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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挲大地》以渭北高原陕西铜川
耀州区为原型，以正、反、合三个篇章，
以鲜活的时代性、深沉的思考性，展示
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中国新农村的蓬勃
图景。作品中的让礼村，是泾渭流域
典型的农业村社。它是耀州区乃至
铜川地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的缩
影。20世纪3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
在这里创建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
据地。今天，在培育中国共产党成
长壮大之地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
变化，是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
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
度、理论正确的形象证明。作者
以新闻捕捉能力和文学描述功
力，展示了时代的进步，揭示了
进步的根由。在作者笔下，当
下的村庄日益鲜活立体。

与广大农村一样，由于时
代变迁，让礼村暮霭升起、倦鸟
归巢的景象早已渐行渐远。
而正如人类来自黄土，终将还
要回归黄土一样，乡村，以一
种完美的姿态，又终于在岁月
流变中翻转成一道耀眼风
景。更重要的是，曾经伴随着
庄稼野草朴素生长，传承千年
的文化根脉和基因，依然鲜活
流淌，在果木葳蕤中升华成新
的吟唱。作者平实、优雅地
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可喜变
化，透露出乡村社会的美好
愿景，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的
深刻投影和作家的使命担当。

中国在骨子里是个农业
国家，充满农耕文明的诗意审
美。正如在让礼村，劳动应和
时令，情感率性真纯，对天地
人从容淳朴，一句老腔就能
唱醉一个个鲜

活的心灵。让礼村不仅是地理意
义上的村庄，还是情感意义上的故
乡。所以，虽然时代巨变，社会不
断发展，人们离开故土，在异乡漂
泊，但是，农村，田野，泥土的芬
芳，青草的味道，大自然深情的呼
吸，都在每一个远走他乡的人身
体里悄悄地收藏。

作者的超越之处，在于对现
实有深切关注，又对未来抱有坚
定希望。他发现生活之河依然
欢欣向前，乡村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田野上，有逐渐回归聚拢的
人心，大地上，人们的生存形态
和生活方式正被重新定义。今
天的农村，让人有越来越多的新
鲜感受，它曾经是并将持续是人
们心灵打开、捋平、安放的空
间。相对于当下许多习惯于正
确与急切叙事、缺乏耐心观察与
剖析的作品，邢小俊对新时代的
巨变和农民的精神风貌，有着真
诚广博的思考。他善于从实际
生活中捕获灵感，有独到的发
现。乡村的振兴，是走出乡村的
人们回过头来，对乡村价值的重
新认识。振兴的乡村，应该是传
统与发展相融合，仁德有序，道
德圆满，身心皆可安居的村落。
作者的笔下，乡村既接续时空，
传承文化，又负载情感，展示变
迁，这是对农村和生命永恒简单
而朴素的深刻揭示。

整体而言，作品结构精巧，语言
形象，情绪饱满，文字凝练，欢乐与
悲伤、乡愁与希望的交织勾描，使让
礼村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
历史意义。

有经济学家断言，“中国经济最
大的潜力就是每个人都有过上美好
生活的愿望”。中国农村最美好的
前景，就是每个人都能幸福生活，都
能寄托乡愁。如此，可以设想，当一
粒粒种子叩动大地之门，一个民族最
有活力的呼吸，会从地底喷薄而出，
凝聚成激越上升的壮观能量。让礼村
的生命和前景终究会是何种模样，无
人能精准预测，包括作者自己。而作
者的可贵之处，是将新农村巨变的思索
的闸门打开，让思考起航。

将整个世间浓缩进一个村庄，由
人物、故事的实，上升到生命感悟和探
究的虚，作者对文学作品样式的深度，
拓展性书写，进一步扩张了纪实文学的
诗意空间。

（据《光明日报》作者：刘玉琴）

园周村，是浙江永康城南、英山
岭下、南溪河畔的一座小村庄。20
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落后
村。2017 年，这里竟然跃升为中国
名村影响力排行榜 300 位中的第
220位。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天地之
间有园周：一位村支书与一座乡村的
振兴》（简称《天地之间有园周》），便
是解密园周村如何完成由蛹成蝶的
艰难蜕变，成为新世纪美丽乡村建设
和乡村振兴伟大工程的大书中十分
精彩的一章的。

园周村的奋进与发展，离不开其
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条件。历史悠
久的石城山和南溪河，使园周村拥
有了依山傍水带来的神妙奇绝的风
景之美，与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肥
沃土地、丰沛水资源。而自公元
1290 年迁至英山岭下的周氏始祖
始，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孕育、形成并
不断发展的“水莲文化”，则使后世
的英山周氏，英贤辈出。明代的监
察御史周琦，便以清廉勤勉之风，不
仅为园周村留下了绣衣牌坊、御史
府第等诸多历史古迹与文化遗存，
而且开了园周一心为民、以身作则
的清官风气。

在这一历史文化的滋养下，为
民造福、恪守清白底线的为官之
风，在园周村的干部身上得到了
充分体现。其中的一个典型便是
村支书周双政。1962年出生的周
双政，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即
以开办和经营印刷厂开始了自己
致富路上的成功尝试。入选村
民委员会后，他毅然放弃了自己
苦心经营的印刷厂，带领村里人
开始了改变园周村、建设园周村
的宏伟事业。回顾20年的发展
之路，园周村的建设实际分为
三步走。

第一步是基础设施建设。
周双政首先带领大家建成了

一座横跨南溪的水泥桥，还把村
庄的主干道整修拓宽为一条宽达
8.5米的水泥路，由此实现了园周村
与外界的顺畅联系。接着又建成了
气派的设备完善的大园小学，再是
在鸟坑山上建起了山泉蓄水池，解
决了园周村的日常饮水问题。

搞好了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步
就是农居房的改造。将破败的旧房
危房推倒，原地或是易地重建，村里
前后三期的农居房改造工程不仅大
大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提升了人
们的生活品质，而且美化了村庄环
境，让园周村的村容村貌得到了彻底
改观。

第三步是发展休闲旅游业，把园
周村打造成一个休闲旅游名村。蜿
蜒于山岭的园周长城、映湖、四和常
祠堂、御史府第等历史遗存与自然
景观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村口的大型
摩崖石刻的设计规划……这些使园
周村从物质形态与精神或文化形态
上取得了美丽乡村建设的不俗成绩。

一部园周村的奋进与发展史，
令人难忘的是以周双政为代表的村
干部。与时俱进、敢为人先的魄力和
一心一意为村民谋利、舍小家为大
家的品质与胸襟，无疑离不开时代
大环境的影响和园周文化的濡化。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乡土文化对人内在的影响无疑
是惊人的。当发展路上遭遇最
大的拦路虎——资金匮乏时，
园周村人先以拢田拢山的办
法，让村里经济发展有了基础
和源泉；接着让村里土地实现
合理流转，集约经营，对低效
利用土地进行再开发……这
些高招都是需要魄力和勇
气的。

正所谓“人杰地灵”，
这 部《天 地 之 间 有 园
周》，不仅记录了一个江
南村庄的经济发展与
历史变迁，更反映出
自然山水文化、传统
清廉文化等与当下
社会的亲密互动，
尤其写出了作为
社 会 发 展 的 主
体 —— 人 ，在
其 中 起 到 的
至为关键的
作用。（据
新 华 网
作 者 ：
俞 世
芬）

中国大地最辽阔的是农村，
农村是这个国家最为深沉的基
础层面。

尽管时代的变迁导致原有乡
村概念及乡村面貌的改变，可中
国的农村没有消失，依然运行在
广袤的大地上，即便有众多的农
民涌向城市，但农村依然是他们
的大本营。今天，中国的农民已
经在做着一件足以影响这个国
家未来的事情——建设新的基
层政治文明生态，有效施行法律
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为民
做主”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
根本转型。

2020年，我国农村将终结贫
困。在我看来，贫困不仅仅是物
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精
神的脱贫与物质的脱贫应相向
而行，可能这更为艰难，更为深
远，也更有意义。可以想见，物
质生活上脱贫后的农民必将有
精神上的期待和追求，他们在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2020 年就在触手可及的前
方，因此，前瞻性的精神层面的
开拓和提升已时不我待。

2016 年，仲春时节，我第一
次前往浙江省宁波市所辖的宁
海县，我去那里是想实地踏访
当地已经开展了两年的一
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
作。之前，我在上海
收到了宁海县纪委
快递来的《宁海
县村级权力清
单 三 十 六
条》，这是
一 本 巴
掌大的
可 以
装

进口袋的薄薄的小册
子，一共只有 32 页，却
涵盖了重大事项决策、
项目招投标管理、资产资
源处置等村级公共管理
事项方面的19条权力，以
及村民宅基地审批、困难
补助申请、土地征用款分
配等村级便民服务事项方
面的17条权力，并且每一项
都有一目了然的权力运行流
程图。一句话，村干部哪些
该做，哪些不该做，该做的怎
么做，一清二楚。

仔细读完这份权力清单，
我心情十分亢奋。我想，有了
这份权力清单，那便真正做到
了还权于民、权为民所用，村干
部的权力因制度而被规范和制
约。一切涉及权力的运作完全
公开透明，都受到村民瞪大眼睛
的监督，村民可以真正行使参与
决策、监督的权力。

我拿着这本轻薄的小册子，
却感受到它的千钧重量。我也非
常清晰地意识到这份村级权力清
单对于农村的特殊价值。但是，这
毕竟只是纸上文字，真实的状况究
竟是怎样的呢？我决定亲自前往
踏访，用自己的眼睛去探察，去审
视，去判断。我这一去便是一年半
载。当我在宁海的乡村里留下自
己许多的脚印之后，我看到了那
样一种真实的存在与力量。

在《权力清单：三十六条》这
本书中，我想把我耳闻目睹的
宁海在政治生态建设和乡村治
理方面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用文字记录下来。希望人们
能通过我的这本书，感受到当
代中国农村正发生着的变革，
感受到当代中国农民热诚
而 深 切 的 追 求 和 奋
斗。（据《解放日
报》 作 者 ：
简平）

开 卷 有 益

著 书 者 说

重 磅 荐 读

一个江南小村的
奋进之路

——读报告文学《天地之间有园周》

★作者 简平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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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个滕头村》
作者 王宏甲
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反映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实
现乡村振兴的全景式长篇报告文学，展现了该村多年来

加强党的建设，坚持道路自信，党组织带领村民坚守“一犁耕到
头”的精神，深入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发展以生

态产业为龙头的集体经济，全体村民脱贫致富，共建共享发展成果，成为中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样本的光荣历程。全书打破线性叙事手法，通过聚焦问题
来结构文本，通过讲故事来阐明意义，具有鲜明的思辨色彩。

《一湾到底是大道》
作者 孙昌建

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

本书以宁波市鄞州区湾底
村的发展历史为背景，聚焦脱贫
致富的引路人村支书吴祖楣，讲
述了近40年他带领村民农业起
家、工业发家、生态兴家，摸索探
寻出了湾底村在乡村振兴中独
具特色的实施路径，最终实现乡
村蝶变。本书将湾底村作为中
国农村发展的一个缩影进行剖
析，反映出 40 年来改革开放对
乡村的深刻影响，是乡村振兴在
新时代的鲜活实例。

关仁山“平原系列”
多年来，关仁山坚持为农民

写作，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
象，创作的《天高地厚》《麦河》《日头》

《金谷银山》4 部长篇小说，形成“平原
系列”，全面反映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

国农村的发展史，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
发展进步的美好图景，揭示了新一代农民建

设家乡的心路历程，有历史跨度、时代高度、哲
学深度和美学力度，受到普遍的认同和赞誉。

★作者 邢小俊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从《拂挲大地》读懂当代乡村

乡村治理的实践创新乡村治理的实践创新

★作者 孙侃
★出版社 红旗出版社

勾勒中国乡村振兴蓬勃图景不懂乡村，就不了解真
实的中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过程中，文学理应“在场”，及时
传递“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深度呈现
当代中国农村正发生着的变革，记录乡
村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探索，透视乡村人
精神的成长，关注新的基层政治文明生
态等。而通过文学作品，与土地、与农
民、与乡村对话，深入发掘其中蕴含
的精神启示、经验探索，也将有助于
我们更加清晰地思考和推进当下
的乡村振兴工作。

——编者

《乡村振兴与美丽乡
村建设》

作者 李艳蒲 穆永海
张秀昌

出版社 中国农业科学
技术出版社

本书主要介绍了乡村振兴
的本质含义、我国乡村振兴现状
与解决策略、乡村振兴规划与行
动纲领、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规
划、村庄规划与乡村旅游、乡村
综合开发与田园综合体等方面
内容，适合作为农村基层人员开
展工作的参考资料。

（本报综合）陕西铜川耀州区乡村一瞥陕西铜川耀州区乡村一瞥（（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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