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宝：青春在第一书记岗位闪光

2016 年 12 月 4 日晚七点多， 紫阳
县洄水镇小河村村委会里，同志们正埋
头整资料。 第一书记肖宝却晕倒在地
上，不省人事！

伙伴们赶忙将他送往洄水镇中心
医院。 医生初诊后建议：尽快送县医院
治疗。 由于他昏迷不醒，当晚又转诊至
安康市中心医院治疗。 诊断结果：心脏
“二度二型房室传导阻滞”。 住院治疗两
天，病情刚有好转，肖宝就要求回县，受
到医生严厉批评后，只得心焦火燎地坚
持住院。

从安康市中心医院出院后，家人和
伙伴们都反对重返第一书记岗位。 这次
发病， 就是因为连续十几天没有休息，
白天入户，晚上整资料，精力和体力严
重透支，身体太疲劳了，精神压力太大
了。但他义无反顾，坚持要回小河村。妻
子生气地说：“你可以不顾家，但你不能
不要自己的命啊！ ”他顽皮地一笑，说：
“家要顾，工作也要顾呢。 ”安慰一番妻
子后，又说，“那里有我没干完的扶贫工
作，还有留守的孩子和空巢老人期盼着
我，我得履行诺言。 群众最大的愿望就
是重建校舍，恢复到 6 个年级。 现在外
援资金已经找到，稍一松劲就会前功尽
弃……”

2014 年 6 月，肖宝从团县委来到洄
水镇小河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小河村
交通闭塞、物产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建
设薄弱，外出务工是当地群众的主要收
入来源。 全村 1886 人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有 811 人，村里留守老人 、留守儿
童问题尤为突出。 撤乡并镇后，全村唯
一的小河小学只保留了 4 个年级，部分
学生不得不去斑桃或者洄水就读，村民

多次到村、镇反映修建学校，但始终未
能解决。

驻村第二天 ， 肖宝到学校了解情
况，看着即将倒塌的教学楼和破乱不堪
的桌椅，有的孩子面临着辍学，他向群
众庄严承诺：“一定要为小河村援建一
所希望小学！ ”可是，群众投来的是不信
任的眼神。 一个毛头小伙，白面书生，真
能办出大事？ 来自团县委这个清水衙
门，既无权又无钱，不是夸海口么？ 建校
资金起码要一百多万元， 资金从哪里
来？

别看肖宝个头不高， 其貌不扬，却
是一个很有担当、说一不二的人。 既然
许下了诺言，困难再大也要办成！ 在大
家的质疑中，他各处奔走，想方设法解
决建设希望小学的资金问题。

2015 年 10 月， 江苏省青基会的领
导在紫阳县红椿镇参加希望小学竣工
典礼时，肖宝主动联系他们，详细介绍
小河小学的情况和争取援建希望小学
的想法，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翌年 9 月
16 日，江苏省青基会的同志们来到小河
村实地走访考察。 一路上，肖宝把小河
小学的学生生源、师资力量、未来发展
的打算等，一一向他们讲明，积极争取
认可和支持。10 月初，同意捐资 30 万元
援建希望小学的喜讯从江苏传来。 村民
们得知，非常高兴，向肖宝竖起了大拇
指。

随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紫阳
县教育局的配套资金 125 万元到位。 明
良阳光希望小学于 2017 年年底开工 ，
2018 年 11 月竣工投入使用。

从此，小河村、端垭村和团兴村孩
子上小学难的问题解决了。 建档立卡贫
困户伍贤刚的女儿原本要步行 8 公里
山路，到邻近的斑桃小学上学。 如今，他
家搬进了村里新建的安置房，女儿步行

5 分钟就能到达学校。
在有关方面支持下，肖宝还先后争

取到社会资金 30 余万元， 为全村留守
儿童购买学习和体育用品，为 119 名儿
童发放了彩虹盒子、毛绒玩具和爱心水
杯，为 22 名特困学生发放助学金、送去
了运动鞋。 他就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 让孩子们相信党为人民办实事，办
好事，更加热爱党，知党恩，跟党走。

与镇村干部夜以继日的并肩作战，
换来小河村脱贫攻坚战的一项项战绩：
新建村安置点 2 个， 组团安置点 7 个，
以分散安置和城镇安置等方式，切实解
决了全村 258 户贫困户的住房问题；全
面落实脱贫攻坚项目 45 个； 切实解决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路、讯等
问题； 为村里的大学生举办升学礼；为
搬迁户举行搬迁礼；为爱心超市捐款捐
物；表彰新民风建设模范典型；提升当
地村民的内生动力……如今，小河村已
从一个贫困村发展成为以茶叶、流水养
鱼为主导，养殖和魔芋种植全面发展的

产业村。 2019 年小河村全面出列，贫困
发生率从 35.23%下降到 1.45%。

7 年来， 肖宝将小河村老人和留守
儿童当作自己的亲人，却让自己年近八
旬的父母成了空巢老人，女儿成了留守
儿童。 肖宝刚驻村时，他的女儿正蹒跚
学步。 如今女儿已上小学，他却没陪女
儿过一次生日， 更没时间带她外出游
玩。 他的妻子在繁忙工作之余，既要照
顾年幼的女儿和 4 位老人，还要操持家
务。 最让肖宝遗憾的是岳母生病住院，
直至离世，他竟没能照顾一天。 肖宝说：
“扶贫成效是对这些遗憾最好的弥补。
小河村人把我当作自己人，我也把自己
当作小河人。 在小河村脱贫攻坚的经
历，是我一生的财富和荣耀。 ”

在小河村，肖宝的“主业”是履行第
一书记职责。 按规定，他是可以不管单
位业务工作的，但是他知道，团县委在
岗只有 3 人，其中能正常上班的只有两
人。 自己还是县少先队总辅导员呢，这
个职责也不能丢啊！

他见缝插针，夜以继日 ，竭尽全力
推动紫阳县少先队工作的发展，积极策
划开展少先队活动，着力为紫阳县培养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2018 年 6 月 1 日，他指导辅导员们
在小河村文化广场上隆重举行 “你好，
新时代” 主题队日活动，22 名新队员庄
严宣誓后，成为光荣的少先队员。 他深
化少先队 “手拉手 ”品牌活动 ，当年 11
月促成汉滨区初级中学与紫阳县 10 所
农村学校“城乡手拉手，脱贫奔小康”友
好结对。

2020 年，陕西省举办第五届少先队
活动展示暨教学（教育）能手评选大赛
时，尽管驻村工作非常忙碌，肖宝仍坚
持帮助紫阳县参赛选手———紫阳小学
大队辅导员刘雯雯积极备赛，挤出时间
帮她查找专业资料、活动信息，与她一
起研究比赛要求，探讨活动展示主题和
大赛内容，还请来其他地区的优秀辅导
员进行现场指导。

“红领巾寻访”活动怎么开展？ 寻访
什么？ 寻访路线如何规划？ 当刘雯雯感
到困惑时，肖宝指导她问计于童，将队
员们在课下热议的 “超级英雄是谁”作
为寻访活动的主题，带领队员们走进东
山烈士陵园， 了解紫阳的英雄人物，讲
述紫阳籍红军战士的英雄故事......寻访
活动结束后，肖宝又帮助刘雯雯连夜剪
辑、制作视频，进一步挖掘寻访活动背
后的意义，修改活动案例文稿。 忙完这
些，他才匆忙赶回小河村投入脱贫攻坚
战场。

刘雯雯参赛在即，肖宝的岳父却生
病住院，妻子也要下乡扶贫，孩子没人
照顾。 但他仍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陪
同刘雯雯参赛，为她鼓劲加油。 在这次
大赛中，刘雯雯带领队员们开展的“脱
贫路上茶香四溢”主题活动以及“红色

纪念地”红领巾寻访活动，得到专家们
的一致好评；刘雯雯获得“陕西省教学
能手”称号。 这让悉心培养年轻辅导员
的肖宝感到无比欣慰。

肖宝就这样在履职驻村第一书记
责任的同时， 用心打造优秀辅导员队
伍，出色完成了紫阳县少先队总辅导员
工作， 连续 7 年获得全市共青团工作、
少先队工作“双优秀”。

春华秋实。 继荣获“紫阳县优秀驻
村第一书记”“安康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陕西省优秀共青团干部”之后，2020 年
五四青年节前夕，肖宝被共青团中央评
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 还成为中国
少年先锋队队刊《辅导员》杂志封面人
物，荣登 2021 年 2 月（上半月刊），照片
中的他戴着红领巾，于蓝天白云下站在
翠绿的茶园里，正给少先队员及辅导员
讲授着茶叶、产业。 他任小河村第一书
记期间，紫阳县少先队工作连续 7 年荣
获全市优秀。 真是“双岗双责”两不误！

肖宝的青春在第一书记岗位上大
放异彩。 他用真情和奉献在乡村书写了
人民满意的 “青春答卷”。 他像农人一
样，为着果实精心地播种，让收获从责
任开始，让生活因劳动而美好，因创造
而充满诗意。

他在“个人感悟”中写道：驻村 7 年
来，2000 多个日日夜夜， 与全体驻村队
员一起 ，摸排情况 、落实政策 、走村进
户，建基础设施、搞教育培训、找增收路
子，没有片刻懈怠！ “两不愁三保障”全
部落实，为市县如期脱贫摘帽夯实了基
础，为“脱贫路上不落一人”贡献了小河
村全部力量 ！ 对得起这青春最好的 7
年，也对得起“第一书记”这沉甸甸的称
号，更对得起“共产党员”这光荣与责任
并存的身份！

(连载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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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变
——紫阳县脱贫攻坚纪事

■ 曾德强

报告文学

一、陕南五章

2011 年金秋，我去北京出差。 在全国
总工会宾馆，与分别 10 来年的战友刘洪
彪久别重逢，十分开心。 这天，我和在座
的朋友们喝了不少酒。 洪彪不大饮酒，也
助兴喝了一些。

分别时， 我信手写了首旧诗 《南宫
山》给洪彪，请他草书后留念。 同时，邀约
洪彪来陕南安康做客。 这首旧作，是在安
康岚皋南宫山登顶后，手机写就。 抄录如
下：

南宫山
莲花数朵脚下升，
金光一道射天门。
纤尘不染南宫秀，
急吹海螺唤山人。

回安康后，不到一个月，收到了刘洪
彪寄来的四尺草书《南宫山》和另一幅斗
方《英雄花开》。

一年后国庆中秋双节， 汉江两岸桂
花飘香的日子， 洪彪应约， 带着全家七
人，开始了愉快的安康之旅。

相对名山大川，相对旅游打卡城市，
安康有着独特的韵味和地位。

一条清澈的汉江水， 绵绵地流过巴
山深处的小城，瀛湖则如丰盈的母亲，用
它甜美的乳汁，滋养着岸边的儿女子孙。

钟情山水，想念友人。 刘洪彪这次安
康之行，播下了友情亲情的种子，孕育了
饱含诗情画意， 浓墨重彩书写的陕南五
章书品。

他深情地写道： 壬辰中秋国庆双节
客安康五首

二零一二年中秋国庆双节长假 ，应
老战友陈志越之邀， 余偕家人赴安康下
榻志越所辖之金扬宾馆四天， 游安康汉
中五景区，因得五首。

这五首作品 ，后发表于 《中国书法 》
杂志。

当年先去了安康香溪洞景区。 三清
殿下面石壁上，嵌有几块书法作品，引起
了刘洪彪浓厚的兴趣。 仔细看，是民国初
年留下的书品。

刘洪彪连称，难得一见的好字！ 为什
么不把它用玻璃罩起来呢？

他在日后，是这么描述香溪洞的：
香溪洞

巴山抵挡南来土，
汉水洗涤北下泥。
翠柏苍松妆峻岭，
仙风雅韵漫香溪。
如诗如梦的瀛湖，轻舟划过处，白色

的浪花飞舞。 秀美的青山，如翡翠般倒映
在湖中，白云的笑容，和我们在滇南当兵
时一样。 我们流连忘返，沉醉在大美的安
康美景里。

秋山透出成熟丰饶之美， 舟上人已
经醉了。 正是巴山红叶时，满湖秋色满船
诗。

洪彪吟出了《瀛湖》一首。 、
瀛湖

揽胜浓云里，
行舟微雨中。
湖帆时隐现，
山廓错清濛。
与轻松的瀛湖泛舟相比， 次日一行

人登南宫山顶，则充满激情和刺激，是一
次精神和肉体的考验。 同行的洪彪岳父
胡老时年八十三岁， 一路风尘登上 2100
米高的南宫山顶， 创造了有惊无险的壮
举。

那天 ，秋阳妩媚 ，天蓝云白 ，群山如
奔马一般飞来眼前，观之心驰神往，精神
大振，令人有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之感。

开始 ，一行人等 ，欢声笑语 ，翻山越
岭，逗鸟儿唱歌，对大山呼喊。 轻松愉快，
不觉得爬山累，似乎浑身力气用不完。

日近正午 ，三小时已过 ，口干舌燥 ，
携带的矿泉水喝光，山路越来越陡，力气
越来越小，玩笑话越来越少。 大家只希望
早点到达云海深处的山顶。 而山路仿佛
一直走不完，仰望山顶不远，却总是不见
顶峰。

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胡
老， 一路和我讲着过去的故事。 他告诉
我，抗美援朝时，眼睁睁见过一辆汽车 ，
因为驾驶员过于疲劳，翻到了深沟里。

大约离山顶还有五百米直线距离 ，
在这里，洪彪叫住我，低声对我说：“你劝
老爷子，就在这里等我们，不能再上了 ，
他有心脏病！ 你的话他听。 ”

我轻轻拉着老爷子，劝他原地休息，
等我们回头。

老爷子挥汗如雨， 却倔强地拒绝了
我。 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个小瓶子，告诉
我：“不要紧，我吃几颗速效救心丸，一定
要干上顶！ ”

“你们想想，我从一千多公里外的蚌
埠来这里，眼看就到顶了，说什么也得爬
上去！ ”

碰上这么个硬汉子， 我们有什么办
法再劝？

见他吞下救心丸， 给他嘴里喂了一
个刚从山民手里买来的熟猕猴桃， 我们
前拉后推，一步一步顽强地向山顶攀去。

山风呼呼，高处风光无限，而脚下路
越走越难，老人呼呼喘气声，越来越重 ，
我们心头压力越来越大。 最后百十步，异
乎寻常艰险，这八旬老翁的任性和坚强，
让我无比敬佩和尊重。

终于登上了南宫山顶，白云朵朵，如
洁白的莲花。

石缝间， 有不屈不挠坚毅地皍着笑
脸的山菊花， 有扎根在千寻石壁上生命
力无比旺盛的栎树。 它们顽强的生命意
志和生存能力，让我感叹不已。 在这里，
洪彪留下了一首：

南宫山
逝去高僧身不朽，
枯来古栎叶重繁。
南宫山上多玄奥，
险峭危阶万众攀。
由伟岸雄奇的南宫山， 至 “明修栈

道，暗度陈仓”的汉中，谒武侯墓，行石门
栈道，则是另一种情怀和境界。

书法家的写意，诗人的豪放，带给我
们的是历史的沧桑和世事的玄黄。

武侯墓
骄阳拥古树，
茂叶架凉棚。
举步追三国，
澄怀慕孔明。
石门栈道

两岸山葱郁，
一江水渺茫。
漫游新栈道，
遥想古陈仓。

二、文人相亲

安康书法家刘自文， 早就仰慕刘洪
彪。 接我电话，他知道刘洪彪来到安康，
立即结束外地旅游，急匆匆赶回了安康。

洪彪认真仔细地看完自文的作品 ，

从谋篇布局的角度，与他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 记得他告诉自文一条心得，“成熟的
作品，应该讲究总体布局，浓淡相宜，疏密
有致，才能达到理想的审美境界。 ”

结合自文书法作品《赤壁怀古》，洪彪
讲得很细，自文也听得认真。讲草书章法，
讲自由挥洒，收放自如，在变化莫测中体
悟艺术境界的提升。 当年，洪彪在中央电
视台《书画频道》授课，刘自文听过。 现在
当面一对一交流，体现了刘洪彪对安康书
友的特别关爱。

赵宏勋的书法作品，在安康书法界个
性突出，卓尔不群。 人又刻苦，其艺术魅
力独树一帜。 当年，他和自文都有作品在
金扬宾馆书画廊展出。 适逢双节，宏勋人
在外地，嘱我务必请刘洪彪评点其作品。

洪彪品味再三，对赵宏勋作品提出建
议。

“在创作手法上，一定要求变！ ”
他认为宏勋作品技艺圆熟，积累了一

定功底，
需要的是求变化，讲究创新。
他举了个例子，“黄瓜有个架子，如果

写字不追求个性，就像规整的黄瓜架子，
没有艺术冲击力，没有艺术神韵，吸引不
了人！ 郑板桥乱石铺阶，讲究的是异峰突
起之美，追求的是平淡中的神奇。 ”

后来赵宏勋旅游归来，我详细地转告
他，刘洪彪对他作品的评头论足，宏勋亦
很感动，自觉受益匪浅。 安康书友杜勤印
先生，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洪彪作了推
荐。

这次安康之行，刘洪彪还和安康书画
界唐明东、时和庆诸友进行了交流探讨。
朋友相聚，诗酒唱和，别有一番情趣。

2021 年秋天，李大斌先生找我，云及
安康市要出《安康书法史》，想请刘洪彪将
安康之行五章拍照选用。

我在云南瑞丽，电告洪彪，数日后，收
到了他微信传来的电孒版图片。

在给大斌转发时，我写了这几句：我
已离开了安康，借花献佛，以此，作为十二
年安康岁月纪念。

三、山中面壁修炼

云南山中阵地，第二炮兵某部五十二
中队，我和刘洪彪生活过三年的老连队。

山茅草盖顶，树条子编墙，仅有十平
方米左右的工具房，是我们的学习室，是
我们面壁修行的禅房。 夜色中，门前一条
溪水，哗啦啦不知疲倦地笑着流过。

万山丛中茅屋营区，一灯如豆。
部队熄灯号一响，必须睡觉。 我当排

长，有点特权，可以在小屋里读书写作，当
战士的刘洪彪占光， 还有六班战友王明
山，后来成为职业画家。我们三人，几乎每
晚在这小屋里写作练字绘画。

我们互相鼓励，相信在艺术道路上，
相信在这大山深处，面壁修炼三年五载，
必成正果。

这样的日子，大概有三年。 亏了这段
时间面壁修行，我们三人，日后成了作家
书法家画家。各自依靠手中笔，安身立命。

春天，东沟阵地杜鹃花红，夏天金银
花香，蓬勃如金的山菊花，永远难忘的野
山茶花，涂抹着我们青春的色彩，描绘着
有色有香的世界。

我忘不了太阳定量供应的山谷，忘不
了报纸糊的顶棚。

这顶棚，是用面粉制糨糊，时间久了，
糨糊风干成了干粮。 老鼠吃起来特香。 这
伙土行孙们，兴奋地在顶棚上撒欢，呼噜

噜呼噜噜一阵一阵狂奔，把这里变成了足
球场。

这天受不了它们折腾，六班长李周歧
黑着脸，用电焊条制的锥子，一下子钉住
了一个大老鼠，这些家伙消停了几天。

记得刘洪彪瘦瘦高高的个子，显得有
些文弱。 穿一件黄色的陆军棉袄，他先在
总队电影队当兵， 后来下到了五十二中
队。

有段时间，我们每人提一把砍刀，上
山砍树条子。 笔走龙蛇的刘洪彪，砍树条
子不是他的强项。 连队搬往新的阵地，要
用树条编墙，然后抹上掺山茅草的泥巴糊
墙，就地取材，一二十天，一幢幢新营房落
成。 俯瞰青山深处，风掀林涛，一幢幢茅
屋，如山间金孔雀开屏，一幢幢茅屋，又似
万顷碧海中，劈波斩浪的战舰。

修建最先进的导弹阵地， 住着最原始
的茅草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当我们扛
着一梱梱树条下山，放下肩上负担，捧起一
捧捧山泉水洗脸时，心里别提有多舒畅了！

在哀牢山里，劳作之余，日复一日地
临帖，从那时起，至后来调到北京第二炮
兵，如今的火箭军机关，刘洪彪临过的各
种字帖有 120 多本。

这段日子，我则通读了福楼拜、巴尔
扎克 、契诃夫 、屠格湼夫 、莫泊桑 、欧 .亨
利、托尔斯泰、海明威等人的小说，恶补了
先天不足的文学之躯，写作发表了一批小
说散文。

这段日子， 逮住一次出差西安的机
会，刘洪彪一头钻进西安碑林，整整观摩
了三天。 背一绿色军用挎包，就着开水啃
馒头，他如蜜蜂，钻进了花的海洋。

他隔着时空，与先贤们交流，他在历
史的长河里，寻找美丽珍贵的珠贝。

一幅幅碑刻，记录着王朝的兴废，镌
刻着先民们的往事今生，烽烟尽处，浩浩
天地，多少英雄淹没在落日长河里，多少
英勇不屈的灵魂在这里交替闪现。 碑刻
上的文字，是有生命的，书法作品作为历
史文化载体，或遒劲洒脱，或气势如虹，或
绢秀柔美，或润物无声。 散发着百年老窖
醇厚绵长的滋味。 它们与秦陵、兵马俑、
大雁塔、古城墙，血肉相连，气息相通。 是
大地上的丰碑，也是刘洪彪无言的老师。

回到山中，夜色如墨，天空北斗星移，
我们之间有过一次深谈。 大意是借鉴精
品，继承经典，才能走出独特的艺术创作
之路。

难忘的山中岁月， 渗透着青春的气
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读书练字，记
述生活，遨游书海，沉浸墨香。 难忘山中
春雨飘洒，屋外茅檐下芭蕉，一夜狂抽丈
余。门前溪上小吊桥，在风雨中飘摇晃悠。
每当从小屋里出来睡觉，总要嗅几口散发
花香的空气，才能进入甜美的梦乡。

一个春日，刘洪彪让我挑他写的字，
我挑了一幅毛泽东语录：与天奋斗，其乐
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
乐无穷。

这幅草书条幅，峥嵘峻逸，笔法遒劲，
已现大家之气。 我非常喜欢，遂用剪刀剪
了一个牡丹牌香烟盒上的牡丹花图案，粘
在这幅字上。 然后贴在我床头树条墙上。

后来当了将军的大队政治处主任李
景华，正在连队蹲点。 他狠狠地挖苦我：
“煞风景，画蛇添足啊！ ”

“洪彪，你的字厉害了！ 我准备收个
200 幅，等你出名了，用它换钱！ ”我找话
说，给自己下台阶。

众人一阵开怀大笑，山溪淙淙，欢快
地加入了我们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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