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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
——追记贵州铜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川岩村党支部书记张曙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人物小传
张曙光，原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岭

街道川岩村党支部书记。20 多年的时间，他带领川岩村

人修建环村公路，改造农村危房，发展农业产业，奋斗在

脱贫攻坚路上。曾经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在他的努力下一步

步脱贫致富。

担任村干部 20 多年，张曙光先后获得“优秀共产党

员”等表彰 21次，所在党支部受表彰 7次。2016年 9月 4

日，张曙光在帮助贫困户修建房屋时，不慎从楼梯上摔落

在地，倒在了扶贫路上，年仅48岁。

天下玉，扬州工。从事扬州玉雕者，

大师辈出。长相憨厚、手艺奇巧、专注玉

器皿雕刻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毅进就是

其中的一位。

家在玉器厂附近，高毅进从小就对厂

里师傅们把看上去不起眼的“石头”打磨

成灵动的虫鱼鸟兽的手艺感兴趣。也正是

凭着这股子兴趣，他自作主张报了名，成

为扬州玉器厂的学员，开启了和玉的

情缘。

玉雕是美的，但雕玉却是苦的。苦在

体肤，双手整天泡在水里，冬天特别容易

被冻伤，一不小心被割破是常有的事儿；

苦其心志，师父不仅让他“改”玉器背面

不易被看到的边角，甚至当他拿着一个自

认为做得还不错的作品给师父过目时，师

父直接冷冷地劝他“改行”。可就是这百

般之苦，把高毅进的爱玉之心雕刻得愈发

坚毅。“师父是在用他的方式教会我什么

叫做真正的‘惜玉’。”高毅进说。

因为懂得“惜玉”，高毅进在造型上

追求由繁入简，突出主题，不堆砌。“由

繁入简并不是简单地做减法，全身毫无装

饰的光素器反倒是最难的，即便一点小毛

病都会暴露出来，造型简单不等于工艺简

单，而是要在尽量亮出材料本质的基础

上，保留扬州工艺融合南方之秀与北方之

雄后的独特韵味。”

“玉不琢，不成器。”玉，指料，更

指人。因为懂得“惜玉”，在玉雕创作创

新之余，高毅进想得最多的是扬州玉雕今

后的传承发展之路。其中，人才培养是关

键。这些年，高毅进带出了不少才学出众

的徒弟。他教徒弟们“惜玉”，更与徒弟

们一起为放大“扬州工”内涵、叫响“扬

州工”品牌而努力。

雕玉之人须惜玉
图/本报记者 李景录 文/本报记者 牛 瑾

党的十九大开幕会那天，78岁的张
羽松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听见习近平
总书记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
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张羽松眼眶湿润，“要是儿子曙光还
在，心里肯定受到鼓舞”。

张曙光是原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峨岭街道川岩村党支部书
记 ， 奋 斗 在 脱 贫 攻 坚 路 上 20 多 年 。
2016 年 9 月 4 日，在帮助贫困户建房
时，年仅 48 岁的他不慎从楼梯上摔落
在地，再也没有醒来，只留下写在工作
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活着不一定要鲜
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

“厚脸皮”的村支书

川岩村村民杨军最后悔的事，是曾
经动手打过村党支部书记张曙光。

两年前，川岩村要修环村路，按照
规划，道路途经一栋住房和 45 座坟
墓，张曙光主张村民迁坟，杨军家的祖
坟正在其中。农村人讲究风水，不少人
反对，杨军第一个表态：“要我迁坟，
说什么也不干。”很少发火的张曙光也
拍桌而起：“为了全村人的利益，必须
迁！”争执中，年轻气盛的杨军动手打
了张曙光。

次日，张曙光带头迁了自家的两座
祖坟，杨军自觉理亏，主动动员村民把剩
余的坟迁走让路。如今，站在川岩村村委

会所在地，只见已经修好的环村公路环绕
在半山腰，把整个村子围在中央。

川岩村是贫困村，坐落在山坳里，
石漠化十分严重，村民祖祖辈辈靠种点
玉米、红薯为生，到 2014 年时，这里
的贫困发生率达 33.6%。村主任王正红
说，川岩村之苦，在于路。离城就 7公
里，其实很近，但山路不通，去哪都格
外遥远。

1997 年，张曙光刚担任村会计不
久，就和老支书田儒祖商量将村里的路
打通。那年冬天，28岁的张曙光骑着摩
托车去县城相关部门要爆破物资，组织
村民用锄头挖、用钢钎凿，最终用两年
多时间挖通近5公里的通组路。

到了 2015 年，贵州省全力推进脱
贫攻坚，当地政府投资 442.8 万元给川
岩村修建环村路。工程除了要迁坟，还
得拆除村民田儒芬家的危房，张曙光为
田儒芬争取建房资金，一手操持拆旧
房、挖地基、建新房，直到2016年9月
4日，建房过程中不慎发生意外。

“曙光有个绰号，叫‘厚脸皮’。”王
正红说，事关村里的基础设施、产业发
展和民生保障，只要有一丝希望，张曙
光就会努力去争取，一次不成功，去第
二次、第三次，直到问题解决。靠着这
张“厚脸皮”，他改建了村里的小学，为
全村人解决了饮水、用电等问题。

“一次次失败后总会成功”

张曙光写得一手好字，没事喜欢记
工作笔记，写满了整整 10多本。“有文
化、有思路，每次开会都有提纲，做事
雷 厉 风 行 ， 只 要 说 出 来 的 ， 就 能 做
到。”王正红说，对于扶贫，张曙光很
有想法，他常挂在嘴边的是“路必须硬
化，水必须通”“贫困村必须要有自己
的产业”。在张曙光眼里，脱贫绝对不
是喊喊口号。

早在刚当上村会计时，张曙光就开
始谋划村里的产业发展。川岩村地处穷

乡僻壤，靠种点粮食只能解决温饱，得
发展经济作物才行。他带领乡亲种植了
5 万株苹果树，但因土壤、气候等原
因，果子长不大、口感酸涩，卖不掉。

“一次次失败后总会成功。”发黄
的 日 记 本 上 记 录 着 张 曙 光 当 时 的 心
情，当年的苹果树很多至今还长在山
间，被张曙光用作反面教材，时刻提
醒自己。此后，他一边多次邀请县农
业局技术员进村调研，实地勘查村里
的土壤、气候、水源等，寻找合适的
果树，一边带领乡亲们搞坡改梯保持
水土，治山养山。

2003 年，经农林技术人员指点，
他在村里推广种植柑橘、蜜柚，前有失
败之鉴，大多数村民并不积极，持观望
态度，张曙光只好与 4 名党员率先种。
几年后，柚子、柑橘丰收，每亩收入几
千元，家家户户都跟着张曙光种上了柑
橘、蜜柚。目前，川岩全村经果林面积
有 800 亩，年产水果 30 万公斤，产值
140万元。到2016年，全村年人均收入
达6815元。

有事就找张曙光

时近一年后，张羽松终于慢慢接受
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实，说起儿子张
曙光，他眉头紧蹙，半晌不语，心疼写
在脸上：“他负担重，公事家事都要操
劳，洗衣做饭全都做。”

2002 年，张曙光的妻子田发群在
一场车祸中受重伤，大脑落下后遗症，
进而发展为脑瘤，丧失了自理能力。为
了照顾好妻子，张曙光几乎承担了所有
家务。“每次开会结束后，他就匆匆忙
忙赶回家，去给妻子洗衣做饭。”峨岭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涛感慨：“去年，
峨岭街道办事处要给张曙光 1000 元缓
解一下生活上的困难，他坚决不收，
说还有比他家更需要的。”

张曙光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也
是一个村的依靠。对川岩村村民来说，

张曙光的摩托车声就是他们最大的安全
感，他们习惯“有事就找张曙光”。

一次天降暴雨，村民田仙梅的 3 个
孙子在朗溪镇上读书，镇里易受洪涝灾
害，坐立不安的她拨通了张曙光的电话
求助，张曙光二话不说骑上摩托车冒雨
奔向朗溪，将 3 个孩子安全护送回家，
自己却淋得像落汤鸡。

76岁村民任明俊的小孙子有天半夜
高烧不退，焦急中找到张曙光，张曙光
骑着摩托车连夜将祖孙送到县城医院诊
治。“川岩村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
下的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张曙光就是他
们的依靠。”陈涛说。

担任村干部 20 多年，张曙光先后
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等表彰 21 次，
所在党支部受表彰 7次，但这些荣誉都
不足以和村民对他的挂念相比。2016
年 9 月 5 日，张曙光追悼会那天，临近
两个乡镇有七八百人前来和他告别，
车队排了 500 米远。76 岁的村民田茂
珍泪眼婆娑，“那个身材高大、身板结
实，说一不二的曙光，是再也见不着
了”。

张曙光生前笔记本扉页上的座右

铭。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他身有残疾，却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自立自强之
路；他口齿不清，却成了“超级演说家”节目的年度亚
军。他就是安徽省合肥浩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崔
万志。

今年 41 岁的崔万志，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
的一个农户家庭。出生时因为脐带绕颈导致脑部缺氧，
落下了小儿麻痹症和语言障碍。5岁才会走路、9岁才
上小学，但崔万志从小便立志要活出精彩的人生。从上
学起，他的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中考时，他以全县第
3 名的成绩，考取一所重点高中。然而，开学报到那
天，校长却以拒收残疾人为由，把他挡在门外。倔强的
崔万志忍着泪，到普通高中就读。1995 年高考，他顺
利达到本科线，怕再次遭到拒绝，崔万志填报了离家乡
最远的大学——石河子大学。

1999 年夏天，崔万志毕业了。然而，毕业时崔万
志投出的200多份简历都石沉大海。崔万志揣着四处筹
借来的一点本钱回到了家乡，在合肥城隍庙开始摆地
摊。那些年，崔万志摆地摊、开租书店、开网吧，他用
坚强和努力笑对人生。最终，他在互联网上迎来了事业
的春天。“人生没有捷径，诚信才是秘诀。”崔万志笑着
说。网店刚起步时，他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3点。为找
到物美价廉的货源，他歪歪扭扭地跑遍了大江南北，为
省钱，住20元一晚的小旅店……

有一次，崔万志从广州进了货，因为无良厂家的产
品与之前提供的样品严重不符，2万元的货品成了一堆
无法销售的“破烂”。“宁可亏本，也不能骗人。”崔万
志把诚信经营当作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

多年前，有一位河北唐山的顾客拍下“急单”，虽
然加班加点赶工，但以当时的物流速度，在婚期之前把
这件旗袍送到买家手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婚是
一辈子的大事，如果因为旗袍送不到而导致婚礼不圆
满，那就太遗憾了。”情急之下，崔万志派专人开车将
这件旗袍送到了唐山，交到顾客手上。

如今，崔万志成立了电子商务公司，他专营旗袍的
网店也已荣升淘宝网“双金冠”店铺。2013 年崔万志
还被评为 CCTV 中国创业新生代榜样。除了日常工
作，崔万志还成了一名满满正能量的演说家。2015
年，崔万志带着自己的故事登上“超级演说家”舞台，
他充满正能量的人生经历和创业故事感动和激励了无数
观众。谈及今天的成功，崔万志深有感触地说，“我也
抱怨过，但抱怨是没用的。只有一切靠自己，才能改变
命运。我把挫折当财富”。

把挫折当财富
——记合肥浩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崔万志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张 岳

鄱阳湖素有“候鸟天堂”之称，鄱阳湖畔的江西省
庐山市沙湖山更是有着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初冬渐
至，已有不少候鸟在沙湖山“安家”越冬。寒来暑往，
这些候鸟来年春季还是要飞走的。可是，沙湖山教师查
小林却像一只“不飞走的候鸟”，28年来扎根当地、甘
为人师，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献给了沙湖山。

1989 年查小林从师专毕业，分配到了当时仅有一
条堤坝公路与外界连接的沙湖山学校教书。当查小林告
诉母亲自己要去沙湖山教书时，母亲的眼泪顿时流了出
来：“儿啊，妈妈含辛茹苦送你读书，怎么到了那么一
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你能待得下去吗……”满怀对
母亲的愧疚，查小林还是走上了去沙湖山的教书之路。

来到沙湖山，查小林成了全校学历最高的人，由于
缺少教师，他成了“全能教师”。今年生物课没人教，
他顶上，明年化学老师走了，他又补岗。28 年来，他
成了唯一一位坚守在沙湖山的科班生，也几乎教遍小学
到初中每一门课程。

在沙湖山最难的不是教书，而是忍受漫漫长夜的孤
寂。在经过短暂的适应后，查小林找到了家访这个消磨时
光的好方法。为此，他专门买了一个手电筒，就是这么一
个不太明亮的手电筒，陪伴查小林走遍了沙湖山15个村
庄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无数渴望知识的学生心田。

刘佳敏、刘佳豪是一对双胞胎姐弟，姐弟俩的父母也
曾是查小林的学生。在一次家访中，了解到姐弟俩父母外
出打工的情况，查小林便将姐弟俩带到学校寄宿，与他们
同吃同住，悉心照顾，待似亲人，直到姐弟俩毕业。

2006年，已经在沙湖山干了17年的查小林，从一
名教师走上了校长的岗位。这一年，当地教育局领导考
虑他“支边”多年，有意让他到靠近县城的学校任职。
但当查小林看到沙湖山学生那一双双求知的眼神时，他
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沙湖山。

沙湖山地理位置偏僻，说到家人，查小林满心愧
疚。2006 年春季开学，学校英语教师还迟迟没来上
课，查小林只得四处寻访代课教师。就在这时，查小林
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几天里家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他
总是急切地说：“明天中午我就能到家。”等查小林找好
英语教师回到家时，母亲已病逝3天了。此时的查小林
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愧疚，泪水喷涌而出……

“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李竞相开。”28 年来，
查小林在沙湖山奉献了他最好的青春年华，没有惊天动
地，也没有豪言壮语，却如鄱阳湖一颗平常的水滴，折
射出人世间耀眼的光芒。

不飞走的“候鸟”
——记庐山市优秀教师查小林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韩俊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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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高毅进给作品上“色”。

图② 高毅进在创作作品。

图③ 高毅进（左）检查完成的作品，他始终认为，雕玉之人须有一颗惜玉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