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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下庄之心：一颗脱贫致富、向往美
好的初心

光阴弹指过，未染是初心。 23 年前，理想
是生存，下庄人与自然抗争劈山修路，努力实
现脱贫清零任务。 23 年后的今天， 理想是幸
福，是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
途中，精神再升华、力量再爆发、发展再跨越，
在创新发展中继续闪光。

下庄人是闲不住的， 这是一群虽然吃饱
了饭，还要为梦想“追风逐日”的人。

2015 年，毛相林再次扛起修路大旗，带领
村民用半年时间将机耕道升级成了 3 米宽的
碎石路，车子能进村了。2017 年在县委县政府
支持下道路完成了硬化加固，并加装了护栏。
如今从下庄出发到县城， 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左右。

“不等不靠，幸福要自己造。 ”正如下庄村
村口竖着的这条标语， 下庄人正凭借着这股
精神，一鼓作气大踏步向致富路、小康路、幸
福路迈进。

离开下庄前的那天清晨， 记者与毛相林
相约重走那条印满下庄人初心的“下庄古
道”，看到特意换上运动鞋的记者，穿着皮鞋
的毛相林提前打起了“预防针”，“我们走到哪
算哪，不能走了就回来。 ”

眼前的山路，被密林覆盖，时隐时现，时
断时续，蜿蜒看不见头。

记者小心翼翼，面对一会儿上坡、一会儿
下坡的情形，手脚并用，几次都差点摔跤。 不
时低头望去，总能惊出一身冷汗。 而前头领路
的毛相林，则一路背着手，落脚极快，丝毫不
曾犹豫，还总忙着把荆棘枝杈扒拉到两边，清
出一条道来。

一公里山路，我们竟走了一个小时，才仅
仅到达第 1 个“大台阶”。 毛相林说，“要想翻
过这座山头， 还需要再爬过 3 个这样的台
阶。 ”此时的记者早已大汗淋漓，心慌到捂着
胸口说不出话。

这样崎岖难行的山路， 毛相林从前一年
要走不下百次。 只为能够将山外的繁华带进
山里，将山里的希望带到山外。

回到山下， 记者走在如今平坦干净的新
路上，已随处可见在田间埋头苦干的下庄人，
不少村民家门口停着各式摩托车、小皮卡，还
有邻村村民开着摩托专门拉着小鸡仔、 小鹅
仔来往穿梭叫卖。 下庄村已然一派忙碌景象。

记者见到村民刘恒玉时，70 岁的他正和
妻子在田里翻弄着一块红薯地。“这么大岁数
了整天干农活累不累？ ”刘恒玉想都不想就回
答：“当年修路都过来了， 还有比那更苦更累
的吗？ ”牺牲在修路过程中的沈庆富正是刘恒
玉的女婿。 说到女婿，刘恒玉突然哽咽：“如今
女婿的牺牲换来了乡亲们的好日子，值了！ ”

刘恒玉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一着急甚
至有些口吃， 但讲起自己的收成时， 分外流
畅， 刘恒玉指着远处一片柑橘林， 喜滋滋地
说，“那一片都是我的地。 我的 10 亩柑橘，去
年收入 2 万多元。 明年是柑橘盛产期，收成还
能比去年翻倍。 ”

在下庄村，64 岁的五保户张胜生同另外
3 户一同安置在了一栋 3 层楼的“五保户”安
置房居住，通过“集中居住、独立生活”的模
式，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2018 年， 张胜生告别了过去的破旧窝棚
搬进了新房，一间近 40 平方米的房子里有着
独立厨房和卫生间。“这房子好哩，啥都有。 ”

张胜生兴奋地带着记者展示屋里的摆设，别
人送的电视机， 别人送的柜子……还隆重介
绍了一台自己花了 500 元在县城买的洗衣
机。“我是享了国家政策的福，一年补贴 7000
多元，自己还种了 2 亩地，一年能收 800 斤麦
子。日子有吃有穿，好过得很。 ”张胜生笑呵呵
地说。

干净平坦的水泥路通村入户， 仿若一条
清晰的“血脉”，构建起全村内畅外联的发展
新格局，路宽了平了，日子好起来了，老百姓
的心敞亮了，但毛相林的心却依然没有放下。

与毛相林交谈时， 总是觉得这是个温和
腼腆的普通农民。然而谈到要不要退休，62 岁
的毛相林言语间透出不一般的硬气，“现在还
不能退，我还有事没做完。 ”面对记者追问的
目光，毛相林沉吟了片刻，郑重地说，他计划
在 2023 年带领全村人奔更高水平的小康：人
均年收入达到 2.5 万元。全村目前达到这个水
平的大概只有 20%，离毛相林心中的“小康”
还有着不小距离。

盘活山里的“不动产”，发展生态文旅是
毛相林的新梦想。“我们这儿抬头即是景，发
展旅游业再应该不过了。 ”可是，农房改造需
要资金，村民们没看到效益，都担心这是“赔
本生意”。 于是，毛相林身先士卒，带头改造自
家房屋，办起了村里第一家农家民宿。 每年红
叶节期间， 毛相林的农家民宿平均每天能接
待上百名客人，短短一个月，就为他带来上万
元收入。

有了毛相林带头“吃螃蟹”，一些胆大的
村民也跃跃欲试， 村民们逐渐尝到了旅游业
带来的甜头， 发展乡村旅游业的热情空前高
涨。 2017 年，县里投入资金，帮助下庄村实施

民宿改造计划， 建成了 19 栋 34 户风貌统一
的乡村民宿，还有 65 栋 79 户尚在建设中。 特
别的是， 当下每家每户的外墙都是裸露的青
砖色，问及此，毛相林说，“已和上级申请了，
争取明年村里给统一刷上赭黄色， 看起来会
更漂亮、更有乡村风味。 ”

“即使我们不出去，也要让顾客自己走进
来。 ”下一步，毛相林要将下庄的产业发展注
入文化因子，提升内涵和品质，吸引更多的技
术、 资源向下庄流动，“目前我们与巫山县博
物馆合作建设的‘下庄人事迹陈列室’已初具
雏形，未来我们还将着重打造‘下庄古道’‘桃
花源’等旅游景点，吸引更多游客来寻访这条

‘天路’。 ” 这群质朴的村民憧憬着美好新生
活，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继续修出一条通往
幸福的路。

采访结束了，离开下庄的那一刻，毛相林
和众多闻讯前来的村民执意要将我们送出大
山。 渐行渐远，透过车窗，乡亲们的身影和大
山融汇成一体，挺拔有力。 山风有情，我的眼
睛不觉湿润了。

此时此刻，再问“精神”是什么？ 对下庄人
来说，就是世代追逐着的走出大山、惠及子孙
的梦想，是凝结着的坚韧不屈、无所畏惧的气
概，是饱含着的家国至上、故土难离的情怀，
更是坚守着的那份脱贫致富、 向往美好的初
心。 正是这样的下庄精神， 换来了峭壁变通
途，撑起了巍巍大山的脊梁。 （完）

愚公精神的当代传奇（三）

郑晋鸣

“哈哈哈......”周一班队课时，李老师播放
了一段视频，逗得我们全班哄堂大笑：一位女
士为了防止忘记关灯， 而在厨房里安装了一
个声控灯，晚上她老公煮饭的时候，煮一会要
大声“喔呵”一声，煮一会儿又要大声“喔呵”
一声，好好的煮饭现场变成了耍宝现场，确实
是太好笑了。

放学后我把视频内容讲给妈妈听， 哪知
妈妈非但没笑，还把我数落了一遍，说我根本
没弄懂李老师的良苦用心。我小嘴一瞥，不以
为然地说道：“我觉得女士的这种行为并没有
节约电，反而是在浪费电，科学老师专门给我
们讲过，灯泡在启动的那一刻很费电，所以不
要一会儿关灯一会儿开灯。 ”妈妈一愣，稍作
停顿接着说道：“你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但
是比起忘记关灯，让灯一直亮着，灯泡启动时
候耗费的这点电算什么！ ”“哼，就算不关灯，
那又能节约多少电嘛， 街上开那么多的路灯
不也没事吗？ ”“你这孩子，怎么胡搅蛮缠呢，
街上亮的路灯多， 那是为了给夜行的人们照
亮，还为了让城市的夜景更温馨。可房间里面
的灯一直亮着不是浪费是什么？ 你说灯泡节
约不了多少电，来，我们马上上网来查查看。”

说着，我和妈妈在电脑上查阅了起来。真
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一盏普通的照明
灯一天要耗电 1 度，就是这不起眼的 1 度电，
它可以让空调运行一个半小时， 让电视播放
10 小时，让电风扇运行 15 小时，让家用冰箱
运行 36 小时，让手机充电 100 次……看完这
些数据，我震惊了，也为我之前的行为感到羞
愧， 如此说来， 我们平时浪费的电还真不少
呢！我这下才突然明白了李老师的真正用意，
难怪学校再三强调要节约用电， 老师也一再
提醒我们要随时做到：人走电断。 看来，我也
要立即行动起来， 在家里实施我的节电计划
了。

妈妈拿蔬果之后，老是忘记关冰箱门，冰
箱里面接触到热空气就会加速制冷， 导致特
别耗电， 于是我赶紧写了张便利贴贴在冰箱
门上温馨提示她； 外婆晚上看手机老是爱打
瞌睡，好多次人睡着了，手机却还一直亮着，
并且房间的电视也开着， 所以我赶紧把外婆
的手机和电视设置成到点自动关机模式；爸
爸晚上总是不爱关掉电脑的待机开关， 让信
号灯一直亮着， 我也在电脑上贴了张字条提
醒他；还有我睡觉之前喜欢看侦探小说，因为
心理害怕总要开着灯睡觉， 所以我也随时告
诫自己以后阅读这类书籍不要选择晚上……

就是这样稍稍梳理一下， 如果我们家能
坚持做到这些的话， 一年至少可以节约用电
几十度，放眼到一栋楼、一个小区、一座城市、
一个国家， 那能节约下来的资源简直不敢想
象。 节约无小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生活，
抓住细节， 用实际行动参与到节能的队伍中
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系南峰小学学生。指导老师：李军）

节约用电无小事
雷心悦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
青天无到时……”李白一首《上三峡》道出巫山
的奇绝险峻， 更道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嗟
吁。地理上的巫山绝非文人墨客笔下抒情的巫
山，它从古巴蜀文明开始，就是阻隔当地百姓
出行的天堑。 从 2300 年前巫山绝壁上凿出的
战国栈道开始，那个神话中帮助大禹治水的巫
山神女，就在注视一代代巴蜀“愚公”一次次尝
试开天堑为通途的壮举。电影《开山人》则用现
实主义风格， 以忠实的影像还原了当代愚
公———下庄村书记毛永福如何带领下庄村民
栉风沐雨七年，硬是在悬崖绝壁间开出八公里
长的“天路”，似当空白练舞出 108 个“之”字
弯，将座落深谷天坑的下庄村百姓联通到外面
精彩的世界。正是有了这条凝结“下庄精神”的
8 公里天路， 才让下庄村百姓摘掉贫困帽子，
通过发展“三色经济”逐步走上富裕之路。

作为一部英模题材电影，《开山人》采取一
“官”一“民”双主角模式，搭配成地道的重庆鸳
鸯火锅，一“官”村支书毛永富性格刚烈、脾气
火爆，认准修路就一条道走到底，就像味道劲
爆的麻辣锅底；一“民”黄祥基性格较为温和，
恰似清爽的菌汤锅底，他以变通的想法和重庆
人“创活路”的精神，号召村民放弃修路转而出
门和自己打工挣钱。影片没有站在所谓道德制
高点去评判这两种观念孰是孰非，从现实角度
和不同时空语境下，这两种观念都有其存在的
合理性，为此，双方为了是否修路争吵甚至大

打出手，影片用类记录片的零度视角真实再现
村民关于修路的观念之争，这点对于传统英模
题材影片艺术创作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之举。

影片通过村民茂才媳妇怀孕生产要去医
院行路之艰难，用孩子在村民表决是否修路会
议上第一个举手赞成，道出村民在出门打工赚
钱与为子孙后代修路的心理挣扎后，以集体意
识的共识抉择最终凝聚成修路的强大内生动
力。 修路不再是从上而下的舆论发动，而是村
民渴望通过修路改变自身与子孙命运的意识
觉醒，没有等靠要政府的帮助，而是撸起袖子
加油干。 没有修路盾构机，没有大型修路机械
设备，他们就靠铁钎在绝壁上凿岩，就靠人工
打眼装炸药，不分男女的三个修路小分队奋战
在老牛背、黄花台、果子岭、鸡冠岭上。最终，黄
祥基被村民宁愿牺牲也不放弃修路的精神彻
底征服打动，自己掏钱买了凿岩的风钻，用自
己打工学到的修路技术带领村民继续修路。毛
永富是凭着一腔热血土法修路，黄祥基则依靠
专业知识去修路。双主角的设置从观念冲撞到
性格差异，再到统一思想后的并肩作战，让影
片在戏剧冲突和矛盾铺陈上有了纵深度，同时
让戏剧冲突的高潮与反转更加感人。在这种高
潮反转带来情感层面感动同时，影片用历险大
片既视感的镜头语言，又提升了在视听效果层
面的惊险刺激度。例如在对绝壁修路的运镜调
度中，将绝壁悬崖的险峻与悬挂于此钻眼凿岩
的村民融入广袤的群山间，在俯拍、仰拍和镜

头交替拉远抵近拍摄中，村民吊着安全绳在绝
壁间犹如蜘蛛人般来回摆荡，脚下便是深不见
底的万丈深渊， 这些惊险修路的镜头语言，更
加深了观众对于这些开“天路”村民的敬佩之
情。

影片《开山人》所体现的“下庄精神”，在折
射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同时，更兼具
重庆独有的地域性人文气质。茂才和黄祥基都
为修路献出了生命，而在现实中，下庄村共有
6 名村民为了修路而献出了生命，没有什么比
这 6 位鲜活的生命更能印证中华民族血脉中
流淌的坚韧，这种坚韧的品格是中华民族所共
有的，就像《愚公移山》中愚公对智叟所说：“子
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影片中下庄村学生大声喊出：“大人流血修路
为我们，我们读书为下庄。”这就是下庄村民当
代愚公精神的薪火相传，在现实中已经有走出
大山考上大学的下庄村孩子，在毕业后回到下
庄村接过教鞭，用知识回报家乡。 正是这种民
族品格中的坚韧与自信，才汇聚为强大的民族
向心力和凝聚力，让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生生
不息。同时，在毛永富等村民身上，又感受到重
庆一方水土孕育出的敢想敢干、直爽泼辣的性
格特质，就像麻辣的重庆火锅，味道十足。坚韧
的民族性格与泼辣的地域人格魅力，辅以修路
体现劳动人民最为质朴的情感和劳动本身透
出的力量的美学， 加上巫山独有的险峻风光，
共同构筑了该片在艺术呈现上的独特美学气

质。
从《开山人》与近期上映的《我本是高山》

这两部英模题材电影来看，当下英模题材电影
在保有主题先行与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同时，越
来越有浓郁艺术片的人文气息。这样的转变与
网络高度发达和时代审美密不可分。传统英模
题材电影更多在于强调叙事，讲述英模为社会
为百姓作出了哪些贡献与牺牲，从而让观众在
榜样的力量中汲取奋发前行的精神动力。而随
着网络日益发达，观众对于英模事迹完全可以
从多媒体渠道获得足够丰富的资讯，如果英模
题材只是采取机械重复叙事的策略，很难激发
观众代入性的心灵感动。 与此同时，时代审美
也更加强调个体生命鲜活的棱角，而不是过度
加工抛光后的人物光彩。无论是《开山人》中的
毛永福，还是《我本是高山》中的张桂梅，在叙
事策略上都特别强调对人物心灵轨迹的细腻
刻画，从而让观众对英模不再只是高山仰止的
膜拜，而是与人物达成情感层面心灵契合的同
频共振。

（作者简介：高小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研
究员、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

开“天路”的当代愚公———评电影《开山人》
高小立

︽
又
是
橘
红
橙
黄
时
︾ 庆

哥/

摄

要走出群山
走在一条被鸡鸣拉长的村公路上
然后不经意间回过头去，向上看
就会发现冷山，风雪以及
更多的雪还在赶来
都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严寒

红叶，岩石，时间都冻住了
你还冒着热气
因为神女峰那双握在一起的手
也握住了你视线以外的什么

———什么才是最好的爱
经历冰天雪地时有人握着你的手
一个人做了冬天的悬崖
另一个人
必然等在冰凌即落下来的深渊

你写什么，都是写意

一张四尺对开的宣纸
必然需要一首竹枝词才能成为
最美的雪

那些年，那些
篱笆墙内的事正悄悄白于你的鬓角

当你提笔，悬腕，躬身
一条长河缓缓流过你手上的江山
带着体温，情感，生命
你将泥沙，岩石，枯枝留在体内
用一种章法构成年月

我们闻到墨香
当你写完这一张，站在字里行间
成为行云流水的一部分
“看一抹湖光如炼”———

我们知道此时，山色尽显东方之美

零度以下（外一首）

南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