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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 留住乡愁留住乡愁
□ 冯海砚

在临县辛家塔村中秋节的“团圆

宴”上确实看到了，也品到不少乡愁。

依着斜坡，就地而席的村民目不转

睛地盯着舞台上的演员，这是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甚至是新世纪初农村人对

进村文艺演出最直接表达的一种场景，

也是大多数农村人的记忆；端起一碗面，

调料少不了辣椒酱和老陈醋，然后几个

人围在一起，就地而坐，有说有笑地吃

着，这是沿黄一带老农人的饮食习惯，也

是农村人忘不了的乡愁；农村有热闹的

地方就有地摊、流动摊，这些人长年累月

跑庙会、赶集赶会，在农村人看来这是市

场，但更有抹不去的乡愁记忆。

辛家塔村村民与其说是在搞一场盛

大的“团圆宴”，不如说是在一起找儿时

的味道，在寻找农村正在消失的乡愁。

乡愁，是一种风景，更是一种情

感。乡愁关乎着山河故人，她在从农

村走出去的人心底的最柔处；乡愁，更

是一种动力。让无数归乡人带着豪情

壮志，加入了建设家乡、农村建设的行

列，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乡愁里装着的风物和人情，是乡村

振兴的灵魂。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

中，我们须守住这种灵魂，让这样的魂

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二十

字”方针中有味有蕴，有味有为，要把乡

愁中最原始的美好的愿景转化为现实，

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中少一些大

拆大建，多一些风貌保留，少一些千篇

一律，多留一些乡土味道。

说白了，留住乡愁就是让乡村回

归，回归一种淳朴的生活方式，回归浓

厚的情感以及丰富内涵的农村文化。

在吕梁山区，有一道宴席叫“烩菜

河捞面”，客人谁来谁坐，随吃随走。这

样的“流水席”延续着吕梁山区几代人

的乡愁。

9月 17日是农历八月十五，是一年

一度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一大早，临县

玉萍乡辛家塔村村委会大院饭菜飘香、

人山人海。从村里走出去的四五百人

陆陆续续赶回村里，参加村里组织的

“团圆席”。

村委会大院的红白理事厅早就被

拾掇了出来，摆满了餐桌。村委会办公

场所对面齐刷刷一排房子内，硬生生地

摆放着三十几张桌子。从县城请回来

的大师傅和服务员们早早就忙了起来，

剁肉切菜、架灶备餐、洗漱整理，各有分

工、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一大早就开始

做准备工作了，新鲜的猪肉、香葱、粉

条，料绝对够足。大家分工协作，有人

负责清洗食材、有人负责布置场地。”辛

家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辛平平

介绍说。

辛家塔村位于玉萍乡政府以东方

向，距离县城 20 公里，全村共有 282 户

817人，常住人口为 192人。多年来，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里大约四分之三

的人口走了出去，创业打拼，定居在了

县城、市区、省城以及其他地方。但是

在每年的春节、村里的庙会等重要节

日，大家都会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回村

相聚。

在曾经自己生长过、居住过、生活

过的家门口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团圆

席”，与承载着几代人成长记忆的深山

小村再次相聚，与原来相处过几十年的

街坊邻友再次相见，村民们一见面不是

简简单单的寒暄，而是语重心长地叙

旧。“中秋佳节本就是团聚的日子，我们

这样的团聚已经组织好几个年头了，大

部分人都会在中秋这一天携老带小回

村团聚。”辛平平说。

晌午饭是“烩菜河捞面”，这也是村

民们回村最思念的饭菜。每人一大碗

河捞面，调料少不了当地的辣酱和老陈

醋，再配上西红柿鸡蛋和肉臊子，大家

吃得有味起劲。“就是这个味儿，还得来

一大碗。”姜福平是临县农经局的退休

老干部，现居住在离石，是地地道道的

辛家塔人，开饭时，他是第一波端起饭

碗的人。“就是这个味，又找到儿时的味

道！”

姜福平还是吕梁市老年大学秧歌

班班长，当天，他还组织来自离石区的

文艺志愿服务队进村演出。晌午饭过

后，村民们或相互搀扶、或勾肩搭背、或

胳膊相挎，三个一伙，五个一群，自发来

到村里的剧场看演出。

11 点半演出准时开场。剧场侧对

面的斜坡上，附近的村民拿着马扎和小

凳子顺坡坐了下来。剧场场院内背光

的地方也挤满了人。随着开场舞腰鼓

舞《开门红》的激情上演，在场的人仿佛

沉浸在儿时在村里的时光。“村里人看

戏总是席地而坐，大家有说有笑，看着

戏里人，自己也是戏里人，这是记忆，也

是乡愁。”姜福平一边忙活着和文艺志

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介绍村里的情况，一

边还不时与儿时的小伙伴们打招呼。

演出节目都是村民们喜闻乐见的，有男

女合唱、二人台、女声独唱、戏曲表演、

器乐合奏，更有传统剧目小花戏、秧歌

对唱、三句半、临县道情、临县特色秧歌

等，场下的村民细品着，低声细语地交

谈着，好一派祥和团圆的景象。

节目整整演了三个小时。“开席了，

大家自己找座位。”两点半左右的样子，

不等演出完毕，群众散场，红白理事厅

那边就张罗着开席。

随着一碟碟美味的菜肴出炉，大家

围坐一桌，边吃边聊。村“两委”的干部

和从村里走出去的党员干部、企业老板

深入村民当中，叙家常，问冷暖，有的还

帮助个别老人们给远在外地没能赶回

来团圆的孩子拨打视频电话，在网络的

那头实现“云团圆”。一道道美味的佳

肴，一张张灿烂的笑脸，绘制成了一幅

幅和谐、和睦、团圆的中秋美景。

“馋猫，等一会儿再吃！”美味的空

心月饼让靠墙边一桌上的一个四五岁

小朋友好奇。小孩用绵软的小手抠下

一小块月饼塞进嘴里，贪吃的小模样引

得大家一阵笑声。每一位到场的村民

都可以领到一份月饼，大家都小心翼翼

地把这份月饼装进口袋，不愿意掰开咬

开，都想着要留着回家吃。“谢谢村里的

年轻人组织这样的活动，为我们这些老

年人做了件好事。”今年 77岁的赵继庆

老人深有感触地说，而且现场为“团圆

席”写下了“中秋快乐”四个大字。

赵继庆老人口中的年轻人说的是

从 村 里 走 出 去 的 企 业 家 辛 明 和 辛 伟

奇。今年 60 岁的辛明外出创业多年，

经营石子厂、搅拌站，以及酒店等产业，

多年来先后为村里修路、护路，修建文

化广场，连续 16 年为村里 60 岁以上的

老人发放白面、大米、食用油等；辛伟奇

今年才 42 岁，是从辛家塔村走出去的

典型的年轻企业家，从 2020 年就组织

村民在中秋节当天聚餐，今年已经是第

五个年头。

辛家塔村是纯农业村，近年来通过

采取“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点带

面推动脱贫攻坚的产业发展思路，重点

扶持种植业和养殖业，营造经济林等，积

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力外出务工。外出务

工的人员，以及通过考学、自身打拼外出

生活工作创业的村民们不忘村里发展，

多方面、多渠道在村级基础设施建设、经

济发展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团圆席”上，十几年前在村里驻村

下乡的代表人员也赶了回来，除了见证

这一时刻，也在“团圆”中寻找那一丝正

在慢慢消逝的乡愁。

村口响起了鞭炮声，现场一片喜

庆、热闹的景象。村民们用最传统、纯

朴的方式，团聚在一起诉说过往，畅谈

未来。一锅热气腾腾的大烩菜，一大碗

刚刚从大锅里盛上的饭菜被端上了桌

子。一桌简单的宴席大家吃得香吃得

暖，村民们边吃边聊，整个小山村洋溢

着幸福的喜悦！

开席，为乡愁开席！

辛家塔村辛家塔村““团圆宴团圆宴””开席开席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海砚冯海砚

初秋时节，微风吹散了夏日的酷热，

天空明显走高走远。

汾阳市贾家庄村的马烽纪念馆迎来

一批又一批参观者，这座 600平方米的二

进四合院落，青砖灰瓦，雕饰精美，承载

着人民作家马烽的传奇人生。

一进纪念馆，马烽铜像迎面而立。

塑像中的他坐在椅子上，面带微笑，亲切

慈祥，上身微倾，左腿前伸，右臂搭扶在

藤椅的扶手上，衬衫袖子挽起，左手凌

空，五指分张，仿佛正在为对面的人讲述

着什么，极具亲和力。

馆内一炕、一桌、一椅，真实还原了

马烽生前的创作环境。两百多幅生前的

生活和工作照，手稿、著作与村民一起劳

动时所用过的农具等百余件遗物均在展

示之列。门楣上的藏头联“马蹄声声怀

抱不灭火焰，烽烟滚滚历数吕梁英雄”，

横批“人民作家”，彰显了他的文学成就

和精神风范。

徜徉其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

人》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

谷香”的旋律回响在耳边，与纪念馆浑然

一体。这部电影由马烽以当年贾家庄村

改碱治水过程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改编而

成，他还请来好友乔羽作词，经著名歌唱

家郭兰英的演唱后传唱大江南北。

马烽一生与贾家庄紧密相连。从

1952 年初到 2004 年去世，半个世纪里，

他的众多作品如《孙老大单干》《饲养员

赵大叔》《三年早知道》《韩梅梅》《我的第

一个上级》等都取材于此，作品中的人物

在村里皆有原型。贾家庄也因文学成为

有理想追求和文化自觉的村庄。

马烽 1922 年出生于孝义县居义村。

幼年丧父后随母亲寄居汾阳外祖父家。

作为“山药蛋派”代表作家之一，抗日战

争烽火中，他重新握笔，开启了长达半个

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之路。与西戎合写了

《吕梁英雄传》，先后被译成多国文字，改

编成电影、电视剧、评书、舞剧、连环画等

不同艺术形式，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解

放后，他许多小说，改编成连环画或电

影，9部电影文学作品获国家多种奖项。

上世纪 50 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马

烽常回到山西农村寻找创作灵感。汾阳

贾家庄原本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子，早早

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却越办越好，这

吸引了他敏锐的目光。《饲养员赵大叔》

开篇第一句是这样写道：“我去甄家庄农

业社，正是秋收快要结束的时候。”文中

的甄家庄，指的就是现实中的贾家庄。

他用真、假两个字的谐音和反意，用他特

有的幽默方式，把从生活中汲取到的养

料 ，转 换 成 了 文 学 作 品 中 的 故 事 和 人

物。该小说和《韩梅梅》，多次被选入中、

小学语文课本。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极

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为了体验生

活方便，更是为了潜心创作，他告别京

都，回到故乡山西。又从省城太原，告别

妻儿老小，来到汾阳挂职县委副书记。

他一生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大多收录于八卷本《马烽文集》中。

新中国成立后，其作品改编的电影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家喻户晓，

《咱们的退伍兵》获第六届金鸡奖、第九

届百花奖等多项大奖。

1992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曾授予马

烽“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这位从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

与农民有着血肉联系。20 世纪 80 年代

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贾家庄面

临两难。当时的村委书记邢利民向马烽

求取建议，马烽肯定贾家庄走共同富裕

道路，提出“因地制宜”。此后，马烽更加

关注贾家庄发展，发表小说批判“一刀

切”和形式主义，创作电影“农村三部曲”

倡导农村共同富裕，常深入贾家庄，将其

作为创作基地和精神家园。

马烽还与国内外的著名作家多有交

往，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他

曾是首届全国青联委员，参加过开国大

典观礼，多次被选为全国党代会、人代会

和政协会议的代表。2004 年 1 月 31 日，

马烽去世，享年 82岁。

马烽不仅是杰出的作家，更是有着

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他

的作品被称为中国农村 40年历史的晴雨

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

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

找到反映。他备有下乡的用品，常住村

里，吃着派饭，与村民一道下地劳动、拉

着家常，规划村里的未来。

提起马烽，贾家庄村民都亲切地称

他为“老马”，为了纪念这位朝夕相伴的

“老马”，村民在他曾工作、居住过的院落

自发筹建了马烽纪念馆，将“老马”永远

留在了村子里。“老马用自己的笔触，描

绘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让我们感

受到文学的力量和魅力。他的精神将永

远激励着我们前行，让我们在追寻梦想

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和勇敢。”

如今的贾家庄村，是全国文明村、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造林绿化千家

村、吕梁旅游新地标……一代又一代的贾

家庄人用执着与坚守，让这个写满奋斗故

事的村庄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生动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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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近日市委组织部联合临县县委下乡办在临县招贤镇政府组织举行的 2024 年招贤镇乡村振兴干部知识测

试大会考试现场。今年以来，市委组织部联合各县下乡办严格落实省市要求，全力抓好全市干部驻村队伍管理，聚

心聚力扎实帮扶，多措并举护航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冯倬 刘沛林 摄

以考促学 以学促干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通讯员 范英
哲） 近日，交城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 周年省级书画名家笔会在省城

太原举行。来自山西大众书画院、山西

省中国画学会、山西省美术家协会等相

关协会的 50 余位省级著名书画家挥毫

泼墨，用丹青妙笔诠释交城元素、书写交

城故事。

笔会现场，翰墨飘香，气氛热烈。众

位书画家以“墨舞交城神韵 笔绘盛世华

诞”为主题，聚焦千年古县、忠信之乡、山

水交城，以笔墨为媒，以色彩为语，伏案

挥笔，潇洒疾书，一句句精彩的联句流于

指间，一幅幅动人的画作跃然纸上，不仅

凝结了众位艺术家的心血与智慧，也为

交城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记忆，对于促进

交城文艺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交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艺术形式

丰富多彩，是一座有历史、有故事、有文

化、有风景、有温度的城市。我们将以文

艺创作的形式助力基层文化建设，为进一

步推动交城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山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西大众

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徐晋平表示。

笔会共收集到与会书画家现场创作

的书画作品 100余幅。书画家们以书言

志、以画寄情，用深情的笔墨，创作出充

满交城地域特色的书法和绘画力作，展

示了书画名家深厚的艺术功底。这些作

品，将在“迎国庆·省级书画名家作品邀

请展”上进行集中展示，为交城人民送上

一份艺术大餐。

交城县举行省级书画名家笔会

让更多交城好故事传遍省城

（上接1版）与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群体面对面、互动式座谈宣讲，切实提高宣

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方山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创新探索“理论+网络”“理论+竞

赛”“理论+实践”主题宣讲模式，宣传阐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在大武镇由宣传文化员、模范代表、致

富能手、老党员和老村干组成的“草根宣讲

团”，让身边人用“家常话”解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

保安村村民王四汝说：“听了宣讲员的

讲解，我更加深入了解了党的最新政策，相

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的日子会过得

越来越好。”

目前，方山县领导以上率下，带头深

入基层开展宣讲调研。全县各级各部门

干部职工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通过电话、微信、入户、座谈等方式，积极

向党员干部群众推送时政新闻、短视频

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方山县委宣传部发挥“方山大讲

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阵地优势，

用群众愿意听、听得懂的语言，因地制宜

和因材施教，以多样化的方式将全会精神

讲 清 楚 、讲 明 白 ，让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听 得

懂、能领会、可落实，为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方山篇章凝

心聚力，作出应有贡献。

让全会精神
“飞入寻常百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