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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杨龙、胡政主编的 《决战决胜脱贫
攻 坚 贵 州 战 法》 一 书 ， 在 送 走
2021年、迎来 2022年的这个时间节
点推出，是承载贵州战贫惊世业绩
的史迹之作，是兑现告别千年贫困
庄严承诺的纪实之作。

何谓承载贵州战贫惊世业绩的
史迹之作？《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贵
州战法》 共有 3 卷 17 篇，即党建扶
贫卷的贵州省直机关定点帮扶篇、
20 个极贫乡镇定点帮扶篇、贵州高
校定点帮扶篇；综合卷 （一） 的开
篇、创新篇、贵阳篇、遵义篇、六
盘水篇、安顺篇。综合卷 （二） 的
毕节篇、铜仁篇、黔东南篇、黔南
篇、黔西南篇；社会扶贫卷的统一
战线对口帮扶、企业定点帮扶、社
会公益帮扶篇。从这 3 卷 17 篇的内
容架构来看，该书首先具备了内容
的完整性，即贵州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方方面面，它都有所覆盖，没
有缺漏。

另外，该书既以“贵州战法”
为 主 书 名 ， 就 应 该 体 现 脱 贫 攻 坚

“贵州战法”的完整性。贵州能够按
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最管用
的 是 因 地 制 宜 精 准 施 策 。 这 些 脱
贫攻坚“贵州战法”，不仅在该书
综 合 卷 （一） 的 创 新 篇 中 ， 通 过
环 环 相 扣 “ 攻 坚 战 ”、 深 度 贫 困

“歼灭战”、易地扶贫搬迁“持久
战”、补齐短板“突破战”、大数
据助力扶贫“科技战”、对口帮扶

“ 协 作 战 ”、 全 社 会 参 与 “ 合 围
战”、依法治贫“保卫战”、作风
纪 律 “ 监 督 战 ”、 农 村 产 业 革 命

“大会战”等 10 场大战作了专门的
记 述 ， 而 且 在 全 书 的 各 个 卷 篇 中
对“贵州战法”也多有触及。

作为承载贵州战贫惊世业绩，
展现贵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部史
迹的作品，其内容的完整性和“贵
州战法”的完整性，如同贵州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历史丰碑将永立贵
州史册，其档案价值尤为显著，其

“贵州战法”的精神内涵与样板价值
也历久弥新。

何谓兑现告别千年贫困庄严承
诺的纪实之作？《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 贵州战法》，汇聚了大量贵州乃
至国内主流媒体有关贵州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的新闻报道，以及我省党
政机关、社会团体、有关单位及相
关人员撰写的文章等等，3 卷 17 篇
的浩繁内容中，贵州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的纪实文字，一个个真实感人
的战贫故事，可谓随处可见、比比
皆是。譬如“综合卷 （一） ”中的
《环环相扣“攻坚战”》 中写道：
“‘春风行动’全面推行产业规划
和项目、春耕物资备足备齐、利益
联结机制、产销衔接机制、专家技
术服务团队共五个方面到村到人，
让 100%的贫困村建立了农民专业合
作社，100%的贫困人口参加农民专
业合作社，并在 100%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实现技术团队覆盖。”又如“党
政扶贫篇”的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自治县石门乡/立誓战贫困 创造新
光景》 一文中说：“新民村 3组贫困
户黄朝德有 10 亩地入股马铃薯种薯
扩繁基地。公司除每亩给 100元租金
外，还把每亩六成的利润分给他。

‘2016年基地才启动，我就分红8000

元钱，加上 1000 元钱的租金，5000
元务工费，一年我就收入 1.4万元。’
黄朝德说。”这些文字，以清晰的纪
实性和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记录下
史实，也感动和信服着受众。

该书的 3 卷 17 篇以“党建扶贫
卷”居首，绝非一个随意的排列，
而正是贵州能够按时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所凭靠的必然性决定的。
我省众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甚至
牺牲生命的英雄模范人物，几乎无
一例外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可歌可
泣的感人事迹，在 《贵州战法》 的
众多页码上，无不闪耀着魂魄不朽
的光火。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
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
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充盈在 《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 贵州战法》 一书
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大的感染力
和磅礴的驱动力。

(作者为原贵州日报社机关党委
书记、巡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贵州省省管专家。）

史迹之作 纪实之作
黄嘉模

本报讯 （芈姝雪 张林） 关
注身边作家，聚焦黔东文学创作，
繁荣铜仁文学评论。日前，由铜仁
学院人文学院、写作研究院联合铜
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发起，铜仁学
院人文学院中文系、铜仁学院欧阳
黔森研究中心承办，以“往事历
历，回望深情——侯长林散文创作
研讨”为主题的“铜仁作家面对
面”文学沙龙第一期研讨活动，在
铜仁举行。

侯长林教授现任铜仁学院校
长，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贵州省省管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常务理事，贵州省作家协会会
员。长期致力于文化和教育研究，
荣获了贵州省第四届“乌江文学
奖”等奖项。2021年 11月，出版
《往事回望：侯长林散文选集》，洋
洋洒洒 70余万言，全书分“校园
记事”“学术日记”“大地情怀”

“域外记忆”“人生感悟”“岁月匆
匆”六部分，是侯长林散文创作的
结集与精华。

活动现场，参加研讨的专家围
绕侯长林的散文创作畅所欲言。

“侯长林的散文文风质朴，情
感丰富，是非虚构创作的佳品。”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铜仁市作家协
会副主席晏武芳表示，从书中可以
看出侯长林虽然一直在为教育事业
奔忙，但他是以一个文学在场人的
姿态，在拥抱生活，深入生活，观
察生活，体验生活，并记录生活。

铜仁市作家协会原主席、铜仁
幼专教授安元奎读完散文集，感受
到一个学者丰富的心路历程。他认

为，侯长林人文情怀不仅浸润于文
字之中，还漫溢于文字之外，体现
在对文学的支持，对作家作者的提
携，让人感动和尊敬。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铜仁学院
写作研究院副教授王晓旭评价说，
侯长林散文集语言功底扎实，随处
可见作者的深层思考，许多细节非
常 精 彩 ， 也 有 不 少 篇 什 让 读 者
震撼。

“散文集是一部生命历程的大
书，也是一个作家真实生活历程的
文学再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铜仁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向笔群表
示，尽管我们不能回到过去岁月，
但该书却为当下提供了一种人生历
程或奋斗的精神回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铜仁写作
研究院高级编审王晖评价说，家国
情怀是这本书的底色，也是这部散
文集最显著的特征。大量的哲学和
文化关照铸就了书的厚重和品格，
作品真诚朴素而有温度。

“对于这部散文集，每一个读
者 都 会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和 阅 读 体
验。”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铜仁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写作
研究院院长孙向阳教授认为，侯长
林的散文表达了作家真实的内心世
界和一位学者对外部世界、历史与
现实的文化思考和理性省察，其匠
心独运的文化审美关照一直贯彻其
散文创作始终。其语言质朴，行云
流水，笔随心走，是作者发自内心
个体生命感悟与朴素的自然地理、
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的一场精彩
对话。

铜仁学院举行

“铜仁作家面对面”文学沙龙

再过若干年，当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回溯今天的贵州，已然
成为历史的今天，他们会去哪里寻
找记录贵州改变贫穷迎来千年之变
的历史记忆呢？或许，这套皇皇 4
册 150 万字的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贵州战法》，会让今天贵州山乡的巨
变，成为若干年后贵州这片土地上
的人们追溯历史必然选择查阅的鸿
篇卷轶。

贵州，一个千百年来和贫穷紧
紧联系在一起的内陆省域，摆脱贫
困摘掉千年贫困帽子是几千万贵州
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在全国脱贫攻
坚的世纪之战里，贵州怎样汇聚力
量形成自己的特色脱贫之路？在这
套书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见。一
篇篇看似简单的记录后面，字里行
间 是 一 种 崇 高 理 想 激 励 下 的 责 任
感，是要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改变贫
穷 告 别 贫 困 迸 发 出 来 的 强 大 使 命
感。虽然没有对扶贫之战中个体人
物的深度描述，也没有更多对千年
之 变 的 文 学 化 叙 写 ， 但 朴 素 的 纪
实，直白的记录，让我们更真切地
认识了那些倒在扶贫路上的伟大的

灵魂。他们中间既有晴隆县委原书
记姜仕坤，也有沿河大坪村第一书
记文伟红，既有中组部派驻台江县
长 滩 村 的 第 一 书 记 王 小 权 ， 也 有
《呈公主殿下书》 的作者汇川区驻村
干部余永流。丹心从来系家国，他
们用生命叙写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为贵州告别贫困用生命书
写了不朽的传奇。

拥 有 崇 高 使 命 感 和 责 任 感 的
还 有 扶 贫 一 线 数 以 千 万 计 的 扶 贫
队 员 和 农 村 基 层 干 部 。 来 自 对 口
帮 扶 省 市 的 时 代 楷 模 优 秀 支 教 校
长 陈 立 群 ， 从 广 州 到 纳 雍 支 教 的
校 长 妈 妈 詹 雯 …… 修 建 生 命 之 渠
的 时 代 楷 模 黄 大 发 ， 当 代 女 愚 公
邓迎香，“改革先锋”余留芬等，
他 们 用 崇 高 的 人 格 ， 奋 斗 的 精 神
在 贵 州 改 变 贫 困 的 历 史 进 程 中 铭
刻 人 生 的 印 记 ， 诠 释 着 敢 教 日 月
换新天的使命担当。

当这种使命和责任投入到改变
贫困的伟大征程时，社会合力就焕
发出巨大的动能。于是我们从全书
一篇篇文稿中，看见贵州脱贫攻坚
的特色战法，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

迎来贵州十年黄金发展期。翻阅全
书 ， 你 会 油 然 感 叹 贵 州 的 脱 贫 之
战，不仅仅是贵州奇迹，更可以为
全球减贫事业提供借鉴和参考。

作为一部堪称历史档案记录贵
州千年之变的泱泱巨著，基于史实
展现贵州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总
结贵州人民战胜贫困的历史经验，
弘扬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固是题中
应有之义，不容忽视的还有该书承
载历史档案的记忆功能。

一串串数字背后，是浓缩的历
史。一篇篇文章中间，是千年之变
的忠实记录。收入该书的 68家省直
机关，9 个市州，88 个县市区，20
个极贫乡镇，8个民主党派及全国工
商联，60 余家国企民企，十几家高
校……这些数字背后，是党中央国
务 院 对 贵 州 的 殷 切 关 怀 和 支 持 帮
助，是全社会勠力同心攻坚克难决
战贫困的豪气干云，是贵州各级党
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同频共振告别贫
困的坚韧奋斗。这些平实的记载，
朴素的言说，经历岁月轮回，必将
承载记忆延续教育的赋能，在未来
的日子，再现不能遗忘的千年之变。

66个贫困县按时全部摘帽，923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2万群众易
地搬迁，209名同志生命永远定格在
脱 贫 攻 坚 征 程 上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全省累计选派 21.32 万名干部到
村开展帮扶，组建 699 个扶贫督战
队，选派 4.5万名骨干力量充实第一
书记和驻村干部队伍，这些数字背
后是无数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是长
长的岁月在一天又一天的奋斗中改
变。

作 为 一 部 资 料 翔 实 的 时 代 记
录，努力追求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记
录手段是这套书一个鲜明的特色，
除了传统的文字图片表现形式，在
若干篇章首页，还配上了二维码，
读者手机一扫，即可延伸阅读，有
图有真相有声音有视频，既是对资
料的完整收录和补充，又顺应读图
时代受众的接受变化，有助于该书
展现千年之变的丰富生动，有助于
立体保存和展现珍贵资料和档案。

（作者为贵州出版集团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贵州省省管专家。）

千年之变的贵州记忆
彭晓勇

2022年“七一”前夕，《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 贵州战法》 丛书付梓
面世。这是我迄今所见到的最全面
最系统再现贵州脱贫攻坚千年之变
的纪实大全。全书分 3 卷 4 册，计
150 多 万 字 。 精 选 了 68 家 省 直 机
关、9 个市州、88 个县市区、20 个
极贫乡镇、12 所高校、8 个民主党
派、50 多家国有企业的文章共 317
篇，还配发了大量精美图片、数十
个短视频。纵览全书，以省委主要
负责人在全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作为开篇，从全局高度
提纲挈领，然后纲举目张，徐徐展
开贵州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万千景
象。省直部委厅局、各民主党派、
高 等 院 校 、 定 点 帮 扶 企 业 、 各 市
州、各县 （市区） 直至极贫乡镇，
都有内容翔实可信的专稿，从不同
侧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全方
位、立体化真实记录了贵州脱贫攻
坚的漫漫征程、丰硕成果、历史经

验和伟大精神。如此繁富生动的纪
实文章，既可供当下学习借鉴，又
可供后人研究传承，具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和长远的史料价值，为感天
动地的贵州脱贫攻坚留下了一份弥
足珍贵的历史档案，为贵州文化建
设夯实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
艰辛。”这套丛书成之不易，是上千
名编纂者历时两年呕心沥血之作。
脱贫攻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是亿万人民接力开创的人间奇迹。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闯过了多少惊涛骇浪，创造了多少
奇迹和经验？把海量的珍贵资料搜
集起来，精挑细选，分门别类，再
熔于一炉编纂成书，是一项精细而
又 艰 辛 的 系 统 工 程 。 难 能 可 贵 的
是，丛书编委会暨全体编纂者知难
而上，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深厚的
贵州情结，以只争朝夕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主动请缨并圆满完成了这

项 艰 巨 任 务 ， 个 中 甘 苦 ， 可 想 而
知。好在有各级领导关心支持，全
省上下共襄盛举，这才终于大功告
成。由是观之，这套丛书称得上是
贵 州 脱 贫 攻 坚 伟 大 事 业 的 时 代 产
物，是脱贫攻坚伟大精神感召催生
的集体奋斗成果。

让我们暂且跳出书本，放眼全
国全省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贵州
脱贫攻坚这篇大文章，追根溯源是
写在贵州 17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写在 4000多万贵州各族人民心坎里
的 。 贵 州 曾 经 是 全 国 贫 困 人 口 最
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
省 份 。 明 代 建 省 伊 始 ， 就 被 称 为

“天下第一贫瘠之地”。新中国成立
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直到 20世纪
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排在全
国末位。摆脱贫困是贵州人孜孜以
求的梦想，是一代代贵州人万难不
屈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贵州作为

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能不能如期
完成任务，事关全国大局。贵州上
下 众 志 成 城 ， 不 辱 使 命 、 不 负 重
托，不获全胜誓不罢休。全省经济
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摆脱了末位，66 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923 万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192 万绝对贫困人口搬
出大山，减贫人数和易地扶贫搬迁
人数均为全国之最，在贵州大地上
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精彩篇章，
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和
参考。

贵州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
的战略定位和贵州脱贫攻坚任务如
期完成关系全国大局的重要意义，
从根本上赋予这套记录贵州脱贫攻
坚 “ 千 年 之 变 ” 丛 书 的 价 值 和 意
义。尽管这套丛书难免有欠缺、有
疏漏，但瑕不掩瑜。何况，多少代
贵州人荜路褴褛、披荆斩棘、用心
血和汗水乃至生命书写的脱贫攻坚
大文章，岂是一套丛书写得尽的？
为此，尚需寄望于更多有志于此的
新闻出版、社科理论、文学艺术等
各界人士各展其长，把十八般武艺
用足用够，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
共 同 书 写 贵 州 脱 贫 攻 坚 的 精 彩 篇
章，更完整更完美地让脱贫攻坚的
人间奇迹和伟大精神彪炳史册，光
照千秋，变成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变成我们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变
成子孙后代的传世宝藏。

（作者为原贵州日报社、贵州日
报报业集团总编辑，首届省核心专
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脱贫攻坚贵州奇迹的纪实大全
干正书

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出品的电视
剧 《花繁叶茂》，以花茂村脱贫攻
坚和新农村建设为背景，讲述新时
代干部群众战贫困、奔小康的生动
故事。花茂村原名“荒茅田”，曾
是一个增收难、留人难、村容差的
贫困村，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地党
委政府统筹推进精准扶贫和美丽乡
村建设，让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如
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美丽田园。从“荒茅田”
到“小康村”，花茂村正是贵州脱
贫攻坚、新农村变迁的缩影，贵州
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也是全国脱贫
攻坚成效的缩影。

该剧改编自作家欧阳黔森报告
文学 《花繁叶茂》。欧阳黔森多次
深入花茂村，一住就是几个月，创
作了这一报告文学，分别在 《人民
文学》 2018 年 1 期头条刊发，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整版发
表，历时一年多完成了电视剧 《花
繁叶茂》 剧本创作，该剧本获得
2018 年度国家广电总局优秀剧本
重点扶持，并于 2019 年 3 月开始
拍摄，于 2020年 5月 11日在中央
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并在优酷视
频、腾讯视频、芒果 TV、哔哩哔
哩等平台同步播出。作为一部现实
题材剧作，《花繁叶茂》 坚持了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
一的原则，是一部集“中国梦”

“青山绿水”、精准扶贫、民族文化
于一身的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该
剧已荣获第 16届中美电视节“中
华文化传播力奖”。

该剧剧情真实，情感真挚，感
人至深，催人向上。编剧、总制片
人欧阳黔森对当下农村现状的熟
悉，对广大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
对基层干部有着深切理解，从而塑
造出了唐万财、石晓峰、何老幺、
欧阳采薇、潘梅、李小翠、赵子
奇、马老三等众多身份贴切、生动
立体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当
代广大农村群众的思想情感和基层

干部的艰辛与不易。虽然有辛酸，
有汗水，有困惑，有苦恼，但更多
的是收获与希望。

如唐万财，他既有率领全村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无私奉献精神，又
有固执、虚荣等特点，正如剧中乡
党委书记石晓峰所言：“面带猪
相，心中明亮。”还有何老幺，他
忠诚、憨实，却又缺乏独立精神。
这些形象在基层组织中具有一定的
典型性，真实、生动、接地气。如
果创作者对当下村组干部没有深透
的了解，绝对塑造不出如此鲜活贴
切的村干部形象。

除了生动的人物形象，故事情
节跌宕起伏，矛盾冲突接连不断。
该剧一开始就以欧阳采薇、赵子
奇，王隆学三个下派的第一书记为
线索，以花茂村“三改”和土地流
转、产业园建设、乡村旅游发展为
主线，以纸房村和大地方村的煤矿
开采的安全隐患和拖欠工人工资、
养蜂和花椒种植等各种矛盾为附
线，不时还穿插着唐万财与潘梅、
欧阳采薇与赵子奇、郑宇成之间的
感情纠葛，使全剧矛盾冲突不断，
看点频现。

作为主旋律作品，该剧并没有
空泛说教和人物形象的假大空，而
是以细致入微的体贴与关怀，写出
了人心人性，写出了人情冷暖，使
主题在情与理中不断深化。由于该
剧中的矛盾合情合理，拨动人心，
让观众感同身受，从内心理解脱贫
攻坚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引导观众
对脱贫攻坚这一伟大事业从理性上
认可、从感情上支持、从行动上参
与，从而达到文艺作品的宣传和教
育的作用。

总之，该剧是欧阳黔森对贵
州大地和脱贫攻坚的深切关注和
深情书写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是
贴 近 现 实 、 贴 近 时 代 、 贴 近 人
民、催人奋进的主旋律作品；是
集思想性和观赏性为一体的精品
力作。

电视剧《花繁叶茂》：

集思想性观赏性为一体的精品力作
晏武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