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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唐荣桂

16 日夜，百色狂风大作，在广西百色市市政府大院，朋
友唐志平偶遇准备回百坭村的文秀，依旧是招牌式的笑容，两
人有说有笑，眼见着文秀启动车辆，摇下车窗说再见，缓缓消
失在黑夜中。

唐志平以为，这只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分别，可这一面竟成
永别。

还有太多的人，甚至没来得及和文秀说一声再见。
她委托本报记者牵线，邀请北京的大学生到百坭村，给留

守儿童上课，可她再也没机会听到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一位
选调生刚收到她寄的芒果，本想问她要地址，回赠特产，可微
信那头怎么都没了音信；父亲节，她送给父亲养肝护肝的药
材，可父亲再也听不到她的叮嘱声……

文秀说：“走出去(乡村)之后肯定有部分要回来。”文秀
属于走出后又义无反顾回来的那一小部分。

文秀的老家在百色市田阳县巴别乡的大山中，贫瘠的土
地，讨生活都难。文秀未满周岁时，父母带着她和哥哥姐姐到
了县城附近，承包土地，开荒种果。

上山摘果，下河摸鱼。作为家中幺女，文秀从小受到家人
的宠爱，拥有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果树逐渐挂果，文秀也茁
壮成长。带着这片红土地给予的深厚能量，文秀一步步跳出农
门，来到首都北京求学，成为家人的骄傲。

即使远在北京，文秀也牵挂着家乡的山山水水。“壮族歌
谣里蕴含着丰富的资源，教人向善。”文秀对本民族文化充满
着兴趣，花了两个月时间回家乡调研，撰写出硕士毕业论文
《广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

百色，是一个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
石山区、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于一体的特殊地区，是全国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作为自己的家乡，面对如此情况，怎么还有理由不回来
呢？”念兹在兹，无日或忘。 2016 年，文秀硕士研究生毕
业，毅然踏上了南归的列车。

2018 年 3 月，不顾亲友们的劝说，黄文秀主动请缨，成

为百坭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贫困户不理解，工作条件艰苦，深夜一个人形单影

只……困难远超出文秀的想象，迷茫和困惑挥之不去。时不
时和其他第一书记交流，疏解压力之外，更多的是寻找解决
问题的办法。“长征的战士死都不怕，这点困难怎能限制我
继续前行。”文秀给自己鼓劲。

不知哪天，文秀把微信名改成了“百坭女子图鉴”。
一个屯一个屯走访，一户一户做动员，一个项目一个项

目落实……一年下来，成绩斐然：村里 88 户贫困户甩掉了
贫困的帽子，硬化 1 . 5 公里屯内道路，新建 4 个蓄水池，
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 6 . 38 万元……

今年 3 月 26 日，文秀驻村满一年，汽车仪表盘的里程
数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她简单地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取得了成绩，朋友们为文秀由衷高兴；这背后的付出，
朋友们心疼不已。和其他女生一样，文秀也爱美，喜欢长发
披肩、长裙飘飘，但选择驻村，意味着与这些远离。

驻村一年多，文秀把头发剪短了，皮肤变黑了……这些
大概让文秀懊恼了好几天吧。

繁重的工作之外，还有生活的重压，但文秀总是笑着迎
战。

随着父母年纪渐长、身体渐弱，作为家中唯一的“读书
人”，她自觉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操心家里的大事小事。

在校时，她寒暑假很少回家，留在北京勤工俭学，赚钱
买药寄回家；母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忍不住干重活，她
打电话“狠狠”责备；小侄儿不听话，只要她一个电话，小
侄儿就乖了；父亲身患肝癌，文秀往返驻点村和医院，悉心
照料手术的父亲……

今年 5 月，校友收到文秀的微信，说想吃海底捞。几个
校友陪着文秀一起狂吃，畅谈未来，大家能够感受到文秀的
压力，父亲出院了，她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在村里忙于工作，终身大事自然被耽误。以前，面对大
家的“催婚”，文秀总是嘻嘻哈哈说工作忙，没时间。这次
聚会，她轻描淡写地说，要赶紧找个男朋友把自己嫁了，好
让父亲安心。

工作中、生活中的苦，文秀很少向身边人表露。
在朋友眼中，她永远是大家的“开心果”。微信朋友圈

里，经常可以感受到她的俏皮可爱。

村民和她开玩笑，送了超级酸的枇杷，说：“书记，这
个真的好甜好甜啊。”文秀试了一颗，龇牙咧嘴。答：“我
们不是没有吃过糖。”

喜欢运动，会弹古筝，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文秀总是积
极向上生活着，一如她的笑靥，总是散发着阳光，带给人温暖。

对朋友，文秀是慷慨仗义的“姐姐”。朋友小孩满月，
她会精心准备礼物，包上“大大的”红包；芒果熟了，她会
给各地的朋友各自寄上一箱；自己掏钱，资助孤寡老人、留
守儿童……直到文秀离世后，朋友们才知道她出身贫苦农
家，家境并不宽裕。

在家乡村里建一所幼儿园，为驻点村重建村务服务中
心，陪伴父母老去……文秀还有很多心愿没完成，年轻的生
命就戛然而止。

朋友们发起了网络募捐，建幼儿园、村务服务中心，善
款将用于实现文秀的心愿；她的父母也是大家的父母， 2016
届广西定向选调生们决定，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 5 至 10
元，赡养文秀的父母。

斯人已逝，但仿佛文秀并未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用爱继续守护她热爱的故土。

亲友追思倒在扶贫路上的黄文秀

泪别文秀：“不愿你成英雄，只望你平凡过一生”

本报记者王俊禄

“杨梅红了，道路开工了，你咋就走了！”“ 51 岁，太
可惜了！” 6 月 18 日下午，浙江省仙居县安洲街道岭脚村的
天空有些憋闷。哀乐声中，岭脚村村委会原主任王如友的送别
仪式在村里举行，近千名村民自发悼念。

6 月 2 日下午 5 点半，一大早起来忙了十多个小时的王如
友突然感到头痛、乏力，返回家中同妻子徐秋芬说了句“我累
了睡会儿”，随即歪躺在沙发上。七八分钟后，他被村民的电
话叫醒，又起身出门办事，不料走到门口时突然倒下。家人边
急救边打 120 ，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还是回天乏术，被
宣告“猝死”，年仅 51 岁。

让“杨梅村”告别“销售难”

“我家的 150 多株杨梅 5 月底就被预订一空，这要感谢如
友。他和村干部一起办了杨梅节，打响了岭脚村杨梅的名气，
再也不愁卖了。”村民林国友说。

2017 年初，岭脚村要换届选举了。在外做生意的王如
友接到了很多乡亲们的电话，请他回村参加村主任选举。

“当村干部吃力不讨好，生意做得好好的，回去受那罪干
嘛？”妻子徐秋芬表示反对。“有机会能让自己的家乡发展起
来，我还是想去试试。”就这样王如友结束了外面的生意，参
加村委会主任选举，并于当年 3 月当选。

岭脚村有 230 户 970 人，种植优质杨梅树 1600 亩。村里
杨梅虽甜，但保质期短、知名度低、销售不畅，因此烦恼不
少。再有，村道只有 4 米宽，村民出行不便，更影响运输。五
六十平方米的杨梅交易市场规模也太小，限制了销售，村民只
好赶到 15 公里外去卖，很不方便。

王如友上任后，与村支书张水平等合计，决定举办杨梅
节，提高当地杨梅的知名度。 2017 年 6 月 18 日，安洲街道杨
梅嘉年华在岭脚村举行。

“没想到，首届杨梅节就打响了品牌，外地客商慕名而
来，当年全村杨梅销售额增加到了 700 多万元，今年预计将达
上千万元。”张水平说。

为了扩大杨梅销售，王如友又建议新建道路、扩建杨梅市
场。这些民生实事要真正落地，还要考虑每户村民的诉求。新
建的 12 米宽、长 768 米的村道，还涉及邻村岭下张村的土
地。白天村民不好找，王如友和村干部们抽出晚上时间，三
次、四次地上门，反复沟通，最终使工程得以顺利开工。

村文书张国良介绍，王如友在做好村民思想工作的同时，
还积极到街道、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经过不懈努力，该村获

得了 190 万元的补助资金。
“今年杨梅嘉年华活动放在杨梅市场新址上举办。没想

到杨梅红了，他却走了……”村妇女主任张文娟哽咽着说。

村民的难事，如友的账本

“全靠如友啊，我们村的移民房才能如期开工。今天他
走了，我们一起来送送。”邻村 60 多岁的张金花老人抹着
眼泪说。

完山头村下坑自然村，在岭脚村后面的高山上，海拔
300 多米，全村 40 多户， 110 人因为地质灾害急需搬迁，
规划征地 20 多亩。 2017 年，安洲街道把这任务交给了岭脚
村。时间紧任务重，王如友一上任就一头扎在了村里，挨家
挨户做村民工作，有村民想不通的，他就一趟趟上门，一遍
遍做思想工作。在王如友没日没夜的努力下，下坑移民村如
期开工建设。

忙完移民征地，王如友又开始谋划起村里的美丽乡村改
造工作。岭脚村地处仙居县城区的最西边。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当周边已是高楼林立时，岭脚村还是一片破旧的矮房，
村民们对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新村规划建
设是要求一户一宅，先拆后建。当真要求村民拆除老房子
时，大家又担心：拆了建不回怎么办？

张永其一家 7 口挤在 80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是村里
的缺房户。王如友找上门来时，张永其还是下不了决心。王
如友个人向他承诺：任期内一定让他们一家住上新房，要不
住我家！

“我和如友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特别好，我相信他
的能力和承诺。”在拆迁协议书上签字后，张永其还主动做
起哥哥张卫国的工作。目前，该村一期 70% 的老房已经拆
除，新村规划也已完成。

“拼命三郎”赢得百姓口碑

妻子徐秋芬说，王如友血压偏高，有时劝他休息一下，
但他总是拍拍胸脯，说身体强壮着呢，“事情太多，忙完再
说”。

从村民们的口中，拼接出了王如友最后两天的日程
表———

6 月 1 日早上 7 点起：开始忙新建村道工程开工准备，
以及安排工程队到杨梅市场进场施工等工作。

1 日晚上：在村里和梅农签订安全责任书，直至 2 日凌
晨才休息。

2 日 6 点起：仅休息 3 个多小时后，与村干部一起在工
地上忙碌。

2 日中午：没有休息，现场了解移民房屋建设进度等。
2 日下午：突然辞世。
英年早逝，闻者皆悲。“这几年，他为村里做了很多好

事实事，大伙儿不会忘记他！” 71 岁的张仙花老人感慨；
村民张园林身患重病，王如友多次上门慰问，给钱给物；
92 岁的张文照说起重阳节时，王如友和张水平自掏腰包买
补品来慰问，泪洒衣襟……

“以前我总不明白，村里有什么好忙的，还倒贴钱，光
烟钱每年就倒贴五六万元。可是今天，这么多人来送父亲，
我很感动，也很自豪。”儿子王子翔说。

在街道党工委书记朱康标看来，王如友能说会做，苦
干又巧干，工作卓有成效。“让村子美起来，村民富起
来，这个村干部才没白当。”这是当选后，王如友给村民
们的承诺，他用责任和忠诚践行着一个基层干部的初心。

痛别如友，岭脚村党员干部们正振奋精神，将王如友未
完成的工作进行到底……

痛别如友：杨梅红了，路开工了，他却走了
浙 江 仙 居 近 千 名 群 众 送 别 岗 位 上 猝 死 的 村 干 部 王 如 友

▲王如友（左二）和村书记（左一）在移民新建房屋现场勘察。林国友供图

▲学生时的黄文秀。

▲黄文秀工作中留影。 ▲ 6 月 22 日，黄文秀的告别仪式在百色市殡仪馆举行。 图片来源：网络

“不愿你成为英雄，只希望你平凡

过一生，快乐、结婚、生子、老去。”朋友
在黄文秀离世后痛心地说

黄文秀，1989 年 4 月生，北京师
范大学 2016 届硕士研究生，广西定向
选调生，生前任广西百色市委宣传部
理论科副科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
第一书记。6 月 17 日凌晨，黄文秀从
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
难，年仅 30 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
贫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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