴近生活原
生态。朴实而动人的语言艺术，是最可贵的语言艺术。

《扶贫志》里写到拍电影的田金珍因为找不到留守
儿童麻兴文，说：“要是我是有钱人就好了，我可以盖很
大的房子，那些孩子都住在干净的房间里，穿漂亮的衣
服。”这种朴实的话语，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的诗句相比，感染力丝毫不差。

此外，《扶贫志》写人物，并不刻意把令人尊敬的扶
贫干部往“高大全”上写，而是尊重真实，客观描述，这
正是报告文学的可贵之处。书中写龙秀林被任命为驻
十八洞村工作队队长时，他妻子不同意，这是人之常
情。夫妻俩为这件事的对话，句句都是日常实录，可以
读出夫妻间的恩爱深情，甚至打情骂俏。妻子有抱怨，
但并不强力阻拦，因为她自己也是国家干部，她说的那
些话都符合其身份；龙秀林表示只能服从组织安排，却
并不唱高调，甚至还流露出自己运气不佳的情绪，被派
到十八洞村这个全世界瞩目的地方去，担心压力太

大，这也符合一个干部的正常心态。龙秀林感觉压力
很大，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妻子把最爱这个外孙的
103岁的外婆带到十八洞村来看望他。这是极深情
的一笔，当初并不支持龙秀林到十八洞村工作的妻
子，关键时候给他送来了最大的精神安慰。老外婆挨
家挨户唱苗歌的场景，令人想起陆游《游山西村》的诗
句：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读之令人心驰
神往，倍觉温暖。

周桂香，因为儿子夭折而发疯的贫困妇女，在村党
支部书记田昌英的悉心帮扶下不但脱了贫，而且精神
病也不治而愈。结果，周桂香一定要捉一只鸡送给田
书记，说：“田书记，我有个事想跟你说。”还说，“这个忙
你肯定要帮的。”田昌英说：“有事你说就是，但要把鸡
提回去。”田昌英以为周桂香要说什么大事，没想到她
说的是：“我的低保可不可以不要了？把它给其他需要
的人。”最朴实的语言，讲最真实的故事。人心都是肉
长的，党员干部只要同群众心连心，群众就会同党员干
部心换心。

胡志平，84岁的贫困老人。因为扶贫干部邱孝帮
他卖掉了35只羊，他发誓要跟着扶贫干部一起种罗汉
果。邱孝担心他年纪大了，怕万一他累着了怎么办？
这位可爱的老人说：“我已经习惯干活了，一天不下地，
浑身就没劲。我身体好着呢，不信我跟你比赛跑步，你
不一定跑得赢我。”老人家真的同邱孝比赛跑步。邱孝
只好答应老人家的请求，84岁的胡志平老人居然成了
村里试种罗汉果的三位带头人之一。脱贫群众对党的
恩情的感念，就体现在这些讲述得极平实的故事里。

《扶贫志》是一部关于大湘西脱贫攻坚的人物志。
作者为基层村干部、扶贫队员、扶贫新乡贤、扶贫志愿
者、脱贫群众等各种人物塑型立传，作品由众多人物构
成脱贫攻坚群像，用群像展示脱贫攻坚伟大历史实践
的宏阔场景。或者可以说，《扶贫志》是从人物刻画入
手，讲好了新时代故事、定格了新时代场景、镌刻了新
时代形象、弘扬了新时代精神。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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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扶贫志》是一幅绚丽的扶贫伟业画卷，是一
部用生活细节建构出来的扶贫伟业方志，也是一部讴歌农村党
员、干部、群众、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等基层人物的传记。
《扶贫志》以一个个扶贫人物的感人故事，记录了真实的历史细
节、刻画了人性中的光辉、发掘了精准扶贫的历史内涵，揭示了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历史逻辑。

《扶贫志》直抵脱贫攻坚现场，以细腻的笔触真实记录了波
澜壮阔的历史细节。比如叙述杨凯在桑植县的扶贫工作，作者
首先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实施了大规模、有计划、
有组织的扶贫开发。一直写到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
久便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再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
到十八洞村考察，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创新了扶贫工作机制，
从粗放式的扶贫到精准扶贫的历史性转变，作出了真实的还原，
记录了扶贫伟业的历史进程。杨凯到红军村扶贫，首先是发挥军
队政治工作传统，建立一个有力的村党支部。他认为，只要有了
一个过硬的支部，即使扶贫工作队离开了，也仍然会继续带领村
民致富；建好支部后，杨凯第二步就是办产业，因为村集体没有
自身的造血功能，就不会有真正的脱贫。他带领村支两委在新
桥村办了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从外面引进了一家公司作为经
营主体，主要生产无公害有机蔬菜。这样一来，老百姓不仅可以
解决就业问题，还能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作为军人，杨凯比较
注意掌握最新的政策，发扬打硬仗的精神，向国家申请光伏发电
项目，经过多番努力，跑省发改委、省扶贫办、省能源局、省电力
公司，最终获批并网，村集体一年保底有12万元的收入,这是最
稳定、最可持续的收入来源。比如龙秀林在十八洞村带领村民
一起开山、平地、进行土地流转，他提出了“三大建设”，即“思想
建设”“产业建设”和“设施建设”，他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如
果思想建设搞不好，村民思想不统一，大家就不会跟你走，这是

“精准脱贫”工作的基础；其次就是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物质
的保障，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像脱贫模式的“飞地
模式”“三变”“五大振兴”，这些都是最真实的历史语录。

《扶贫志》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刻画
了人性中善良、悲悯的道德光辉。以中华传统美德来考量脱贫攻坚中的历史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脱贫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文明新
风得到广泛弘扬，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精神得到传承的
历史过程。当竹子寨两三百个愤怒的村民围住施长寿父子三人时，龙秀林不顾个
人安危现场化解了一场流血冲突，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从此，十八洞村公益事业建
设动用老百姓的土地，只要在五分地之内，都是无条件支持。

夜郎坪村的田金珍并不富裕，靠走村串户收废品挣点钱。当她看到那些“有父
母的孤儿”没人照管，莫名的疼痛常常让她揪心落泪。她时常会接济那些遭罪的留
守儿童，带给他们母亲般的温暖。为了唤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她不顾丈夫
和家人的反对，把家里的肥猪卖掉，拍摄了电视剧《千里寻母记》，片子播出后，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大学生都在暑假期间主动来到夜郎坪村，帮助这些留守
儿童补习功课，和他们交流，陪伴这些孩子。通过田金珍的努力，花垣县的留守儿
童越来越少，这些孩子的父母也意识到家庭关爱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牛角山村
的龙献文正在办伯父的丧事，得知村里半夜燃起了大火，他立即赶回村里，来不及
除去身上的孝，戴着重孝，带领党员、民兵和年轻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战，终于把
大火扑灭；并且主动掏出两万元现金，重建村舍。他说，“爱农村、爱农民必须要有情
怀，必须要有担当，必须要能奉献，老百姓才会服你”。五郎溪村的田昌英像照顾自己
的姐妹一样关心周桂香，周桂香遭遇了失去儿子的痛苦，又要面对丈夫突患脑溢血
的打击，双重变故使她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田昌英每夜都陪在她身边，安慰她，在
精神上给予了她爱的力量；同时，试着把一些企业引到村子里来开厂，安排周桂香进
厂做事，让她在劳动中慢慢淡忘那些锥心的伤痛，鼓舞起自信的力量。

《扶贫志》直抵历史的内核，发掘出脱贫攻坚的历史内涵，揭示出脱贫攻坚全面
胜利的历史逻辑。脱贫攻坚既要改变乡村落后的物质环境，又要创造向现代化乡
村成长的精神环境。《扶贫志》揭示出脱贫攻坚的过程，就是现代化乡村塑型和塑神
有机统一的历史进程。现代乡村的这个“型”，是每一个扶贫工作队对所驻村带来
的改变，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乡村形态的变化，那就是先通路、通电、通水等
这样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村面貌的改变。那塑神呢，现代乡村的精神魂魄有没
有、是什么？《扶贫志》也给予了我们答案。有从小农意识到产业意识的变化，比如
樟坡村发展的辣椒产业，由合作社和村民签订协议收购辣椒，把辣椒做成辣椒酱销
售。樟坡村的猕猴桃产业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修建了熏腊肉
的熏房，依靠产业小组进行真空包装、商品贴牌，打造了“樟坡村”腊肉品牌。有从
靠山吃山到具有生态意识的变化，竹山村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村民多以打工、
种田为生，牛栏猪舍乱搭乱建，村内垃圾随处可见，是湘西地区脱贫攻坚“最难啃的
骨头之一”。张顺心到来后，通过旅游+扶贫的模式，以苗寨为场域，文化为灵魂，
通过探访老洞苗寨和竹山传统文化赋能，把竹山村建设成旅游打卡地。老百姓说，

“3年的变化抵得上300年的变化”。省文化旅游厅积极推介“竹山模式”，竹山村资
源变资产、产品变商品、农民变股民、山区变景区、旧房变新房；这不仅没有破坏竹
山本身的自然风貌，还让村民逐渐有了生态意识，他们自觉地细心保护村里的每一
株花草，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更好地体会到“诗和远方”的美和家园故事。有从个人
奋斗到集体意识的变化，麻拉村的麻兴刚从最初自己注册锰矿公司，只顾及自己的
经济收入，到带领村民拉通梳子山村和麻拉村之间的公路，再到带领乡亲们发展茶
叶产业园，帮助返乡的村民能够在村里就业，得到一份稳定的收入。他让老人和年
轻人一样同工同酬，实现共同富裕。他的集体意识就是在脱贫攻坚历史进程中建
构起来的，从自卑封闭到自信开放，精神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八洞村人人厌嫌
的“老酒鬼”龙先兰，由于家庭接连变故成为“孤人”而自暴自弃，后来在工作队的帮
扶下，几经曲折，终于学会养蜂而走上脱贫致富路，不但娶上了媳妇，还成立了养蜂
合作社，带领乡亲们养蜂致富。十字村的谭艳林，因家庭贫困，早早地就辍学了。
她因年龄小，外出打工都办不上身份证，有好的工作岗位也不敢应聘，后来通过读
书、学电脑、学设计，办起了苗家妹手工织品有限公司，是湘西地区最大的扶贫工厂
之一，有1478名留守妇女、910户贫困户在她的公司做事，她的苗绣产品卖到许多
欧洲国家去了。

在现代乡村塑形和塑神的历史进程中，《扶贫志》通过刻画和讲述湘西扶贫、脱
贫、战贫的人物、故事，向我们深刻地揭示了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逻辑，那
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脱不了贫；没有党员干部的无私奉献与牺牲精神，打不赢
这场脱贫攻坚战；没有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不可能铲除贫困的根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和党的领导，是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的行动指
南和根本保证，这是《扶贫志》讲述扶贫人物故事的前提和逻辑起点。花垣县委书
记罗明由于经常下乡，基本上不穿皮鞋，常年穿着运动鞋，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
间是在乡村度过的。为了践行习总书记在十八洞村提出的“十六字方针”，这几年
他几乎每年都要走遍县里的142个贫困村。北京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时鹏携妻将雏
来桑植县扶贫，还有一夜白了头、见了奶奶只想哭的十八洞村第一书记龙秀林等
等，这些都充分说明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的无私奉献与牺牲精神，脱贫攻坚就不可能
如期完成、并取得历史性成就。施六金、龙先兰、施长寿父子等人的故事，无不充分
体现广大贫困地区人民群众“不想穷，渴望富”的内生动力。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

《扶贫志》在艺术结构上用扶贫精神的丝线串起一个个人物故事。《扶贫志》初
看起来是一个个扶贫人物的故事，是一个短篇报告文学集，仔细深研细读却是一部
完美融合有机统一的长篇报告文学。《扶贫志》第一篇“首倡地”通过罗明、龙秀林的
故事，表现出来的是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先锋精神；第二篇“大地基石”中四位村干部
表现出来的是扶贫实践中的砥柱精神；第三篇“且将他乡当故土”中四位驻村扶贫
干部表现出来的是扶贫实践中的奉献精神；第四篇“在悬崖上逆袭”中三位贫困村
民表现出来的是扶贫实践中的励志精神；第五篇“仰望星空的人”中五位深沉地爱
着大地的扶贫志士表现出来的是扶贫实践中的理想精神。这种种脱贫攻坚的精
神，就是一条结串全篇的丝线，使《扶贫志》的艺术结构找到了隐含的内在的一贯的
联结方式。以扶贫精神串起一个个珠玉般的扶贫故事，在结构上使全篇浑然天成，
体现了作者独到的艺术匠心。

《扶贫志》是精准扶贫首倡地贡献给中国文学的一幅扶贫人物长卷，其人物血
肉丰满、栩栩如生，具有典型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形象画廊。

（作者系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

卢一萍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扶贫志》，由湖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了，在扶贫题材比较热、数量比较多
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部有特色、有分量的上乘之
作。作品主要反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湘西花垣县
十八洞村，并作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其后花垣
县及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其他几个县的领导
和驻村扶贫干部，努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
求，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脚踏实地地解决贫困
地区农民存在的种种问题，带领广大村民走上脱贫
致富的康庄大道。

作品首先以充满感情和真实传神的笔墨，较为详
细地叙述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
的动人情景，生动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群众、和蔼
可亲、平易近人、问询详细、体贴入微的领袖风度，揭
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在十八洞村百姓心中产生
的巨大喜悦与震动的事实，彰显了在人民领袖与广
大群众之间葆有的那种心之所系、情之所牵的密切
关系，这是非常耐人寻味与发人深思的。作品还以
信史一般的笔墨，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
贫的思想，在十八洞村视察中酝酿产生的过程，能
够使本书的读者充分了解和感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
实际、关怀民生的伟大情怀，以及决心改变落后地区
贫困面貌所进行的战略性思考所采取的强有力举措。

作品以脱贫攻坚精神为线索，串联起了一个个特
征鲜明、感人至深的扶贫故事，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
花垣及吉首、古丈、凤凰、永顺、龙山、保靖等地的领导
与驻村扶贫干部，如何排除扶贫工作中实际存在的巨
大困难，即一方面是扶贫干部自身存在的，在单位工
作和家庭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难以想象的负担与困难，
另一方面是这些扶贫干部所分管的贫困乡村面临的

各类极难处理的重重矛盾，进而以极大的写实的勇
气、富于热度的笔墨和深挚的赞美之情，淋漓尽致地
书写了如只带了“一张嘴”的扶贫队长龙秀林、带上母
亲去扶贫的向利生、“且将田园当故土”的印孝等一大
批优秀的扶贫干部、第一书记等优秀人物，这些来自
于生活本身、质感强烈的人物，以自已的智慧与韧劲，
以巨大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在第一线实际带动和推动
扶贫工作扎实开展，解决了一个个扶贫路上的难题，
春风化雨般地使这些地方的贫困面貌得到了切实有
效的巨变。

令人感动的是，其精准扶贫不是给钱给物，而是
首先在情感上、心灵上关怀他们，帮助他们从精神上
改变落后、消极、颓废的面貌，使精准扶贫的内容，既
是经济上的脱贫，更是精神上的脱贫。并且着力从
根本上把贫困地区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
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之产生内生动力来改
变自身的贫困处境。在此过程中，一批乡村的脱贫
致富典型脱颖而出。如将产品从本土推向世界的谭
艳林，通过淘宝由“小虾米”变为“山大王”的土家族
姑娘吴添春，从“老酒鬼”“一堆垃圾”变废为宝的网
红龙先兰，铁心痴迷要拍电视剧的田嫂，用修路架桥
绘就大地艺术的麻兴刚父子，兴办陶瓷厂和兴起七
彩生态旅游的苗族汉子石泽林，带动周边整体发展
的牛角山上的龙献文，打造出自身响亮茶叶品牌的
大岩村里的龙献英，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回乡大
学生王少甫，使家乡三年的变化抵得上三百年的乡
贤张顺心等，这种遍地开花的喜人景象，表明了精准
脱贫工作结出了丰硕成果。

《扶贫志》是以客观叙述与口述实录相结合，推
出的一部反映脱贫攻坚重大主题的作品，讲述的是

当代中国的好故事。虽然其是对湘西扶贫工作中涌
现出的人和事的真实纪录，是对这一伟大壮举的客
观真实的总结，但它更是以人的命运为中心，聚焦于
人物的作为，闪耀出人物的高光点。不仅内容可靠、
文字质朴、叙述流畅，而且掷地有声、打动人心、催人
奋进，是一种有思考、有情感、有温度的文学呈现；也
揭示和体现了“精准扶贫”的深刻内涵，写出了我党
对于脱贫攻坚的坚定决心、顽强意志和奉献精神，表
明了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员干部的无私奉献与牺
牲精神，没有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齐心协力，就很难
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
作品达到了较高的思想与文学质量，是一部值得肯定
和赞扬的力作。

这部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卢一萍对这一题材所进行
的深入采访。他先后深入40多个村寨，寻访90多人，
行程达1.5多万公里，然后从5700分钟的采访录音和
200多万字的笔记素材中，选取了20多个亲历者的故
事来展开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又进行了较为精
心缜密的谋篇布局，参考了一些已出版的此类书籍，
并进行了具有文学性的思考与提炼。回顾创作历程
时，卢一萍曾谈到：“脱贫攻坚是人类的一件大事，是国
之大事，前所未有，我能够参与进来，是我的荣幸……
一路走访下来，我看到人的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
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那种笑
容，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会感动落泪。我知道这种
笑容的来之不易，这也是我写作这部作品时，内心最
强大的动力。”由此可见，扎实的采访、悉心的写作，
炽热的内心、纯熟的技巧，是其写好这部作品的重要
原因。

（作者系原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局长）

精准扶贫历程的史志性纪录精准扶贫历程的史志性纪录
□汪守德

《《扶贫志扶贫志》》既是当下叙事的既是当下叙事的
““山乡巨变山乡巨变””，，又是颇具特质的又是颇具特质的““乡乡
土中国土中国””。。本书是一部反映决战脱本书是一部反映决战脱
贫攻坚重大主题的长篇报告文贫攻坚重大主题的长篇报告文
学学，，以以““精准扶贫精准扶贫””首倡地花垣县首倡地花垣县
为切入点为切入点，，将湖南扶贫置身于中将湖南扶贫置身于中
国扶贫的大历史国扶贫的大历史、、大时代和大地大时代和大地
理背景理背景，，以扶贫人的人物性格以扶贫人的人物性格、、思思
想变化想变化、、扶贫故事为叙事核心扶贫故事为叙事核心，，以以
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口述史为叙事方法口述史为叙事方法，，运运
用复调结构用复调结构，，通过真实笔触通过真实笔触，，细腻细腻
地描写了普通人的各种命运和地描写了普通人的各种命运和
奋斗历程奋斗历程，，生动揭示了亿万国人生动揭示了亿万国人
参与参与、、发生在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发生在新时代中国乡村的
战贫壮举战贫壮举，，深刻探析了以深刻探析了以““精准精准””
为法宝决胜贫困的田野个案为法宝决胜贫困的田野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