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链接

深阅读0404//0505 >> 2023年12月27日 星期三

主编 赵小洪 责编 黎伟

视觉 胡颖 朱兴羽 李勇强 校审 王志洪 黄颖

2023年初冬，长江巫峡两岸红叶如染。位于
巫峡深处一隅的小村，因一位叫毛相林的人和一
条“天路”，被世人所知。这座小村就是距离巫山

县城不到60公里的竹贤乡下庄村，即便没有满山的红叶，
游客也不断涌入，成为热门景点。

为摆脱贫困，给子孙后代“开路”，1997年，村支书毛相
林带领百名下庄人在鱼儿溪炸响了第一眼开山炮。历经7
年，用锄头、钢钎、大锤，硬生生在千仞绝壁间凿出一条8公
里长的“天路”，打通了与外界的连接，让村里的年轻人走向
更广阔的天地。

开凿“天路”卷起的“下庄精神”，如巫峡间的滔滔江水，
长流不息。

如今，曾沿着“天路”走出去的年轻人，又一拨接一拨回
到村里，在父辈们开凿的路上，开辟出另一条“路”——下庄
的乡村振兴路。

回到下庄的

年轻人
在父辈们开凿的路上，他们正在开辟
另一条“路”——下庄的乡村振兴路

毛相林时常会在下庄文化广场
一侧的“下庄筑路英雄谱”雕塑前驻
足，上面镌刻着102位当年以生命挑
战悬崖的普通村民的名字，以及6位
长眠在此的乡亲的名字。与雕塑遥
遥相对的，是群峰莽岭间、从“井底”
一直延伸到“井口”那条蜿蜒盘旋的

“天路”。
一批批游客沿着“天路”来到下

庄村。云遮雾罩的绝壁“天路”，如今
已经成为一条旅游公路，电瓶车在盘
山路上，载满前来观光、学习的人。

20岁的电瓶车司机杨军回到村
里，和50岁的父亲杨亨勇在同一个
车队，负责将外地来的客人从“天
路”顶端安全送到村庄，来回往返。

“每天跑在父辈们建好的‘天路’上，
心里很踏实。”他们家也买了小汽
车，生活一天天富庶起来。

“00后”袁清生大学毕业后也回
到了下庄。他回到村里的身份是

“本土人才”，虽然才两个月，现在已
是村委会主任袁孝鑫的左膀右臂，
啥工作都能胜任。聋人父亲袁堂山

自豪地竖起大拇指——作为曾经的
“开山人”，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勤劳
和勇敢的“下庄精神”，已传承到了
儿子身上。

“好！好！我是真高兴啊！”说
起近两年来，有50多位年轻人先后
回到家乡发展，毛相林有些兴奋地
拍起大腿，“年轻人看到下庄有发展
的劲头，都愿意回来，希望他们继续
发扬下庄精神，让下庄越来越好！”

目前，下庄村已修建了下庄人事
迹陈列室、愚公大讲堂、下庄村史馆
等旅游基础设施，还入选全国建党百
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巫山天
路下庄景区”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
游景区。下庄的蓝色（劳务输出）、绿
色（西瓜）、橙色（纽荷尔）“三色”产业
增添了“红色旅游”后，升级成为“四
色”经济，去年接待游客量超过4万人
次，全村旅游收入100多万元。

“咱们下庄的‘脱贫路’，已经被
父辈们修出来了。现在要靠我们年
轻一辈，修出下庄的‘致富路’！”袁
孝鑫说。

黄平家的厨房灶台上放着一大罐当地特有
的辣酱，生姜、大蒜、朝天椒剁碎后拌匀，再发
酵，辣味十足，入口有股独特的“冲劲儿”——那
是黄平从小最喜欢的味道。

和每个农村孩子一样，黄平对大城市充满
向往。2010年，他沿着父辈们修好的“天路”走
出大山，到市区学开挖掘机。“这个娃机灵又好
学，几乎就没有他不会开的型号！”52岁的叔叔
王先均是当年修“天路”的主力。

去年春节，黄平回家过年，王先均给自己和
侄儿一人倒了杯酒，感慨道：“村里正在大规模
搞建设，急需熟练的挖掘机操作手，你要不要考
虑回家发展？”

黄平愣了一下——这是他从未想过的问题。
然而，“回家”这个词，像一颗石子丢进水

中，激起涟漪。打量起眼前的村庄，红瓦白墙、
道路宽敞，红彤彤的柑橘挂满枝头……早已不
是记忆中贫困落后的家乡。

两年前，下庄引进了专业公司打造“民宿+”

模式——将自愿报名改造的十几户村民的农家
院统一改造为“下庄院子”，黄平的妈妈陶忠芝
就在新开的民宿客房部当保洁员；下庄也在大
力发展柑橘产业，效益良好，柑橘种植已达上千
亩。爸爸黄玉河熟练掌握了柑橘管护技术，交
叉枝、压头枝、望天枝都会剪。

黄平不禁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己
会希望留在大城市，而不是回家？

因为他喜欢在KTV里唱两嗓，因为他习惯
了车水马龙的热闹，因为城市里有那么多充满
活力的年轻面孔。

如今，在家乡，同样可以对着群山肆无忌惮
地唱歌，对面还会赠以悠远的回声；游客越来越
多，他们怀着新奇和敬意前来，让下庄热闹非
凡；这里还有父母亲慈爱的笑容，每天都可以吃
到妈妈做的辣酱……

在外闯荡了近十年后，黄平沿着这条“天
路”回到了下庄，成为村里修路队最年轻、技术
最好的挖掘机手。

回家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下庄新学校
的建设。黄平开着挖掘机，将材料源源不断运
到学校操场，开辟出一方新天地。

今年10月起，村里为了方便来往的旅游大
巴，拓宽“天路”重要节点，预计春节前完工。黄
平是操作挖掘机的“机长”，肩上责任不轻。

在“天路”上操作挖掘机并非易事。坡陡、弯
急，每天要处理大量石料。“我是下庄的娃，了解
这条路，敬重这条路。我觉得，路也认识我。”黄
平有些腼腆地笑了，“这点辛苦算啥，我用挖掘机
干一天的活儿，叔叔他们当时得干上一个月！”

舀一大瓢辣酱拌在煎洋芋里，几口扒完午
饭，黄平跟父母亲简短道别后，又赶往山上施
工。“父辈修路是为了我们走出大山更稳，我今
天修的路，是为了更多人踏实地走进下庄。”

吃完晚饭，屋檐下挂的灯笼一一亮起。在
灯下，毛相林召集村里的年轻人开了个“坝坝
会”。他说，虽然大家看到下庄现在发展得好像

“差不多”，“但一对比还差得远。我们要做好下
庄的产品，做出下庄的景观，才留得住客人！”

坐在彭淦旁边的，是一个明眸皓齿的年轻
女孩，拿笔认真记录着。这是今年10月，刚上
任的新一届下庄村委会主任袁孝鑫，是建设下
庄的新生力量。袁孝鑫一心向往“诗和远方”，
虽出生在下庄，却更像个城市姑娘。

袁孝鑫2015年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一家互
联网公司上班，但她心里始终有一份放不下的
牵挂。平时只要看到有关于下庄的新闻报道，
心里都会一动，赶紧收藏起来。

袁孝鑫时常会做一个梦：自己回家了。林
间的风、鸟叫、虫鸣，以及如黑丝绒上点缀着钻
石的星空，都跟小时候见到的一模一样。

去年3月，她把这个梦变成了现实——辞
去高薪工作，义无反顾回到下庄。“这并不是一
个冲动的决定。”袁孝鑫说，以前就想回来，但在
村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如今下庄发展得
越来越好，给自己更多发挥的可能性。

她觉得时候到了。
的确，下庄现在处处是机会。2021年 10

月，下庄村开始探索试行“龙头企业+村集体经
济组织+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天路”沿线修建
了观景平台，增加了停车场、步道、亭廊，中共巫
山县委党校也在下庄设立校区，“天路”还被评
为“十大最美农村路”。

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很多人看起来陌生，
修的新房她也辨认不出是哪一家了。

“鑫伢儿！”当路过的大娘欣喜地喊出她的
小名时，袁孝鑫笑了，笑中又带着泪光——她知
道，深爱的家乡变了，又没有变。

她有很多打算：做三农自媒体，讲述新农村
真实的生活状态；听说百年前的下庄曾有一个
出名的染坊，于是开始做扎染手工艺品，传承技
艺，用扎染讲述下庄的故事。

袁孝鑫除了向老手艺人请教，还去到云南
学习扎染，她将“天路”“柑橘”等下庄元素融入
作品。去年底，她被评为巫山县第六批县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在染布上，她用婉转的线条勾勒出几个
“之”字。“过去，下庄被深锁在天坑里，出村的路
是绝壁上108个‘之 ’字拐的羊肠小道。现
在，这是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今年全国“两会”，毛相林背着袁孝鑫制作的
“下庄天路”扎染帆布包去北京参会，大家都被包
上的“天路”图案吸引。毛相林趁机发出邀请，

“欢迎大家来我们下庄天路走一走、看一看！”
“下庄村的发展太需要这些年轻人参与！”

毛相林找到了从小看着长大的“鑫伢儿”——像
她这样有知识有文化、会讲故事、有手艺，见多
识广的年轻人，正是下庄最需要的！

在村民们的支持下，袁孝鑫成为了下庄有
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村委会主任。“我可能也是
最没有经验的村委会主任！”她笑着说。

但她肯学。勤快、热情、谦逊，点子多的年
轻村委会主任，很快得到了全村人的首肯。

毛相林对她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讲好
下庄故事，更要为乡亲们增加收入！”

村干部的工作繁琐，她喜爱的蜡染只得暂时
搁置到一边。院子里养的多肉盆栽，也很久没去
养护了。

袁孝鑫学会了看数据统计，做田野调查。
正在修建的旅游环线，她隔几天就要去查看进
度——这将是另一条“天路”，将下庄和小小三
峡、大昌古镇、当阳大峡谷等景点串联。

袁孝鑫描绘出一幅画卷：住在诗情画意的
原生态大山里，呼吸山林清新的空气，品尝绿色
食品，抬头就能仰望群山和璀璨星空，聆听村里
老人讲述关于大山的故事……“很多人都对田
园慢生活充满向往，可以放大咱们下庄的优势，
让这里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

这是她期盼能带给大家的未来的“下庄”。
袁孝鑫打算将村内老宅改造成创意小店，为下
庄增添更潮、更文艺的元素。

挖掘机操作手黄平：

喜欢唱KTV，更喜欢对着群山高歌1

新上任的90后村委会主任：

原来“诗和远方”就在下庄3

以前，我们沿着“天路”走出去
如今，我们沿着“天路”回来了

电影《开山人》各大影院正在热映

相关新闻

近两年有数十名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

面对每个回到下庄的年轻人，
我们采访时都问了同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回来？这个问题，对于
黄平、彭淦、袁孝鑫他们来说，似乎
非常简单。

这里是他们的家。但要真正做
出选择，却很难。虽然路打通了，但
毕竟是一个大山里的小村庄，跟繁
华的都市比起来，这里没有影院，只
有露天坝坝；这里点不到外卖，没有
奶茶。

你们都见过外面精彩的世界
了，回来真能耐得住寂寞？袁孝鑫
笑了，“我们走出去的目的，不就是
为了回家吗？我们这里有大城市没
有的青山绿水，大城市里有的，我们
这里迟早也会有。”

她声音轻柔，却语气坚定。
靠着“不甘落后、不等不靠、不

畏艰险、不怕牺牲”的“下庄精神”，
老一辈的下庄人走出了一条坚实的
脱贫之路。如今，“下庄精神”在小
一辈的年轻下庄人身体里继续流
淌，去开辟一条幸福的乡村振兴发
展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
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内生发展动力到底应该怎么激
发，怎么增强？从“下庄精神”在老
少下庄人的传承中，或许就能找到
答案。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纪
文伶 李莉 周瑄 钱波

记者手记

“下庄精神”在年轻人身体里继续流淌

彭淦决定，留下来。
张泽燕去年2月退休了，他放心地把接力

棒交给了自己的学生。
“天路”把当年的彭淦带出大山，如今这条

路又给予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每当遇到烦
心事，或压力大时，彭淦会独自从“天路”顶端一
直走下来。

修路时的情景在他脑海中一遍一遍浮现：
黄会元在修路时牺牲，其父老泪纵横，却又坚定
无比地支持继续修路；毛相林问大家还修不修，
所有人一起紧握拳头，挥动手臂，“修，必须修！”
他们说：“只有把路修通了，我们下庄人才能摆
脱贫困，后辈才能享受到更广阔的天地！”“我们
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

子！”
走完“天路”，一股力量又充满彭淦的身

体。“这条路都能修通，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随着下庄村的发展，越来越多村民把孩子

送往教学资源更好的中心校或外出求学。目前
教学点只有三个学生。但彭淦说，只要还有一
个孩子在，他这个当老师的就绝不会懈怠。

“走出大山，是为了反哺大山。”彭淦期待自
己的学生们能多了解山外的世界，更能在学有
所成后建设家乡。在他看来，不甘落后、不等不
靠的“下庄精神”，将会以新的形式在下一代下
庄人身上流淌延续。“我会给学生们讲下庄的故
事，就像张老师讲给我听那样，学生们以后也会
继续讲下去……”

在黄平用挖掘机挖出的那片空地上，很快
建起了新校舍。现在里面唯一的老师彭淦，是
下庄第一批走出去的大学生。在同一批考生
中，考上大学的只有两三个——求学不易。

彭淦进城去大学报到那天，站在父辈修的
“天路”最上头，回头眺望山窝里小小的村庄后，
转身走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第一次到大城市，这位少年的心情只能用
“震撼”来形容。大学毕业后，彭淦顺理成章地
留在成都，入职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

2018年的一天，彭淦突然接到爸爸的电
话：“村里一位老师退休了，下庄的孩子面临缺

教师的尴尬。”
彭淦爸爸已代授了一段时间的课，但力不

从心，于是想到了儿子。没想到，彭淦立马应允
下来。“我上学那会儿已经特别辛苦，但至少还
有老师教导。下庄需要我，我必须得回来！”

带着打好包的行囊，彭淦再次站在了“天
路”顶端——当年的石子路已硬化成了水泥
路。和他一起教课的，还有他念书时的老师张
泽燕，这个教龄44年的老教师，也是下庄村很
多村民的老师。

回到学校，彭淦发现自己念书时黑板上写
的那两行粉笔字还在。小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反
复诵读的声音，再次回响起来：大人流血修路为
我们，我们读书为下庄的明天！

“以前，不知道‘明天’代表什么。长大后才
知道，下庄的明天，就是要由我们一起去创造！”

彭淦先是尝试担任数学老师，看到孩子们
成功掌握新的知识点，他格外兴奋——如同当
年的自己。“他们眼里都在发光！”孩子们对知识
的渴求，让彭淦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使命。
而当他课间端起茶杯喝水，发现杯子上不知何
时被贴满可爱的卡通贴纸时，又被孩子们浓浓
的爱感染。

夜晚，在一堆温暖的篝火旁，老教师张泽燕
跟他聊了很久，“我觉得你很适合当老师，特别
是咱们下庄，太需要你这样的大学生了！”火光
中，张老师的眼神充满期待。

一人教三个学生的乡村教师：

让孩子们继续讲好下庄故事2

黄平与父亲母亲

袁孝鑫与母亲

《开山人》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
电影，取材于20世纪90年代巫山县
下庄村村民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一
条8公里的“天路”的真实故事。影片
自11月28日公映以来，收获大量好
评，上映一周票房就破了千万。目
前，重庆各大影院正在热映中。

观众表示，《开山人》的主题紧扣
时代脉搏，兼具历史人文维度与现实
情怀观照，不仅在电影整体的艺术表
达上非常成熟，而且电影语言运用精
当，对剧中人物塑造的基调准确熨

帖，矛盾冲突和剧情推进游刃有余，
在电影叙事手段的烘托中，其重庆地
域的特色腾挪，不仅让电影讴歌了脱
贫攻坚精神，也坚定了我们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的自信和乡村振兴的信念，
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是近年来难
得的主旋律和商业性兼顾的佳作。

影片《开山人》由重庆报业投资
有限公司、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巫山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市巫山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联合出品。 据重庆日报

促实干 晒实绩 求实效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一提起村里的年轻人，毛相林总是自豪地开心起来。

绝壁绝壁““天路天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旅游公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旅游公路。。
下庄村新貌下庄村新貌

巫山县竹贤八一爱民小学下庄教学点新貌巫山县竹贤八一爱民小学下庄教学点新貌

彭淦和父亲与学校里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