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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江“村超”，草根创意，九域驰名。
望苗乡侗寨，不分老幼，
俊男靓女，共情芳茵。
倒挂金钩，中场远射，
卡卡由衷赞不停。
待颁奖，有香猪米酒，土特丰殷。

幸得万众归心。
芦笙响、八方客如云。
看原生劲舞，歌星献唱，
蹴鞠竞技，五彩纷呈。
高手沉谋，阈值效应，百业千行齐振兴。
静思忖，赖底层逆袭，万象更新。

沁园春·榕江“村超”
本报讯（记者 王道东）近日，侗族作家陈永忠

首部小说集《稻花鱼》入选彭学明先生主编的“多
彩民族文学书系”，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小说集由 16 篇短篇小说构成，20 万字。
绝大多数篇目已在全国公开刊物上发表。

作品以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城乡发展、现实生
活为创作背景，具有独特多彩的民族文化以及乡土
文化底色，并将这些乡土元素、民族文化与现实主
题对接。散文化的语言，沉稳的叙事风格,使作品具
有强烈的文学表现张力。围绕乡村振兴，贵州“村”
字文化符号，精选题，小切口，彰显苗侗人民坚守文
化，热爱生活的质朴品性；作品处处关照底层小人
物的生活状态，洋溢着人性光辉和泥土气息。在这

些作品中，有表现传统农耕文明中养鸭文化的《鸭
客》《半边月》《山那边水那边》《起风的时候》及稻作
文化的《稻花魂》《开秧门》《落雀谷》；有表现投身革
命斗争，胸怀家国情怀的《风雨桥》；有表现为生计
奔波为亲情守候的《晚景》及乡村底层人群人性美
善，与生活抗争的《半溪梨花》；有表民族文化和乡
土风情的《稻花鱼》《花开的寨子》《朵儿茶庄》；有表
现人类共情的《木娘》《找寻遗失的影子》《远方》等。

《稻花鱼》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它提
供了“地方性”文学书写的叙事范式，将地域经
验升华为人类共通的生态命题，为“地方性”的
文学书写提供有价值的文本。阅读此书可以更
多了解黔东南的风土、人情、民俗及文化。

陈永忠小说集《稻花鱼》出版发行
□ 王秀昌

如果说苏州周庄是水乡的大家闺秀，那么
贵州省锦屏县的雷屯村便可算是小家碧玉了。

离开敦寨集镇，城镇的喧嚣渐渐隐于身
后。公路一头扎入一望无际的梨树、蓝莓林中，
这是锦屏县龙池高效农业示范基地。正是早春
时节，蓝莓刚开始开花，梨树刚冒出花蕾，没有
看到漫山遍野如雪般的梨花，我有点后悔我来
得不是时候。大约十公里，公路窜出梨树林，就
来到了雷屯村口。

雷屯村坐落在美丽的亮江河畔。亮江河流
到这里时，被雷屯村挡住去路后，由南向北绕村
而流，像一条玉带一样把雷屯村围在其中。

进村的路是一条笔直宽阔的青石板路，这
种青石名为贵州青，又称绿玉，多产于贵州深山
峡谷及清水江中，石质细腻，石肤润滑，颜色古
朴，纹理色带清晰，线条简洁，有的还具有陶瓷
韵味。当地人就地取材，铺就了这样的青石板
路，这是贵州很多古村镇所特有的。青石板路
间隔不远就会有一幅用鹅卵石铺绘的图案，或
圆或方，大多为太极八卦。村里民居多为具有
高超装饰艺术水平的徽派建筑。

走到宽阔青石板路的尽头，是一座宏伟的
宗祠——朱氏宗祠。这座宗祠规模宏大，气势
雄伟，保存得很完好。宗祠坐北朝南，平面呈长
方形，三间两进一天井封火墙围护式建筑，由牌
楼、过厅和正厅组成。细阅宗祠，你定能从中看
到雷屯 600 多年的历史。

朱氏宗祠的旁边是雷屯村的标志性建筑——

大明楼。位于雷屯的正东面，是全屯的总出入
口。据传此楼建于明永乐七年。门楼前对联“一
面青山三面水天宫福地，千年古屯万年楼谁绣井
乡”，很好地诠释了雷屯的历史、生态和文化。

从大明楼入屯，青石花街小巷纵横交错。
小巷平坦整洁，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房前屋后
的小院里，有的种蔬菜，有的栽花，有的种果树，
绿藤挂满墙。清新的空气中充盈着蔬菜花果的
香味。每一户庭院就是一处不错的风景。游人
不少，但却没有城市的喧嚣。大家都各自走走
停停，欣赏着，惊叹着，走进了村子深处。饱览
了乡村美景后，正想着返回到大明楼出屯，却怎
么也找不到原路了。最后，我们不得不请一个
本地人带路才出了屯。原来，雷屯为明代屯军
之所，街道建设别具一格，呈树叶脉络状分布。
一条主街自大明楼总路口为起点，穿越屯中心，
两边街巷数十条呈“丁”字形，相互错开伸展，又
相互串通，且全是青石花街铺成，条条街巷都差
不多，陌生人进入后自然不好辨认。这是很有
军事战略意义的。

雷屯之美，除了有深厚的军屯文化之外，还
有就是美丽的水乡风光。

出得屯来，面前就是静静流淌的亮江河。
古树下的河堤上，浣衣的，洗菜的一字儿排开，
葱、蒜、芫荽的清香徐徐飘来，让你突然间感到
乡村的味道是多么的美好。

亮江河流到这里变得格外的平缓，河水清
亮。上游的水很浅，定睛一看，水里数不清的小

鱼儿在游来游去。水面上，这一群，那几只的鸭
子在凫游，嬉戏。下游水稍深，水面上花花绿绿
的小游船在漂荡，游船上时不时传来一阵阵欢
声笑语。几个小孩子等不及河水完全变暖，赤
脚涉水去追赶小鱼儿，去和鸭子嬉戏。

雷屯最美的地方，当数河中几个大小各异，低
平和缓的沙洲，是亮江流到这里，因为太平缓，上
游带来的泥沙长年累月沉积而成。这沙洲，是露
营的绝佳之地！虽然才是暮春时节，但沙洲上就
已有了无数形状、颜色各异的帐篷。沙洲与沙洲
之间，人们用混凝土砌成“跳岩”连接，称为“百步
桥”。沙洲上，草儿刚冒新芽，黄中带绿，软绵绵
的。婆娑的树木也刚看到点点新绿。游人来到河
边，都迫不及待地走上“百步桥”，体验一把“跳岩”
的乐趣后来到沙洲草坪上。有的架起画板，要把
美景收到自己的作品里带回去；更多的是拿起或
相机或手机相互拍照，证明自己到此一游，此生无
憾；有的直接返老还童，或在草坪上打几个滚，或
仰躺草坪上……游人间，鹅子一点也不怕人，大摇
大摆地踱着方步；牛儿有的在悠闲地吃草，有的在
静静地伫立……多么和谐温婉的画面！

来到这沙洲后，我曾一度产生在这里露营
一晚的冲动，但无奈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又没有
准备露营的装备，还是在夕阳把原本清亮的亮
江映照得满江通红时，意犹未尽地暂别这个最
宜人居之地，这个美丽温婉的水乡。待到沙洲
绿草如茵时，再来静躺草坪，静听亮江流水，远
离尘世喧嚣。

温婉水乡——锦屏雷屯
一

《学践心语》一书的作者不是一
般的文化学者，而是一位与党的宣传
工作和新闻工作有密切关联的理论
专家。

吴会武从事党的宣传思想和新闻
工作长达30多年，有深厚的马列主义
理论修养和政策理论素养，有较强的
政治敏锐性、思辨精神和大局意识，他
熟悉宣传新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先后撰写理论文稿60余万字，发
表文章30多万字，涉及思想政治理论、
宣传业务、党建工作、地区经济发展、
企业经营管理、精神文明建设、新闻采
编业务、报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充分体
现了他丰厚的理论研究成果和优异的
新闻实践业绩。

吴会武担任黔东南日报社总编辑
后，注重统筹策划，紧盯关键环节，强
化责任担当，善于扣主题、抓重点、凸
特点、展亮点，紧紧围绕州委州政府
决策部署，策划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主
题报道，推出了一系列品牌栏目，创
办了一系列专刊、周刊和特刊，为黔
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氛
围，使各媒体平台的舆论传播力、政
治引导力、社会公信力和受众影响力
迅速提高，黔东南日报综合质量年检
全省排名迅速提升：2016年度取得历
史性突破——《黔东南日报》首次进
入贵州省一类时政报刊行列；2017年
排位首次跃居第三位，仅次于《贵州
日报》和《贵阳日报》。

在 2012 年以前，吴会武多次荣获省、州
级先进（优秀）工作者；2012 年以来，他在黔
东南日报社总编辑任上，策划、参与采写和
编审的新闻作品，获贵州省、中国城市党报、
中国地市报、中国民族地区报新闻奖多项。
2016 年，获“贵州省首届报业改革先进个人
创新奖”、被中共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评
为庆祝建州60周年先进工作者；2018年，获
中国报业协会“重大主题宣传年度贡献人
物”奖；2020 年，获“第七届贵州省优秀新闻
工作者”奖。

二
前不久，他把几十年来撰写的重要理论

文章、新闻稿代表作，以及家族家庭和学途
仕途记略文稿作一结集，取名《学践心语》。
这个书名起得非常有意思，表明集子里的文
章都是学习和生活实践中所窥所思所悟而
发自内心的言语与真切感观。据作者在本
书《后记》里介绍，他从事新闻工作长达 19
年，写过许多包括消息、通讯和专题片脚本
之类的新闻作品，本书收入少许代表作。书
中收入的还有他精选的“家训”“励志格言”

“人生杂感”和工作资料照片16页。而辑入
这个集子的文稿，主要是作者几十年中的学
习之得、调研之思、工作之悟、采访所获、家
路之念，归类为“学与思”“研与鉴”“践与悟”

“行与获”“家与路”五编。
第一编“学与思”，收入文章 31 篇。其

中，有对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思想，党的
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精神等的学习体会。
1991年6月26日，吴会武参加黔东南州纪念
建党70周年理论研讨会，他交流的文章题为
《历史警钟 时代号角——浅析毛泽东关于意
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思想》，长达11000多字，
可以看作是作者早年的理论文章力作。整篇
文章理论视野开阔，国际国内，横向纵向，旁
征博引，论述非常充分，相当具有理论广度和
深度。过后 20 年，他撰写《党的历史全面总
结、未来发展强劲号角——学习胡锦涛总书
记“7·1”讲话体会》、2012年撰写《充满朝气
的东方巨人稳步迈上新征程——党的十八大
报告学习体会》，以及又10年后2022年撰写
《坚持“稳”字当头 做好“联”的文章 确保
“长”的目标 满足“民”的需求——学习领悟
习近平“两会时间”的治国之策》《把大势于掌
毂 示方略于胸竹——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
体会》等文稿，看到他一路明显的理论修养进
步，政治高度、视野广度、思想深度，又有很大
提高。

第二编“研与鉴”，收入文章 17 篇。其
中，1988年撰写的《问题·病根·出路——关于
州情研究的思考》，在当年召开的全州纪念改
革开放10周年“州情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
被州委领导指定作重点交流发言，引起与会
专家、学者和州委、州政府领导的重视。1996
年执笔完成贵州省“八·五”社会科学研究规
划课题——《民族地区城镇精神文明建设研
究》，洋洋洒洒6万余字，不仅系统总结了黔东
南州十年城镇精神文明建设的举措、成效与
经验，更对我国民族地区乃至中西部地区城
镇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和行
之有效的对策建议，得到贵州省、黔东南州文
明委和各级宣传部门的采纳。2009 年撰写
《雷公山为证——感悟脚尧精神》《黔东南州：
破除‘三依赖’消除‘三不够’推动经济社会科
学发展》等综合述评、言论，也因其立言建树
大，被中央人民网、中央文明网、共产党新闻
网和许多地方网站转载。

第三编“践与悟”，收入文章15篇。其中，
2012年撰写《融入新媒体、拓展新业态——对
提升黔东南日报社自我发展能力的思考》一
文，站在全媒体时代视角，就地（州、市）报社如
何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如何强化融媒体平台建
设、占领网络信息传播制高点，党委、政府如何
加强对网络传媒平台建设的重视、投入与领
导，聚力打造网络媒体主阵地，推动传统媒体
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对推进该社采编业
务上水平予以前瞻性指导。2014 年撰写的
《彰显地方党报对重大时政问题的引导力——
以黔东南日报“县市委书记话改革”专访为例》
一文，对地方党报聚力推进重大时政报道和深
度报道的融合，彰显地区党报在重大时政问题

上的强大引导力，总结实战经验，被
《中国地市报人》杂志首篇刊发。同期
撰写的一系列新闻业务理论文章，多
角度总结新时期办报、办媒实践经验，
为业界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四编“行与获”，收入新闻及散
文代表作11篇，是吴会武担任10年
党媒总编辑业务足迹的点滴记录。
其中，《感悟搬家新“烦恼”——从家
装演进看改革开放 40 年的巨大发展
变迁》一文，以重大时间节点为经，以
个人搬家事例为纬，辅以对伟人的缅
怀、对时代的评议、对人生的感悟、对
生活的见解，描绘出一幅动人的时代
变迁图。《战疫——黔东南州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纪实》等报道，“关
键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增强了信心,
稳定了民心,充分展示了全州疫情防
控的生动实践,为我州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做出了突出贡献。”（时任州委
书记桑维亮批示）《奇迹——黔东南
州脱贫攻坚电视纪实片》等系列宣传
报道，“聚焦脱贫攻坚,尤其是脱贫攻
坚中的重点、难点,发出了黔东南的好
声音,凝聚了脱贫攻坚的正能量,成效
十分明显,意义非常重大。”（桑维亮
批示）充分展示了新闻记者作为社会
观察者、时代记录者、历史承载者的
角色担当，成为吴会武荣获中国报业
协会“重大主题宣传年度贡献人物”
奖、第七届贵州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等
诸多荣誉的最好注脚。

第五编“家与路”，收入文章 2
篇。主要是抒写吴会武的家路情怀。通读
两篇文章，可以窥见和感悟作者最念想的亲
情、族情、经历和往事。

吴会武出生在天柱县远口镇一个小村
庄，他从小受清水江流域地方文化熏陶，性
情温和，心地善良，勤奋好学，资质聪颖。特
别是得到父母严格家庭教育和良好家风影
响，让其受益终生、怀念终生。1979年，吴会
武从安架小学附中初中毕业考入天柱民中，
磨山大队发给了20元的奖励，这在当时是重
奖。1982年他考上贵州大学，四年后毕业分
配到中共黔东南州委宣传部工作，从此走上
仕途。

对于工作后的经历，吴会武在文中着笔
极少。据作者所知，他经过不断学习充电、
不断接受培训，思想理论修养和综合素质得
到不断提升。2002年通过公开招考，从州委
外宣办主任岗位提拔调任黔东南日报社副
社长；2012 年提任黔东南日报社党委副书
记、总编辑；2014年晋升正高职称。 2019年
1 月 14 日出任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总编
辑。2012年至2020年，是他进言献策最多的
时段，也是他理论建树和实践经验收获最多
的时段，更是其心力付出最多、人生经历最
多彩的季节。对此，他既倍感欣喜，更有诸
多感谢，浓缩为一句话：就是“感恩于自己生
活的幸福国度与美好时代，使自己有如此多
潜心学习、专注思考、勤勉工作、贡献绵力的
机会和时间。”

三
读了《学践心语》集子里的文章，总的印

象是，读者能够感觉到他作为党媒总编辑，
敢于担当，站位高，立意深，视野广，韵味浓，
情义真。正确把握住办党媒、传党声的原则
和方向，及时捕捉党委和政府决策意图，准
确传递党委、政府声音，更好地服务社会、扩
大受众影响，充分发挥党媒对广大民众的宣
传、引导和启迪作用。

收入《学践心语》集子里的这些文章，有
的系因应一时一事的“即兴”之作，也有得自
于长期研习、深入思考、实践探索的总结，还
有对黔东南州改革发展新貌、经验、成就的
经典展示，皆系作者的真情所感、真实所得、
真心所系、赤诚之鉴、肺腑之言。

撰写对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重要讲话
的认识理解文章，很容易参考借鉴别人的见
解多、独到的见解少、形成炒冷饭的现象。
作者恰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重视领导讲话
原文的研读，正确理解和把握原著的思想内
容，也注意阅读别人写得好的学习体会文
章，看看别人都认识理解到了什么程度。但
是，力避人云亦云，而是云别人还未云、云别
人未能云，说出自己的深刻认识和理解，道
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其中有不少创见。可以
说，他的这些文章所说所论，都是建设性的
见解，创新性强，字里行间充满着正能量。

仔细观察《学践心语》集子里的文章，就
会发现，作者采用的文体结构都是根据文章
表现思想内容的实际需要来决定。他是学
哲学的，注意恪守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规则。
在写作中，他经过反复构思，最后定稿的文
体构架，往往形成恰当的文章形式来为思想
内容服务，二者做到高度的有机统一。他所
精选的76篇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如此。阅读
他的理论文章，文风正，论点、论据和结论十
分清晰。有的文章，或针对一个问题，展开
作者见解；或就一个热门话题，谈论自己看
法；或就某一领域工作，提出自己建议。用
语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入情入理。大多做
到开门见山，然后直奔主题进行论述，给人
丰富的知识见解，每篇读后都有收获。76篇
文稿，有的纵横谈论，篇幅较长；有的惜墨如
金，短小精悍。可以说，《学践心语》集子里
的文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几乎一篇有一
篇的新面孔。这样，就避免了文体结构雷同
呆板的不足。

《学践心语》乃作者之
智慧结晶、历练念想，也是
其素养窥探、成果展示，可
谓其思想理论文化之集大
成。其闪光之处或精华所
在就是：为治国兴邦弘毅、
为百业兴旺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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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的晨光，来得羞怯。
薄雾未褪，山峦如披纱的苗家姑娘，吊脚楼

的飞檐挑破天青色，几缕炊烟斜斜地倚在杉木
林间。父亲扛着那把老木耙，弓着背走向梯
田。耙齿上还沾着去年秋天的泥痂，木柄被岁
月磨得油亮，像是裹了一层琥珀色的釉。他的
影子拖得很长，与田埂上零星的野油菜花叠在
一起，仿佛大地裂开的一道褶皱。

春水初涨，梯田像一面面碎镜，映着灰蒙蒙
的天。父亲赤脚踩进泥里，寒气从脚心直窜到
后颈，他打了个哆嗦，却将耙子握得更紧。牛在
前头慢悠悠地走，铁犁划开泥浆，翻出深褐色的
新土，蚯蚓蜷缩成团，小泥鳅仓皇滚落。父亲跟
在后面，耙齿如梳，一寸寸地抚平土地的褶皱。
泥水顺着齿缝淌下，发出细碎的“簌簌”声，像是
大地在低语。

忽然，一声清唳划破寂静。树梢上栖着的
白鹭被惊起，雪翅掠过水面，搅碎一池晨光。它
们盘旋着，忽而低飞掠过耙顶，忽而高扬冲入雾
霭。父亲停下手，望着鹭群渐远的身影，喃喃
道：“这些精灵，年年都来陪我们耙田。”牛也仰
头“哞”了一声，尾巴甩出几滴泥星子，落在父亲
褪色的布衫上。

日头攀到山顶时，梯田已褪去水色，露出油
亮的黑土。母亲蹲在吊脚楼的坪坝上，用竹耙
摊晒稻种。金黄的谷粒从她指缝间流泻，铺成
一片晃眼的毯子。楼角的木犁斜倚着墙，犁铧

上结着蛛网，像一道陈年的疤。我儿子蹲在田
埂边摆弄手机，屏幕里传出机械耕地的“突突”
声。他冲父亲喊：“爷爷，买台小耕地机吧！半
天能耙完十亩地！”父亲不应，只将耙齿重重插
入泥中，泥浆溅上裤脚，凝成斑驳的壳。

老木匠龙伯坐在梨树下削耙柄，刨花雪片似
的落了一地。他的手指关节粗大，却灵巧得像在
抚琴。“机器快，可地会疼。”他眯眼端详木柄的弧
度，“耙子得贴着地皮走，像摸娃儿的脸。”我儿子
撇撇嘴，低头刷着电商页面——那里挂着“农具
老木耙”，标价三百四十八，月销为零。

田埂另一头，几个后生开着耕地机轰隆而
过。铁轮碾过的地方，泥浆翻涌如沸水，惊得青
蛙窜进草丛，田鼠慌不择路。父亲的手顿了顿，
耙齿在泥里拖出一道歪斜的痕。远处，白鹭迟
迟不肯落回树梢，只在半空画着焦灼的弧线。

夕阳将吊脚楼的影子拉得老长，瓦檐滴下
最后一粒水珠。

父亲洗净耙子，倚在柴房墙角。木柄上的
掌纹已模糊不清，唯有虎口处一道深痕，是某年
耙齿崩裂时留下的。母亲端来一盆热水，他把
脚浸进去，泥垢在水中晕开，像一幅写意山水。

我蹲在门槛上啃苹果，手机屏幕蓝光幽
幽。“爸，叔他们的好多田都不种了，自己种田人
工成本太高，你俩那点米我负责给你们买！”父
亲擦脚的手顿了顿，毛巾上一块补丁绽了线
头。“地不是账本，哪能算计到分毫？”他望向暮

色中的梯田。
夜色漫上来时，白鹭终于落回树梢，缩着脖

子，像一团团未化的雪。大伯送来新修好的木
耙。月光下，耙齿泛着银光，仿佛缀满星子。“留
着，万一机器撂挑子呢？”他笑得露出豁牙。父
亲摩挲着木柄，忽然想起年轻时，也是这般月
夜，他跟着祖父学耙田。那时没有白鹭惊飞，只
有萤火虫绕着耙齿打转，祖父说：“地是活的，你
得顺着它的呼吸。”

清明的前一天，大家开始“开秧门”。梯田
灌满了水，像一叠叠青瓷盘。父亲执意用牛拉
耙，隔壁的叔却开起耕地机。铁兽嘶吼着冲进
田里，泥浪喷溅，惊飞整片白鹭。父亲的手耙却
温柔得多，泥浆如墨汁在齿间流淌，偶尔耙起一
枚陶片——或许是某代先民摔碎的碗。

午后落雨，我躲在檐下刷手机。父亲戴着
斗笠继续耙田，蓑衣滴着水，牛背上蒸腾白气。
忽然，隔壁的耕地机陷进泥潭，后生们骂咧咧地
抬绳子来拖。父亲没抬头，只将耙子往更深处
探了探，泥里翻出一只青铜铃铛，锈得看不出纹
样。他攥在掌心，凉意直透血脉。

傍晚，父亲默默收起木耙递过来：“试试，地
会教你走路。”夕阳把两人的影子叠在田埂上，
白鹭三三两两落回水面，翅尖掠过新耙的泥，涟
漪荡开，像土地漾起的笑纹。

谷雨前夜，村姑们在风雨桥唱《耙田歌》。
火塘映红皱纹，歌声裹着烟霭，飘向黢黑的梯
田。父亲将旧木耙挂上屋梁上，旁边是祖父的
蓑衣、曾祖的犁铧。

清晨，白鹭依旧准时惊飞。只是如今，它们
的翅影下既有木耙划出的曲水，也有铁犁耕出的
直线。阳光泼洒下来，大地如一块斑斓的土布，
经纬交织着，分不清哪根是传统，哪根是新生。

春耙惊起一滩鹭影
□ 龙珍锋

□
傅
安
辉

□ 伍名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