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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回想，从2012年至今，我转战了四
个不同的扶贫点。真正见证了国家脱贫攻
坚这一历史奇迹和伟大创举，也见证着自己
的成长和蜕变！

2012年，我刚从平坝考到市文联。本
以为可以体会与艺术家在一起风雅，比如兰
亭序写的曲水流觞意境。可是，接手的工作
却是投身扶贫工作。刚到文联不久的我，带
着单位和组织的寄望，来到西秀区七眼桥镇
清凉村，开启了我的驻村之旅。

清凉村距离安顺市区不算太远，当然，
这是在我经历了后来的三次下乡之后得出
的结论。那时的我对于帮村工作的意义仅
仅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只知道凡是城里的
单位都会有一个对口帮扶的乡村，都需要派
个人到村里做做工作，对于从小在城里长大
的我，对这一切充满着好奇和新鲜。带着这
种好奇和新鲜，我走进了清凉村。清凉村是
个贫困村，距安顺市区18公里，是个汉苗杂
居的小村落。因距市区较近，相对于其他村
落来说，条件还算好一些的。这里的青壮年
大多外出务工，只有年迈的老人们带着孩子
们默默守候着这一方水土。弯弯曲曲的山
路上，多少次，我一只手吃力的扛着宣传展
板，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抓着摩托车座椅一路
颠簸到村，又有多少次因为路太烂，摩托车
师傅把我扔在了空无一人的乡道上……

刚开始时，对农村工作一无所知的我每
天就跟着村干部下组入户走走，和群众聊
聊，但在这走走聊聊之中，我才知道清凉村
是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村落，流传着很多古老
的传说，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三国故事和清凉
洞的由来。或许是出于文联人对文化的敏
感，又或许是源于为寻找帮扶切入点而苦恼
不已的焦灼，在我的纠缠下，村主任带着我
来到了传说中的清凉洞、“七擒孟获”中孟获

被逼留下的“七眼灶”、两兵交战下“孟获岩”
与“孔明石”遥相对望、清凉透骨的“怀孟
泉”、还有那相传藏尽孟获财富的“屯粮洞”，
听着乡贤寨老的诉说，我突然感觉眼前一
亮，发现清凉村这个贫困村并不贫困，这里
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就是它最为珍贵的财
富啊！

回到单位向领导汇报之后，文联率先开
办了以驻村为主题的专题博客“真情走基
层”，向全社会讲述清凉村的故事，讲述独特
的民俗文化，讲述帮扶干部的苦辣酸甜，展
示苗族屯堡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汇，讲述小
小乡村的发展与希望……博客很快引发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很多作家、画家、民间文艺
家把清凉村写进了作品里，把小小的清凉村
送进了大众视野。在2012年的六一儿童
节，带着来自文艺界的关怀，文联的艺术家
们来到了清凉村，和孩子们一起过节，也把
艺术的小种子种到了孩子们的心田……8
年过去了，如今的清凉村自非当日可比，安
顺同城化的速度让古老的村落也融入了时
代发展的潮流，家乡的变化成为外出游子回
家的理由，老人和孩子们终于等来久违的团
聚和欢乐……

可以说，清凉村是我驻村的开始，也是
我对乡村认知的开始。

那时候，通村路的工程还没有启动。村
里修路是自发的，有人在地方工作，有影响
力就可以带动村级公路建设。普惠路是近
年来的政策，再次走进清凉村，关于路的变
化是我心中的印记之一。

事实上，关于驻村帮扶，文联一直作为
思考题在完成。2020年，文联策划创意的
摄旅十佳黄金环线游，这个村的清凉洞与诸
葛亮藏兵故事得以进入榜单，成为屯堡古驿
道环线游的地标，与山另一本的山岚环线配

套，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资源，引发关
注。康养项目正在这个区域兴起，2012年
驻村关注的种子在2020年长出叶片，真的
是惊喜。

2014年，因单位人员调整，我到了西秀
区宁谷镇木山堡村担任驻村干部。我再次驻
村，这个村非常美。桃花盛开的时候，游客很
多的；茶叶产业也是这个村的特色之一。尽
管这一次的驻村工作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
却让我对驻村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木山堡村是省级二类贫困村，这里世世
代代生活着精明能干、勤劳朴实的屯堡人。
在与前任驻村干部的交接沟通中，我了解到
这里出产着很有名的煤山茶，原生态，无污
染，是真真正正的“土特产”、好品质！在单
位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在这个“土”字上做文章，通过艺术家的笔
触，让好品质的山货走出了大山，也让社会
认识了勤劳淳朴的屯堡乡风！

2017年，在全国精准扶贫冲锋号的集
结声中，我来到西秀区岩腊乡龙潭村，成为
脱贫攻坚战场上的一员。

当时，龙潭村是省级一类贫困村，也是
西秀区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民族村
落，苗族人口占总人口88%，是一个典型的
苗族村寨。由于生活拮据，全村青壮年大都
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和孩子守护着大山，日
复一日期待亲人归来。

小小的村子坐落在群山之中，驻村第一
天，刚拿驾照的我就被蜿蜒曲折的山路考验
了一把！当时的我一路感叹着山路行车的
艰难、路边茂密的森林植被，惊奇于当地人
独特的服饰和语言，却想不到日后我会与这
个深山里的村庄结下不解之缘！

在与村干部们的交流中，我发现这个全
乡最年轻的村级班子团结、奋进、充满了战

斗力！我心里有了底，有了这群战友的支
持，我相信，决胜脱贫攻坚，龙潭村一定能走
出自己的路！

从此，我们一起往返于乡村两级的山路
上、在村委的办公桌边、在贫困群众的家里、
在致富能手的实验地上、在村合作社的大棚
里！贫困群众的走访、贫困人口信息的核
对、贫困人员的研判评议、村规民约的颁布
执行、土地确权签约、住房安全排查、水电安
全排查、易地扶贫搬迁动员，医疗扶贫体检，
群众纠纷调解……夏季烈日炎炎、冬日严寒
刺骨，我们如同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齐
心协力，从未退缩！

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和乡里村里的干
部、区里的突击队员一起走村串户、围坐议
事，如今忆起龙潭来，脑海里全是大家一起
走过的那些日子。还记得大雪纷飞的篝火
边产业宣传的铿锵坚定，还记得深夜奔跑在
蜿蜒山路上欢快的摩托车队，还记得一次次
走进群众家中动员搬迁的……

如今的龙潭村是一个产业大村，花椒、
茶叶、蔬菜、生猪养殖、繁牛养殖覆盖了整个
村庄，产业机耕道延伸到了各个村寨。说到
产业，又想起当初为了带动群众种植高效农
作物，我和乡里的干部、村干部、区突击队员
想方设法办起了“合力阳光”辣椒种植示范
基地。那段日子是我最难忘的时光，耕地、
拢箱、下苗、覆膜、驱虫、浇水……一个从未
做过庄稼活儿的人，居然每天一睁眼就跳起
来赶紧到地里看看我的宝贝苗，会为了老天
不下雨而焦虑，为了没有水而上火，为了挖
出产业道成天到乡里缠着书记乡长不达目
的绝不罢休，顶着火一般的日头去地里给群
众发工资，只为兑现那句承诺“我们的基地
是龙潭的基地，就是要让老百姓在村里就能
务工、有收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贵州山川秀丽，雄
奇俊美，人杰地灵，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民
风淳朴，处处洋溢着浓浓的高原豪放之气，
有着厚重的民族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
清道光年间文学家麟庆《鸿雪图记》一书说：

“余按黔中，奇峰插天，势极雄秀；间气钟之，
人亦类然。”正是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
文历史，滋养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和书画家。
有号称西南巨儒莫友芝、郑珍，诗书画三绝
杨龙友；有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思想家王
阳明；有当代著名画家宋吟可、王松年、杨抱
林、王渔父、方小石等，何伊华便是之后在国
画造诣上的较著名的老画家。

何伊华先生是贵州省郎岱人，1952年
随父母移居贵阳，1956年贵州民族学院艺
术系附中招生，何伊华考入该系附中，读书
期间便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作品经常发表
在《边疆文艺》、《中国青年报》等多种报刊。
毕业后考人贵州大学艺术系中国画专业学
习，随后几年在全面学习中国画的基础上进
入宋吟可人物画工作室，专攻中国人物画，
同时受教于著名画家王渔父、孟光涛。
1963年大学毕业后,为响应党的号召,带头
到边远地区工作,自愿分配到高寒山区贵州
威宁民族师范学校。之后长期从事美术教
育工作，作品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及各种国
内外大型美展并获奖，其艺绩入编《世界现
代美术家词典》、《中国艺术家名人录》、《中
国当代名人录》等多部辞书。获中国书画名
家、中国书画百杰等荣誉称号。

何伊华先生在美术创作上，涉及领域
多，并能取得辉煌成就，与其对艺术拥有的
天赋和执着是分不开的，同时其文化修养、
艺术修养、人格魅力更造就了其艺术的高品
位。早年创作的连环画、版画较多，后逐渐
以创作人物、山水、花鸟为主。何伊华先生
的创作主张要求贴近生活、来源于生活，表
现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表现自己的审美观
点，要基于传统而不死守传统。在他的《有
感于美术创作与创新》一文中，他说“对于传
统要继承，要发扬；对于外来文化要借鉴，要
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不能引
起共鸣的美不是真正的美，不能引发他人感
情上共鸣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何伊华
在贵州威宁生活多年，国画创作多以贵州乌
蒙高原少数民族及黔中山川入画，喜画牧羊
场景，生活味极浓，人物神态生动，无论是牧
羊女还是老大爷，都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
爱，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山羊与
人物的温馨的“对话”中，情感表现跃然纸
上，极富诗意。何伊华的国画在技法表现上
主要应用大写意的表现方法，注重笔墨应
用，尤善水墨，注重意境表现，用笔潇洒，大
气磅礴，淋漓尽致，注重人物的性格特征和
神态刻画，并把个人的情感、审美意识完美
结合，很好地把握了传统与现代审美观点，
让观者容易产生审美共鸣和审美愉悦，真正

做到了张彦远说的“意存笔先，画尽意在。”
王守仁赞叹贵州山水“天下之山萃于云贵。”
生于贵州，表现贵州山水，是所有贵州画家
的情之所归，在何伊华笔下，贵州的山水同
样是其表现的主题，他表现的山水，雄奇秀
美，云蒸雾罩，充分体现了贵州的地域特点
和气候特征。

何伊华先生在美术创作、学术造诣上成
就斐然，更是在从教生涯中做到了“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的榜样，如清朝画家方薰所言

“笔墨亦由人品为高下。”画品如人品正是何
伊华先生的真实写照。 1984年后,为组建
筹备安顺师专艺术系,何伊华调安顺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先是担任美
术科负责人,最初开办职高班，后开办成人
大专班，1995年何伊华、王晓比、赵庆玺几
位老教师在艰苦的环境下成立艺术系，同年
开始招生，何伊华任艺术系主任,其间发表
学术论文多篇,多次评为先进教师,获教书
育人奖，1998年获贵州省先进教师称号。
初见何伊华老师是1996年我分配到在安顺
学院（原安顺师专）工作以后，那时何老师已
经五十有余，身体微胖，精神矍铄，笑容可
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学生和老师多称何
老师为“何老”。专业上何老师是著名艺术
家，教学上何老师对学生又是一位谆谆教
导、不厌其烦的好老师，教学多以示范为主，
从不空讲大道理，每一笔每一划，都极其认
真投入，作品还没有画完，学生就已经开始
在争抢了，何老师总会开玩笑说：“送你们可
以，不要争打起架来就行了。”教书育人，在
何老师身上，我们深有体会，课余时间就是
何老师和同学摆龙门阵的时间，何老师就会
提起他在威宁时的怎么下乡采风画画，生活
怎么艰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应该珍惜学
习机会，不辜负家人，每个在何老师教导下
的学生不惹事、能吃苦，勤奋好学，专业上进
步都很大。何老师做事言行一致，亲力亲
为，每次搞展览，何老师会和我们一起搬展
板，布置画展，很多学生都会抢着不让他做，
让他指导就行了，他就会乐呵呵地说：“我还
没有到动不了的地步嘛！”。有时我们和何
老师带学生外出采风，他也会戴个草帽顶着
太阳和学生一起画画，在山上随便吃个馒头
喝点山泉水就接着画。何老师不仅在美术
教育上倾力奉献，同样热衷公益事业，在“爱
我中华修我长城”作品义卖活动中捐画30
余幅；在参加全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义卖活
动中，捐画两幅；参加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全
国夕阳红老年教育基金会活动中，捐画两
幅。正是何老师这样的教学风范和人格魅
力，至今影响着我，影响着整个艺术学院，乃
至安顺的艺术界。

现在何老师退休已近二十年了，身体大
不如从前，前年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现在
艺术学院发展到现在这样全靠我们的努力，
其实没有何伊华老师他们几位老前辈在当

时艰苦的环境下创办艺术系，也没有艺术学
院的今天。何老师一生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和对教育事业的真诚奉献，是我们学习的典

范，徐渭的“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
秋”正是何老师的一生的艺术成就与在教育
事业上的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草枯了
野菊花谢了
瓦蓝瓦蓝的天空
衬托着银灰色的石板房

石片上的露水
凝成了鹅绒般的雪霜
踩在硬茬茬的草埂上
发出哧嚓哧嚓的声响

天刚冒出雪眼
雪花便在空中飞舞
一瞬间 大雪飘絮
白了天 白了地 白了一幢幢石板房

石墙上 石磨上 石磴上
堆了一层白白的面粉
晒坝上 屋顶上 田野里
辅了一层厚厚的白地毯

雪花堆积在山腰
像一朵朵白色的云彩
雪花悬挂在山林
像一簇簇梨花绽放

雪花覆盖了屋顶
雪花压弯了树枝
雪花让古老的屯堡变得洁白
雪花给屯堡人带来希望

槐子树上 几朵冰花闪烁
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霞光
堆满积雪的庭院
一群孩子在尽情地打着雪仗

农家屋顶 几只小鸟欢快跳跃
瓦逢中几许炊烟袅袅
忙了一年的屯堡人围坐在火旁
品尝着农家的老酒 腊肉和香肠

一枝桃树穿过农家的院墙
初绽的桃花点缀古老的庭院
惹来那一双衔泥的燕子
落户在农家的石板房

几根藤蔓钻出石蓬
牵着网爬满农家的石墙
尽管白雪压顶
仍枝青叶绿 开着无名的花草

宽袍大袖的妇女扭着腰身
清扫着庭院的积雪
屯堡的汉子喝着三道老酒
唱着悠扬的长腔古调

雪花脱光树叶 萌发生命
纵然是银装素裹的季节
春天已从屯堡的屋檐下
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红崖天书

车从霸凌桥上经过
我站在苍茫的关索岭
倾听海百合花开的声音
抚摸亿万年前海龙的鱼鳞

远方传来凄凉的古歌
红崖对白崖 金银十八抬
谁人识得破 大小秤来抬
残遗高原宝藏的谚语

我凝望晒甲山顶
那封至今无人识破的天书
在岁月风雨中摇曳
还在流淌你殷红的血液

那是你前世的绝笔
依然打动我转世轮回的心
红崖上那朵漂泊的云彩
无法抹去江湖的柔情

格凸河

山巍蜗居的雄鹰
翱翔俯瞰苍凉的麻山
方竹林逃窜的竹溜
成了美味佳肴

我听说亚鲁来过
其实他是头牛
潜伏在燕子洞的胸口
吞噬鸟粪和燕窝

一朵寒冬的雪
绽放在悬崖的边缘
凝望蜘蛛人飞檐走壁
脚印涂满了血泥

谁在哼唱离歌
给月亮发出银色请柬
参加场哭嫁的婚礼
酒窝里盛满甘露

雪中屯堡
□陶兴明

安顺风光
□王天锐

8年时间与4个扶贫点的记忆（上）

□林媛

再次回望8年参与扶贫的经历，凝望了让人流下眼泪、洒下汗水、经受委屈与收获成果的土地，是回访也是回家……
——题记

丹青岁月铸师魂
□谢朝玺

心连心

□何伊华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