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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阜平战斗了11年的聂
荣臻元帅，听说阜平人民还过着贫困的生活，含着热泪说：

“当年，9万阜平百姓，养活了我们9万军队，他们为革命做
出巨大贡献和牺牲……阜平不富，死不瞑目！”

可是，眼前的阜平，富起来了吗？崎岖的山路，破旧的
土房，简陋的木桌椅，低矮的黄泥墙……时间，好像在这大
山深处停滞了。甚至，那激动人心的太行歌声，也听不到
了——孩子们不会唱歌，这哪行啊！

回北京后，马兰孩子们的面庞不时浮现在眼前，让邓
小岚无法入睡。她披上衣服，走到书桌前，一枚印章映入
眼帘——“马兰后人”，这是父母亲送给她的礼物。注视着
这枚印章，想到乡亲们的淳朴善良，邓小岚豁然省悟：父母
对她的厚望，都刻在这印章里啊！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永远不能离开人民，永远要为人民服务。这，才
是“马兰后人”沉甸甸的寓意。

“没有歌声的童年是苍白的。音乐是打开人心灵的钥
匙。”就在那一刻，邓小岚决定：回去，回马兰去！为乡亲们做
点事，让山里的孩子把歌唱起来！音乐可神奇呢，好的音乐
能陶冶人，塑造人，给人信心，给人力量。对孩子们来说，音
乐可以张开他们梦想的翅膀，为他们的人生带来无限可能。

退休后，邓小岚立刻来到马兰，开始义务支教。那时
候，马兰村的教室很破旧，她就自己筹钱，把教室翻修一
新。她又从同事、好友那里募集到各种乐器，全都运到马
兰来。她还成立了马兰小乐队，教孩子们唱歌与演奏乐
器，用音乐培养孩子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

脱贫攻坚动员令从阜平发出后，马兰村的一切都在快
速发生改变。新的楼房拔地而起，香菇大棚连接成片，乡
亲们的身上充满奋斗的豪情。邓小岚动员乡亲们改造厕
所，栽种树木，共同打造一个美丽、卫生、和谐的马兰村。
教学之余，她扛着铁锹和锄头，和乡亲们一起去村口修路、
去山上栽树……

对这片太行沃土，邓小岚爱得深沉。这份爱，不只是
敬惜与感念，更是反哺与报答，是为了让乡亲们早点过上
衣食无忧、精神富足的好日子，拼尽满腔血，捧出一颗心。

山村终于有了自己的音乐节。2013年8月，邓小岚发
起了“马兰儿童音乐节”，就在马兰村里举办，村里孩子与
来自各地的艺术团体一起，登台表演，歌唱美好的新生活。

从此，在阜平的胭脂河边，不仅有孩子们的追逐，还有
了琴声；在太行山脉铁贯山上，不仅有孩子们的嬉闹，还有
了歌声。不少孩子体会到音乐的美好、浪漫，新时代属于
他们的未来，也逐渐清晰、美好。

“马兰儿童音乐节”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引起北京冬
奥会开闭幕式导演组的注意。2022年2月，包括马兰孩
子在内的44名阜平娃，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
孩子们头戴小红帽，脚蹬虎头靴，神清气爽，落落大方。他
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会歌，一曲终了，全场动容，世
界惊艳。

山里娃登上了世界级舞台，这在马兰村，绝对是一件
大事情，乡亲们都沸腾了。

开幕式第二天，在马兰村广场，有村民看到贾明兰站
在电子屏幕前，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定睛细看，屏幕里正
重播阜平娃的开幕式演唱视频，贾明兰的女儿也在里面，
镜头扫过，笑容甜美。

村民故意问：“这是谁家闺女啊？”
贾明兰骄傲地说：“我家闺女呗！”
村民由衷夸赞，闺女这么有出息，这个贾明兰，跟从前

可大不一样了。
说起从前，贾明兰就心酸。家里五口人，住在小土屋

里，脚都迈不开。院子里挖一个坑，垒一圈石头，支上锅，
就是灶台了。晴天还好，遇到雨天，只能搬进屋子里烧柴
火，满屋子烟，看不见人。家里本就困难，丈夫李秀国还爱
打牌，两口子为此没少吵架，女儿见了人都不说话，总是低
着头躲着走。

后来，县里发展规模养殖，村民可以贷款养猪，政策上
很照顾。村党支部书记孙志胜专门找到李秀国：“秀国，茶
靠人烧，水靠人挑，脱贫要靠自己一双手。现在扶贫政策
好，千万别错过机会。”

李秀国的养猪场开张了。县金融服务中心不仅给他
贷了款，还找来致富能手，手把手教技术。孙志胜更是时
常登门，了解情况，加油鼓劲。大家这么帮衬，李秀国说，
不干出个样来都没脸出门。他把心思全用在养殖上，到了
年底，卖猪的钱一数，心里别提多美了。这时候，马兰新村
也建成了。李秀国一家搬进新居，三室两厅，宽敞明亮。
客厅墙上是大屏幕电视，旁边还挂上一幅书法：人勤年丰。

日子越过越和顺，女儿主动说，想跟着邓老师学唱
歌。贾明兰求之不得，把她送到邓小岚身边。没多久，女
儿就起了大变化：不仅歌唱得好了，性格也开朗多了。贾
明兰最爱听女儿唱歌，女儿的歌声就像淙淙的山泉，那么
动听，那么美好，让她觉得，这日子，真的越过越有盼头了。

有一次，她忍不住对女儿说：“孩子，妈妈也想学
唱歌！”

“好啊！先学这首《我的家乡》吧！”女儿说着，轻轻唱
了起来，“鲜花开放，彩蝶纷飞，我们美丽的故乡……”

贾明兰学得认真，唱得动情。在田间地头，乡亲们常
常看到，贾明兰一边干着活，一边哼着歌，脸上的愁云不见
了踪影，就像变了一个人。

歌声润乡村，不光贾明兰变了，整个马兰村都变了。
村子里建起了月亮舞台，修好了音乐广场，不仅有马兰小
乐队，还成立了马兰艺术团和马兰秧歌队。逢年过节，四
野八乡的演出邀请一个接一个。闲时载歌载舞，日子活力
迸发。乡亲们都说，物质上富裕、精神上富有，这才是我们
想要的生活！

马兰村美起来了，富起来了，邓小岚却走了。但是，在
乡亲们心里，邓老师一直“活”在他们中间。马兰村的音乐广
场，时时会播放邓小岚教给孩子们的歌曲；青山环抱、绿水围
绕的月亮舞台，默默诉说着一名老共产党员扎根乡村的奋
斗故事；“音乐马兰”的建设如火如荼，邓小岚把音乐带给了
马兰村，如今，这件“法宝”正让这个村子发生着美丽蝶变。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加美
好的日子而奉献、奋斗的人。去年春天，党中央和国务院
追授邓小岚“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邓小岚用自己的奋斗证明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始终镌刻在党的旗帜上，镌刻在百年奋斗的征程中，镌
刻在每一名共产党人的心窝里。

奋斗之歌
“水瘦山寒”“阜平不富”。地处太行深处的河北阜平，

底子薄，条件差，是个众所周知的“穷窝窝”。
让阜平富起来，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这是共产

党人的庄严承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
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就是要兑现这个
庄严承诺，就是要筑牢共产党人的执政根基。

2013年，中共阜平县委新一任领导班子成立。冒着炎
夏酷暑，班子成员一头扎进大大小小的村子里，调研脱贫工
作。之后，他们多次召开全县各级干部会议，商讨脱贫大计。

一次县委常委会上，有名同志提出一个问题：“这些
年，各级党委政府都很关心阜平，一直帮扶阜平，可阜平为
啥总是拔不掉穷根？”

阜平的困境，大家都有感触。于是，从历史到现实，从
基础设施到地理环境，大家分析了很多原因：

——阜平山多地少，还都是河滩山坡地。老百姓中间
一直传着几句顺口溜：“人均半亩地，种些小玉米，喝点糊
糊粥，盼着吃大米。”多少年了，日子就是这么熬过来的。

——阜平不光土地贫瘠，基础设施也差，交通尤其闭
塞。别说没有火车站，有些地方汽车开进来都费劲。这些
年政府搞招商引资，外地企业来考察，大都很失望，怕把投
资砸山沟里了。有的人开着小车来阜平，车子在山道上颠
簸，走了不到一半路，就掉头回去了。

——重重大山封闭了道路，也封闭了乡亲们的思想。
阜平人穷久了，思想都麻木了。年轻人跑到外地去打工，
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地都撂荒了。村庄越凋敝，
年轻人越不肯回来，形成恶性循环。

一条条困难摆出来，会场的气氛变得沉闷起来。
为了脱贫，阜平人没少奋斗，可基础条件实在太差了，

乡亲们老是富不起来。都说阜平的脱贫是场硬仗，可这仗
到底该怎么打？

有同志不甘心：“放眼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一些县，
困难也不比咱们少，人家能干出成绩，造福一方，咱们为啥
就不行？关键还是要发展产业！”

马上就有人接话：“以前搞过‘两种两养’，力气没少
下，效果很一般。”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人继续说：“‘两种’是种核桃、种大枣，‘两养’是养

牛、养羊。拿养羊来说，以为能挣钱，结果对植被破坏大，
在太行山区难推广。种大枣吧，想法也很好，‘桃三杏四梨
五年，枣树当年就还钱’，但乡亲们各自为战，产品既无品
牌，又无包装，质量良莠不齐，销售渠道也不通畅。说一
千，道一万，产业没少搞，赚钱却很难……”

调研越深入，县委领导同志越深切地感到，阜平要脱
贫，困难是不少，但比困难更令人担忧的，是盘踞在一些人
心头的畏难情绪，说到底，是对拔掉阜平的穷根缺乏信
心。当务之急，是要在阜平的党员干部心头树立起攻坚克
难的必胜信念。

“这困难，那困难，要我说，畏难才是最大的困难。总
书记都说了，‘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回想抗战时期，
比现在难多了，可阜平人从没退缩过。现如今，全国很多
贫困县都摘了帽，咱们就摘不了？难道要把这帽子传给下
一代？想一想阜平的革命史、奋斗史，老辈儿人怕过啥？”

一次动员会上，县委领导同志的一番话掷地有声、很
动感情。台下的干部们听了，心里大受触动。

但是，脱贫的路数不是拍脑门儿拍出来的。如何让太
行山上长出“金疙瘩”，还要从县情出发，脚踏实地，尊重科
学，才能干出成绩来。

县里请来农林方面的专家，把阜平走了个遍，果然有
了新发现：阜平的自然条件，适合种植食用菌。而且，现在
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吃喝讲究质量，食用菌是很
有前景的“朝阳产业”。

不过，也有人提出来，种食用菌在阜平是个新鲜事，以
前没搞过，把大量人力、物力投进去，风险太大，一直穷得
叮当响的阜平，可经不起折腾了。

干事创业哪能没有风险呢？只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把这个产业摸清吃透，就不信干不成。经过开会研究，新
一任县委班子确立了发展食用菌产业的大方向，还当众立
下“军令状”：“全县党员干部要像钉钉子一样，一锤接着一
锤敲，乡亲们一天不脱贫，咱们就一天不下火线！”

阜平的食用菌产业，一开局就困难重重。
“宁走十步远，不走一步险，如果种不好，亏本了不说，

还白瞎一年工夫，那真叫赔了夫人又折兵。”村民们没种过
食用菌，加上吃过“两种两养”的亏，普遍有顾虑。

干部下乡动员，道理讲了万万千，村民们听了后，兴趣
仍然不大，干劲就更小了。有村民回到家，媳妇问开什么
会？回答说：县里号召种香菇。媳妇笑得直不起腰：“香菇
要是当饭吃，全家还不得瘦成皮包骨啊？”

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
万击还坚劲，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困境中谋发展，这是奋斗
者必然经历的阶段，是走向成功的风雨洗礼。

再难也要打开局面。阜平县专门成立食用菌领导小
组，县政府主要领导出任组长。

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食用菌领导小组有了新思路：企
业干两头，群众干中间，科技打头阵，保险担风险，金融做
支撑，政府当靠山。简单说，就是乡亲们只管种菇，科研、
管理、收购、技术推广等等，都交给企业来办。

种食用菌要建菇棚，建菇棚就得流转土地。一些村民
听说要把土地流转出去，心里先就打上一个结。

县里很快出台新政策，鼓励大家流转土地：流转一亩
地，每年补助1000元。乡亲们掐指一算，流转金旱涝保
收，再去食用菌企业做工，干一天就能拿回一天的工资，比
自己辛辛苦苦种玉米、土豆强得多，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光有好政策还不够，种食用菌得靠技术。县里又
广聘专家，请专家们进村入棚，手把手帮菇农解决技术难题。

有一次，王林口镇的农民李向文的菌棒变红了，明白
人说，那是染上了“红粉菌”，传播很快，搞不好就要绝收。
消息报告到县里，县长刘靖知道了，立即拉上专家侯桂森
往王林口镇赶。赶到时，李向文已经把菌棒扔沟里了，侯
桂森忙让他捡回来，仔细查看后说：“你放心，还有救！”

侯桂森当场把治病方法详细讲授给李向文，交代清楚
后，正要上车往回走，李向文一个箭步拦在车前，说：“得了
红粉菌，已经亏了，要是施了药还治不好，误了时间还白瞎
了钱，亏上加亏，算谁的？”

侯桂森一愣，还没来得及说话，刘靖走上前去，拍了拍
李向文的肩膀说：“听侯教授的，放手去治，真出了问题，我
担着！”

“你说的是真话？”
“我一县之长还能说假话？”
李向文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时，一名前来看热闹的

菇农突然问：“种香菇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为啥不见村干
部来种？”

这句话把在场的干部问得心头一震。是啊，看来好事要
办好，也需要干部带头。乡亲们心里没底，更需要干部带头。

那时候，每周二、周五晚上，食用菌领导小组都要开
会。会议讨论了菇农提出的问题，最后决定：食用菌产业
刚上马，不确定因素多，阜平的村干部要干在最前头，给乡
亲们当好开路先锋。

从那以后，阜平的村干部开始带头承包菇棚。两年
后，菇棚挣钱了，想承包的村民多了起来，村里的菇棚就不
够分了。

这时候，县里又号召村干部：把包的菇棚让出来。
不少村干部想不通了，免不了有怨言：“村干部也是人

啊，有风险的时候让我们上，现在赚钱了，又要我们让出
来，当干部就非得吃苦到底、让利到底吗？”

县委领导同志听到了，在一次会上动情地说：“大家还
记得‘树叶训令’吗？当年晋察冀边区闹灾荒，用树叶当口
粮。聂荣臻司令员命令部队，村庄附近的树叶，碰都不能
碰。为啥？不与民争食。战士们宁肯饿着肚子打仗杀敌，
也要给乡亲们留口饭吃。现在我们号召干部给群众让利，
跟先辈们比起来，算事儿吗？”

先让村干部带头包菇棚，出成果了再让村干部让出菇
棚。村民听说了，看到了，心里既踏实，又服气。

夏日，刘靖带着专家们实地察看菇棚建设情况。来到
平阳镇长角村，发现菇棚里静悄悄的。大家心里起疑，香
菇特别娇嫩，需要精心照料，可这里的菇棚为啥空无一人？

他们上前细看，满棚的菌棒正在出菇。这时候最需人
手，要调节菇棚的温度、湿度，要通风换气，采菇也得及时，
如果香菇开伞了，口味会变差，就不值钱了。时间紧急，专
家们二话不说，亲自上场采菇。

过了一个多小时，几位菇农才回来。原来，他们回家
睡午觉去了。一位专家指着菇棚说：“正在节骨眼上呢，你
们倒是麦田里返青——不荒（慌）不芒（忙）！这么好的香
菇，开伞了不心疼啊？”

这件事让大家感到，食用菌产业要顺利发展，每个环
节都要管细，每项工作都要过硬。只有做好人员培训、制
定标准、规范流程，菌菇的产量、质量才有保证。

回县城后，食用菌领导小组很快制定出一整套的菇棚
工作流程。从菌棒入棚、出菇管理，到每个菇棚放多少菌
棒等技术指标，都做出明确规定。

李向文按照侯桂森提供的管理方法，那一年不仅没亏
损，还赚了几万块钱。尝到甜头的他，对县里的产业思路
更信服了。他联合几家农户，成立了合作社，逐步实现种、
管、收、卖一条龙。

当时，不少地方种的是传统口蘑，两年才出一季菇。阜
平的专家们研发出食用菌高效生长技术，一年可出一季
菇。李向文听说后，专程把侯桂森请来，想要缩短出菇时间。

察看了菇棚后，侯桂森说：“县里的食用菌产业发展很快，
不光要用新技术，更要采用现代生产模式，你的菇棚要升级。”

经历了红粉菌事件，李向文把科技种菇这件事琢磨透
了，想法很明确：农业一定要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才
能干出点名堂。他恳切地对侯桂森说：“磨刀不误砍柴
工。需要升级，咱就升级！全听您的！”

“一年出一季菇，每季菇前后算起来，要8个月时间。
还有4个月，菇棚是闲置的。如果采用温室型出菇棚，可
以两年出三季菇，也就是全年没有闲置期。”侯桂森向李向
文“面授机宜”。

“那就建温室型出菇棚，把所有时间都利用起来！”李
向文毫不犹豫，当场拍板。

说干就干。温室型出菇棚很快建起来了：墙体采用新
型保温材料，棚内配备立体床架、微喷、风机水帘等设施。
果然，后来两年能出三季菇，而且菇盖肥厚，香味浓郁，一
看就是好香菇。

几年后，李向文操持的合作社升级为食用菌生产企
业，采用了全自动灌装制棒、净化制冷等先进技术，建成了
智能化养菌车间，一切都成了工业化、流水线式的生产方
式。如今这家企业日产菌棒15万棒，年产超千万棒，成为
阜平县食用菌龙头企业之一。

产业兴，百姓富。
时至今日，阜平县的食用菌产业覆盖了140多个行政

村，受惠群众5万多人，超过阜平县农村人口的1/4。阜平
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3262元增加到
2021年的12342元，将近翻了两番。

信心之歌
信心是希望的火种，是前行的动力。

“山高沟深龙泉关，乱石滩里难挣钱。”地处阜平西部
的龙泉关，是年深历久的贫困镇。

刘俊亮担任镇党委书记后，连走路、吃饭都在琢磨怎
样啃下脱贫这块硬骨头。他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一有时间
就往村里跑，在庄稼地里跟乡亲们聊天，撸起袖子帮农民
干活，就想知道乡亲们的想法。对很多村子的情况，他比
自己家里事都清楚。

龙泉关的乡亲说，浇树浇根，交人交心，刘俊亮扑得下
身子，能跟咱交心。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而村党支部
的关键，又在村党支部书记。龙泉关资源并不少，关键缺
干事的人。刘俊亮和镇领导班子商量，要想办法把有知
识、能干事的年轻人请回来，培养成村子里的致富带头人。

一个冬夜，一名驻村干部告诉刘俊亮，黑崖沟村的村
党支部书记赵先宁不想干了。赵先宁原先在北京做图书
生意，刘俊亮“三顾茅庐”才把他请回乡。如今，他在任上
干了不到一年，怎么就打退堂鼓了？

第二天一早，他披上棉大衣，就找赵先宁去了。
黑崖沟是龙泉关西边的大村，800多亩地，1000多口

人，当时还没通公路。刘俊亮深一脚，浅一脚，赶到赵先宁家
时，赵先宁刚起床。开门一看，赵先宁吓了一跳，只见刘俊亮
满身是雪站在门口，裤腿、鞋子全湿了，头顶上冒着热气。

“你这么个大土地爷，为啥还不想干了？”刘俊亮进屋
就问。

赵先宁说话不藏着掖着：“黑崖沟1000多口人，亲戚
套亲戚，人际关系盘根错节。这一年咱是苦没少吃，气没
少受，还落下不少怨言，这是何必呢？我真尽力了，你还是
另请高明吧。”

“黑崖沟是你家乡，你不建设，等谁建设？真金不怕火
炼，火炼方出真金。脱贫攻坚是场硬仗，咱们是在‘打仗’
呢。你是要当块真金呢，还是当个逃兵？再说了，以后乡
亲们富起来了，你却没给大家出过力，心里不愧得慌吗？”
刘俊亮也直来直去。

赵先宁不好意思了：“黑崖沟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
坡，发展产业实在是太难了……”

“眼里是困难，就都是困难；眼里是信心，就一定能找
到解决困难的方法。你是个文化人，为啥不从文化上想辙
呢？”刘俊亮说。

赵先宁心中一动，刘俊亮接着说：“宜农则农，宜林则
林。黑崖沟虽偏僻，可是有毛掸子会、抬龙节，还有这青山
绿水，干好了都是财富啊！”

赵先宁一拍大腿：“保定第一高峰歪头山，华北第一高
桥黑崖沟大桥，也在咱们这呢！”

刘俊亮笑了起来，站起身走到窗前，指着窗外说：“这
都是金银山和米粮川，我就不信你赵先宁没办法！”

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那天早上，两个人谈了很
久。赵先宁最终决定不走了，还当场表了态：“党组织这样信
任我，再苦再难，我也要尽一份力，带领乡亲们摘掉穷帽子！”

后来的几年，在镇党委的领导支持下，赵先宁组织乡
亲们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和特色旅游，还吸纳了网上直播团
队入驻。天南海北一线通，太行风景入眼明。黑崖沟渐渐
成为网红打卡点，游客越来越多，发展越来越好。

脱贫成果要巩固，乡村发展要持续，就得让乡亲们长
精神、立志气，由“揣着手看”变成“甩开手干”。店房村党
支部书记刘淑军对此深有感触。

几年前，刘淑军出门干活，见几个村民坐在石墩上晒
太阳。刘淑军感到奇怪，这么好的天，为啥不下地？

一个村民说：“种那点玉米，值不了几个钱，还不如
歇着。”

“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不下地，你吃啥呢？”刘淑
军不解。

“上面会发扶贫款呢。”
刘淑军听了，心里不是个滋味。他想，天有日月星，人

有精气神，一个人再穷再苦，也不能没了精神。等着别人
送，啥时候能脱贫？

靠着一股子敢闯敢拼的劲头，刘淑军走出店房村，拉
起施工队，干了不少大工程。后来，县领导请他回乡，刘淑
军爽快地答应了。身为店房村人，他想为村里干点事儿，

带着乡亲们一块儿致富。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刘淑军带着乡亲们修公路、盖

工厂，还建成一个特色鲜明的国防教育基地。店房村一手
发展加工业，一手发展旅游业，短短几年间，旧貌换新颜，
成了周边最富裕的村。

县里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时，店房村选了一片向阳地，
建起漂亮的小区，盖起崭新的楼房，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搬迁标准是统一的，按每人25平方米计算，免费入住。

可奇怪的是，楼房建好了，乡亲们却迟迟不搬家。刘
淑军去了解情况，乡亲们把他围在中间。一个老人拉着他
的手说：“现在搬进去了，以后会不会把房子收走啊？”

刘淑军大笑说：“放心吧，住进去就是你的了！”
村民李大爷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自己种菜吃，搬上

楼了，上哪儿种菜啊？”
这倒是个实际问题。刘淑军召集村干部开会，决定在

小区留出一片菜地，分给各家各户。
不久，有的村民想明白了，高高兴兴搬进新居。也有

人还在犹豫观望。和村两委干部商议后，刘淑军一声令
下，村里党员干部纷纷拆老屋、迁新居。党员干部一搬，跟
着搬的村民多了起来，小区里越来越热闹了。

那位担心没地方种菜的李大爷，以前住的房子是石头
和土坯垒的，年久失修，一不小心就塌一个窟窿。如今他
住上新房，用上地暖，出门两步路，就是一片菜园，平时种
点白菜萝卜，也够自家吃的了。李大爷高兴地说：“冬天脚
底板都热乎乎的。这房子啊，暖和！这心里啊，舒坦！”

易地扶贫搬迁，店房村是一个缩影。到2022年上半
年，阜平全县易地扶贫搬迁5万多人，住房改造提升近7
万人。19万农村人口中，有12万人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青春之歌
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

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
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

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阜平考察，年
轻的顾路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

顾路红的家乡在阜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
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
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
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
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路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
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

话是这么说，事也这么做。顾路红丢下山西的工程，
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
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上任后，顾路红对乡亲们说：

“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路红也想当一个状元，
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

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
担挑，靠小车推。顾路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
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
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

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
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路红听说后，带着工
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
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路红说，乡里乡亲的，客
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
了，连连点头。

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
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路红听了，耐心地
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
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
路红说：“三年不登门，是亲也不亲。咱基层干部，就得勤
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

顾路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
亲们排忧解难。渐渐地，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
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

在顾路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
青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
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
早早就被游客们预订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
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
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

孙志雪比顾路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
的90后。小时候，她跟着邓小岚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
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她，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
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
是我学习的榜样。

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岚老师，教村
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
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
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薪尽火
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她那样，把根扎
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

奋斗的青春最幸福。阜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
天宽。不光像顾路红、孙志雪这样的阜平儿女，就连外地
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

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
来，在阜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
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

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
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

“为了脱贫，阜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
“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
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
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

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
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
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阜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
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

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阜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
在阜平县带个头！”

“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
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
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

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
团队，住进阜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
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

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
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
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情防治。几年下
来，晒得黝黑的他，成了种植水果的行家里手。

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
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阜平传开
了，鼓舞着更多阜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

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阜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
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
而开启！

“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
就是人民，绘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
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

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阜平不富”
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启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
续写华章……

（原载2023年2月13日人民日报）

歌 声 起 太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