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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再确定一批县级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乡镇、村，调整优化县级集团帮扶机制。

同时，因地制宜制定了目标任务，将重点做
好 8 个方面工作：粮食稳村，守住耕地红线。 产
业兴村，持之以恒发展壮大脆李、恋橙、中药材、
核桃、生态养殖、烤烟“1+3+2”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 生态美村，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乡村。 建
设强村，全面启动乡村建设行动。 改革活村，不
断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文明润村，持续深化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新治村，推进党建引领下
的“三治融合”。 以城带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双轮驱动，脱贫巩固乡村振兴“两手抓”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如今，放眼巫峡大地，漫山遍野种满了“摇

钱树”，田园变成了“花果山”，田间地头挂满了
“金果果”。

下一步， 巫山将坚持用乡村振兴统筹新发
展阶段“三农”各项工作，加快推进质量兴农、科
教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 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推进工作、政策、
机构队伍等衔接。

与此同时，立足新发展格局，抢抓新时代乡
村振兴战略机遇，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着

力在四个方面实现“华丽转变”。
实现乡村面貌之变。 将发展产业与国土绿

化结合起来，持续发展壮大以生态旅游、生态农
业、生态康养、生态工业为主的现代生态产业体
系，既扮靓扮美“绿水青山”的颜值，又做大做强
“金山银山”的价值。

实现治理主体之变。 全力打通资金、管理、
人才等城市要素和工商资本上山下乡通道，加
快搭建起各类人才大展拳脚、 施展才华的广阔
舞台，逐步形成以农民为主体，多元参与的现代

化乡村治理格局，着力破解“空心村”难题；同
时，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大数据智能化
为乡村治理赋能。

实现发展动能之变。 探索以“党建 +”推动
村集体经济发展，深化“三变改革”“三社融合”，
加快实现“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村集体经济
+ 合作社 + 农户”等现代农业模式全区域覆盖，
有效盘活各类闲置资源， 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
力。

实现农业地位之变。立足新发展格局，打造

巫山脆李、 巫山恋橙、 巫山中药材等“金字招
牌”， 将巫山打造成全国重要生态产品供给地，
让更多“生态宝贝”走进全国人民的视野，走上
千家万户的餐桌。

坚持脱贫攻坚巩固与乡村振兴“两手抓”，
用好“美丽”内涵，充分发挥和利用“美丽”的社
会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形成一批以山为
景、以水为魂、以旅为媒、以业为富、以美为荣的
美丽村庄，巫山农村之美必将变成“金山银山”。

广阔农村大有可为，乡村振兴前景可期。农
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
丽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铺大地为纸、以时代
为题、用山水作画”，乡村振兴，65 万巫峡儿女
已出发在路上。

生态美 产业兴 百姓富

一
三月的下庄，春暖花开，游人渐多。 正午时分，毛相

林带着游客体验下庄路。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前行，
行至路旁一处刀削斧劈般的绝壁时，毛相林示意司机停
车。

毛相林抬头仰望明晃晃的绝壁，指着远处丛林中若
隐若现的一个洞穴，对游客说：“那是我们修路睡过的岩
洞。 ”然后走向公路外沿，俯瞰深不见底的山谷，只见树
木茂密，云雾升腾。毛相林伫立在原地，泪水在眼眶里打
转，半晌才说出一句话：“这里长眠着为修路而献身的六
位兄弟。 ”

回到车上，毛相林缓缓神，一字一顿地说：“每次经
过这里，我都要下车和他们说说话！ ”

毛相林要说的太多太多：路修通了，村里脱贫了，乡
村旅游做起来了……

二
下庄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小三峡深处，整个村子被

“锁”在由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巨大“天坑”之中。从“井口”
到“井底”，垂直高度一千一百多米，被外界称为“天坑
村”。 村民们去巫山县城，须经逼仄的古道翻越悬崖，一
来一回至少四天。在这条险象环生的山路上，行路难，也
充满危险。以前，许多村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大山，没见
过公路……

闭塞的交通一直是下庄村发展的“痛点”。 水果、药
材无法运出去销售，猪羊赶不出山没法变现，重病村民
出村就医困难重重，山外的姑娘说啥也不往下庄嫁……

“毛支书，能不能想法修通出山路啊？ ”1996 年，时
任村支书的毛相林经常听到村民们这样提议。毛相林深
知村民的心愿，他自己也做梦都想修路。 可修路并非易
事：财力、物力、人力、技术都须具备。下庄除了少许劳动
力外，其它要素都奇缺。

1997 年，毛相林在县里参加干部培训，看到外面的
村庄都是大路通汽车、村村有产业的景象，既羡慕又忧
虑：下庄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培训结束回家那
天，毛相林坐在下庄村“井口”上，望着四周的群山，俯瞰
“井底”零星分布的房舍，想到没有女孩愿意嫁到下庄村
来，猛然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我们或许就是最后的下庄
村人！

“修路！ ”在随后召开的群众会上，毛相林大胆说出
自己的想法。

“能行吗？ ”“修得通吗？ ”虽然是村民们盼了好久的
事，但真提起修路，大家的第一反应还是忧心忡忡、难以
相信。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
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毛相
林激昂的话语激起了村民的斗志，乡亲们纷纷高举手臂
回应：“同意修路！ 哪怕脱层皮也要修！ ”

修路需要大量资金。 当时，下庄村公路还没有列入
全县规划，资金需要自筹。然而乡亲们本就贫困，想要筹
齐修路款谈何容易？ 毛相林豁出去了，他做通母亲的工
作，拿出为母亲攒下的七百元养老钱，作为启动资金。在
毛相林动员下，村民们纷纷主动捐款。一元、两元、五元、
十元不等的零钞，累积成一千四百多元的修路款。

1997 年冬天，毛相林和村民带着钢钎、铁锤、锄头、
撮箕进山，开始向悬崖绝壁挑战。

无路难，开路更难。没有大型机械设备，毛相林带着
青壮年在悬崖上腰系绳索，像荡秋千一样打炮眼；高山
绝壁没有人家， 毛相林和村民们一起在半山腰打地铺、
睡岩洞。 为早日修通绝壁路，毛相林最长一次在工地三
个月没回家。

然而，先前筹备的修路物资很快便所剩无几。 怎么
办？ 情急中，毛相林想到了贷款。 他赶往信用社，用自家
养的猪作抵押，以个人名义贷出第二笔修路经费。 全村
老少齐上阵，钢钎大锤震天响，在悬崖上艰难地一寸一
寸向前推进。

尽管做了很多安全措施，但毛相林担心的事还是发
生了：钻炮眼的黄会元被山上的滚石砸下悬崖，撬石头
的沈庆富被松动的岩石砸下山谷……先后有六位村民
为修路献出了宝贵生命。

从不轻易掉眼泪的下庄人哭成一片。这是修路以来
遇到的最大挫折。 到底是继续修还是中途放弃？ 在毛相
林犹豫不决的时候，黄会元的老父亲拄着拐棍说：“儿子
出事后，我哭干了眼泪。但光伤心有什么用，路还得继续
修啊！ ”见毛相林面露难色，老人把拐棍杵得“砰砰”响：
“儿子走了，我这把老骨头来顶替儿子！我们下庄人不是
贪生怕死的人。 ”

老人的举动让毛相林和村民们重拾信心和勇气，继
续吊起箩筐打炮眼，手脚并用爬悬崖，钻山爬坡背物料。
县里获知情况后，也调集资金和技术力量支持下庄村修
路。 2004 年 4 月，历时七年，毛相林以“愚公移山”般的
决心和毅力，带领村民终于在几乎垂直的绝壁上凿出了
一条八公里的“天路”。

路通的那天，毛相林找来一辆车，把这条路从头走
到尾。 走到终点时，毛相林大声对着乡亲们、对着群山
说：“今天我们终于把这条路修通了，我们没有辜负逝去
的兄弟们。 ”

三
路修好了，更要养护。每年春冬两季，毛相林都带着

村民们在公路上重新集结，义务养护公路。
2016 年，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硬化路延伸到每家

每户。路通了，村民出行方便了，但发展中的无形之山如
何开凿，再次压在了毛相林的心上。

“居住偏远、产业空虚、群众困难”是下庄村脱贫之
难的真实写照。毛相林明白，要脱贫致富，除了修路还得
发展产业。为了摆脱贫困，他又一次带领全村群众“开山
凿壁”，要开出一条“致富路”！

村民多年来一直种植玉米、红苕、洋芋，这些作物只
能填饱肚子，很难发家致富。 毛相林开始不断尝试新的
产业。 听说外村种漆树有赚头，他风风火火从外面运来
两万株漆树苗栽种，没想到漆树在下庄“水土不服”，当
年夏天全干死了；眼见其他村养蚕赚了钱，他又动员村
民栽桑树，产出的桑叶却不合蚕宝宝的胃口，蚕全部夭
折。 后来又依葫芦画瓢养殖山羊，还是没成功。

一次次失败，让群众意见很大。毛相林没辩解，把委
屈和苦楚往肚子里咽。那些天，毛相林整天窝在家里。见
丈夫情绪低落，妻子“激将”他说：“这点打击就受不了？

修路的劲头哪去了？ 搞产业就像买鞋子，合脚的才是最
好的……”妻子的话让毛相林陷入深思。是啊，产业要找
对路子，不能“病急乱投医”。 想到这些，毛相林释然了。

有了前车之鉴，毛相林没有再急于引进产业，但满
脑子都在想点子、找出路。 他先是发现大宁河岸边农户
种植的西瓜味道不错，联想到下庄海拔低，山脚下便是
河谷，种西瓜没准能行。 他自家试种了两分地，收成不
错，一批村民“试吃”之后觉得这条路可行，便跟着毛相
林一起种。西瓜销路不错，但村里耕地有限，没法大面积
种植西瓜。 2014 年，毛相林又请来市县农业专家对下庄
村的土壤、环境等进行全面“体检”，确认本村最适合发
展柑橘种植产业。 但村民却下不了决心，一方面担心种
植技术不过关，另一方面担心销售，怕丰产不丰收。为打
消村民的顾虑，毛相林叫回在外打工的儿子，学习种植
技术后在村里义务担任技术员，同时自家带头种植八亩
柑橘。

在毛相林的带动下，2015 年， 全村栽种柑橘五百
亩。 四社贫困户陶朝桂当年就种植七亩柑橘，第三年柑
橘挂果后，又种植了十亩。毛相林劝她少种点，怕她忙不
过来，她却说：“政府这么支持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也要
攒劲使力呀，我可不愿一直当贫困户！”看到村里柑橘畅
销，已搬迁到外地的村民黄光清、杨亨满又回到村里，将
荒了多年的农田种上柑橘。 几年下来，全村种植柑橘达
六百多亩，每年增加收入两百万元左右。

2015 年，下庄村实现整村脱贫。 2020 年，下庄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一万三千元，是修路前的四十多倍。

四
下庄村脱贫了，但是毛相林仍未满足。他想，能不能

将下庄“远处有山，山下有水”的地势变为可持续发展的
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毛相林的想法得到县、乡两级支
持。 2018 年，县里将下庄列入乡村旅游示范村，启动建
设具有三峡山村特色的休闲度假胜地。

乡村旅游需要人才，特别是需要有知识、有见地、有
干劲的年轻人。每年过年，外出务工的村民回家，毛相林
都挨家挨户上门， 向他们讲述这些年来下庄村的变化，
描绘下庄村美好的未来， 请他们回来为家乡的振兴出
力。没回来的，他就一个一个地打电话争取。在他的努力
下，二十九岁的毛连长回到村里做电商，销售柑橘、西瓜
等土特产；二十七岁的彭淦是村里走出去的第一批大学
生，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教师……

为激励年轻一代继续奋斗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
续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让下庄村老一辈不甘落后、不等
不靠、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下
庄人事迹陈列室在村文化广场边建成，广场上立起“下
庄筑路英雄谱”。 每次经过这里，毛相林都要驻足许久，
在脑海里一遍遍回放修路的情景，在心里一遍遍缅怀逝
去的兄弟。

2021 年 2 月 25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毛相林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荣誉称号。 那一刻，北京会场的掌声和下庄村民的
掌声同步响起！ （吴奎）

下庄村的幸福路
下下庄庄村村新新貌貌。。 记记者者 卢卢先先庆庆 摄摄

毛相林在查看柑橘长势情况。
记者 王忠虎 摄

在下庄人陈列馆，毛相林思考着未来下庄村的发展。
记者 卢先庆 摄

游客重走下庄天路。
记者 王忠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