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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很久没看完一部
完整的剧了。”影视剧市场日益
丰富多彩，这样的感慨不禁令
人惊讶。但这可真不是句玩笑
话。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习
惯于微博式追剧、短视频追剧：
几个词条、几张动图、几帧画
面，就能速览全貌。（8 月 19 日

《人民日报》）
置身于诱惑颇多、节奏飞

快的时代，一部影视作品能让
观众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完，
似乎越来越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那么，既想了解剧情，又不
想花费过多时间，怎么办？

有的是办法！据悉，除了
以快进方式倍速观剧，还有些
观众的办法更为绝妙，他们热
衷于选择碎片化追剧。对于热
播的电视剧，只要动手刷一刷
微博以及抖音、小红书、快手等
短视频平台，即可通过相应的
官方账号、电视剧博主或娱乐
视频博主放出的关键剧情片
段，了解热播影视剧的大概，乃
至掌握一些时下热门的话题和
有趣的“梗”。

碎片化追剧的兴起，一方
面是部分观众对剧目本身有一
探究竟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
也与近年来电视剧市场日益激
烈的营销竞争不无关系。一些
播出平台为了争夺热门剧集的
观众，在社交平台和电视上进
行“预告片比赛”，不断加长预
告片长度，甚至不惜放出关键
情节片段，使得蹲守微博和电
视预告的观众得以超前观看，
抢先过瘾。此外，还有剧方和
播出平台通过线上话题营销来
吸引观众，将剧中桥段转化为
社会话题引发全民讨论，从而
为剧集增加曝光量。

对于观众而言，如此碎片
化追剧的确省事，它似乎可以
策马扬鞭疾步行，“一日看尽长
安花”，不必令观剧心情像坐过
山车一样地忽上忽下，能精准
锁定剧中“爽点”、迎合自身“痛
点”，心随所愿地追随、跳跃至
全剧终点。而有了这些功课打
底，再与周围朋友、同事聊天
时，围绕相关话题也就有了侃
侃而谈的资本，不至于扮演插
不上嘴的尴尬“局外人”角色。

如此追剧直奔目标，聪明
确实聪明，高效也实在高效，只
是，它就真的好吗？恐怕未
必！人们做的很多事情，有些
的确讲求结果，可偏偏观赏影
视作品这件事，享受的恰恰在
于过程。面对一部心仪的作
品，只有令自己沉浸进去，一集
接一集地细细品味，任由自己
的一颗心随着剧情进展起起落
落，才能领略艺术魅力，接受文
化的滋养。相反，总是习惯于
以碎片化方式追剧，解开的虽
是剧中谜团，然而，失去的却是
一种耐心，是原本应有的一颗
外察、内省的敏感之心。

还要看到，观众之需催生
了碎片化追剧，碎片化追剧又
进一步冲击着电视剧生产本
身。当微博、抖音短视频追剧
从辅助手段成为风潮，甚至转
变为主要观看方式，电视剧市
场跟着变得越来越浮躁。业内
人士分析指出，为了博眼球、追
话题，一些电视剧创作者刻意
写出迎合观众趣味、便于碎片
化传播的情节，而这些情节之
间衔接薄弱，人物心理活动被
忽略，缺少铺垫的剧情走向逻
辑混乱的窠臼。本来，影视作
品是讲故事的艺术，无限放大
局部剧情，结果使得完整的故
事被扭曲、细节被模糊、文学性
被瓦解，艺术性从而被消磨
殆尽。

有句话说得好：“艺术不是
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
业。”总想着在影视作品消费与
生产之中走捷径，到头来恐怕
只会陷于恶性循环，伤及艺术
生态，凡此种种得不偿失之事，
还是想办法尽快打住为好。

古稀之年，奔赴脱贫
攻坚第一“战场”

提到扶贫，谁想到的不是“年
富力强”？然而，在西庄头村村委
会，连元德与年轻的村支书常胜
明、驻村第一书记吴永站在一起，
并无违和，一样的意气风发，精神
抖擞。三人统一的军绿色T恤格外
引人注目，T恤背后印着八个大字

“蔚你同行 决战脱贫”，胸前的图
标下还有“下宫乡战区”的字样。

战区？分明有了某种硝烟的
意味。“没错！当初县里召开脱贫
攻坚誓师大会，提到最多的一个
词就是‘战役’。”常胜明笑着说。

对于脱贫前的西庄头村，蔚
县县委书记梁昆了如指掌，西庄
头村因地处高寒区，患病人多，家
庭劳动力少，贫困程度在全县最
严重；由于疾病，贫困群众在发展
产业、参与就业等方面力不从心，
等、靠、要、混日子的消极情绪大
行其道，村庄脏、乱、差，基础设施
建设也陷入停顿状态。

2018年9月，连元德从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岗位退休8年了。他
主动请缨，与其他8位离退休老干
部组成了蔚县第一支退休干部脱
贫工作队，加入脱贫攻坚大军。

“都这岁数了，打打拳、养养
花、出去旅游转一转，享点清福多
好，何必再受那个累？”无论是谁，
听说连元德想去扶贫，无不摇头。
但他想，自己作为蔚县人，又是老
党员、老干部，眼睁睁看着老乡们
挣扎在贫困线上，“我们老干部一
百个不服气！兄弟县能脱贫，咱们
凭啥拖后腿！”

2018 年 10 月 1 日，蔚县脱贫
攻坚动员大会第二天，连元德一
腔热血走进西庄头村。

西庄头，山清水秀，阡陌纵
横，村子被大山温柔地揽入怀抱。
然而，连元德看到的西庄头村，俨
然就是一座垃圾场：泥泞的道路
坑坑洼洼，房前屋后破破烂烂，有
的村民甚至还在危房里养牛……
按村民的说法，他们早已习惯了
与垃圾为伍，习惯了污水横流，
也习惯了危房处处、残垣断壁、
私搭乱建；村民日常的生活就是
闲坐、赌博、饮酒。村委会大院破
烂不堪，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
室，村两委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蔚
县应急管理局的吴永作为驻村第
一书记，带领工作队临时住在村
卫生室。

“以前我们每次开会，给村民
50 元，竟没人肯来。”花钱雇人开
会，可见干群关系是个啥样子？连
元德站在废墟一样的村子里，心
潮翻滚，五味杂陈。他鼓励自己：
既然报名参加扶贫，就要做好迎
接困难的准备。

谁知，他刚要行动，常胜明送
来“善意劝告”：“你们可别随便进
村入户，小心进去出不来，这个村
在以前有过多次围攻村委会的事
件……”

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
部，连元德就不信这邪，“你要跟
老百姓一条心，办实事，咋还能出

事？”经过调查，连元德决定从一
户残疾人夫妇入手寻找工作的突
破口。村民吴作忠夫妇是残疾人，
急需要轮椅，连元德从经费中拿
出1000元购买轮椅送给吴作忠的
妻子，并到他家吃派饭，拉家常，
宣传党的扶贫政策。

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此，工作队
放弃休息时间，连续作战，一户一
户地入，一家一家去了解情况，倾
听每一位村民的心声，把他们当作
自己的亲朋、孩子和长辈。

村民们的心渐渐敞开了。连
元德又惦记起那满村的垃圾——
这样的村容村貌，何谈脱贫？

但村干部见惯了以前村民看
热闹、吃现成的态度，对于清除垃
圾的事都怕村民不积极。连元德却
二话没说，一个人开始行动——拔
除杂草。三天后，村两委干部加入
了拔草行列，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
到村容村貌大整治行动中来。81岁
的村民刘桂枝老人也看不下去，跪
着把自家房后大量的杂草拔干净。
连元德就在全村宣传表扬刘桂枝
的行为，果然，在榜样的激励下，村
民们纷纷行动起来。

如今，站在太极广场前，面对
各路媒体，村民们都会讲一串故
事：这里曾经是一个大垃圾场！连
元德带领村民通过两次大规模、
长达 45 天的垃圾清理，使用翻斗
车两辆、钩机两部，全面清理了沉
积几十年的垃圾；没有工人，村干
部带领村民自己动手，用 10 万元
打造了占地1000平方米的太极广
场，新种下的30多棵油松，哨兵一
样守护在那里，广场西侧还建起
了青瓦红柱的长廊，古色古香的
老戏台也修葺一新……

村委会对面，一棵 70 多岁的
老榆树，华盖盈盈，村民们三三两
两在树下乘凉。78 岁的村民吴选
亮轻抚墙上的碑文，感慨着，两年
前这里就是一个大垃圾场啊！这
是村民们经常讲的另一个故事，
主角是吴选亮、吴作全、吴文金、
宋发四位村民，他们无偿让出了
老榆树下的老宅，让村里改建成
如今漂亮整洁的村民议事广场。

驻村第一书记吴永来自蔚县
应急管理局，他向局党组争取了
12万元，把村主街全部硬化了。后
来，又通过乡政府协调资金 28 万
元打造了一条长 800 米的水泥硬
化主街道，路边铺设了 3000 多平
方米的面包砖步行道。路边休闲
景观、路灯、文化墙、公开栏、宣传
牌一应俱全……村子一点点“变
脸”，一天天俏丽起来。

小村庄的“金名片”，
太极拳引领脱贫路

西庄头村委会会议室里，十
几个村民纷纷讲述着自己因练太
极拳而身强体健的故事。

太极队队长赵伟明以前经常
生病吃药，性格内向，脱离集体。

“你看我现在，精气神十足，每天
跟打了鸡血似的，浑身是劲，一天
不去练太极，就像缺少了什么，常
服的药统统都抛掉了。”现在她经
常跟姐妹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从未有过的开心。

52岁的柳四女，丈夫有残疾，
是村里的贫困户。她自己也浑身是

病：神经衰弱、冠心病、胃炎、胆囊
炎、肝囊肿……每年的巨额医药费
成为家里沉重的负担。没想到，坚
持练太极拳三个月，病痛竟渐渐少
了许多，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她
的身影每天出现在太极广场。后来
她竟能外出当月嫂挣钱了，用自己
的双手劳动，脱了贫。“像我家这
样，还能脱贫，放在原来想都不敢
想。”说起自己和家里的变化，柳
四女眼含泪花。

62 岁的吴来富因老伴去世，
自己又多病常年吃药，悲观厌世，
不愿见人。她在昆明带孙子时，旧
病复发，两次住院。看到太极微信
群里每天的热闹景象，她心动了，
想回老家来，儿女们也很支持她
回到村里。练习太极一段时间后，
心情和身体都好了很多，她快乐
地融入了太极队。

58岁的马桂娥，一直在杭州给
儿子带孩子。她的腰疼和骨质增生
让她经常出入杭州各大医院，医药
费花了两万多。2019年国庆节回到
村里，看到曾经的垃圾村变得这么
美，很是惊讶。她立即加入太极队，
练得“啥病啊痛啊都忘了”。就在不
久前，蔚县举办千人太极表演，她
也欢欢喜喜地参加了，并把视频发
给远在杭州的儿子，孙女在视频里
高兴地给奶奶点赞。

……
太极拳真有这么神奇？这样

的疑问，连元德经常听到。
“不要小看这支队伍，通过健

身，村民们的体质有了明显改善，
还省了不少药钱。”连元德本来坐
着讲述太极原理，讲到动情处，情
不自禁地推开椅子站起来，双手平
端在腰前，掌心向下，做着示范。

随着村子脱贫出列，连元德以
太极拳引领村子脱贫的故事广为
传播，各路媒体纷纷前来采访，太
极扶贫成为一张响亮的“金名片”。

“您是来扶贫的，扶贫与打太
极拳有必然联系吗？”刚到村里的
许多人，都想解开这个疑问。

“刚进村的时候，还真没想用
太极拳做工作，只想先整治村容
村貌，”连元德坦诚地说，“但在清
理垃圾时，我了解到村里贫困的
主要原因——疾病。”

西庄头村土地肥沃，空气清
新，本该是个富裕村。但经调查，
疾病才是造成很多村民致贫的主
要原因：家庭成员患病导致家庭劳
动力减少，从而造成收入减少，脱
贫困难；某些慢性病必须靠长期吃
药来维持，脱贫难度增大；患病导
致贫困户在谋求自身发展上受到
极大的限制，特别是在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等方面，贫病交加造成恶
性循环，村民的无助、无奈导致无
志、无为，普遍“等、靠、要”混日子，
内心动力不足，更别谈脱贫了。

“何不用太极拳团结村民，强
身健体，激发内生动力，达到‘培
源’‘生力’目的！”连元德是蔚县
太极拳协会会长，他下决心教村
民练习太极拳，誓把西庄头打造
成“京西太极第一村”。

开始时，村民并不接受。工作
队理解村民的疑问和抵触，免费
给练太极的初学学员发放太极
服，并提供便携式音箱，组织召开

“练太极”健身动员大会并逐户宣
传发动。连元德还多次组织蔚县
太极拳协会到西庄头村交流表
演。渐渐地，从一人到三人、到十

人……如今，村里的太极队已经
发展到一百多人。连元德也成为
村民口中的“连老师”。

渐渐地，效果显现出来，村民
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改善，邻里
更和谐了，村民更团结了。几十人
的太极微信群每天热热闹闹，村
里有个大事小情，干部一招呼，村
民们积极响应。

柳四女感动地说，连老师教我
们太极拳特别辛苦，炎炎烈日下他
晒黑了，不管是谁，他都一视同仁，
从不跟我们发火，有些“笨”人学不
会，他就反复示范，特别耐心。

“太极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它是一股正能量，既健
身强体又磨练人的意志。”正如连
元德所说，太极拳来到西庄头村，
除了强身健体，还成为提升全村
凝聚力的平台和载体。在太极微
信群里，连元德宣传党的扶贫政
策，传播好人好事，新事新风，村
民对村委会由以前的抵触到高度
信赖，牢牢团结在村委会周围。

“太极拳是个好东西哩，让我
们整个村都有了精气神！”村民柳
建清提高音量说，“以前哪有什么
业余活动，都是三五个乡亲凑在
一起拉家常、搓麻将。那生活，比
现在差得远哩。”

说起以前的“雇人开会”，常
胜明眉飞色舞：现在开会，村里一
广播，二三百人立即到位；会议室都
盛不下，就到村委会院子里站着，再
站不开，就到老榆树下的村民议事
广场，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

最高兴的，还是乡党委书记
李瑞林，“在连老师到来之前，西
庄头是有名的老大难，他来了以
后整治环境，特别是教村民打太
极拳，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

太极拳让西庄头村民开始了
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村民有了精
气神，“文化+”拉开乡村振兴序曲。

夕阳红胜火，晚景美如诗

西庄头村村民们身体硬朗
了，周边环境也清洁了，全村人心
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连元德与工作队和
村委会一起，按照“传统产业抓提
升、优势产业抓增效、特色产业抓
培育”的发展思路，把产业扶贫作
为主攻方向，制定了“南果、北谷、

东养殖”的西庄头产业发展规划。
在630亩原有林果面积的基础上，
整治 480 亩土地，栽植扁杏幼苗
750 亩；提高 300 亩嘎啦苹果的质
量，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鼓
励村民种植500亩优质大白谷，并
依托果园、荒坡等资源扶持村民
大力发展养殖业。

有一天，村支书常胜明刚走
进村委会，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兜
新采摘的茄子、青椒等新鲜蔬菜，
问身边人，都不知是谁送来的。此
后的日子里，村民们经常自发地
把各种带着泥土芬芳的新鲜蔬菜
送到村委会……想起这些，常胜
明不由得眼角濡湿：这样的干群
关系，让人心里能不热乎吗？

驻村第一书记吴永感慨地
说，“连老师是我的主心骨，没有
他，许多工作根本推不下去……”

今年年初，连元德的孙女在天
津读高三需要陪读，他偶然跟驻村
工作队队员武峰提了一句，没想到
村里人知道后练拳也打不起精神，
眼泪汪汪地说，“连老师可不能走，
你走了我们心里就没了底！”

连元德感受到大家对他真挚
的感情，对村民们保证：“脱贫任
务一天不完成，我就一天不离开
西庄头！”

连元德与驻村工作队、村干
部一起编制了村规民约，每天早
晨和晚上播放村歌、红歌。村歌是
连元德亲自作词的——

翠屏山下庄头村，
白云缭绕遮青峰。
遥看壶流碧波秀，
春夏秋冬景色明。
……
太极文化元素深度融入村子

发展，全村面貌焕然一新。平坦的
村路、干净的院落，夕阳与老屋相
映成趣。搓麻将等消极娱乐方式渐
渐消失，家庭邻里关系越来越和
谐，脱贫的内生动力最大程度地被
激发出来。静静偎依在翠屏山怀抱
的西庄头村，有“颜”又有“值”。

站在村委会大院里，翠屏山
下大片良田，绿油油的庄稼预示着
丰收的希冀。常胜明指着山顶上几
处风力发电机说：“看到了吗？山的
那一边，就是山西省广灵县。”

是的，只有来到西庄头村，才
体会到村子的偏远。连元德却在
从县城到村子几十公里的路程往
返奔波了两年。如今的他，声音洪
亮，精神矍铄，往太极广场一站，
整个人身板笔直，神清气爽，只是
浑身被晒得黝黑，他笑称，这是阳
光给予的健康色。

“我2011年退休，至今已经快
10年了。虽然退休了，但始终没有
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蔚县
脱贫任务这么重，在职的同志那么
辛苦，我们这些老同志义不容辞！”
连元德高兴地把大家带到即将建
成的村民文化广场，一些娱乐设施
已现雏形。广场建成后，村民可以
在这里打球、下棋、跳广场舞，孩
子们可以在儿童娱乐区尽情玩
耍……连元德指着不远处的翠屏
山，带着满目憧憬说：“我们正在那
里打一眼优质机井，不久的将来那
片山坡定会花果飘香！”

青山隐隐，壮士暮年。连元德
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场脱贫攻
坚的战役，践行着一位老党员使
命与情怀的承诺——

白首初心，青山未老。

村民讲述练习太极拳强身健
体的过程。 刘世芬摄

村民吴选亮夫妇无偿让出自
家老宅建成村民议事广场。

刘世芬摄

白首初心
——退休干部脱贫工作队成员连元德纪事 □刘世芬

立秋三日，张家口蔚县翠屏
山脚下，玉米扬花，谷穗微垂。白
墙红顶的民居散落处，就是“京西
太极第一村”——蔚县下宫乡西
庄头村。

古稀之年的连元德站在村子
中央太极广场正中的八卦图前，
向笔者讲述着这个村子的“前世
今生”。过去的两年，连元德作为
蔚县退休干部脱贫工作队队员进
驻西庄头村，以太极拳引领脱贫
路。太极是纲，纲举目张。村民拧
成一股绳，清运垃圾、硬化道路、
大兴产业，村容村貌、集体实力从
此翻天覆地。2020年6月，西庄
头村脱贫出列。

这是一场初心与情怀的对视。
从蔚县县城到西庄头村，要经历一
个多小时的蜿蜒乡道，还要途经几
个村庄。2018年国庆节，退休多年
的连元德以68岁高龄，一头扎进
西庄头村的脱贫之战，其情切切，其
意拳拳。

2019年 12月，连元德所在
的蔚县退休干部脱贫工作队获
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受
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2020年 8月，全国脱贫攻坚奉
献奖初评名单公布，连元德榜上
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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