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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庄好风景我们村庄好风景
□余同友

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一场伟大的实践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一场伟大的实践
□方维保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
言时说，他是个“讲故事的人”。莫言讲述的故事，
就是中国乡村的故事。乡村故事是记录时代变化
的鲜明符号，是中国作家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

我们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庄》，
是典型的中国乡村故事的真实呈现。所不同的
是，我们讲述的故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脱
贫攻坚战役中感人的乡村故事。贫困户致富奔小
康的故事，驻村工作队队长为民办实事的故事，
回乡创业者的故事，在我们深入乡村采访中，一
一呈现，并深深感动着我们这些讲故事的人。

在这部书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有三点
深切感受。

一是被感动。我们感动于被采访者的人生
故事，创业奋斗故事，在困境中不服输的故事。
有位残疾女子，她身残志坚，全身只有一双脚趾
能动，她就用脚趾操作手机做电商发家致富。她
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自己不倒下，没有谁能把
你打倒。濛洼蓄洪区一位村支部书记，他不但要
带领村民发家致富，还要守护村民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去年王家坝开闸蓄洪时，他为了救助生
病的村民，差点被洪水卷走。他冲锋在前、不怕
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人为之叹服。有一位
退休的村支书，已有47年党龄，他要振兴采煤
区沉陷的村庄，把废弃的村庄建成一片葱郁的
果园。他身上高度的责任感让人钦佩。我们一次
次被感动，并把这份感动融入字里行间，融进这部书中。

二是有力量。聆听脱贫攻坚振兴乡村的感人故事，我们有
了力量。这力量武装了我们的脑力和笔力，激发了我们创作的
灵感和激情，为创作这部书增加了动力，也为今后的创作增添
了信心。

三是有方向。这个方向是针对今后文学创作的。作为多年关
注乡村题材的写作者，通过写作《我们的村庄》，我更加明白，创
作的热力在哪，前景在哪，就在这火热的乡村，在一望无际生机
勃勃的大地上。讲好中国的乡村故事，创作反映中国富强、人民
富裕的优秀作品，赋予作品时代性，深入乡村，走进人民，走入生
活，就是创作的方向，也是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

安徽的余同友、苗秀侠、罗光成和储劲松
四位作家，听从时代的呼唤，深入扶贫第一线，
与贫苦户、扶贫干部、扶贫企业家亲密接触，真
心体味，用他们优美、诗意、传奇的生花妙笔，
写成了这部《我们的村庄——脱贫攻坚中的安
徽故事》。

在《我们的村庄》这部纪实文学集中，作家
们塑造了一批具体感人的扶贫干部的形象。他
们有下乡驻村干部，如《李朝阳下乡记》中的河
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李朝阳，《幸福的蒲公英》中的永兴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马大虎，《花样年华》
中的下村干部王克贵、村干部翟从定，《冠玉
记》中的扶贫工作队队长崔广庆，《大歇的山水
文章》中的村书记汪品峰，《水墨大南坑》中的

“90后”专干宋伟、扶贫工作队队长王德斌，《太
湖有青舍》中的扶贫工作队队长杨世木、乐家

军，《永远的庄台》中利民村书记郭西军。这些
驻村干部，从城市下到乡村，逐村逐户给贫苦
户建档立卡，想方设法，殚精竭虑，给封闭僻远
的乡村修公路，因地制宜办企业，给那些有劳
力而没有门路的贫苦户找到脱贫致富的方法。
他们那忘我的工作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除了扶贫干部，作家们还塑造了一批在外
创业成功而反哺乡梓的扶贫企业家形象。《古
稔追梦人》中的回乡扶贫办企业的吕佛生，《唱
着过日子》中的退休党支部书记陈宏及其七兄
弟，《太湖有青舍》中的青舍旅游公司经理任荣
和她的姐妹们，《“非遗”黄山村》中的非遗“丫
山藕糖”传承人孙友庭、孙秀云夫妇等。他们在
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在扶贫干部的帮助和指
导下，在家乡办企业，办旅游公司，办农产品深
加工工厂，在农村中办电商平台。他们的努力
和奋斗，改变了家乡的贫困面貌，他们带动村

民们一起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同时，作家们还运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充

分展现了扶贫前后乡村面貌从物质到精神的
巨大变化。党的扶贫政策如春风吹进了偏僻的
山村、吹进了蓄洪区，经过下村扶贫工作队的
辛勤工作，经过国家政策的扶持，过去路毁人
亡的偏僻山区修起了漂亮的柏油马路，“村村
通”将偏僻的乡村联通到大世界；过去破旧的
房屋也在扶贫政策之下得到修缮或重建，民居
漂亮而卫生；鳏寡孤独和老弱病残得到了救济
和抚恤，新农合和低保政策，使得农民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因地制宜的农家乐办起来了，利
用自然山水和底蕴深厚的文化优势的乡村旅
游办起来了，农业特色种植办起来了，农副产
品通过电商远销各地。在作家的笔下，“我们的
村庄”生活富足，环境干净优美；乡亲们也从愚
昧落后变得学有所成。作家们用一连串坚实可

靠的数字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改变，用生动感
人的生活细节印证了这样的变化；安徽乡村社
会从物质环境到精神面貌真真切切由“阴”转

“晴”了。
余同友、罗光成等四位作家都是讲故事的

高手，他们所讲述的扶贫故事又各有个性。余
同友的叙述具有故事性和传奇性，讲述语言干
净，故事生动有趣，经常有出人意料的引申和
隐喻。苗秀侠专注于写人物，特别专注写那些
因病而贫困的人物，她喜欢采用人物自述的形
式让那些受到扶助的残疾人和贫困户现身说
法，其笔墨饱含深情，处处透露着豪迈和强悍。
罗广成擅长讲回乡企业家的扶贫故事，讲述的
方法多样，塑造的人物生动活泼，可亲可敬。储
劲松的故事，富有诗意和文化韵味。

四位安徽作家所讲述的这16个安徽扶贫
故事，虽只是整个安徽脱贫攻坚故事的一部
分，但通过这些充满了生活气息，有文字温度
的扶贫故事，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党的扶贫政
策的伟大，以及它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从物质到
精神的巨大改变。他们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了一
场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

接到这一次的主题创作任务后，心里有
一点犯怵。

脱贫攻坚是一个宏阔的题材，相关的各
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有很多，全省各地都有
不少的扶贫经验值得书写，但不可能面面俱
到，我的写作从哪里着手？奋战在扶贫一线的
普通人，难以计数，他们的奋斗精神，可能更
多地体现在一件件平凡的具体事务上，他们
并没有过于灿烂的光辉，也不高大，他们就如
河里的金沙，如何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淘沙见
金？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脱贫攻坚是国之大事，在这样的历史时

刻，作家又怎能缺席？让我来参与此次写作，
记录脱贫攻坚讲述安徽故事，对我来说，是一
种信任，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光荣。

因此，领受到任务后，虽心中忐忑，但脚
下生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深入全省5个
地市中的“我们的村庄”，一路聆听着扶贫路
上的那些平凡英雄的战贫壮举，我一次次惊

讶：“我们的村庄”是如此美丽，“我们村”的故
事是如此精彩，我更一次次感动于“我们的村
庄”中那些奋斗者的精神，他们平实的讲述，
经常会让我泪流满面。

作为曾经村庄的孩子，我们离开“我们的
村庄”已经多年了，这一次的采访与写作，让
我与记忆深处的父老乡亲再次重逢，也较为全

面地了解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巨变，星星还是那
颗星星，但村庄已经不是从前那贫穷的村庄，
如今，“我们的村庄”有信心，有希望，更有激
情，已经把对小康的憧憬变为现实。

我还记得，那个春天的上午，春阳暖暖，
皖北平原上，麦苗起身，桃花、杏花、梨花开得
灿若云霞，看着乡亲们扛着锄头下地，我忍不
住想迎风吼一嗓子，想和他们一起，高举起锄
头，翻挖开田里沤了一冬的新泥。

我们村庄好风景，这才是我们所有人
都可以回得去的故乡，是我们所有人的诗
和远方。

《《我们的村庄我们的村庄———脱贫攻坚中的安徽故事—脱贫攻坚中的安徽故事》》是一部向建党是一部向建党100100周年献礼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周年献礼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是安徽决战脱贫攻坚是安徽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小康工程的文学展示和艺术再现决胜小康工程的文学展示和艺术再现，，也是也是
安徽作家深入生活安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一次具体实践扎根人民的一次具体实践。。

用文学的方式见证历史进程用文学的方式见证历史进程，，用讲故事的方式记录安徽脱贫攻坚的壮举用讲故事的方式记录安徽脱贫攻坚的壮举，，把安徽脱贫攻坚的故事把安徽脱贫攻坚的故事，，作为作为““中国故事中国故事””的一个篇章来写的一个篇章来写，，这是全书创作的基本立场这是全书创作的基本立场
和逻辑起点和逻辑起点。。20212021年春节一过年春节一过，，苗秀侠苗秀侠、、余同友余同友、、罗光成罗光成、、储劲松四位作家第一时间走进村庄储劲松四位作家第一时间走进村庄，，走进生活现场走进生活现场。。

《《我们的村庄我们的村庄》》作为安徽脱贫攻坚的故事展播作为安徽脱贫攻坚的故事展播，，确定一个市选一个村庄确定一个市选一个村庄，，写一个故事写一个故事，，共共1616个故事个故事。。选定的村庄一是有特点选定的村庄一是有特点、、难点难点、、亮点亮点，，二是有故事二是有故事，，故事是前故事是前
提提。。从最小切口从最小切口，，进入最大世界进入最大世界，，写好了村庄故事写好了村庄故事，，就等于写活了脱贫攻坚的战役就等于写活了脱贫攻坚的战役。。我们尤其强调报告文学的我们尤其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文学性””，，可以让读者读出作家写扶贫的特殊感受可以让读者读出作家写扶贫的特殊感受、、特特
别味道别味道。。

四个多月时间四个多月时间，，一切以超常规的速度推进一切以超常规的速度推进。。66月月2828日日，，2626万字的万字的《《我们的村庄我们的村庄》》终于正式出版终于正式出版。。 ———编—编 者者

这两年，仿佛与脱贫攻坚主题创作有了注定的不解之
缘。2020年4月初，安徽省文联组织作家小分队一行五位作
家，奔赴皖北沿淮贫困地区，集中开展脱贫攻坚主题调研采
访；2020年5月，安徽省文联、省作协指派为相关国家级报刊
脱贫攻坚专栏撰写安徽脱贫故事，5月1日至5日，我驱车
2000公里，深入阜阳市界首市田营镇姜楼村、宿州市灵璧县大
庙乡沟涯村、六安市舒城县五显镇梅山村，进行采访创作。这
都为后来我参与书写的这部《我们的村庄》积累了宝贵而厚实
的扶贫知识与书写经验。2021年初，省文联、省作协又召集四
位作家，担当大型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庄》主创。接到任务，我
第一个反应是振奋，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有担当、有时
代特色的选题；第二个反应是责任，觉得这是一部省文联代表
安徽向建党百年献礼的时代主题文艺作品；第三个反应是信
心与决心，内心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感觉就是一定要把作品
写好，把任务完成好。

根据安排，我负责芜湖、宣城、黄山、马鞍山等4个城市的
调研撰稿。短短两个月紧张的采访、撰稿，既是一次任务，也
是一次考验，更是一次洗礼。在与采访对象吕佛才、任荣、宋
伟、陈绍褀、胡泽慧、崔红、陶鹏飞以及广大村民百姓的深入接
触中，他们身上多彩的故事和质朴的情怀，都给了我极大的震
撼与感动，让我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对中国农村的基层干
群，对中国农村因为脱贫攻坚时代壮举而带来的划时代山河
巨变与精神蝶变，留下了深刻的乃至影响一生的美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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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参加工作以来最充实最快乐
的一段时光，是初到岳西县委宣传部编县报的头
三年。几乎每一个休息日，我都骑着一辆太子型
大摩托车，到乡村采写新闻，白天采，晚上写。哪
怕是风雪交加的日子，车轮也在冰雪上飞驰。哪
怕是最偏僻的人家，也留下过我的足迹。宣传部
夜间亮着的几盏灯里，必有我的一盏。车是自己
买的，油是自己加的，年轻的身体是自己的，约束
很少，新闻也是自己的，署着储劲松三个字。那些
年，我与省内外许多报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新闻甫一写出来，通过邮件，第二天或第三天就能
变成铅字，甚至经常占据大报的头版头条。那时
候青春、热血而单纯，心无挂碍，也心无城府，采和
写，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以至于前两年安庆有
人看见我发在杂志上并被某公众号转发的散文作
品，还在后面跟贴道：储劲松不是搞新闻的吗，怎
么也写文章？其实我写文章差不多30年了。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愿意
不当县文联主席，也不当作家，
专门做一个记者。采，然后写，
写，然后采，一直心无挂碍也心
无城府。但人不过是被河流裹
挟的一块卵石。

许多年后的这个春天，我又当了一回记者，在
烦琐的公务之隙，跑了合肥、安庆、滁州、铜陵四个
市，蹲点采写四个村的脱贫攻坚典型人物和事
迹。像当初一样，我带着采访本和笔走村串户，在
田间地头与农民聊天，在灶前屋后和大妈大爷东
家长西家短，连续发问，直到对方掏尽心里话。鲜
活的本色的泥土味生活，生动的朴素的酸甜苦辣
的日子，好玩的方言，有趣的故事，草长花开的田
园，这些都让我欢喜、流连、思索、回味。久在樊
笼，心常郁郁；久坐书斋，文章常常枯涩。土地、
农民、山水、田野、作物、禽畜、一条过路的乌梢蛇
等等，这些我所来处的风物，让我恍惚又亲切。
我是他们和它们中的一分子，只是我暂时离开了，
终究还会回来，且必将回来。采和写，我都是带着
感情的。

生活大于创作，其含义我以为有二：生活本身
远比作家的创作盛大丰美，生活也远比创作重要。

生活大于创作生活大于创作
□储劲松

长篇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庄》是脱贫攻坚叙事中的
“安徽故事”，是重要的时代纪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叙事。概括起来，文本具有
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绘制了安徽脱贫攻坚乡村叙事的“全景图”，
充分体现了脱贫攻坚叙事的在地性、全面性、深入性。脱
贫攻坚的“安徽故事”覆盖全省16个市，每一个地级市选
取一个脱贫攻坚的故事标本。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普遍
性，既有地域性的个性化特征，又具有基本的共性。16个
乡村脱贫的“样本”，全面呈现了安徽乡村脱贫的总体风
貌，这是一份珍贵、波澜壮阔的脱贫历史档案，也是写给
未来的“史记”，在新时代安徽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历史
转折点上，真实记录了安徽乡村的历史性变迁。四位作
家以自身的情怀与努力，状写了安徽脱贫历史进程中的
壮丽篇章。作家选取哪一个村庄作为叙事“样本”是至关
重要的，这不仅涉及采访、调研、深入了解的外部问题，
更涉及作家的生活认知、精神结构和思想情怀，每一个
样本的选择与细致叙事都体现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和艺
术上的认真考量。

其二，这些纪实叙事充分体现了作家“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的写作情怀。延安时期就倡导作家深入生活前
线，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贴近人民，作家们创作出
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无论是“为百姓的写作，还
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对百姓生活的熟稔，和他们情感
的拉近，甚至打成一片，才能够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和
他们心灵的内部。四位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他们
不仅仅是在脱贫攻坚叙事中到人民中去，在既往的小说
创作中，如走淮河，皖西红色叙事、乡村叙事等等，都有
大量深入生活、深入实地的经历，他们从生活一线，从人
民生活实践中获取第一手素材，当脚步在丈量乡村大地
的时候，作家自身的主体性建构融入了“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生命体验的很多元素。文本中，我们能读到作家在
字里行间的主体性生长以及作家对生活的审美与生活
的认知之上的审美介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
主体品格、道德维度以及价值判断。

其三，脱贫攻坚是新时代的国家叙事、宏大叙事，它
和既往的革命叙事、红色叙事、反腐叙事、改革叙事等一
样，成为主旋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主旋
律文学的价值一直都被低估或不被重视，这也在某种程
度上导致了我们的文学对现实的“当代性失语”。我认为
当代主旋律文学及时回应时代、历史和现实的重大关
切，铭记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重要
历史事件，在文学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学史意义。自
然，《我们的村庄》也是对时代的真切回应，余同友、苗秀
侠、罗光成、储劲松四位作家写了16个安徽乡村脱贫故
事，他们是安徽脱贫攻坚历史进程的“书记官”，全景式地
记录了安徽脱贫攻坚的真实历史。作家们在这些样本中，
写出了我们的村庄由静态、凝滞的贫困历史转向了动态、
充满生机的脱贫现状。脱贫不仅仅是外在乡村形态的改
变，村庄人的观念、思想、意识也随着脱贫攻坚的伟大进程
而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同时文本也真实反映了脱贫攻坚
引领者——驻村干部主体性的成长与自我意识的涅槃。

绘制安徽脱贫攻坚绘制安徽脱贫攻坚
的的““全景图全景图””

□陈振华

作为安徽省文联“记录小康工程”重点创作项目之一，报告文学《我们的村
庄》着力讲述的是“脱贫攻坚中的安徽故事”，讴歌弘扬的是“上下同心、尽锐出
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尽管这是一次
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的主题写作，但余同友、苗秀侠、罗光成、储劲松四位作
家充分践行了作家的使命与担当，高质量地完成了这次“难度写作”，实现了脱
贫攻坚精神的“皖”美书写，这集中体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性与思想性交相辉映。《我们的村庄》有选择地讲述脱贫攻坚中的
安徽故事，以小切口反映大视角，以小切面展现大主题，从生活细节看乡村生活
变化，通过采写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等各方面的典型人物、先进事迹，
来着力展现安徽脱贫攻坚的整体风貌和生动实践。这些村庄既是安徽的，更是

“我们”的，这“我们”是扶贫干部，是农民，是作家，更是心怀乡愁的每一个中国
人。可以说，作家们写下的不仅是安徽脱贫攻坚的缩影，也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缩
影。书中不仅有对脱贫攻坚精神的文学阐释，更有深刻的理性反思。比如在《大
歇的山水文章》结尾写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只是发展的初级阶段，在
发展的高级阶段，这话里有两个词要调换个位置：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这种超
越地域、超越现象的递进式发展思想，无疑对于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
有重要意义。

二是纪实性与文学性交融契合。脱贫攻坚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的
中国人民创造的一个伟大的事件。如何来书写，是对作家的重大考验。四位作家
深入到16个城市、16个村庄中去，用脚步丈量乡村坚硬的道路，用情感体验决
战贫困的壮举，用笔墨记录乡村历史的巨变，用文学见证时代的光荣和梦想。一
个个生动的故事和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数据，既客观再现了宏大历史和微观事
实，更深入表现了扶贫干部与贫困农民在事件之中的真实想法、理解与记忆，以
及所体会到的彷徨、困苦和希望。更重要的是，作家们有意追求历史书写的文学
性，比如，随处可见的诗意化的乡村景色描写，凸显出皖地山水的独特美感，描
绘出脱贫致富后的幸福画卷，真正做到了纪实性与文学性的交融契合。

三是口述史与讲述史交织互渗。脱贫攻坚战略改写了整个中国乡村五千年
的历史，将曾经贫穷、饥饿、封闭、愚昧的破败乡村，变成了富裕、小康、开放、智

慧的美好家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新型关系和伦理
秩序，充分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都浓缩在农民的口述和作家的讲述之中，口
述沧海桑田的乡村史、家庭史、个人史，朴素平实，真切感人。而作为讲述者的四位作家，都出
生、成长于乡村，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和深切感受，因而在讲述那些平凡英雄的战贫壮举、
那些勤劳坚韧乐观的奋斗者的时候，总是眼中盛满泪水，笔端充满感情。口述史与讲述史的交
织互渗，展示出多维立体的村庄历史风貌和未来图景。

今天，我们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精神的“皖”美书写，每一位作家都需要静下心来，俯下身
来，继续探索乡村题材创作和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的广阔空间，由乡村思考中国，由乡村剧变认
识新时代，塑造新时代的新人，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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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
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不仅是中国减贫
史上的伟大奇迹，更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
迹。文学是时代和历史的印记，中国脱贫攻坚
的伟大实践必将得到作家久远而真诚的抒写，
也必将得到文学深远而真切的回应。长篇报
告文学《我们的村庄——脱贫攻坚中的安徽故
事》全景且细致地叙写了江淮儿女在党的领导
下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动人诗篇，
见证了江淮大地上的村庄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显示出安徽作家的责任担当、使命意识和高尚
情怀。

在素材选择与题材处理上，《我们的村庄》
着意开掘与发现深藏在农民精神内面的真、人
性底部的善和心灵深处的美，着力描画与表现
农村社会向好、向上的景象，充分彰显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写作者们走进安徽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现场，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火热的土地，用真心感知每
一位村民的生活，用真情记录每一个脱贫故
事。他们写出了困难处境里奋进的向上之力，
也写出了黯淡情境里温暖的人性之光。大歇
村地处大别山深处，刘桥村位于煤矿开采区，
利民村则建在蓄洪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
自然资源贫瘠，天然条件恶劣，这些村庄的经
济社会发展必然缺乏优势。尽管如此，这里的
人们却没有舍弃生命的尊严、放弃理想的追
求。作家们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大湾村因病致

贫的陈泽申积极奋斗、不懈努力终而改变命运
的故事，饱含敬意地刻写了姚山村王啥啥身残
志坚、矢志不渝的坚强品格。

在故事表达和内容呈现上，《我们的村庄》
通过全景记录安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深情
抒写江淮大地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真诚地实践
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宗旨，担负起
文学“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的历史任务。作家们铺展出焕然一新的安徽
农村社会面貌、群众精神风貌和干群关系。金
寨县的大湾村、含山县的太湖村、岳西县的大
歇村等村庄充分利用自然文化资源发展乡村
旅游，肥西县的长庄村、寿县的邹祠村、利辛县
的永兴村等村庄则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
乡村经济业态历史性地实现现代农业与现代
服务业深度融合。村民们不再恪守“等、靠、
要”的消极观念，陈宇、黄计亮等返乡创业青年
也已经完全替换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
面孔，他们是积极的、乐观的，具有高度主体
性、创造性的新时代农民形象。《我们的村庄》
还为我们塑造了李朝阳、马大虎、金新等驻村
干部，以及陈宏领、翟从定等基层干部形象，他
们都心系农民、情系村庄，全心全意为建设宜
居、宜游、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谋划奔走。

总体来说，《我们的村庄》既是一份安徽文
学呼应时代、回应历史的完美答卷，更是一部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为指导，兼具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
怀，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报告文学。

抒写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抒写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
安徽篇章安徽篇章

□彭正生

■创作谈

■评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