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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教日月换新天
——《脱贫攻坚的宝鸡答卷》序言

◎唐栋

金秋十月，南国花朵正娇，绿色
正浓，西府硕果初甜，枫林初红。天高
云淡，北雁南飞，向阳嘱我为报告文学

《脱贫攻坚的宝鸡答卷》写序，我未作
推却，欣然应允。

西府为炎帝故里、青铜之乡，汉
称陈仓，唐改宝鸡，我和向阳从小生长
在西府岐山，弱冠之年受周礼濡染，雄
秦铸魂，强汉励志，风华年少之时，先
后投笔从戎。戎马西北同为战友，笔耕
文苑至成知音。人分南北，千里远隔，
常怀云树之思，心存故里重逢之梦。近
年我返乡探亲，彼此把盏凤酒叙旧，掏
心掏肺，无话不谈。

向阳与太国都是军旅作家，他们
在散文写作上也都颇有建树。两人都
出过几本散文集，也多次在全国获过
奖。这次他们联袂合著的报告文学《脱
贫攻坚的宝鸡答卷》，描绘的是我的故
乡宝鸡脱贫攻坚的时代画卷。细细读
来，引起了我这个远在南国的岐山游
子的思乡情怀，每读一字一行、一段
一页、一章一节，都有一种“近乡情更
切”“见字如回乡”的别样感觉。

举全国之力，唤亿万民众，精准扶
贫、脱贫攻坚，使全国近一亿人摆脱了
贫困，迈上了小康之路。回望中华五千
年历史，见所未见；放眼全世界 2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闻所未闻。它深刻地影
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宝鸡的摆脱
贫困是中国脱贫攻坚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一个辉煌的历史大局面，总是由
千千万万个小局部组成的。从这个意义
上讲，宝鸡脱贫攻坚的大捷，也是对中
国和世界摆脱贫困作出的重要贡献。

读罢《脱贫攻坚的宝鸡答卷》，掩
卷沉思，我感到这部报告文学，至少在
以下四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

这部作品是用赤子心“捂”出来
的。前所未闻、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
战，是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创造辉煌历
史的重大事件。为时代立传、为人民
发声，是作家的使命担当和历史责任。
作者受命于宝鸡脱贫攻坚告捷之时，
创作于西府父老致富之际，笔下写的
是前所未有的辉煌历史，肩上挑的是
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因此，写出
来的文字，其心声也真切，其境界也宏
大 ；其情理也深邃，其意义也深远。正
如作者所言 ：“千年一遇的脱贫攻坚
宝鸡答卷，摆在了我们面前，它既是我
们选择了宝鸡答卷，也是宝鸡答卷选
择了我们。”“不务虚，潜心求实 ；不浮
躁，打磨求好 ；不敷衍，创作求精 ；不

图快，精耕求细，是我们为时代和人民
发声的初心和责任。”

这部作品是用大情怀“暖”出来
的。有大情怀才能写出大作品。白居易
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说 ：“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莫始于言，莫切夫声，莫深
乎义。”这部作品的作者，生于宝鸡农
村，长于宝鸡农村，小时候肚也饿过、
身也冻过、苦也熬过，对宝鸡的脱贫攻
坚，心有所系、情有所钟、文有所传。作
者在书中写道 ：“关中有句谚语 ：‘穷
不靠亲，冷不靠灯。’穷了就向亲戚借
钱借粮，而且牛年马年也还不了债，亲
戚都被借怕了。‘这个无底洞填不满’。
亲戚们翻白眼，睁硬眼，不少人变成了

‘路人’，亲情荡然无存。这时候真到了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的地步。也就在
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时，党组织成
了他们的‘靠山’，干部成了他们的‘亲
戚’。”作者由宝鸡过去农民的穷写到
了借钱借粮亲戚反目的窘境，写到了
党组织是靠山、扶贫干部是“亲戚”的
情感转变，心系脱贫攻坚的大情怀跃
然纸上。

这部作品是用铁脚板“走”出来
的。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出门不辞
远，创作不失真，是对报告文学作者的
基本要求。关在书房里搞创作是出不
了好作品的，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是抓
不到“活鱼”的。作者历经三个多月，行
程往返 3500 多公里，深入岐山县、眉
县、扶风县、陇县、千阳县、凤县、太白
县、麟游县、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
宝鸡高新区、凤翔区的 46 个镇、59
个村，现场采访了市、县（区）30 多个
部门 160 多名领导和干部，并采访了
127 个脱贫户、59 名驻村第一书记、
53 名村干部、260 多名脱贫群众，带
回了 150 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
了 85 万字的脱贫攻坚素材。这种文外
的功夫、跑素材的毅力、深入脱贫攻坚
一线现场采访的作风，是值得肯定和
钦佩的。

这部作品是高标准“逼”出来的。
“宝鸡答卷”，是新时代的答卷，也是大
题材的答卷，其难度甚大、标准甚高、涉
及面甚广。它不仅仅是宝鸡脱贫攻坚的
答卷，也是作者记述宝鸡脱贫攻坚历史
性课题的答卷。它来不得半点忽悠和敷
衍，容不下一丝虚假和伪饰，必须用实
心求真、用真功求美、用全力求好。这一
切，作者都做到了。向阳对我说，《脱贫
攻坚的宝鸡答卷》，初稿写了 13 万字，
第二稿几乎重写，计 11 万字；接着又

写了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又删掉了
4 万字，计 8 万多字，压干了水分，精减
了篇幅，剪掉了枝杈，突出了精华部分，
升华了主题思想。作者硬是靠一种掏真
心、倾真情、尽全力、出精品的心气和高
标准的态度，“逼”出了一份描写宝鸡脱
贫攻坚的合格答卷。

宝鸡是炎帝故里、青铜之乡。这
块 1.8 万平方公里的热土，山川多娇、
物华天宝、沃野纵横、地杰人灵，既有
西北粗犷雄豪之奇，又有江南清丽秀
雅之美，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这
里，东西地段一道秦岭，享有中华祖脉
美誉，岭分长江黄河、南北气候；这里，
南北中间一条渭水，流淌上下七千年
文明史，界分秦岭关山、太白周原 ；这
里，历史悠久，民风淳厚，歌谣慷慨，英
雄辈出。五千年前，炎帝在这里教民稼
穑，点燃了中华农耕文明之火 ；三千
年前，周公在这里制礼作乐，以德治国
富民，奠定了姬周八百年基业 ；两千
多年前，秦人在这里变法图强，尚武强
兵，为秦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奠定了
坚实基础。周秦以降，汉武帝在这里祭
天祀祖，韩信在这里“明修栈道，暗度
陈仓”；诸葛亮在这里驻军伐魏，“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吴玠、吴璘在这里
横刀立马、镇守散关，铁马秋风，威震
敌胆 ；苏轼在这里修湖引灌，减税赦
囚，百姓齐称“苏贤良”；张载在这里
倡导关学，著书立说，“横渠四句”广播
九州。他们的使命担当、家国情怀、功
勋和贡献，成了宝鸡儿女脱贫攻坚强
大的精神基因。

我在《脱贫攻坚的宝鸡答卷》里欣
喜地看到了宝鸡八年精准扶贫、五年
脱贫攻坚的遍地英雄人物。譬如 ：“驻
村扶贫十三年，不达目的誓不还”的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柴智强 ；“好如
村民亲女儿，美似周原红玫瑰”的五丈
原村第一书记李瑞宁 ；“夫亡心不死，
癌袭志不坠”的扶风女子王喜玲 ；“车
毁不毁梦想，腿断不断志气”的凤翔长
青镇贫困户杨丑保等一大批可歌可泣
英模人物，像青松白杨一般排列在了
宝鸡脱贫攻坚的阵地上。他们平凡而
又高大，普通而又坚韧 ；智慧而又执
着，勤劳而又勇敢；不畏劳苦而又敢于
担当，能打硬仗而又意志坚定，像秦川
牛一样负犁劳作，似黄土地一样载物
奉献。汗水落地成金，脱贫梦想成真，
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宝鸡儿女多卓
绝，西府人杰甚雄豪”的喜人景象。

一杆杆红旗，召唤的是万人脱贫

攻坚战西府 ；一场场东风，引来的是
千村摘帽致富兴陈仓。宝鸡答卷给我
们提供的答案，不仅仅是“遍地英雄下
夕烟”的壮美画面，还有各县区在脱贫
攻坚中，探索和创造出来的具有宝鸡
特色的先进经验。宝鸡市驻村帮扶、扶
贫资金项目管理、社会组织脱贫攻坚、
扶贫公益专岗、贫困村致富带头人等
5 个方面的工作在全国介绍了经验 ；
脱贫攻坚重点地区农村基层政权建
设、脱贫攻坚综合业务等 4 个全国性
现场会在宝鸡市召开，农村基础设施
管理、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等多项工作
走在全省全国前列，在全省脱贫攻坚
考核中连续 3 年考核优秀，2019 年
位列全省第一。2020 年 2 月，宝鸡市
9 人 6 集体被党中央、国务院评为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我还了解到，2020 年，宝鸡市贫
困乡村实现整体脱贫后，已成功实现
了由全市整体脱贫向乡村振兴的顺利
接轨。如此振奋人心的大好局面，恰似
凤凰鸣岐山，周原灿灿祥云飞 ；宛若
春风过秦岭，山花簇簇香气飘。一切的
一切，充满了生机、祥瑞和希望！

今年花胜往岁好，料得来年果更
香。《脱贫攻坚的宝鸡答卷》，是通向乡
村振兴的崭新路径，也是通向党心民
心的暖心通途，更是通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金光大道。我坚信 ：可爱的
故乡宝鸡，一定能够打赢乡村振兴的
大决战！一定能够让我的父老乡亲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一定能够向党和
人民交出一张乡村振兴的优秀答卷！

（作者系岐山县人，著名军旅作
家、剧作家,著有 《兵车行》 《沉默的
冰山》 《柳青》 《路遥》 等文学、戏剧
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
优秀话剧剧本奖、中国曹禺戏剧文学
奖、文华大奖、解放军文艺奖等奖项。）

本报讯 在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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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吕向阳曾在媒

体工作多年，对报告

文学驾轻就熟，他与

军旅作家赵太国携

手并肩，历时三个多

月，走访了宝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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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将《脱贫攻坚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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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书以精准扶贫除病根、干

部一线打硬仗、产业嵌入挖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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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宝鸡脱贫攻坚方方面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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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融思想性、新闻性、文学性

于一体的优秀报告文学，值得

收藏。

本报记者 王卉

与文字相伴
◎郑金侠

与文字相伴是偶然的。小时候
家里是土坯房，为把房屋里的土墙
遮住，墙上贴满了旧报纸，横的竖
的都依报纸与墙面的位置确定，所
以贴得毫无章法。认识的、不认识
的字一个个在我的面前站立或平
躺或倒立着，我就会趴着看或者
倒着看。标题字大醒目，大多时候
我只看标题，对文字内容并不得
其要义。

小时候家里几乎没有玩的东
西，可总想着找些玩的。大多时候与
小朋友一起玩泥巴、跳绳、丢沙包，
细想一下还是有不少可玩的路子。
那时候小伙伴们都很聪明。有的玩
法是与大孩子们的游戏中学会的，
有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发明，童
年的时光匆匆而简单，我是快乐无
忧地度过的，既没有为家里的柴米
油盐发过愁，也没有对饿肚子留下
过深刻印象。有人说，写作的人大多
都是童年遭受过苦难的人，无论物
质或精神，我似乎都没有。

一个像我这样小时候没有受
过苦的人，长大后怎么会有写作的
想法呢？其实直至现在我也没能
找到答案，我想写作也许就像走路
一样，走着走着就会发现绿洲或者
历经荒漠也不尽然。我真正的文学
思考是从上初中时开始的，有一天
看着病重的三叔去世，全家悲痛欲
绝，身处其中，我也经受了前所未
有的巨大悲痛与心理恐惧，三叔的
逝去让我开始思考生与死这一严
酷而复杂的问题。年轻的三叔在
当地中学教书，每逢周末或假期闲
暇，他就会陪我聊天，耐心地听我

讲学校里的事情。在夏天的晒麦场
上，三叔把我放在架子车上飞快地
转无数个圈，风在我的耳边呼呼作
响，我永远难忘那一刻。18 岁那年
高考失败，让我在漫长的七月经受
了生命的低谷，我与生俱来的生命
体悟从那一刻如春草般疯长，思考
着要如何去面对？当然，我没有因
黑色的七月而沉寂，最终在来年冲
过了独木桥，赢得了人生第一张薄
薄的船票。也是从失败的那一刻，
我开始思考人生，从高中三年里总
是睡不醒到之后的无法入眠。我经
历了人生的第一个坎，学会了面对
自己，面对自己的抉择，我变得坚
强了。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成
长，从一个爱笑的疯丫头变得喜欢
与自己进行对话。

与自己的对话让我爱上了写
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作伊始，
纯属一种无拘束的自我表达，表达
内心的爱与冲动，表达我轻浅的思
考。挫折让我思考生活的本质，所
幸的是，童年得到的爱与快乐给予
我充足的爱的能力，任何时候，我
都没有丧失这种本能。爱让我善
良。有爱与善良的人，梦想的火苗
也被一点点地点燃，就这样，与自
己诉说逐渐成了我的习惯，或者说
是在矛盾的心理中进行自我调适。

文学之途漫漫，一路行走，我
写了一些文字，发表了一些文章，
就像梦想的翅膀扑扇了两下。与
文字相伴是我的选择，因为我相
信，有爱与善良的文字是有温度
的，与文字相伴的日子是丰盈而
有力量的。

本报讯 第三届丝路散文奖近

日在西安揭晓，我市作家唐志强的

历史文化散文集《风从周原来》获

得优秀作品奖。

丝路散文奖由陕西省散文学

会和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联合设

立，旨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面向全国征集由正规出版社

出版的散文著作。该奖两年左右

评选一届，本届于今年 4 月启动，

收到散文集 300 多部，经层层评

选，最终王若冰的《走笔河山》、

王剑冰的《大象中原》等 5 部斩获

最佳作品奖，赵丰的《思想者的旅

行》、禅香雪的《栖息地》和宝鸡

籍作家杨广虎的《在终南》等 24

部获优秀作品奖。唐志强现为陕

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市作协理事、

扶风县作协主席，已出版散文集

《城市的候鸟》《流绿的故乡》、新

闻作品集《听花开的声音》。《风

从周原来》收录散文 21 篇，共 19

万字，以三千年周原历史为线索，

从影响扶风的人物、事件等多角

度重现扶风人文历史，展示宝鸡

丰厚的文化积淀。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市职工作协开展文学“三进”活动
本报讯 11 月 6 日，市职工文

联作家协会 20 多位作家诗人应

邀走进陕西合力紫院置业有限公

司，参观了解企业文化实践，开展

文学进企业公益活动。

近年来，市职工作协多次组

织开展文学进学校、进企业、进社

区的“三进”活动，为推进本土文

学创作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多

次受到省作协、省职工作协和市

总工会的表彰。作为眉县招商引

资的重点企业，陕西合力紫院建

设的住宅小区被省住建厅评定为

“省级园林式居住区”，并多次受

到嘉奖。活动中，作家诗人实地感

受园林文化创意，领略文化融入

品质建筑、赋能现代小区的社会

价值，不仅体会到新时代建筑企

业的精神风貌，也增进了对优秀

企业文化的认知。活动结束后，白

麟、李喜林、宁可、牟小兵、柏相、

成文贤、杨烨琼、薛娅、徐斌惠、庄

波等 10 位作家还向小区赠送了

各自出版的诗文著作。

本报记者 王卉

本报讯 一部集中展示历朝历

代名人与千阳有关的典故、逸闻

趣事的文集《历代名人与千阳》，

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既

全面展示了千阳人的形象风采，

也为讲好千阳故事留下翔实的文

史资料。

《历代名人与千阳》作为千阳

文史资料第十四辑由千阳县政协

编辑，县政协副主席、诗人杨惠强

主编,县政协主席牛宏劳作序。全

书 40 万字，收录文章 129 篇，所

选人物分两类 ：一是以燕伋、郭钦

和段秀实为代表的邑人先贤，二

是在千阳牧治宦游的外籍名人。

从夏朝大禹导岍治水到当代画家

黄胄千中教书、赵振川千河插队，

凡千阳时代俊杰、百业精英均于

此彪炳史册。该书文史有据、文图

并茂，值得收藏。

本报记者 周勇军

芳草地
fangca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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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周原来》 获丝路散文奖

《历代名人与千阳》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