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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中央摆着一个大方桌，几名妇女围桌而坐，有
的正翻开书页细细品读，有的则手握铅笔，一笔一
画地写着“老”“幼”“爸”“妈”等汉字。房间里，还有
一名“老师”在旁指导。

这名“老师”是家住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
堡镇玉池村的全国人大代表马慧娟，房间里，马慧
娟创办的“泥土书香读书社”的成员们正在参加一
场集体读书活动。作为一个在黄土地上长大的农
民，马慧娟的生活因读书和写作发生了巨大改变，
她也希望教更多农民读书识字，为他们的人生增
添更多可能性。

马慧娟今年 40 岁。得益于政府实施的易地搬
迁扶贫工程，2001 年，马慧娟一家从宁夏固原市
泾源县搬迁到红寺堡区，在罗山脚下、黄河岸边扎
下根来，种田、养牛养羊和打工成为她的生活
常态。

在马慧娟看来，劳作之苦算不了什么，真正难
以忍受的是心灵的孤独。马慧娟说，过去农民文化
水平普遍偏低，在村里想借本书比借钱都难，思想
更难交流出去。“好在书本给了我最大的想象空
间，让我知道远方的具体样子。”她说。

2010 年，马慧娟尝试用手机在 QQ 空间里写
随笔，开始了一边劳作一边写作的生活。十年间，
她用拇指在手机上敲出了上百万字，按坏了 13 部
手机，记录了许多像她一样的农村妇女的酸甜苦
辣。她在宁夏重要刊物上发表第一篇散文并获得
第一笔稿费后，村里人看到了文化的力量，越来越
多人喜欢上了她的文字。

书本和写作改变了马慧娟的命运，她先后当
选红寺堡镇文化站站长和全国人大代表。为了让
文化在黄土地里更好地生根发芽，她在全国两会
上提出了加强地方图书馆、文化馆建设等建议，促

进乡村文化建设成为马慧娟履职的重点。
2018 年全国两会闭幕后，马慧娟回到玉池

村，利用村里的农家书屋创办了读书社，并很快吸
纳了首批 20 多名社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然

而，由于社员中多半不识字，读书社变成了“识字
班”。

最初，马慧娟有些头疼和灰心。“后来想想，这
些女性大多上了年纪，又要养牛养羊，又要顾家，

要求她们有比较高的文化起点，的确不现实。”
马慧娟说，读书社是一个平台，在这里，农民除
了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能了解政策和法律，在
精神上也能有更高追求。

“以前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连厕所外面的
‘男’和‘女’两个字都分不清。”玉池村村民苏发
说，现在她到外地能看得懂车牌，接孙子、取药
时也会写自己的名字。玉池村村民金雪萍说，读
书等文化活动拓宽了她的眼界，丰富了她的生
活，去年，她参演的微电影还在自治区级活动中
获了奖。

付出取得了成果，但马慧娟履职的步伐没
有停歇。近两年，马慧娟在农村调研时发现，互
联网、智能手机已经在农村普及，然而，不少农
民却难以享受智能化带来的便利，他们不会上
网、扫二维码、用手机阅读，可能会成为被互联
网时代甩在身后的人群。

“不会使用电脑、智能手机，不仅让这些人
的生活缺少了乐趣，也让他们在看病挂号、缴纳
各种费用时遇到麻烦。一些贫困群众脱贫后也
可能因眼界受限，不能及时掌握先进知识、技
术，收入再次和别人拉开差距。”马慧娟说。于
是，她又提出了加强贫困地区成年人教育，进行
“二次扫盲”，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

在马慧娟看来，健全完善农村文化体系，对
于做好乡村全面振兴这篇大文章意义非凡。今
年两会前，马慧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她发
现，很多乡村虽然建设了文化阵地，却缺少专门
的文化协管员，有些乡村虽然有专人专干负责
相关工作，却因待遇过低，难以激发相关人员积
极性，文化阵地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对于这些
问题，马慧娟进行了认真思考研究，今年，她将
带着新的建议走进全国两会会场。

马慧娟代表：让文化的力量深扎泥土

初见全国人大代表马慧娟时，她穿着朴素，黑
边眼镜后的双眸闪烁着智慧，谈吐间流露的“书香
气”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40 岁的马慧娟是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
堡镇玉池村人，人称“拇指作家”。虽然只有初中学
历，她却在十年间按坏了 13 部手机，用拇指在手
机上敲出了上百万字，正式出版了五本书，只为记
录农村女人的酸甜苦辣和农民在黄土地上的奋斗
故事。

在马慧娟的新书《走出黑眼湾》中，她参照身
边故事，写了十多个小人物从故土难离到乔迁惊
喜，再到脱贫致富的曲折人生，也写了他们憨厚朴
实、百折不挠、与命运抗争的精气神。

黑眼湾村是马慧娟的老家，位于曾经“苦瘠甲
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2001 年，她和家人搬迁
至红寺堡区，这里至今已累计接收移民 20 多万
人。马慧娟告诉记者，种地、养牛喂羊、顾家、打工
几乎是移民村妇女生活的全部，但她的生活却不
能没有书和手机。

“文字于我，于我的生活，是照亮内心的一束
光亮，手机则为我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她说。

马慧娟从小就听农村妇女拉家常，她了解她
们的苦与熬、忍与期，记录她们身上的坚韧和力量
似乎已成为她的使命。“我不想世人一提到西海固
就只想到苦难，在国家扶贫政策等支持下，西海固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马慧娟说。

书，改变了马慧娟的命运。2018 年，马慧娟先
后当选红寺堡镇文化站站长和全国人大代表。马
慧娟希望将自己与书结缘的这份幸运带给更多的
人，她在村里成立了“泥土书香读书社”，希望更多
农村妇女通过学知识活得更好。

乡村文化需要不断进步，才能跟上乡村振兴
的脚步。无论是建立读书社，还是在 2019 年全国
两会上就“互联网时代的文盲”现象提出“二次扫
盲”助力乡村振兴，还是今年计划就“健全完善农
村文化体系”提出建议，乡村文化建设一直是马慧
娟关注、履职的重点。

今年，她将带着新的思考走进人民大会堂。
“乡村振兴需要乡村文化振兴。而农民会用、用好
手机，参与、爱好乡村文化活动，都需要有专人引
导。”马慧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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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作家”的“泥土书香”情

（上接 1 版）进入精准扶贫期后，为了彻
底改变贫困村民的生存环境，斩断“穷根”，
2017 年至 2019 年，瑶山迎来史上力度最大
的搬迁。政府总投入 6000 余万元，安排居住
在深山里的最后 246 户 1045 名瑶族同胞当
中的 206 户住进县城的兴旺社区，40 户安置
在小七孔景区门口的梦柳小镇。

与过去相比，第七次搬迁具备鲜明特点：
方式由部分搬迁变为整体搬迁；搬迁主要目
的地，由山下的乡村变为县城，246 户移民和
其他乡镇移民，搬进了县城基础设施配套最
完善的社区。

出山，历经艰苦卓绝的探索

酒壶，猎枪，鸟笼，是瑶族男人酷爱的
“三件宝”。搬到县城快两年，何国强虽没
有碰过“三件宝”，每天却精神焕发。当记
者到访他家时，孩子们正安静认真地上网
课。墙上贴着很多孩子获得的奖状。“我吃
尽没文化的苦，现在梦想就是让孩子们读
好书。”

搬迁前，深山村民对外面世界心怀恐惧。
“一开始做搬迁动员，有的寨子的人全躲起来
关门不见。”派驻到兴旺社区做移民工作的瑶
山乡干部何春柳回忆，工作队反复上门，耐心
说明，争取他们理解。

在兴旺社区，每个乡镇都要派一个干部
跟踪服务移民，瑶山乡派了三个。对一些不识
字的瑶山移民，教他们记楼栋房号的办法，
“ 7 像镰刀，11 像筷子”；带他们“县城一日
游”，熟悉超市、菜场、医院、学校、广场的
位置。

进城不久，何国强打消了顾虑。何春柳东
奔西跑，不仅帮他联系去工地做工，还给他妻
子黎美丽介绍了养老院的工作。“第一次带黎
美丽去找工作，跟着我身后的她，紧紧抓着我
的衣角不放。”何春柳说，她后来做护工跟人
打交道多了，大方、自信了。

目光明亮、风风火火的何春柳，是一位布
依族青年女性。在移民眼中，她就像随时排忧
解难的“110”。她打开微信里的“瑶山移民就
业服务群”，告诉记者：“这个群有 357 人，从
2 月底以来一直发布招工信息，对受疫情影
响的困难户，我们采取一户一个就业帮扶办
法。”

一代一代的基层干部接力，为“七迁”付
出了汗水、辛苦乃至生命。搬到水瑶新村，一
开始移民和周边的布依族村民有一些矛盾，
县里抽调布依族干部覃红建任新村支书。开
荒之初食物不够，覃红建开车拉自家的粮食
发给村民；奉献 19 年，直到 2018 年 8 月因胃
癌去世。

就在覃红建去世那年年底，村民人均年
收入达 6545 元，顺利脱贫摘帽。移民们以瑶
族最高礼节为他敲响铜鼓，鼓声经久，回荡
不息。

多次搬迁过程中的瑶山人，还接收到全
国各地的真情爱心。王陆保是瑶山瑶族乡现
任乡长，也是全乡第一个大学生。到今天瑶山
已经有 30 多个大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
达到 100%。“高中阶段资助我的是一位深圳
的老师，叫陈朝萌，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名字。”
他说。

记者辗转联系找到了在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工作的陈老师。他至今保留着十多年前王
陆保寄来的 12 封信。“物质上的帮扶解决了
少年时的困难，精神上的鼓励温暖我一生。”
王陆保心怀感激。

奋斗，向着自力更生的方向

沧桑“七迁”，书就了一部瑶乡人与贫困
战斗的史诗。每一次迁徙的章节，都留下了他
们艰辛奋斗的故事。

水瑶新村的稻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却
无法满足对增收的向往。“有一天，覃书记对
我说，光有粮食吃还是不够，必须外出打工，
金山，你年轻，你带个头吧。”2004 年，时任村
委会副主任、32 岁的谢金山踏上旅途。

从广东到浙江，谢金山由搬运工、泥水工
干起，四年后，在浙江义乌一家工厂上班，勤
劳、正直的他获得了老板信任。“他说要是你
们老家有像你这样肯干的人，都可以带过
来。”谢金山欣喜若狂，一夜无眠。2008 年，他
带领 40 多个村民进厂。

喝醉酒晚上在外躺一觉，这是过去在瑶
山经常可见、当地名为“滚地龙”的陋习。如
今，这种现象在搬迁进城后的兴旺社区几乎
看不到了。“融入新社区，他们的生活习惯、精
神风貌都在变。”何春柳说。进城的移民除了
进厂、入店、到工地务工，有的还转包了城郊
附近的农地开展种养。

移民罗教金在承包的 15 亩蜜柚地里发
展林下养鸡。“未来要靠自己奋斗，对城里生
活，我的信心不断增强。”17 岁的罗小心在荔
波职中读酒店管理，搬迁进城的父母身体不
好，他到县城酒店兼职，利用业余时间打工补
贴家用。

开枝散叶、走出去的瑶乡人在外面打
拼，生生不息；而留在瑶乡、历次搬迁聚集
移民最多的拉片村，发展方兴未艾。懂蒙瑶
寨的村民集体搬迁后，寨子作为传统村落
保护下来发展旅游，创造了不少就业、增收
机会。

30 岁的青年谢金成外出打工几年后，
2018 年回乡牵头开办了“瑶绣坊”农民专业
合作社。虽遇到资金、销路、产品设计等问题，
但倔强的他并不气馁。“创业的信心来源于我
们的民族特色，穿着白裤瑶服装走在外面的
街上，总有很高的回头率。”他觉得创业的价
值还在于，“虽然我们走出深山，但不能忘记
自己的根。”

何春柳告诉记者，迁入县城过春节时，
有的人仍然按照敬奉自然神力的传统在家
门口放鸡毛、野草。“何国强对他们说，不是
挂几棵草、几根鸡毛，生活就能发生改变。鬼
神靠不住，靠得住的是我们的国家、是自己
的双手。”

“七迁”出深山

■采访手记

崔久秀（右二）在喀什疆果果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调研收集职工的建议和心愿（3 月 28 日摄）。

27 岁的全国人大代表崔久秀现为新疆喀
什地区疏附县良种繁育场党支部书记、场长。
2014 年大学毕业后，来自山东的崔久秀选择
“到西部，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走进新疆南疆
喀什，开启了新时代支边生活。

在担任喀什地区疏附县萨依巴格社区党支
部书记和疏附县良种繁育场党支部书记、场长
期间，崔久秀用真心实意和执着踏实赢得乡亲
们的信任，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为“小崔古丽”。

2019 年疏附县脱贫摘帽。崔久秀说，要为
乡村振兴继续贡献力量，要帮助村民拓展致富
渠道，增加就业收入。在社区，崔久秀帮助辖区
下岗妇女创办缝纫培训班、服装加工合作社，让
大家主动参与社区建设，学习先进就业技能，提
升就业竞争力。在良种繁育场，崔久秀带领群
众发展千亩日光温室产业，疫情期间在做好防
控措施前提下不停工不停产，确保全县“春提
早”蔬菜育苗任务圆满如期完成。她还组织创
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建筑施工队，带动群众发
展庭院种植养殖、服装工作室等增收项目。短
短一年半的时间，良种繁育场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全场 111 名劳动力实现全部就业。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崔久秀代表：

乡 村 振 兴 让

乡亲们有盼头

新华社贵阳 5 月 7 日电（记者李惊亚）杀青、
破篾、染色、拉丝、编织……在贵州赤水市牵手竹
艺发展有限公司，一根普通的竹子，经过 20 多道
工序之后，会变成花瓶、茶壶等一个个精美的竹编
艺术品。

公司负责人名叫杨昌芹，今年 30 岁，她是贵
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传承人，也是
全国人大代表。今年的全国两会，杨昌芹精心准备
的一个提案是“传统产业和乡村振兴的融合发
展”。

“现在，但凡来到我们赤水旅游，都要买几个
赤水竹编带回去，这已成为赤水的文化符号之一。
传统文化是未来乡村振兴的‘灵魂’，它让各地产
业有了精气神，不会千篇一律。”杨昌芹说。

“现在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怎样让我们的
传统技艺和现代的生活审美结合在一起？把客户、
市场的设想变成现实，又让非遗不‘变味’。”杨昌
芹说，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会吸引更多的年轻
人加入到非遗的队伍中来。

这些年，杨昌芹每年都要自费到上海等高校
学习美术设计等课程，不断“充电”，但是家乡很多
从事竹编的人没有这样的机会，这让她很着急。
2019 年全国两会闭幕后，杨昌芹回到赤水，在大
同镇上成立了一个集生产、销售、加工、培训等为
一体的产学研基地，把培训班“搬到”乡村，在这里
面对面教给本地农民竹编的技艺。

她坦言，现在乡村人才十分缺乏，特别是年轻
人都往大城市跑，造成乡村产业发展“空心化”问
题。“创业很艰难，肯定会吃很多苦，但从长远来
说，未来农村发展需要年青一代的参与。”杨昌芹
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激励和影响更多年轻
人扎根乡村的发展。”

她认为，乡村的产业未必高大上，但必须符合
当地文化传统，适合当地发展。立足于传统文化的
产业，才能有别于城市也有别于其它乡村，产生独

有的魅力和市场的竞争力。“要帮扶农村脱贫致
富，必须深入挖掘当地的传统文化，当地的特色资
源，这样远比直接用金钱帮助他们更有意义。”杨

昌芹说，“比如赤水竹编，在赤水不仅是脱贫攻
坚的产业，还必定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产业。”

赤水市是贵州省首个脱贫出列县。“要保证
群众不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必须靠产业发展。”
杨昌芹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司主打的外
贸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杨昌芹千方百计联络、拓
展国内市场，最近就接到浙江、上海客户的两个
“大单”，这让她很兴奋。下一步，她还准备“试
水”网络直播“带货”，把竹编更好地推广出去。

“企业一头连接着脱贫产业，一头连接着群
众的‘饭碗’，要把这两头平衡好，带领更多群众
大步迈向乡村振兴，还有很多需要研究和去做
的事，我感觉自己肩头担子沉甸甸的。”杨昌
芹说。

■采访手记

杨昌芹代表：让文化为乡村振兴注“魂”

出生于 1990 年的贵州赤水市大同镇民族村
苗族村民杨昌芹心灵手巧，年纪轻轻已是全国人
大代表，言谈间有种超出同龄人的成熟。

2018 年，身着苗族盛装的杨昌芹手捧一个竹编
工艺杯，走上全国两会“代表通道”，吸引了全国人民
的目光。而她口中讲述的赤水农民通过竹编工艺品
过上好日子的故事，讲的不光是别人，也是自己。

由于家境贫寒，杨昌芹初中毕业辍学，在餐馆
干了一年的收银员、洗碗工，攒够学费后，考上了
贵州印江县一所职业学校的幼师专业。2007 年，
杨昌芹作为学校的 10 名学生代表之一，到赤水学
习竹编工艺。

学习结束后，她主动提出留下来，继续深入学
习平面竹编技艺，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家人希
望杨昌芹做一份安稳的工作。当时，她在老家的公
立幼儿园已经找到一份幼师工作，月工资 3000
元，而留在赤水做竹编，月收入不到 400 元。但杨
昌芹选择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重视，2012
年，嗅到竹产业商机的杨昌芹成立贵州赤水市牵
手竹艺发展有限公司，决定“下海”搏一搏。

为了出去跑市场、找销路，杨昌芹经常手上拖
着两个大箱子，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大书包，时间久
了，车站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进站的时候主动搭
把手帮忙。

经历了创业的风风雨雨，牵手竹艺发展有限
公司从最开始的 4 个人发展到 106 名员工，2019
年公司产值达到 1200 万元，拥有 20 多个商标、
12 项发明专利。

“当初我给公司取名‘牵手’，是希望牵手更多
的人，一起发展竹编工艺，带动更多的群众实现脱
贫致富奔小康。”杨昌芹说。

目前，通过村集体扶贫资金入股方式，杨昌芹
的公司利益联结 177 户贫困户，已分红近 10 万
元。在她的影响下，周边村民发展竹编产业，直接
或间接带动当地上千人就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
贫困留守妇女。

在赤水，有 20 万人从事与竹相关的产业活动，
已形成以生态竹产业为支撑的种植、加工、旅游等
全产业链。很多人像杨昌芹一样，成为产业链中的
一环，吃上“生态饭”，甩掉了“穷帽子”。

（记者李惊亚）新华社贵阳 5 月 7 日电

“90 后”非遗传承人的“牵手”之旅

▲在贵州赤水市大同镇民族村，杨昌芹在
非遗“赤水竹编”培训基地展示新制作的竹丝

（2019 年 11 月 11 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