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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山水——中国式现代化的

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陈崎嵘著，四

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

山东生态文学（微山）创作基地揭牌

陈崎嵘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远方的山水——中

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题目诗意，内

容坚实，主题鲜明。作品全景式反映了近30年来，在

国家战略引领下，东西部对口协作，资源互用、产业互

补、地区均衡、共同富裕，探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

史现实，生动讲述了先富起来的浙江人民自觉帮扶和

带动四川广元人民摆脱贫困、共同发展、建设美好家

园的故事，从而讴歌了人民群众创造美好新生活、开

创自己伟大历史的时代精神，用文学的方式，为东西

对口协作，树立起了一个时代的典型。

这部作品的第一块基石，是由一段帮扶佳话铸就

的。早在1993年，国家级贫困县广元市苍溪县主要

领导干部为本地区脱贫致富，不远千里来到浙江省，

找到苍溪籍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同志求助，表

达与浙江“攀高亲”“结对子”的意愿。李志民热情接

待了来自故乡的干部，并通过有关部门，促成大名鼎

鼎的娃哈哈老板宗庆后和杭州中药二厂总经理冯根

生对贫困苍溪的帮助，由此揭开了东部帮扶西部的序

幕。这种先行先试的帮扶工作经验探索，有力推动了

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形成。1996年，中央召开扶贫

工作会议，部署了全国扶贫工作。从此，东西部地区

对口帮扶脱贫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近30年来，浙

江全力建设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但他们仍然一张

蓝图绘到底，咬住对口协作不放松。在党和国家政策

的引领下，在各方力量的帮扶下，广元人民通过脱贫

攻坚，摆脱了贫困；通过乡村振兴，过上了富足生活。

东西部对口帮扶也被写入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发展

的历史，成为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经验。“苍溪之水终于澎湃成大江大河”。作品抓住乡

情的佳话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展开描写，也就大大

增加了故事的感人之处，强化了主题的深刻性。

作品深入描写了危难时刻，浙江人民对广元人民

的特殊贡献。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给四川造成难

以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广元的青川也是重灾区。

在青川的重建工作中，浙江先后投入上百亿元资金，

帮助当地人在一片废墟上奇迹般地建起了一个新青

川。尽管这是浙江与广元关系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但作品重心还是放在反映这30年里国家东西部对口

协作战略方向、反映广元农村农民摆脱贫困斗争的方

向上，反映浙江人民帮助处于远方山水的广元人民不

断走向共同富裕的方向上。长远看，通过富裕地区的

帮扶，贫困地区可以尽快实现工业化、产业化，跟上国

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整体上扭转贫困落后的局面。

因此，必须建设工业和科技开发区，引进大项目大资

金。但对广大贫困农村和贫困农民来说，增加收入、

脱贫致富以及改善教育医疗卫生等生活条件，才是改

变贫困命运最实惠的手段，才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切实举措。作品正是这样聚焦视点，形成小故事

大主题的叙述走向。

“三片叶子”的故事很好地诠释了东西部协作必

须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的思想，是一个典型的扶贫

案例。所谓“三片叶子”就是浙江地区盛产的绿茶、黄

茶和白茶，引入“远方的山水”后，实惠地助力当地“三

农”发展，实实在在地破解了当地贫困群众致富难题，

可谓功德无量。浙江茶叶专家白堃元教授功不可

没。他常年在广元农村山区进行调研，改良茶叶品

种，改进制茶工艺；引进优良品种，优化茶园土地，创

新制茶工艺，示范性地种出了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深受欢迎的广元有机绿茶，振兴了一度衰萎的广元传

统茶业。同时，他把自己先进的种茶技术通过办班的

方式手把手传授给农民。旺苍县茶农张兰英和丈夫

管理着一个小茶场，不仅积极参加学习班，掌握先进

的技术，而且听从白教授的建议，积极引进“龙井43”

号新品种，扩种100亩，每斤新茶鲜叶能卖到几十元，

一年可采新叶一万多斤，炒制成茶2000多斤。如今，

张兰英的家庭茶场已经扩展为相当产业规模的茶叶

股份有限公司，每个股东每年都有可观的分红。目

前，广元的绿茶种植、管护、制作、销售，已基本成龙配

套。更为重要的是，许许多多农家，通过绿茶产业发

家致富了，发展起来了。白教授不仅为茶农现在收入

着想，也为广元绿茶发展的可持续着想。他预想到广

元绿茶种植饱和以后，市场竞争力会下降，价格也会

上不去，因此，早早就把另一片叶子——黄茶种植传

授给当地农民。紧接着，浙江安吉又把第三片叶

子——白茶送到了广元，在这片土地上种植成功，推

广到整个地区，形成了新的致富产业。到了2022年，

广元市茶园面积50万亩，产量1.68万吨，实现综合产

值70亿元，为当地农民提供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

元；成一定规模的茶叶企业50多家，农民合作社230

多家，家庭农场200多个，品牌建设成效显著，产业融

合效益明显，“茶业+”“+茶叶”融合发展，促进茶文、

茶旅、茶养产业。乡村振兴繁荣，共富之路越走越宽。

作品显然有意识地把目光聚集到新时代浙江广

元东西部协作的全过程——从普通的扶贫济困，到引

进单个项目，再转向推行工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园、文

旅产业园；从有形物质的输送，到理念、思想、思维方

法的交流与融合，东西部协作从量和质诸方面都在逐

步提高。用形象的语言说，就是从更多的“输血”到更

多的“造血”，在“输血”过程中不断激活当地人民群众

的内生动力，提高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造血功能。全

国劳动模范庞博的成长，不光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还

典型地体现了浙江广元协作强大的“造血”功能。当

年庞博下岗后被招进娃哈哈广元分公司，参与创建第

一条纯净水生产线的建设。多年以后的2011年，娃

哈哈广元分公司投资3000万元，新上了一条八宝粥

罐头生产线时，庞博已经是车间主任、厂里的技术骨

干，参与了新生产线的建设。这条生产线，仅用三个

月就建成，这靠的就是庞博等一群当地技术人才的奋

力拼搏。这体现了东西部协作的强大“造血”功能。

在广大农村，大批人才成长起来，成为乡村振兴

中的能人、美丽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如新山村的唐

小林有知识、能吃苦、脑子灵，活用土地流转政策，承

包了村里的土地，建了一大片蔬菜水果大棚，产品质

量好，很受市场追捧。而“草莓大王”吴志成则颇有传

奇性。他是浙江建德人，长年在四川搞餐饮，当上浙

江商会的副会长，因为建德草莓种得好，他就被推举

为草莓协会的会长，其实他根本不懂种草莓。四川当

地干部不知这种情况，前来请他到转斗镇乡下种草

莓。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下决心研究草莓种植技

术，结果一炮打响，不仅种出高品质草莓，还赚到了

钱。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成立了浙朝农业公司，开始

时流转了500亩土地，后来不断扩大规模，把草莓种

到全市的许多乡村，由此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事业红

红火火。事实证明，“造血”最根本的就是造就人

才。人才多了，就能满血复活，就能不断为乡村振兴

“造血”。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陈崎嵘曾经在浙江西部地

区当过县委书记，亲身参与过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的伟大实践，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切身的体悟

和思考，也对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有着深刻的认

识，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认为，浙江给予

广元的各种产业、各种致富技术、资金和物质固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共同富裕的先进经验、先进

理念和先进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缩小

东西部差距，让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也能在广元起

示范作用，落地生根，共享高质量时代成果，共同走

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例如，从传统观念看西部，看

到的就是穷山恶水，但从进步观念看西部，看到的就

是金山银山。因此，他在后记中，就东西部协作战略

提炼出具有深意的十点理论思考。实际上，《远方的

山水》就体现着作家后记中的“十论”思想。这“十

论”揭示的“三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有深度，

也有新意——“三农”从来没有拖改革开放的后腿，

也没有成为改革开放的负担。恰恰是因为“三农”问

题的不断破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在各种困难局

面中顺利企稳，中国才能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三农”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

应有之义。有了这样的观点，这部作品不光讲故事，

还出思想。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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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保林在新出版的散文集《雪花睡在枝头》中，以生命

本真状态的哲思高度来写自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正

如“雪花睡在枝头”般的悠婉诗意，郭保林以一种绚丽华美

的美学风格来书写自然，寄寓生命的哲思，极具可读性，又

不失人文厚度。

第一，在自然美景中唤醒真切的生命感受。郭保林感

慨，“咫尺之间的阳台上，苍白的盆景祈求阳光的恩赐”。在

现代都市生活中，人的生存空间是向内挤压、向上耸立而高

度密集的，自然也是以“人造景观”“视觉影像”形态而片段

地、抽象地存在。人无法去感触真正的自然。散文集的前四

篇均是写草原，郭保林正是要将读者带入辽阔草原这一完

整的自然中去尽触美景，去看、去听、去嗅、去触、去感、去体

验，以唤醒对生命的真切感受。这既是一场愉目悦情的审美

巡礼，又是一场澡雪精神的生命复苏旅程。从一开始，郭保

林就将哲思揉入诗意之中，丰肌健骨，景、情、思融为一体。

《草原》是郭保林对自然的整体宣言，统领全书。人首先要做

的是打开诸种感官能力，去亲近体验自然，无需借助理性和

语言，以唤醒人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感受。郭保林生动刻画了

人猛然面对真正自然时的窘境和敞开感官后的豁然开朗。

习惯了盆景、公园、绿化带、影像的感官，在面对“整幅铺卷

而来的草原”时，甚至一时难以适应，广袤壮阔的自然涌入

眼帘，何止是目不暇接，简直是“视点成了盲点”，花香、鸟

鸣、微风更是挤占了感官和大脑，日常依赖的理性也完全失

语。当人慢慢沉下心来，适应这“无拘无束、人性纵横”的自

然，草原变得真切而动人。郭保林善于调动视、听、嗅等感

官，描述出鲜活完美的审美感受，将读者带入各地的立体美

景之中，令人流连其间。

第二，在游目骋怀中思索人的存在意

义。郭保林不满足于单纯的写景状情，他

还要在自然中反观人的存在，这种思索不

是突兀的发问，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心灵

对话”场景中引申而出，以情感推动义理

的探求。在《海之梦》中，郭保林以“我是平

原之子”开端，立刻将我与海隔置两端，大

海是一个遥远的彼岸，是一个谜，好奇的

情感构成解密的动机，引诱着“我”不断与

大海对话，品读这部“陌生”的史卷。读海

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接近大海也是在

接近生命。现在的“我”立于空旷安静的海

滩，面对汹涌翻滚的大海，串联起过去、现

在、未来的三组对话。其一是“启迷茫之

惑”。少年的我生于平原，目之所及是平庸

坦荡的黄与绿，对大海的认识来自小说、

神话和电影的想象，一如少年对自我的无

限憧憬。青年的“我”遭遇到了大海带来的

心灵冲击，它辽阔厚重，洗去了天真懵懂，

它又静默不语，叩动着心绪沉思。这无际

的海发出无声的提问，启发“我”思考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向“我”展示了生命的方

向。其二是“释波折之困”。“我”饱经世事，有过怯懦、浅薄、虚荣，品尝了自私、狡诈、

虚伪，在人生路上驻足不前。大海又以它的雄浑磊落抚慰了疲惫的心灵，以永恒的

波涛化解了“我”心中的悲伤，让“我”再次燃起灵魂中的火焰。其三是“引前行之

路”。伴着急风，大海不再沉默，向“我”展示了冲击礁石和塑造海岸的狂浪蜂拥，仿

佛在呐喊，“不要蹉跎、不要踌躇，保持初心，去奋勇搏击”。郭保林以观海读海，有序

推进着“我”对自然与生命的解读，将憧憬、彷徨、希望共同注入“而今之我”的思绪，

一唱三叹、动人心弦。

第三，在对自然的改造中彰显人的价值。郭保林对自然的审视与书写是多角

度、全方位的，除了“人理解自然”视角下的静观、体验与反思，他还关注到了“自然

塑造人”的交互、改造与对抗，这也就与一般的游记类散文区别开来。在《雪花睡在

枝头》中，郭保林不吝笔墨，写人于险境中求生存、在荒芜中谋开拓。戈壁上的古迹

遗址、沙漠里的浩荡驼队、峻岭中的点点村落、盐碱地上播豆种稻、沙漠边植树固

沙、深山密林中开路架桥，在书中俯拾皆是，无不彰显着人坚韧的生命力量。他写

“川江号子”将人与自然的对抗写得惊心动魄、张力十足。眼前的大宁河艳丽迷人，

两岸的峭壁松柏勃然，一声“嘿呦”的川江号子，划破了这份静美。是啊，生活在此间

的人是无暇欣赏美景的。对他们而言，要走出这峡壁，跨越这弯流，迈向更为广阔的

世界。郭保林将视角对准了船夫纵横的皱纹、粗粝的皮肤、鼓起的肌肉、层叠的硬

茧，瞄向了低垂头颅发出的“嘿哟哎嘿”声声号子。郭保林将自然之险如绘目前，一

声声号子又使人血脉偾张。

元人杨载曾言：“诗要铺叙正，波澜阔，用意深，琢句雅，使字当，下字响。”（《诗

法家数》）借用来概括郭保林的散文创作再恰当不过。自然以日月星辰、山川河岳、

四时荣枯、风霜雪雨的形态，孕育和见证了人的生命与历史。透过郭保林的美文，我

们如同“走进一个童话的世界，走进一种新奇、撼人心魄的巨大生命场”，领略了自

然的瑰丽神奇，体悟到生命的本真状态。总之，《雪花睡在枝头》对自然的书写多有

创见、新意，饱含着对生命的珍视。

（作者系聊城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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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崎嵘报告文学陈崎嵘报告文学《《远方的山水远方的山水》：》：
■新作聚焦

《雪花睡在枝头》，郭保林

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23年

本报讯 5月 22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山西

出版传媒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的长篇报告文学《城市春晖》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

国作协原副主席、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张平，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会长徐剑，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总编辑

孟绍勇，10余位专家学者及作者陈新与会研讨。研讨

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主持。

张平表示，《城市春晖》以独特的眼光、多维的视

角、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情感记录了成都从古老到现

代、从传统到创新的蜕变过程，深入描绘了成都在城市

化进程中取得的杰出成果，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城

市画卷。该书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更是

了解成都的重要窗口，可供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成都

的建设发展历程，感受成都人民的勤劳智慧、开放包

容，以及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

与会专家认为，《城市春晖》从公园文化的角度阐

释书写成都，不仅呈现了城市的外部景观，更蕴含了历

史、人文、建筑、自然等多方面信息，让人对成都充满向

往。作品通过几个外国年轻人的视角看成都，书写中

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向世界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中国经验。

陈新表示，之所以书写这部作品，是为了展示成都

乃至全国城市在公园城市建设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

进一步宣传公园城市建设理念。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作协创

联部、中国大地出版传媒集团、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中国自然资源作

协、兴文县委县政府主办的“兴文

杯”第七届中华宝石文学奖颁奖典礼

在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举行。中国

作协副主席白庚胜、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党委副书记刘伟、中国自然资

源作协主席陈国栋，以及获奖作家等

参加颁奖典礼。

白庚胜表示，中华宝石文学奖

颁奖活动是自然资源文学领域的

一件盛事。当前我国文化事业正

处于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希望广

大自然资源文学爱好者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

展现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

优秀作品，不断推动新时代文学高

质量发展。

本届中华宝石文学奖以山水林

田湖草沙的综合保护和治理为核心

主题，获奖作品体现了作家们对自

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人与自然关系

的深刻思考。颁奖典礼上，主办方

分别为获得小说奖、报告文学奖、散

文奖、诗歌奖、剧本奖以及特别贡献奖的作家

颁奖。获奖者中，既有熊燕、王江江等自然资

源系统作家，也有王方晨、吉布鹰升等书写自

然资源题材的作家。在同期举行的自然生态

文学创作交流研讨会上，与会作家、学者结合

自身创作实践，围绕生态文学创作、生态文学

意识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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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春晖》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张雅文报告文学《永不言败——走

进中国冬奥冠军的冰雪人生》新书发布会在吉林长春

举行，该书追踪了“中国短道速滑之父”孟庆余及杨杨、

申雪、赵宏博等12位冬奥冠军的奋斗故事。会上，张雅

文与现场读者分享了该书的创作初衷，“这些冠军不仅

是赛场上的英雄，更是生活中的楷模。他们用自己的汗

水和努力，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拼搏和坚持”。她希望

通过该书，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冬奥冠军们不为人知的

一面，感受他们的精神力量。

张雅文曾是国家一级速滑运动员。2022年北京冬

奥会期间，78岁的张雅文决定采写中国历届冬奥冠

军，走进他们的追梦人生，记录他们的精彩故事，书写

他们的艰难与伤病、乐观与坚强。经过两年的采访写

作，她完成了这部报告文学集。在创作该书的过程中，

张雅文也书写了生命的传奇，2023年7月确诊肝细胞

癌的她，在医生的积极治疗下，病情奇迹般地好转起

来。“不少人都说我内心如何强大，但我知道，如果说我

还有一点顽强劲儿的话，那是运动生涯打下的基础，是

奥运冠军顽强拼搏的精神激励着我。”

黑龙江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赵儒军等与会者

表示，《永不言败》是黑龙江挖掘特色精神文化资源推

出的最新文学成果，在黑龙江紧锣密鼓筹办亚冬会之

际，出版该书意义重大。张雅文的创作态度和创作过程，

为文学工作者拥抱新时代、书写新时代树立了典范。

本报讯 5月16日，山东生态文学（微

山）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济宁市微山湖国

家湿地公园举行。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刘玉

栋，济宁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张东共同

为基地揭牌。

微山湖湿地是亚洲最大的草甸型湖泊

湿地，2013年入选“中国十大魅力湿地”。

为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搭建

平台、创造条件，以文学形式展现微山县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动实

践，山东省作协与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微山

县人民政府决定三方合作共建山东生态文

学（微山）创作基地。

5月16日至17日，山东省作协与山东

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共同组织

了2024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深扎实

践活动。8名山东作家及20余家媒体记者

在微山县、泗水县进行实地参观和行进式

采访，领略秀美风光，了解当地开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措施成效。

据介绍，此次揭牌及深扎实践活动是

2024年山东省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期间还发布了

《黄河三角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

公布了山东启动建设的第二批生物多样性

养护观测站名单，为南四湖生物多样性养

护观测站、微山湖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揭牌。

《永不言败》书写冬奥冠军奋斗故事

本报讯 日前，由贵州省诗人协会主

办的“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的山乡

巨变主题创作学术研讨会”在贵州大学中

国文化书院举行。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

未、贵州省社科联副主席黄昌祥、中国纪实

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孙佑祥及百余

位专家学者与会，就贵州在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中的实践展开深入交流研讨。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会主题及20

余部作品，探讨了如何进行文学研究、推动

文学创作，如何展现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山乡巨变，新时代乡村文化如何

适应和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话

题。大家认为，这些作品记录了贵州山乡

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作者们对贵州现代

化进程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此次交流

不仅是对贵州山乡巨变的一次学术总结，

也是对新时代贵州故事讲述方式的一次有

益探索，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

践乡村书写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专家研讨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