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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阳光正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伊川
县鸦岭镇高沟村新播下的麦子已经露头。这
司空见惯的一切，如今在俞新干的眼里格外
明亮，因为，他的心“明亮”起来了。

就在几天前，村里核算脱贫户2020年度
家庭收入，粗略一算，俞新干家的收入有5万
多元，连他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不过，细
想一下户头上渐渐多起来的存款，他又会心
地点了点头。

俞新干家曾是村里脱贫的“老大难”，如
今已成“脱贫光荣户”。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他无疑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

眼前的俞新干，敦厚朴实，单看面相，绝
不止 53 岁。老俞身形瘦小，却长着一双大
手，一把握上去，干枯且粗糙。“脱贫光荣户”
的不容易，都在这坚硬的老茧里了。

往事不堪回首，再谈起，心头坚硬的老俞
也禁不住抹眼泪。父母走得早，他年轻时就
撑起这个家，妻子智力残疾，打了一辈子光棍
的大哥也跟着他挤在父母在世时盖的土坯房
里。多年前，本来身体还算硬朗的大哥遭遇
了一场意外，造成一条腿残疾，治病、打官司，
把家里折腾得“一干二净”。

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多久，妻子又病
重住院。这回，老俞借遍街坊邻居、亲朋好
友，才算把妻子从医院平安地接回家。再后
来，老俞有了女儿，生活有了新希望，也又添

了一张嘴吃饭。“过去的日子不敢想，提起来
不是滋味。”老俞坐在门前太阳地儿，低着头，
不停地搓手。

问老俞，生活从哪一年开始有了起色？
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从当上了贫困户开始。”
说这话，倒不是因为老俞靠救济，而是脱贫政
策让他卸下了包袱。帮扶干部每个月都来家
里，有啥难处都帮忙解决，还常常鼓励老俞：

“新干，新干，就要把新生活干出来。”
掰着指头数变化，老俞眼里有了光：先是

危房改造，让房子大为改观；妻子和大哥都吃
上了低保金，对于这个节衣缩食的家庭来说，
已足够日常开销；还有教育扶贫，让孩子在学
校里也得到了格外的关照……“能照顾的，都
照顾了；能享受的，一项也没落下。”老俞很知
足。现在，每次帮扶干部来家里走访，问还有
啥困难，他都干脆地说没有，“政策这么好，还
有啥不满意？不好好干，对不起党的政策，也
对不起咱的良心和名字”。

把老俞家里里外外仔细打量一番，说“新
干，干出了新生活”，名副其实。

门外翻晒着的红薯秧子，是牛羊的饲草，
别人不要，老俞捡回来。步入院子，邻着上房
的厢房，一侧养着牛，一侧圈着羊，打扫得很
干净，没有明显的牲口的异味。老俞说：“虽
说是牲口，却都当孩子养，它们病了，比自己
还难受。”登上屋顶，黄灿灿的玉米、白花花的

花生，还有一片绿豆，铺满了整个屋顶，好一
幅丰收的彩色画。这些庄稼，是老俞这季秋
收的大部分收成，每一袋都是他扛上来的。

“收成不赖，就是红薯种少了。”老俞略带遗憾。
今年春上，村里发展“西瓜红”富硒红薯，他吃
不准行情，就种了半亩，没承想地头价就买到
了每公斤4元。“明年要多种一些。”老俞说。

常人看来，种五六亩地，还要喂牛放羊，
已足够一个人忙乎的了，但这些都还是老俞
的副业。在收入核算表上，大头是务工收入，
占了总收入的一半。

可是，时间从哪里来？“早起一会儿，晚睡
一会儿；能多干一点儿，就不少干一点儿。”老俞
是笑着说的。这几年，脱贫政策兜住了底线，
他便一门心思干。每天早上5点起床，喂了牲
口，便骑着三轮车到十几公里外的县城建筑工
地当小工。别人8点上工，他7点就到，眼里有
活、手上勤快。“这样工头啥时候有活，都会喊上
咱。”老俞说，只要是晴天，一个工也不愿落下。

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家，老俞却不
觉得辛苦，而是更乐于关注身边的变化。他
说，通往县城的路上，村村装了路灯，沥青马
路也修得锃亮，跑起来可得劲。

的确，心里亮堂了，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
的、有希望的。这几天，老俞家的一只羊刚产
了羔，还有一只已怀胎数月……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红林 益波

伊川县鸦岭镇高沟村脱贫户俞新干——

越干越有劲 干出新生活

“收到妞妞的信，我很意外，也很感动。”
昨日，提起贫困大学生写来的感谢信，宜阳县
三乡镇纪委书记许向前如是说。

日前，许向前收到一封从郑州寄来的信，
寄信人是郭妞妞，家住三乡镇坡头村，现为郑
州师范学院大四学生。

许向前是坡头村脱贫责任组组长。郭妞
妞在这封千余字的信中，表达了对帮扶干部
的感谢：“我很庆幸自己可以在这里安心地学
习，不必因为家里贫困的经济状况而发愁，因
为有您，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贫穷的家庭，给
予我们帮助。”她还在信中“感谢党和国家对
贫困家庭的资助”。

“妞妞家有3口人，父亲在家务农，农闲
时打零工，母亲长期患病，没有劳动能力，
2017年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许向前说，
郭妞妞品学兼优，考上郑州师范学院后，她每

个寒暑假都外出打工，以减轻家里的经济压
力，在校期间也通过兼职赚取生活费。

“我和宜阳县纪委派驻坡头村的第一书
记一起走访发现，妞妞家当前最大的困难是
住房问题。”许向前说，郭妞妞家住的是祖上传
下来的老式瓦房，年久失修，又被文物部门认
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维修困难。郭妞妞一家人
住在漏雨的房子里，苦不堪言。正如郭妞妞在
信中所写：“一般情况下，我寒暑假都在外打
工，一方面是为了挣钱，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家
房子老旧，屋里放满了东西，家里只有一张可
以睡人的床，不允许我在家里长期居住。”

今年5月，许向前利用危房改造政策，为郭
妞妞家新盖了3间平房和1间厨房。7月1日，
郭妞妞一家搬进新房，再也不担心下雨了。

此外，许向前还和同事向郭妞妞一家人
捐赠了衣服、被子、大米、面粉、食用油等生活

用品，解决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
这些帮助，郭妞妞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昨日，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郭妞妞。提起
写感谢信的原因，她说：“我觉得写信感谢比
较正式，能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地表达出来。”

“我今后会更加努力学习，让自己变得更
优秀，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大学毕业后，尽
力回报社会。”郭妞妞说，她感谢党和政府为
她家里进行危房改造，让她人生中第一次拥
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她就读的是地理科学

（师范）专业，打算毕业后回到洛阳工作，方便
照顾父母。

许向前说，日前，经坡头村脱贫评议会初
评，郭妞妞一家已经达到了脱贫标准，“我要
好好给妞妞写一封回信，鼓励她树立信心，安
心完成学业”。

本报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谷矿强

千字感谢信 浓浓帮扶情

走进三大石窟联展的敦煌展厅，在
“霓裳美仪”这一章节中，展示了敦煌壁
画中多民族服饰，尤其是其中的供养人
像，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欣赏。

敦煌研究院专家介绍，从十六国时
期至隋代，供养人像身躯较小，从五代时
期开始，供养人地位显赫，人像数量大
增，好像列序家谱，把其姻亲眷属都画在
窟内，几乎与真人相等。

以展厅中从莫高窟第 61 窟中复制
的壁画为例，该窟开凿于五代时期，是曹
议金第三子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
妇所建的功德窟，窟内画有众多的曹氏
家族供养人像。五代时期，统治敦煌的
曹氏家族 3 代与周边的回鹘政权联姻，
因此这些女供养人像所着，不仅有汉族
服饰，还有回鹘服饰。

曹氏家族的供养人像在石窟中保留
最多，在莫高窟第98窟中有2身曹氏家
族贵妇的供养人像，人物头上满插花簪，
眉间贴花钿，颊上抹胭脂、贴靥，正是五
代前蜀花蕊夫人《宫词》所说“翠钿贴靥
轻如笑”的真实写照。

莫高窟第9窟开凿于晚唐时期，壁画
中的3位贵妇上下花团锦簇，艳丽照人，
尽显晚唐敦煌贵族妇女的时尚。只见她
们戴的是花钗冠，穿的是宽袖织锦衣和
长锦裙，身披画帔。花钗冠是当时王妃、
命妇所戴的礼冠，在头发上插金银珠宝
镶嵌的花钗，以花钗数量区别尊卑。唐
制规定，一品官夫人用花钗9支，而壁画
中女供养人所用花钗有10支之多，可能
是画工疏忽所致。

这些女供养人的首饰和妆容也很值
得说道说道。当时流行的是柳叶眉，似
因形似柳叶得名，是当时尊卑皆宜的一

种眉式。印度妇女常于眉间点的吉祥红
痣，传入中国后演变为花钿，爱美的女性
用五色花纸、金银箔、云母片或鱼鳃骨等
材料，制成各种特定形状的饰物，粘贴于
眉间。

供养人头上梳的是百花髻，这是当时
年轻妇女流行的一种发式，因发髻呈花朵
盛开状而得名；发髻上插着角梳，将梳子
插入发髻，显露梳背，既可固定发型，又
具装饰作用；脖子上戴的是多重珠璎珞，
这是唐代贵族妇女流行的颈饰之一。

除此之外，展厅里还有一幅莫高
窟保存至今最为庞大宏丽的绮罗人物
像——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
这幅图展现了盛唐时期都督夫人及她的
2个女儿和9名身着男装的侍女礼佛的场
景。画中的都督夫人梳着高高的峨髻，插
着角梳，画着短而粗的桂叶眉，上身穿半
臂、下身穿石榴裙，身披帔巾，脚踩笏头
履，十分雍容华贵，尽显盛唐风范。

这组颇有生活气息的供养人像，突
破了前代整齐严肃的风格，而且人物四
周添加了垂柳、萱花、曼陀花等，并有蜂
蝶绕花飞舞，动静结合、相得益彰。

敦煌研究院专家介绍，莫高窟中保
存了超过9000身的供养人像。这些供
养人像囊括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
隋、唐、五代、宋、元、清等时期，历史久
远，而且人物形象丰富，既有帝王将相、
高僧大德，又有平民百姓、普通僧尼，既
有汉族人物，也有匈奴、鲜卑、吐蕃、回
鹘、于阗、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人物。
这些供养人像为古代佛教研究、民族志、
地方史、图像学、服饰研究等诸多学科都
提供了丰富珍贵的图像资料。

记者 李砺瑾 通讯员 黄超 文/图

在三大石窟联展中，敦煌展厅展示了不少供养
人像，为我们打开一幅一千多年前的人物画卷

敦煌供养人像：穿越千年的时尚

展品小档案
◎展品名称：敦煌供养人像
◎年代：唐、五代 ◎形制：壁画
◎简介：莫高窟中各具特色、雍容华贵的供养人像，为民族志、地方史、

服饰研究等诸多学科提供了丰富珍贵的图像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