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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摆脱了
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
理政突出位置，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
最强的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既挂帅又出征，亲
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努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在这场脱贫攻坚战役中，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作家，
深入扶贫一线，以文学的热情和力量加入到脱贫攻坚
伟大事业中去，向世界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立体、深情、
饱满的中国故事。

第一章：聆听大地的心跳

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
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
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习近平

【解说】走出书斋，深入扶贫攻坚的一线，到人民中
去，是近些年来中国作家们的共识。

铁 凝：我们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作家，他们真的是
深入到贫困的地区，去倾听中国大地最有力量的心跳，
去捕捉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去书写乡土中国在
今天的巨变，书写芬芳的中国故事。

莫 言：他们深入到基层，有的地方比较偏僻，比
较艰苦，但越是在这样的地方，脱贫致富的实践就更加
具有意义。

邵 丽：脱贫攻坚战这么一场大的战役，文学是不
能不在场的。

徐贵祥：作家只有把他的根深深地扎在生活当中，
扎在人民群众当中，他才能汲取最丰富的营养，去长成
参天大树，枝叶繁茂。

【解说】为记录脱贫攻坚这场人类伟大壮举，一批
又一批的作家深入脱贫攻坚主战场。从湘西十八洞村
精准扶贫首倡地到福建宁德扶贫第一村，从黔西南到
华北平原，从大凉山到青藏高原以及西部边陲，作家们
日夜兼程，走村串户，实地走访，只为获取真实的第一
手材料。

任林举：采访延边地区的时候正是冬季，天寒地
冻，很艰难。珲春和延边地区都是边境，弯路多，路窄
路滑，漫天冰雪。

徐 剑：从藏东、昌都就开始了，19个县，环着一条
大北线走317国道，进村入户，入黑帐篷入白帐篷，然
后一直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

【解说】故事正在发生的地方就是作家们的战场，
他们有的深入山区，与当地人民吃住在一起；有的涉水
登岛，翻山越岭，感受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变。作家们以
深入的体察和笔力，奉献着自己澎湃的创作激情，甚至
还有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9年深秋，湘西十八洞村迎来了一位热情而又
普通的老人。他冒着毛毛细雨，像一个亲切的老朋友
那样陪着当地老乡种地聊天，逮着谁就饶有兴致地听
他们讲村里脱贫的故事，他是作家李迪。“生活是口井，
找到井就有水喝，创作的源泉就在生活里边。”这是李
迪践行一生的创作理念。

高洪波：李迪对生活素材的掌握近乎苛求，他对自己
所从事的文字工作有一种非常执著认真甚至敬畏的心理。

李培禹：李迪老师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过程中燃
烧着的一团火，他通过他的笔把基层人民群众的真善
美展现出来。

颜 慧：我们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就能发
现，每个人脱贫致富的方式都有他的一个生活轨迹，你
会觉得整个脱贫攻坚的历程触手可及。

【解说】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李迪人生

中最后一次深入生活。由于过度劳累诱发旧疾，回到
北京后李迪就病倒了。但是为了顺利完成书稿，他在
身体已经严重衰弱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写作。2020年
5月，李迪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不得已住进了医院。此
时的李迪已经虚弱得无法提笔写作了，在病榻上，他
以顽强的毅力，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书写。18
个动人的故事，13万多字，是李迪用文学丈量时代的
铿锵足音，也是这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家
对这个时代最炽热的表白。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
有更多的作家正在用双脚丈量脚下的土地，用滚烫的
心谱写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的作品。

第二章：书写时代的巨变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
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习近平

【解说】作为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的国家，
中国所开展的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
前所未有，而这场伟大实践，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巨大
的能量场。与此同时，每一位深入扶贫一线的作家，都
被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深深震撼。

范 稳：我生活的云南，民族众多。很多民族的乡
村在脱贫攻坚战之前，没有公路，交通不便，人们的住
宿条件也很差。现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城镇通公
路实施以后，去任何一个乡村都有柏油路，而且老乡们
的房子都焕然一新。

李春雷：农村的变化是彻底的。表面上是物质的，
房子盖起来了，路修起来了，农民的腰包有钱了，他们
的生活和餐桌上丰富了，而这些情况背后体现了一种
精神上的站立。

滕贞甫：我两次去湘西的十八洞村，看到了很多扶
贫干部在基层确实很辛苦，有的积劳成疾，健康出了问
题，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许春樵：扶贫现场的故事太多了，这些东西肯定会
震撼和刺激到你，激发你的创作激情。

【解说】从2019年年底开始，罗伟章多次前往大凉
山腹地昭觉县，进行深入采访。在这里罗伟章终于理
解了大凉山为什么会被称为全国脱贫攻坚“硬仗中的
硬仗”。在走访的过程中，罗伟章常常被扶贫干部与当
地民众为斩断穷根所做的努力而感动。

罗伟章：昭觉那边有一个日哈乡，日哈乡的帮扶队
长叫张军，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老百姓心痛我们，
心痛就是情感的高级形式。对一个人有情感，那么什
么事都会让我感到心痛，这是高级形式，是一种最深的
情感。所以老百姓对帮扶干部的付出是看在眼里的。

【解说】如果说大凉山被称为全国脱贫攻坚战中的
硬仗，那么在全国的扶贫地图中，福建宁德是一个特殊
的存在。地处福建省东部的宁德，一边挨着鱼米之乡
福州，一边挨着富庶之地浙江温州，在东南沿海经济带
中，宁德竟是惟一的贫困区，被称为“黄金断裂带”。然
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里已经成为福建省新的经济
增长极。这里的巨变，引起了作家许晨的关注。走访
调研中，许晨了解到这场扶贫接力的开端。1988年，习
近平被任命为宁德地委书记。他从富庶之地厦门调任
至此。已经穷怕了的宁德人以为这位新任地委书记能
带来一些快速致富的大项目，但是在走访了宁德9个贫
困县后，习近平围绕摆脱贫困提出了树立“弱鸟先飞”的
追赶意识，推动全市上下发扬“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

许 晨：宁德经历的扶贫过程是这样的，从输血式
扶贫到换血式扶贫，最后找到了一条路，要让他们有造
血机制：帮助办企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茶叶种
植和加工，发展农家乐，等等。

【解说】3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闽东已经从封闭落
后、积贫积弱的边缘老区昂首阔步成为生机勃勃、宜业
宜居的海滨新城。作家许晨以《山海闽东》《滴水穿石》
两部报告文学，真实地追踪再现了宁德各县艰难探索的
历程，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闽东人民所创造的山海巨变。

毫无疑问，脱贫攻坚所带来的深刻改变已经无处
不在，其中最为深刻的变革来自于中国农村。

陈毅达：实际上我们现在农村的变化也无比巨大，
农村有很多新的业态，比方说农庄经济、观光农业、返
乡创业等等。

【解说】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把书写的目光投
向了这里，关仁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关仁山：我生长在冀东平原，从小就跟着母亲在野
地里跑，对农民土地确实有一种很深的感情，书写农民
的命运，书写他们的苦难，书写他们的祈愿，书写他们
的生活，是我的夙愿和理想。

【解说】这一次关仁山把采写的重点放在了河北阜
平。在他的印象中，自国家启动扶贫计划以来，河北阜
平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单。那是一个
藏在大山的褶皱里，世代贫瘠的地方，那时年轻人纷纷

选择外出谋生，但是如今这里全然变了模样。黑崖沟村
是关仁山采访的众多的自然村之一。因为易地搬迁，这
个村落荒废无人，但如今这里却变成了一个充满艺术气
息的旅游打卡地。改变是从年轻人回乡创业开始的。

周合伟（回乡创业青年）：现在乡村剧变，我实际上
是个代表，我背后还有很多扶贫的年轻人……他们支
持我，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些年轻人对家乡的一种贡献。

【解说】从背井离乡投身城市到返乡创业，这种变化
让关仁山开始重新思考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他
通过报告文学《太行沃土》《太行山上挂金伞》以及长篇
小说《金谷银山》，聚焦阜平贫困群众的命运变迁，真实
生动地讲述了阜平县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同时也重新塑造了新时代的农村农民形象。

【解说】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许多作家也以挂职
干部的身份深入到扶贫攻坚第一线。

【解说】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小县城临潭，曾
经是个贫困无望的地方。自1998年临潭成为中国作
家协会对口帮扶对象后，中国作协领导先后多次前往
调研，并选派多名干部来这里挂职，充分发挥作协优
势，创造性提出“文化润心，文学助力”的工作理念。

朱 钢：“文化润心”实际上是通过文化的方式帮
扶、提高临潭人的自信心和脱贫攻坚的志气，“文学助
力”是通过文学对文化的挖掘宣传这样的功能。

毛广程：中国作协对临潭县的帮扶已经20多年
了，经过这么多年坚持不懈的文化扶贫和帮扶，对当地
文化事业的促进是很明显的。临潭县已经被中华文学
基金会确定为中国文学之乡。

【解说】与此同时，中国作协还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为临潭县的教育发展助力，组织学校的老师进京学习
培训，还给孩子们带来了各种图书和文体设施。文学
像春天的细雨，在这里催生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刘庆海（池沟村校长）：中国作协为我们创建了图
书室、文化长廊、书法室等，给我们学校带来了很多帮
助。尤其图书室藏书从过去的几百册达到现在的几千
册。学生通过阅读知识增多了，眼界也宽了。

【解说】无论是深入一线采访，还是以挂职干部的
身份长期扎根人民，作家们深刻地意识到，深入生活才
是创作的有效途径。

第三章：用作品完成使命

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
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
与呼。

——习近平

【解说】《花繁叶茂》这部讲述贵州遵义市花茂村新
时代干部群众战贫困、奔小康的电视剧，在播出后不但
拿下了不俗的收视成绩，同时也引发了年轻观众和网
友的一致好评，很多观众表示，通过《花繁叶茂》才更加
了解了乡村的变化和脱贫致富的历程。而这部反响热
烈的电视剧改编自作家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花繁叶
茂，倾听花开的声音》。

欧阳黔森：当年我写这部报告文学的时候，刚好是
十九大召开，我们党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华民族吹响了
伟大复兴的号角，花茂村换了人间。

【解说】剧中所表现的花茂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
州区枫香镇，原名“荒茅田”，是一个连饮水都困难的贫
困村，但如今，花茂村已经成功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同时被评为省级同步小康示范村。

欧阳黔森：5年了，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脑
海中）跳出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换了人间，这种感觉很

强烈。所以说花茂村发展的历程，实际上是我们新农
村建设或者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文化属于软实力范
畴，但是当你的文化产品、文化塑造的人物或者艺术品
能助推当地的文化旅游，助推经济增长，这就是文化的
力量。

【解说】如今反映脱贫攻坚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许多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
表，这些作品一经推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邓 凯：我们发表了这些作品之后，包括当地的群
众都特别激动，觉得自己被写进了作品里面，从一个行
走在大地上的人，变成了一个在报纸上被文字记录的
对象，所以他们跟作家们都有非常好的互动。

董宏君：我们看到的文章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不同
的地域、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山村，是他们在脱贫致富
奔小康路上的生动实践。

【解说】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报刊、网络，以及
改编成影视剧的方式走向大众，它们全景式地记录了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所发生的这场特殊的人
民“战争”。

孟繁华：中国作家在扶贫道路上的文学声音，以及
他们塑造的文学形象，让中国广大农民和广大的中国
读者看到了整个国家脱贫致富的希望。

施战军：这些作品对于我们时代有交代，对于人民
有交代，对于国家有交代，对于我们的未来发展趋向有
交代。

路英勇：这些书的出版为我们脱贫攻坚、决胜小康
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全面展现我们脱贫攻坚
的成就。

薛印胜：我觉得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一个时代的
文学成就，最终还是要拿作品来说话。文学应该以文
学的方式记录我们在脱贫当中人民的身影，为后世留
下一份珍贵的民族记忆。

【解说】中国作家协会于2019年9月19日启动了脱
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一年后，一批优秀作
品借助成果发布和海外签约仪式出版发行，让全世界
了解到中国脱贫攻坚的光辉业绩。

李敬泽：我们今天发布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
创作工程，就是我们的作家和人民一道前进的丰硕成
果。他们所讲述的这些故事不仅在今天看来是动人
的，也必将让我们的后代在多少年后依然会为这些故
事而感动。

【解说】作家们动情书写，深切思考，用一部又一部
反映时代巨变的作品完成了使命。2020年12月11日，
在中国作协“纪录小康工程”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
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这样说道：“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是当下中国最重大的时代主题。以文学的
方式记录小康，为民族复兴书写‘信史’，是中国文学义
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解说】只有与时代同步，回应时代的风云激荡，领
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学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产生
巨大的感召力。

铁 凝：中国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其
实一直就有“铁肩担道义”的内涵。我想在今天，人民
的命运、希望、眼泪、欢乐，仍然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
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和动力。

【解说】大地辽阔，精神无垠，延续近现代以来中国
文学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一
直立于时代潮头，行走在中国大地的纵横阡陌，他们用
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下这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奋斗图景，
而这些作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将带着文学
的深情与深思，带着时代的温暖与力量传之后人！

（撰稿：魏瑞娟）

记录波澜壮阔的奋斗图景
——专题片《扶贫路上的文学力量》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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