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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祥

农村是中国社会之根，农

村基层党建是中共党建之根。

近读大学生村官题材长篇

小说《东方村》，感慨良多。这

是一部从农村基层党建视角构

思和创作的小说。作者徐勋平

长期耕耘在农村基层党建一

线，多年来见证了大学生村官

在农村基层的历练成长，拥有

太多的基层经验和感触，对农

村、对农村的人与事，有着深厚

的情结。他结合大学生村官选

聘和管理工作实际，围绕“新知

识青年到新农村”，历经数年，

数易其稿，成功完成本书创

作。全书具有很强的哲理性、

故事性、趣味性，富有党味、泥

土味、艺术味。可以说，《东方

村》有鲜明的主题，有全新的视

角，其题材和价值是多元的、炫

人的。

关注农村。自上世纪90年

代以来，很少产生重要的关于

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人们

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城市，特别

是大城市，权力、财富、文化似

乎都聚集在城市。农村似乎

没有故事。然而，作者徐勋平

看法不然。他的这部《东方

村》生活气息浓郁，展现了当

下农村的真实状态，是对新农

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另一种

叙述”。这部小说透视了中国

最基层的行政村、自然村、农

户，生动讲述了农村基层的脱

贫攻坚、后进村整顿、文旅产

业发展、部门包村、驻村帮扶、

抗洪抢险以及发生在农村的

民间故事、抗日故事、爱情友

情亲情故事等，反映了最微观

的农村社会万象，揭示了农村

的“秘史”。

述说改革。中国农村从传

统向现代的嬗变，已经进行了

近一个世纪。由于这种深刻的

社会变动，产生了一大批至今

依然堪称经典的农村题材文艺

作品，诸如《李家庄的变迁》《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

《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

《艳阳天》《平凡的世界》《白鹿

原》等。实际上，这些作品都是

一根红线，就一个字：变。有变

化就有故事。是农村的变革成

就了这些叙事，越是深刻的变

化，越能够成就经典作品。进

入新世纪，农村依然在变革

中。徐勋平的这部《东方村》直

面新世纪以来农村改革进程，

以党建引领发展为主题，通过

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这个视

角，叙述了当下农村的世态变

迁，反映了基层与机关互动、城

市与乡村统筹、党建与发展融

合的现状。

抒写青春。本书共提及

120多位有名、有姓的人物，主

体是青春蓬勃的新生代“小鲜

肉”，他们融入基层，服务群众，

推动发展，工作、创业、恋爱、交

友，一张白纸谱写火红的青

春。这群“新知识青年”在基层

实践的洗礼中经历了“心灵的

长征”，不断成长成熟。“青年兴

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

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

是青年一代的”。作者徐勋平

展卷抒写大学生村官这一簇火

红闪亮的青春，旨在呼吁各级

组织和全社会，对新时代的青

年群体——大学生村官高看一

眼、厚爱三分，为他们营造良好

的成长环境；同时积极引导广

大青年投身广阔基层，敬畏农

村、敬畏群众、敬畏未来，点亮

青春梦想，探索人生历程。青

春是用来奋斗的，奋斗的青春

是无悔的。大学生村官在村工

作，是“拿青春赌明天”，是朝着

巨大的人生迈进，他们的青春

融入了气势恢弘的时代交响

曲，他们用历险历练的青春，着

力将中央写进人民心中的幸

福，做进村民群众的心中，为了

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

们付出了火热的、艰辛的、奋斗

的实践。

聚焦脱贫。《东方村》引领

时代创新创业的潮流，全景式

地讲述了主人公卫春明等一大

批大学生村官，立足欠发达地

区积贫积弱的农村基层，默默

耕耘、迎难而上、创新求变，治

村育民、兴村富民、强村惠民、

亲村爱民，将一个个贫困村、后

进村发展成为城镇化工业化新

农村、农家乐旅游产业富裕村和

基层党建作先进村，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面向新时代，中国农村

发展何处去？实现脱贫致富，建

设全面小康，建设工业化城镇化

新农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现代化新农村———

小说《东方村》形象地揭示了中国

农村未来发展的趋势。

彰显党建。选聘大学生村

官是中央的重大战略。大学生

村官是“新知识青年到新农村”

的实践群体。纵观现当代小

说，鲜有以大学生村官为主人

公的，鲜有以村党支部书记为

主人公的，而《东方村》以“大

学生村官兼村党支部书记”为

主人公，当属绝无仅有。这本

身就是一种党建视角。大学

生村官在农村，如何开展各项

工作？大学生村官当支书，如

何打开工作局面？还得靠党

建工作，这又是一种党建视

角。主人公卫春明为了破解

村级工作和发展难题，注重抓

班子、带队伍、聚人心，以人心

铸牢党建，以党建引领产业，

实现了党建与发展的良性互

动，夯实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

础。作者以时代的敏锐性，秉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情系基层，讴歌群众，强化了政

治正确性、价值引领性。《东方

村》是作者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献礼。

揭示价值。芳香蕴藏在深

厚的泥土中。在《东方村》创作

中，作者徐勋平坚持关注微观

的基层，反映立体的生活，直面

现实的问题，饱含深情的期待，

通过线索的交融、发展的交汇、

人物的交集、心灵的交织，着意

引导广大大学生村官、高校毕

业生、时代青年才俊进行理性的

人生思考与历程选择：大学生毕

业何处去？人生何处去？青春

何处去？本书积极肯定以主人

公卫春明为代表的广大大学生

村官的路径选择，反映他们工

作生活思想的困难困苦困惑，

并以此展现时代风貌、对接基

层党建、链接兴村富民、融汇城

乡统筹、反映民间苦乐、揭露社

会现象、探索人生价值，揭示

“农村的、基层的、实践的、群众

的、历练的”成长成才规律。

□ 龙 丹

近日，青春创意之风再度

向北京文化产业徐徐吹来，

2020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大学生

初创赛区初赛在北京印刷学院

新创大厦拉开序幕。自2017

年北京文创大赛大学生初创项

目专场赛落户北京印刷学院开

始，大赛便多了一份为文创事

业培育创意新生力量的责任，

也多了一股源自高校学子的青

春奋进之风。

“创业很苦，但坚持不认

输。”这是曾经挂在北印大学生

初创赛路演现场的醒目条幅。

三年来，我们看到过无数个奋勇

拼搏的大创团队，也聆听过无数

个感人至深的创业故事，更感受

过无数个创业路途中的艰辛与

不易，他们敢拼、敢闯的精神和

别开生面的创意，正在成为青年

一代身上最闪耀夺目的光环。

如果说文创大赛是一个展示、孵

化、推广创意项目的“创客梦工

厂”，那么大学生初创赛区已成

为培育创新创意人才的“人才大

本营”。走到第四年，大学生初

创赛区蹄疾步稳，精彩依旧。

现场路演转战线上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颠覆

了传统的交流模式，大学生初

创赛同样如此。根据北京高校

疫情防控的需要，今年大学生

初创赛区的初赛和复赛也被搬

到了“云端”。面对摄像头和屏

幕，大学生创业者们能自如应

对吗？赛场上学生团队的表现

打消了我们的顾虑。

选手们通过“钉钉”平台将

自己的路演内容通过演讲、

PPT、视频、图文等形式综合展

示，与处于全国各地的“网友”

在线比拼，思维碰撞的火花丝

毫不减。北京印刷学院党委副

书记彭红表示，今年的网络大

赛在质量上和成果上都不亚于

往年所取得的成绩，但线上路

演对演讲者的要求更高，需要

精简提炼主题，在最短时间内

向评委传递项目的干货、硬货，

争取打动屏幕对方的评委。

通过专业评委的点评我们

欣喜发现，本届比赛中大学生

的初创项目越来越成熟，其中

一些项目已经具备商业化的潜

质。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路演

项目“疾测APP”便是如此，这

是一款专为大中型城市都市人

群设计的提醒式防护监测健康

软件，参赛学生不仅全面细致

地讲解了APP的各项功能，还

用模拟动画展示了应用手机

端、手环端的使用流程。现场

专家对项目内容的了解更直

观、深入，并为项目持续优化提

出了针对性建议。大学生参赛

项目构想的不断成熟，正凸显

大赛在培育孵化创意人才，提

升大学生创意创业能力方面起

到的重要作用。

文化科技深度融合

今年的赛场上，不少大学

生的创业项目已经瞄准了技术

转化的时代背景，深度分析当

代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利用自

己所学和高校科研优势，在科

文融合模式、服务应用场景等

方面不断创新。北京大学学子

带来的创意项目“人工换脸直

播”，便是通过AI技术批量生

产“完美形象”应用于直播产业

链之中，该项目在初赛中获得

了优异成绩。此外还有智能客

服机器人、智能宠物机器人、

“中医药＋科技＋传媒”复合模

式等多个文化和科技相结合的

创意项目让人眼前一亮。科文

融合的趋势体现了大学生团队

们善于运用技术手段，紧跟前

沿的创新之风，更彰显了新时

代北京文化产业的新特征。

“文创新星闪耀，大赛活力

无限。”专家评委奚大龙在总结

点评中指出，大学生初创赛区

项目涉及领域广，展现出文化

属性强，主旋律特色鲜明，科技

含量高，融合特色强，创意独

特，场景多元的特点，这些特点

正是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

所必备的要素。在北京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大

学生初创项目专场赛将为展示

首都文创风采，推动文化创新

发展带来重要意义。

“创业带动就业，创意创造

未来。”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与当前就业形势，北京文创

大赛大学生专场赛的举办贯通

了“创业”与“就业”的互补渠

道，为高校学子积累经验、锤炼

本领、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氛

围。除大学生外，本届大赛依

旧设置了“中小学文创赛区”，

让更年轻的创意主体融入大

赛，将孩子天性中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汇入到北京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之中。

未来，北京文创大赛将不

断突破年龄、经验的界限，注重

对年轻群体的培育，让文化在

创新中传承，让生活因创意而

改变。全市各大中小学生也将

通过北京文创大赛各类专场比

赛展示青春风采，施展创意才

华，让北京文创产业感受来自

青少年的创新力量！

□ 林怀民

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

书，叫《悉达多》，另一个名字

叫《流浪者之歌》，作者是德国

文学家赫尔曼·黑塞。乔达摩·

悉达多是佛陀的名字，但这本

书讲的不是佛陀的故事，它讲

一个婆罗门的年轻人，养尊处

优，长大后他出家了，学了所有

的法门，但他觉得学这么多法

门没有用。于是，他离开了他

的师父，回到城市里。

在城市，他学了做生意，做

得很成功，又遇到了一个城里

最红最美的妓女。但他还是不

满足，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错的，

于是离开自己美丽的家，来到

河边，河上有一个舟子，你跟他

说什么，他都笑一笑不说话。

在河边，他听到河里有各种各

样的声音在对他说话，高兴的、

悲伤的，人世的百态都在说

话。于是，他决定要做一个划

船的人，做舟子的助手。后来，

很多人都来找他们，来看他们

的微笑、他们的缄默。

1994 年，我带着这本书去

了印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

菩提迦耶。当时我在新加坡演

出，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上

面写着“印度，它是圣土”。然

后，我就抵死要去了。

刚去印度，让我有一个很

恐怖的经验，和以前的旅行完

全不一样。因为所有的生老病

死都在街上发生，印度的古迹

非常漂亮，但街上有很多乞丐，

很多穷人。刚开始不知道怎么

办，面对这么多伸出手的人，每

一天都是很大的煎熬。这是对

你良心很大的挑战，一个很大的

考验。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好人，

是人道主义者，有悲悯的心，但

问题来了，你要给多少钱，要给

多少人。我每天在那种状况下，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有一天，我在火车站，突然

跑来一个小孩，五六岁，脏脏

的，还拖着一个两三岁不太会

走路的小孩，他一直扯着我的

裤子喊擦鞋。我穿着运动鞋，

根本不用擦，但也没办法，只好

说好，他就蹲下来给我擦鞋。

我很不舒服，也不知道该怎么

办。擦完后，他只要很少的钱，

我给了他10块钱，告诉他不用

找了。当时，那个小孩抬起头，

看着我，像太阳一样笑起来，一

直跟我说谢谢。我看着他拖着

弟弟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对我

笑，然后，就站在火车站哭了起

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解放。

印度是一个很有趣的地

方，印度人几乎跟所有的动物

生活在一起，他们和自然完全

和平共处。有时场景非常神

奇，比如你会在夕阳下的贫民

窟，看到孔雀路过，然后就在街

上开屏了；你在火车站，就看到

牛跑到了站台上。看到这些，

会觉得很感动。

在印度，火车如果晚点 6

小时，那是正常情况，晚点 13

小时才算晚了。不过，印度的

火车比起印度的飞机，算是太

准时了。刚去印度的时候，我

会很生气，老是去催去问，火车

到底什么时候才来，每个人告

诉你的都不一样。但去了一段

时间后，我就安稳下来。从那

天开始，我觉得印度的火车一

定会来，飞机也一定会来，我们

干吗这么急呢？人生可以不必

那么急。所以，我在印度的站

台上读了很多很多书。

这是印度教我的第一件

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繁忙

的时代，总是塞车，总是一天到

晚急得不得了，我们要效率、要

利润。但其实我们不用那么急。

坐着火车，我去了一个城

市，叫瓦拉那西，那里是印度教

的圣地，在恒河边，很多孤苦无

依的人都要去那里，爬都要爬着

去，因此，那里每天都有很多人，

乞丐和生病的人最多。每天都

可以看到，人们在河边把尸体火

化了，将骨灰撒到河里，而过了

200米，又有很多人在河里洗

澡，喝河水，因为是圣水。

在河边，我看到这一切吓

坏了，水是黑色的，很脏。河上

有船，信徒们将花朵和蜡烛撒

在河里，花朵、蜡烛都在水上漂

着，漂着漂着就漂来一具烧了

一半的尸体。当时，太阳非常

大，我站在河边，过了很久，感

到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感动，眼

前的恒河就像妈妈一样，养生

送死，生死是这样自然，通通在

一起。这一切是在我们的文

化、我们的世界里看不到的。

我们的文化逃避了死亡，掩饰

了死亡，生病和死亡我们是藏

起来的，等到真的死了，我们又

会把它美化。

我特别感动，感到它几乎

改变了我的一辈子。人本来就

是这么简单，我们是大自然的

一部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枯

有荣，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然

后人走了，回到水里。

离开菩提迦耶之后，我想

我的人生改变了。第一个收获

是不着急，第二个收获是没有

什么叫作成败。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的舞蹈分享给更多

人，尽我最大的力气去分享。

在人类历史上，实现财富的均

分是很难的，但我想，至少精神

的均分应该可以吧。所以，我

回家之后，像做梦一样，就编了

《流浪者之歌》这支舞蹈中很安

静的一部分。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吹起青春之风

炫人的《东方村》

三人行 小 乔 摄

其实人生不用那么急

本报讯 为推动演出市场

复苏，激发演艺院团活力，致敬

抗疫抗洪英雄，安徽省委宣传

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共

青团安徽省委联合举办“有

戏安徽 点亮剧场”——全省

16市剧场复苏演出季活动。

活动自8月22日起，持续至9月

下旬。

活动期间将有22部精品

剧目陆续上演，如黄梅戏《红楼

梦》《女驸马》《天仙配》，徽剧

《徽班》，舞剧《立夏》，贵池傩戏

《千年傩》等。

此次演出季为第七届安徽

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之一，各

地观众在特约剧院通过刷62

开头银行卡、使用云闪付App

或支付宝支付票款，可享受惠

民补贴，线上通过大麦网及特

约剧院的自有票务平台购票，

可享立减。每张演出票补贴

60%，单张最高补贴120元。

根据要求，各地剧场将严

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隔座售

票、不连座，上座率控制在

50%以内。观众需出示“安康

码”，经测量体温后入场，观演

全程要佩戴口罩。

（张紫赟）

安徽16市剧场复苏演出季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