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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
做好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创作播出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自即日起，各级电视台特别是电
视上星综合频道要加大脱贫攻坚题
材电视剧购买、排播力度。目前，广
电总局已研究确定 22 部脱贫攻坚
题材重点电视剧。《通知》还要求用
心用情用功推出精品力作，讲好脱
贫攻坚的中国故事。仍在创作中的
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要坚决避免同
质化倾向，在脱贫攻坚主题下，从不
同风格、角度、地域进行多样化开
掘，形成百花齐放的多样化格局。（3
月27日人民网）

据了解，正在央视热播的《一个
都不能少》，在湖南卫视热播的《绿
水青山带笑颜》等剧人气持续走
高。近年来，各种脱贫攻坚题材电
视作品纷纷涌现，它们既是时代的
记录者，也逐渐成为脱贫攻坚战中
的深度参与者，更是电视荧屏上的
一抹亮丽风景。

“扶贫开发成败系于精准”，扶贫
题材电视剧创作也当同此理。曾经，
在大众心目中，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
大多立足奋斗、主打励志、聚焦政策，
一不小心就容易被拍成“严肃脸”，年
轻观众不太待见。而放眼此次国家
广电总局确定的多部重点剧，在创排
思路上各出高招，值得期待。但要用
电视剧表达脱贫攻坚题材，则需要在
精和准上做足文章。

首先，好的脱贫题材电视剧，得
打破思维定式，情真意切而又“新意
盎然”，其展现的应是当代的“真农
村”。当下，即使在仍有贫困户的地
方，互联网也早已走进普通村民的生
活。正如很多制片人所言，现在城乡
差距越来越小，农民足不出户也可网
购，农产品直播办得风生水起。同
时，大多数村民的追求已经升级到更
高的精神层面——用知识改变命运，
以文化重塑美丽乡村。因此，如何讲
好新形势下的脱贫攻坚故事才是创
作者们应该重点着力之处。比如《一
个都不能少》融入了当下大热的“生
态移民”“生态旅游开发”“大学生回
乡创业”等故事内容，农村搬迁户因
为成了社区内配套有幼儿园、小学、
医疗室、休闲广场、服务中心等的“城
里人”而自豪又开心；而《绿水青山带
笑颜》中，杨烁饰演的男主角在博山
的创业项目就是办民宿，马苏饰演的
第一书记也提出要用短视频“带
货”。这接地气的真实的农村，“土与
旧”“洋与新”的并存，都能引发年轻
观众的共情。

此外，成功的好剧更要迈开腿，
沉下心。有些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
之所以让观众觉得“肤浅”与“别扭”，
是因为创作者没有深扎到位，仅仅停
留在美丽乡村层面上，一不小心将此
类剧拍成了风景宣传片，而贫困区域
真正需要关注的资源无法对接、人才
流失、沟通不畅等诸多现实问题反而
被忽略。事实上，记录和参与脱贫攻
坚战自然不是拍风景片、恋爱戏，更
不是生硬空洞地喊口号、贴标签。要
令观众走心动容，创作者就应该走出
舒适区，走进田间地头，将双脚深扎
泥土中，同时在回望贫困之态、凸显
扶贫之难、激发脱贫之志上下功夫，
方有希望生动诠释精准扶贫战略的
重大意义和艰难过程。如何过上好
日子才是农民真正关注的问题，因此
一部合格的脱贫攻坚题材剧应该关
心基层干部的艰辛，关心农民的饭
碗，关心农民的急切和焦虑，而不是
只把农村当作背景。

同时，一部优秀的脱贫攻坚题
材剧，还要力求避免因为盲目追求
戏剧化矛盾冲突，而导致的对贫困
群体现状的选择性遮蔽；应该直面
新时期农村的深层次问题，对于现
实矛盾，不回避、不躲闪、不歪曲，用
诙谐幽默、正向励志的田园风格，以
小故事阐述大道理，如此才能做到
既正能量又接地气。任何忽视或无
视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
期性，一味跟风的创作态度都不可
取。“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
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
光。”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在最真
切触摸老百姓脉搏的地方，基层工
作者用激情发出能给乡亲们带来温
暖的光亮，以他们为主人公的优秀
电视作品亦当如是。

在乡亲们七嘴八舌的描述
中，镜头闪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末的南峪村。

夏日的周末，村民们徘徊在
滔滔拒马河东岸，眼睁睁看着对
岸的都衙村南来北往的外地游
客，办理住宿，吃“小馆子”，买花
椒、核桃各种山货……彼岸的村
民喜气洋洋，纷纷盖楼买车；再看
看南峪村这边，到处破旧衰败，村
里人大多连辆摩托车都买不起。
有把子力气的青壮年也纷纷出门
打工，村子日趋“空心”化，村民们
年复一年，只能临渊羡“邻”，望河
兴叹。

而如今的南峪村，“麻麻花的
山坡”精品民宿常常挂起“客满”
的招牌，“羊圈”咖啡馆里客人络
绎不绝。村路宽敞，太阳能路灯
明亮，健身广场是大家锻炼的好
地方，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
部实现脱贫，人均年收入由 2015
年 的 2800 元 增 长 到 如 今 的
8800元。

漫山遍野的麻麻花见证了乡
亲们一步步脱贫的过程，而“带队
大哥”段春亭也获评“中国乡村旅
游致富带头人”“河北省千名好支
书”荣誉称号，更喜获全国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

一 座 桥 ，一 条
路，一个人，打开希
望之门。

南峪村，位于涞水县三坡镇
东南部，张涿高速（首都环线高
速）野三坡出口处，东邻北京房山
区十渡景区，西接野三坡风景名
胜区，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全村
由北峪、南峪、南坡、大坑 4 个自
然村组成，山场面积 20000 亩，土
地近400亩。

曾经的南峪村与中国许多普
通的山村毫无二致，灰瓦石墙，低
矮陈旧，猪圈、鸡舍杂乱，苍蝇、蚊
子乱飞，狭窄村路泥泞不堪。南
峪村紧邻的野三坡景区，早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就已逐渐开发成
熟，多年来接待游客无数，而对南
峪村来说，那一切仅仅止于新
闻。村里的山货照样无人问津，
看着彼岸的都衙村风生水起，乡
亲们心里急啊！

然而，无桥，无路，束缚住了
南峪村腾飞的翅膀。

1999 年，电视剧《西游记》续
集热播，湍急的拒马河上，唐僧师
徒四人走过小木桥的一幕让很多
人记忆犹新，而这桥正是南峪村
与外面世界连接的唯一通道。可
这又是一座“季节桥”“短命桥”，
平时勉强能过独轮车，一到夏天
往往被冲毁，所以村里只能在汛
期到来前把桥拆走，秋天再装回
去。

乡亲们爱说，村中的巨变都
离不开那个叫段春亭的人。年轻
时的段春亭，曾在北京建筑工地
打工，后来回到老家娶妻生子。
他头脑活络，心灵手巧，将木头加
工生意做得十分红火，是村民眼
中的能人。

段春亭做生意期间，切身体
会到这座“季节桥”带来的不便，
因为生意的需要，他只得在都衙
村租房，这一租就是十年。而南
峪村的村民们更不容易，收购山
货的商贩无法过河，只得让村民
涉水送到对岸。因长年赤脚蹚过
刺骨的河水，许多村民因此患上
风湿病。

闭塞，加剧着村民的贫困。
1999 年 8 月，段春亭当选南

峪村党支部书记。他上任后的第
一件大事，就是自掏腰包垫资 6
万元，拆除了木桥，购买水泥管，
由村民义务出工，修建了一座坚
固的漫水桥，从此，这座桥联通南
峪村与外部世界，成为“黄金桥”。

除了桥，还有路。1999 年之
前，南峪村只有很窄的山路和土
路，村民饮水要步行一二公里，自
己到拒马河去挑水。段春亭上任
后，架好了桥，紧接着就是修路。

一条长 4.5 公里、宽 3 米多的水泥
路初步改善了村里的交通。然
而，2012年 7月的一场暴雨，将这
条路毁于一旦，这让段春亭更坚
定了要修一条“好路”的决心。

凭着多年的经商经验，再次
修路时，段春亭决定修成一条山
村旅游路。几经曲折，宽度是原
来两倍多的村路重新修好，从此
这条路也成为村民们的致富路。

更大的机遇出现在 2011 年。
途经南峪村的张涿高速开工，南
峪村眼看成为外来车辆进入野三
坡的第一个出口。段春亭立刻认
定这条高速路将为南峪村的发展
带来巨大商机，一个新计划在他
的脑海中闪现：打造三坡镇“旅游
第一村”！他带领部分村民在南
峪村率先建成一座山庄型酒店，
接待能力 40 人左右，初次试水效
果尚可。随后，另外 8 户村民先
后仿照他的模式建起了农家院，
搞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然而，谁也不曾料到，随后的
事情并未能如期发展。高速通车
后，几乎所有旅游车辆直接驶往
野三坡，根本不会在南峪村停
留。这个小山村依旧冷落，甚至
大不如前。段春亭并没有灰心：
认准旅游脱贫的大方向，还要精
准定位。

大山深处的南峪村犹如一位
养在深闺的俊女。这里空气清新
温润，负氧离子浓度极高，以太行
山与拒马河为代表的山水资源，
交相辉映……这些都使得南峪村
天生丽质，只待梳妆。

段春亭开始了反反复复的思
考，“要想吃上‘旅游饭’，必须保
护好生态！”段春亭决定封山育
林，还村里一片绿水青山，就不信
迎不来金山银山！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段
春亭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因为
全村一半多村民都养羊，最多时
达到15000多只。不让村民放羊，
谈何容易？

“不让放羊可以，你给找个
营生。”村民王振社年过六旬，
家里养着 130 多只羊，他舍不得
卖羊，向段春亭提出条件。张涿
高速的一个工地设在村边，段春
亭找到负责人，靠自己的“脸
面”，给王振社找了一份工作。
这之后，又先后解决了许多养羊
户的工作问题。

2014年，全村终于彻底禁牧。
一座桥，一条路，一个人，打

开希望之门。

那充满山野风情
的房子里，装着现代
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慢生活铺就脱贫快车
道，刻满回忆的南峪
村见证着历史。

2015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与
中国三星联合发起“美丽乡村——
三星分享村庄（河北）项目”，项目
的焦点，是要从河北省 22 个候选
贫困村中评选出一个村庄，提供
帮扶资金。得到这个消息的段春
亭，带领村两委班子开始了认真
的准备工作：改善村里的环境，先
后铺设村内道路 4700 米，建成
3000 平方米的公园兼健身广场，
同时安装污水处理设备，铺设污
水管道、饮水管道，安装太阳能路
灯等。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项
目专家团队几次到南峪村实地考
察，在最终的评审会上，段春亭以

“南峪美丽乡村梦”为主题，描述
美丽乡村的美好愿景，他认真负
责的态度、清晰的发展思路和坚
定的自信心，深深打动了参评专
家，在三轮考察评审和一轮现场
答辩的PK中，南峪村高票胜出。

精品民宿项目的启动，标志
着“南峪美丽乡村梦”的正式实
施，这对南峪村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

2016 年 4 月，南峪村农宅旅
游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段春亭

出任理事长，设立三级联动五户
联助的管理模式。第一级是理事
会、监事会、村两委班子党员组成
的互助骨干 14 名；第二级是通过
五户联助推选出的 43 位互助代
表；第三级是以户为单位的社员
代表。其中59户贫困户103人平
均分配到各骨干及互助代表组
里，每名骨干党员至少带动 2 户
贫困户。合作社还专门制定成员
确权方案及确权标准，从而真正
把村民组织起来。

合作社骨干会上，
大家一致通过发展高
端民宿作为支柱产
业。专家实地给
出方案，把村民
闲置多年的老旧
民宅，流转到合
作社，利用项目资
金和县政府扶贫
资 金 ，进 行 特 色 改
造，打造高端民宿。合
作社产生的收益 50%用于
全体村民分红，30%用于合作社发
展基金，10%用于村集体公共事
业，10%作为公益传导基金帮扶其
他贫困乡村。实际操作中，一般
农户每人分一股，贫困户每人分
两股，真正做到了精准扶贫。

段春亭做村民工作、与企业
洽谈、参与民宿设计、查看现场施
工……各种急活儿、硬活儿纷至
沓来，疲劳过度的他突发心脏病，
医生要求他必须住院治疗，他却
以“村里事儿多离不开”为由死活
不肯住院。回到家里，他每天早
早起床，输两个小时液就又赶紧
去忙工作。乡亲们看着段书记带
病从清晨忙到日落，格外心疼。

村子每天都在变样，日子越
来越好，村民们终于明白了段春
亭忙碌的意义。

初秋的黄昏，山坳里炊烟袅
袅，层林尽染。段春亭请来的几位
专家正在村民家中走访，忽然，一
阵奇香扑鼻，香味飘荡了大半个村
子。当他们四处寻找香气的来源，
发现一位大嫂正在炝锅，原来，那
浓郁的香气正来自大嫂手中上下
翻炒的白色小花——麻麻花。

金秋时节，放眼村外，麻麻花
开得烂漫恣肆，那是南峪村一种
常见的野味——山韭菜花，乡亲
们采来晒干做调味料，成为村民
的最爱。这让正在苦苦寻找民宿
灵感的专家们心里一下透亮了：
就是它了！

高端民宿取名“麻麻花的山
坡”。此前，专家们为打造民宿想
出多个名字，都不甚满意，直到遇
到这朵本地的小花。

2016 年的一天，来自外地的
小轿车成群结队一路奔来，他们从
都衙村过桥，沿乡村公路盘转千
余米，直奔世外桃源般的“麻麻花
的山坡”（以下简称“麻麻花”）了。

开始时的
“麻麻花”只有
两处院落，由村

中两处老宅改造
而成，让游人真正体

味 乡 村 的 原 汁 原 味 。
2017年春节，万家团圆之际，段春
亭在村子里游走、巡查，让他意外
的是，“麻麻花”里竟然住满了客
人！他看到了现代人生活方式和
观念的巨变，同时内心豁然涌动
着一个强烈的愿望——扩建“麻
麻花”！

说干就干，当年南峪村完成6
套民宿改建。2018年，又新改造7
套民宿和 1 套多功能会议室。到
2019年，南峪村一共有 15套民宿
投入运营。

多少个夜晚，繁星点点，“麻
麻花”的会议室里却灯火通明，讲
师侃侃而谈，听课的“学生”却是
本村女村民——这是“管家”们正
在参加培训的一幕。管家，这个
与“麻麻花”密不可分的名词，如
今频繁地出现在南峪村。你道

“管家”是何人？都是昔日围着锅
台转的村妇。她们必须经过两个
月的培训才能上岗，从形象气质、
服务礼仪，到有效沟通、处理突发
状况……夜已深，但“管家”们仍
旧不觉疲倦，认真听着，记着。

正是顺应了当下人们有闲、
有趣、寻乡愁的情感需求，“麻麻
花”日益红火起来。那充满山野
风情的房子里，装着现代人挥之
不去的乡愁，慢生活铺就脱贫快
车道，刻满回忆的南峪村见证着
历史。

如今，随便上网搜索，无论
“南峪村”还是“麻麻花”，都已成
为乡村旅游的网红品牌。此时，
南峪村的巨变，把不少在外地打
工的村民吸引回来，昔日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也已全部脱贫。村民
们激动地说，村里今天的成就是
段书记带领大家拼出来的。

“麻麻花”是南峪
村的，也是你的、我
的，是所有城市行者
的精神原乡。

2016年之后的南峪村变得很
“洋气”，比如这里有个被频繁提
到的词叫“团建”。

如诗如画的古朴村落，本该
主要吸引画家、作家等“搞艺术”
的人啊。然而，看似土得掉渣的

“麻麻花”，竟被北京那些整天埋
在营销、数字、市场等国内国际业
务中的大大小小的公司“盯”上
了。每逢月末、季末、年末，他们
需要找一个既能总结工作又能让
员工放松身心、联络感情的地方
去搞团队建设。

万物复苏，和风夹着花香吹
向山谷，“麻麻花”的春天就来了；
春天尚未走远，就迎来了“宫崎骏
的夏天”；秋天可以在这里深山探
秘、梯田焖饭、烤地瓜、遇松鼠、撩
小羊；冬日里火盆锅炭烧起，大家
寒意顿消，围炉夜话，管家大姐贴
上漂亮的窗花，再一起包一顿香
气扑鼻的饺子……“麻麻花”里的

“团建”成为京津冀各大公司的山
野版“向往的生活”，一年四季不
打烊，各取所需，尽是欢乐。

南坡上的“羊圈”咖啡馆格外
有趣。松软的泥土里蓦然立起一
个萌态十足的“羊圈咖啡”招牌，
屋内落地窗为界，挡住了微凉山
风，却拦不住远山近景。氤氲香
气里品一杯咖啡，享受慵懒的下
午茶时光，沐着天光云影，把整个
人放空……脱贫户徐术芳自豪地
说：这里曾是我家的羊圈！

土极了，萌翻了，乐透了，美
晕了。关键还是，“麻麻花”改变
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城里人也
越来越爱上“麻麻花”,从来没有
哪一天像现在这样，城市与农村
如此亲昵。

“客人一会儿就到，做好接待
准备。”这是运营经理通知 62 岁
的蔡景兰。

蔡景兰是“麻麻花”4 号院管
家，刚为患有尿毒症的丈夫把输
液管拔掉，就接到了运营经理的
电话。安顿好丈夫，蔡景兰麻利
地穿上碎花围裙，戴上帽子，沿着
平整的山路，来到了一处幽静而
又别致的小院。

蔡景兰的老伴儿徐振海十年
前患上尿毒症，女儿双目失明，不
幸的命运像一座大山压住这个家
庭，典型的因病致贫。

“天塌了，地陷了，真想过跳
楼……”为了这个家，当年 59 岁
的蔡景兰帮别人盖房子、搬砖，一
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挣到多少
钱。然而，一座大桥、一条道路、
一栋房子、一份工作，让她的境遇
彻底改观。

“麻麻花”招聘管家，按照规
定，年龄在 35-50 周岁之间才能
报名，但考虑到蔡景兰的实际情
况，段春亭果断地让 60 岁的她经
过培训也上了岗。

“除每月 1950 元的基本工资
外，每接待一拨客人增加绩效工
资 50 元，算下来每月收入都在
2500 元以上。”2017 年全年，蔡景
兰收入 3 万多元，再加上年底分
红，家里的日子慢慢好起来。

除了“麻麻花”高端民宿，段
春亭还组织村民改造了多座中端
民宿和普通农家院，可以满足游
客多层次需求。“三哥三嫂”民宿
老板徐术亮一直在北京打工，挣
的钱除了日常开销所剩无几。
2018 年他回乡开民宿，自己当厨
师，爱人做“管家”，一年收入达到
了 30 多万元。在南峪村，像徐术
亮这样的村民还有很多。

南峪村脱贫致富的事迹吸引
了电影工作者，段春亭自豪地透
露：南峪村要拍电影啦！2019 年
底，以南峪村脱贫故事为素材的
电影剧本《隐居乡里》完稿，如今
演职人员早已就绪，只待新冠肺
炎疫情过去，即可开机。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比啥都
值。”段春亭并不满足现有的成
绩，要进一步开拓旅游脱贫思路，
预计在未来3年完成60余套高端
民宿的改建，带领村民过上更加
富裕的日子。

“麻麻花”是南峪村的，也是你
的、我的，是所有城市行者的精神
原乡。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一场
令人欣喜的嬗变，让所有可能“遇
见”南峪村的人，都开始读懂隐藏
于“麻麻花”里的幸福密码。

（本版图片均由段春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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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走进别有风味的“羊圈”咖啡馆，听着曼妙的音乐，闻着氤氲的咖啡香，保定市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党支部书记

段春亭总会情不自禁回忆起他和南峪村共历风雨、努力前行的二十载光阴。

对一个村庄的发展史而言，二十载也许只是弹指一挥间，可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那些在吃穿住用行上

日新月异的改变，却让人感到惊喜、激动和欣慰。从一个深藏太行山区的贫穷小山村，到以高端民宿“麻麻花的山坡”为

支柱产业的三坡镇“旅游第一村”，段春亭和乡亲们闯出了一条以民宿旅游为特色的扶贫产业新路径。

麻麻花开（报告文学）
□刘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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