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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均由人民网记者刘政宁、刘炜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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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相
林：

一
定
把
下
庄
的
希
望
之
路
筑
好

从重庆巫
山火车站出发，
开车一个小时，
便可看到被群
山环抱的下庄
村。 再沿着崖
壁，向下穿过蜿
蜒曲折的山路，
10 余分钟，抵
达位于谷底的
村庄。 这条长 8
公里的山路，也
被称为“天路”，
是下庄村党支
部书记毛相林
带领村民，花费
了 7 年时间凿
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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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5 日， 在全
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转引毛相林说
给乡亲们的这
句话，点赞这种
自立自强、苦干
实干、用自己的
双手创造幸福
生活的奋进精
神。

“加油干，
把下庄建设好，
发展好！ ”从北
京回到下庄，毛
相林第一时间
传达了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乡
亲们深受鼓舞，
铆足干劲继续
奋斗。两年多时
间过去了，如今
的下庄村有什
么可喜的变化？
近日，人民网记
者进行了实地
走访。

记者来到下庄村时，正是中午时分，烈日
高悬，热浪袭人。“毛支书会不会在休息，晚点
去找他？ ”面对记者的担心，一旁的工作人员
连连摆手：“他忙得很，此刻正在宣讲呢。 ”

下庄村不大，几步路便到了“愚公讲堂”。
讲堂是毛相林的老宅改造的，面对外地来“取
经”的 20 余名党员干部，他再次讲起下庄修
“天路”的故事。听到动情之处，有人的眼眶开
始湿润。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曾经的下庄
村，出行只能徒步翻越绝壁。 1997 年，毛相林
凭着一股倔劲，带领乡亲们自筹资金，历经千
难万险，花费整整 7 年时间，一锹一铲，硬生
生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达 8 公里的出山“天
路”，打通了下庄与外界的联系。

“为什么要修这条路？ 搬走不行吗？ ”“搬
走，这里的土地就荒废了；不搬，修路就是下
庄人必须要攻克的生存难题。 ”路修通后，不
少村民开始外出务工， 毛相林则带领村民发

展产业。 然而，最初尝试的漆树、烤烟、桑蚕，
都失败了。 直到 2009 年试种西瓜、2013 年试
种柑橘和桃树获得成功， 下庄才算有了像样
的产业。 2015 年，下庄村在巫山县率先实现
整村脱贫。

“聆听总书记的叮嘱后，我就一直在思考
回到下庄后要做什么、怎么去做。 ”经过深思
熟虑，毛相林认为，下庄的土地有限，种植产
业能让村民吃得上饭，但致不了富，应该让他
们腾出手来发展其他产业。

2021 年 10 月，下庄村开始探索试行“龙
头企业 + 村集体经济组织 + 农户”产业发展
模式，将果园管理委托给专业农业公司运营，
按 48%、2%、50%的比例分红确保村民收益。
这样一来，村民不仅可以去参与其他产业，还
能在果园务工获取收益。

66 岁的村民刘恒保正是受益者之一。 因
此前动过手术， 不能干重活的他一到柑橘收
获季节就十分发愁。果园托管后，他只选择剪

枝时去务工，平时在家休养。 去年，夫妻二人
在果园的务工收入达 1 万多元， 加上分红的
5000 多元，总收入比此前自己种果树还高一
些。 2022 年，农业公司在下庄共支出劳务费
用 65 万元。

“去年，我们还争取了专项资金，将村里
能利用的撂荒地全部开发出来， 今年年初新
种了 400 亩新品种柑橘。 ”毛相林说，预计 3
年后，新栽的柑橘树就能挂果，届时村民的收
入会进一步提高。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下庄，土
地上的效益，已经能解决村民的生计问题。那
么如何致富呢？ 毛相林的答案是：乡村旅游。

发展乡村旅游前， 毛相林在下庄先做了
两件事：整治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提升。

2021 年 4 月， 下庄村以积分制的形式，
在全村启动人居环境整治。村干部带头，发动
村民保持房前屋后及家中的卫生清洁， 村民
每个星期需参加一次集体清洁行动。 获得的
积分可在村里的“爱心超市”换购生活用品。

同年 8 月， 四川美术学院的设计团队在
下庄村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 最终设计
出整村面貌提升方案。 2022 年 7 月，提升工
程全面完工。 灰瓦、青砖、黄墙……如今的下
庄，已是一副崭新的面容。

在提升工程即将完成时， 下庄村引进了
专业公司对旅游产业进行开发打造。 一年多
来，该公司在“天路”沿线修建了 4 个观景平
台，盘活闲置房屋打造 7 个精品民宿，并带动
近 20 户村民发展民宿和农家乐。

“现在村里已具备 200 人以上的接待能
力， 去年下庄乡村旅游收入超过 70 万元，今
年预计会突破百万。 ”毛相林告诉记者，2022
年，下庄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 万多元，是
修路前的 50 多倍。

以往下庄的夜晚总是寂静无声， 如今变
得热闹起来。晚上 8 点刚过，“杨俊农家乐”老
板方俊就开始在烧烤架前忙着为客人准备美
食。

下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后， 方俊的妻
子杨俊回村在民宿客房部务工， 每个月有
3000 多元的收入。 今年春节，远在新疆打工
的方俊回来了解到，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便不
再外出了。“春节一过，我们就开了这个农家
乐。 ”方俊说，看到村里的农家乐大多只是提
供用餐，他还专门去县城学习了烧烤技术，让
游客晚上也能品尝到美味。如今，他们两夫妻
在村里每月的总收入在 1 万元以上，“主要是
一家人能在一起，现在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
去年 5 月， 巫山县委党校还在下庄开设了下

庄校区， 这是重庆首个在村里设立的区县级
党校分校区。如今，巫山县有不少单位的干部
职工培训都会在这里举办。趁着寒暑假，下庄
村还会推出研学活动， 让年轻人在下庄实地
感悟人生，汲取奋进力量。

“下庄也面临着旅游产品不足，留不住游

客的局面。”毛相林说，接下来，计划通过打造
后溪河漂流、 回龙观观景平台、 夜景灯饰工
程、川山子洞景点，以及组建下庄演出队等举
措，进一步丰富旅游资源，增强旅游产业的效
益，让村民逐步增收致富。

解决生存之路

夯实致富之路

“你说过愿做一辈子的筑路人，过去修路
是筑求生之路，发展产业是筑致富之路，接下
来又将为下庄筑一条什么样的路呢？”面对记
者的提问，毛相林不假思索：希望之路。

“当前，村里的干部年纪最小的是 52 岁，
年龄结构太大了， 下庄的未来在年轻人的身
上。 ”说这话时，已经 64 岁的毛相林面带笑
意，“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
去年返乡的 16 个年轻人中有 8 个是大学生，
我很欣慰。 ”

今年 31 岁的袁孝鑫是下庄走出去的大
学生。 2015 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重庆城区
从事互联网营销方面的工作。 2021 年年初，
袁孝鑫的爸妈决定回到下庄修缮房屋， 经营
农家乐。 在爸妈的鼓励下，一年后，袁孝鑫也
回到了家乡。

凭着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 袁孝鑫先是
在村里的“下庄人事迹陈列室”里做起了讲解
员。 几个月后，一张关于下庄染坊的老照片，
让她萌生了一个想法：“何不把下庄优秀的传

统工艺进行创新传承下去？ ”
很快， 下定决心的袁孝鑫开始四处走访

老一辈村民， 通过不断学习和试验，2022 年
年底，一个名为“下庄扎染”的小店正式开业。
如今，每月销售额已有 8000 多元。“我觉得这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袁孝鑫说，希望自己
的存在，能给下庄带来点变化，更希望能有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下庄共同建设好家乡。

与袁孝鑫同龄的彭淦， 选择回到竹贤八
一爱民小学下庄教学点当一名教师。“在大山
深处的下庄，外地教师来了也很难留得住，本
地人才能在这里扎下根。 ”彭淦说，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这里的学生能走出大山，当然
也希望他们在成才后能回到家乡来贡献自己
的力量。

只有初中文化的毛相林， 吃够了没有文
化的苦。 2022 年 2 月 25 日，由巫山县委宣传
部、县慈善会和毛相林共同倡议发起的“巫山
县慈善会毛相林助学专项基金” 在下庄村正
式成立。 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下庄因修筑“天
路”伤亡村民的家庭、患有重病或残疾村民的
家庭，还有巫山县符合资助条件的优秀学生，
鼓励更多孩子用知识改变命运， 用所学回报
乡村。 截至目前，基金已资助学生 20 余名。

“修了一辈子的路，我一定会把下庄的希
望之路筑好。 ”毛相林语气坚定地说，自己现
在身体还可以，还能再干几年，但也在努力为
下庄物色合适的本土人才当接班人， 希望能
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 大家携手为下庄
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谋划希望之路

毛相林介绍下庄村发展情况。

毛
相
林
看
柑
橘
长
势
情
况。

袁
孝
鑫
制
作
非
遗
产
品。

毛相林走在下庄新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