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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快与慢
□ 徐 达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考验的是

持续性和耐力，如果盲目求快，很可

能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并不是说

要拖延，而是不要因着急而丢三落

四，不要因一时看不到成果就轻易

放弃。高山云雾出好茶高山云雾出好茶。。
贵州贵州““地无三尺平地无三尺平””，，处处有高山处处有高山。。车行山间车行山间，，

云雾缥缈云雾缥缈。。““高山云雾高山云雾””不稀罕不稀罕，，但茶却不常见但茶却不常见。。
我们留宿大山深处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泉坝我们留宿大山深处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泉坝

镇镇，，为的是第二天到中寨能够更近一些为的是第二天到中寨能够更近一些。。到中寨到中寨
去去，，正是为了看茶正是为了看茶。。

早晨，迎着蒙蒙细雨，汽车向茫茫大山进发。
车窗外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雾，仿佛行走在云海
中。数不清拐了几道弯，那湿漉漉的晨雾才开始消
散，山谷亮堂起来。极目远眺，山从云雾中钻出，云
雾在山间升腾飘散。

中寨是沿河县一个偏远乡镇，层层叠叠的大
山，把它一层一层包裹起来。从对面的山头望去，
小镇约隐约显，好像从云端飘落的海市蜃楼。

我们绕道德江县，翻山越岭，终于走到中寨镇。

盼来了一车茶苗

“白叶一号”这几年在贵州东部的武陵山区越
来越响。这片茶叶从遥远的浙江，来到山高路陡、
云雾不散的贵州大山里。

“白叶一号”的故乡是浙江安吉一个叫作黄杜
的村庄。2018年4月，靠栽种白茶富裕起来的20
名黄杜村农民，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提出要捐赠
1500万株安吉“白叶一号”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
众脱贫。他们的想法得到了总书记的肯定。

在多方努力下，黄杜村最终确定把茶苗捐赠到
湖南省古丈县、四川省青川县和贵州省普安县、沿
河土家族自治县3省4县的34个建档立卡贫困
村。沿河县的“白叶一号”栽种到了中寨镇志强村、
三会溪村和大宅村。

“白叶一号”落户中寨，是一件让当地人激动不
已的事情。志强村第一书记石捍南说，农民不会用
语言来形容，但他们用行动表达着激动的心情。

2018 年夏天，“白叶一号”茶苗运到中寨镇
来。因为通往镇里的山路不好走，只好大车换小
车，拉到镇政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多。石捍南
和村干部组织人们从镇上接茶苗，往村里送。让他
没有想到的是，全村一下子来了150多人，一直忙
乎了3个多小时，才把茶苗运回村里，之后又把茶
苗拉上高高的山坡，一棵一棵精心种植下去。

“村里人盼望茶苗的那份心情，让我今天想起
来都激动。”石捍南一直记得那天的热闹场景，记得
村里人那份激动的心情。中寨镇党委书记谭鹏飞
说，“白叶一号”能落户中寨这3个村庄，带给大家
的是感恩奋进的情感。

我们爬上志强村后那面叫作中岗岭的山坡。
茶苗一行行铺排在缓坡上，给秋天的山坡添了层层
叠叠的绿。从遥远的浙江来到这片山上，才短短两
年，这些茶苗已经透出茁壮的绿色。它们给这片山

岭添了绿岭添了绿，，它们带来的变化又不仅它们带来的变化又不仅
仅是这一片绿仅是这一片绿。。

改变了一座大山

贵州有栽种茶叶的传统。据说，单单是志
强村，现在还有上百棵老茶树。交通不便，大山
把人们阻隔在一个个村落里。套用一句“专业术
语”：这山里有产品，却难成产业。

志强村的上百棵老茶树就那么默默生长在山
岭梯田中，茶叶仅供村里人自己泡饮，他们没有想
过种茶也可以致富。

苞谷、红薯是这片土地上最传统的作物。3年
前，石捍南被县里派到志强村担任第一书记，在走
访中看到，还有一多半农户住在用竹板作挡风墙的
房子里。石捍南和村里人深知脱贫必须要发展产
业。但他们当时能想到的产业，也仅仅是动员村里
人种辣椒。

谭鹏飞到中寨担任镇党委书记4年多了。他走
遍了全镇14个村落，在150多个寨子寻找脱贫产
业。这位年轻的党委书记看到茶树，想到过茶叶，但
全镇只有志强村零星的300多亩山坡有茶树，对于
发展这个产业，他们有过想法，但没有信心。

“如果不是浙江黄杜村送来这些茶苗，今天的
中寨恐怕还发展不起茶产业来。”谭鹏飞说起这些
年发展产业的曲折，由衷地感慨。今天，中寨镇已
经种了5050亩“白叶一号”，而且还发展了550亩
绿茶。14个村子有10个村都有了茶叶，全镇茶叶
已经发展到8390亩。

“‘白叶一号’来了以后，茶叶成了我们镇里最
大的产业。”谭鹏飞说，“白茶一号”让他们清楚地看
到了脱贫产业发展的方向。黄杜村的乡亲不仅给
这里送来了茶苗，还带来了管护技术。2019年，第
二批茶苗栽种的时候，黄杜村来了两个行家手把手
技术指导，在这里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志强村和三会溪村地挨着地，山连着山。翻过
大山的那一边，是大宅村。“白叶一号”栽种在村外
的一片大山上。产业路已经沿着山岭通向山顶，茶
叶基地附近的厂房也刚刚建好，一个茶叶加工厂即
将出现在这山岭间。

山，还是那座雨雾弥漫的青山，岭也还是那重
重叠叠的山岭。因为有了“白叶一号”，这一方山水
多了一个脱贫产业，多了一份致富希望。

“一片茶叶，改变了这一座大山。”石捍南说。

最生动的变化是人

“白叶一号”给中寨镇带来的变化，写在那满坡
绿色上，藏在人们对脱贫产业的希望里。

“白叶一号”开启了一
项脱贫产业。志强村23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参与
到茶叶合作社，大宅村“白
叶一号”带动139户贫困
户脱贫。到茶园干活，每
天能有80元到90元的收
入。老党员田景花说，他
去年在茶山的务工收入就
有8000多元。

“白叶一号”带来的更
深刻变化还在这看得见、

算得出的收入之外。我们在村里听到许多故事，生
动地展现了这方山水的变化。

“宁愿把家门抛掉，也得把白茶种好”，这是人
们形容张勇的一句话。40岁的张勇从贵州某大学
毕业之后回村。为了脱贫，他参加了村里的合作
社，而且兼任村会计。2018年夏天，“白叶一号”来
了。从第一棵茶苗栽下开始，张勇的心思就全放到
了这片茶叶上。他回到村里认真经营云雾茶合作
社，钻研栽茶技术，学习茶的相关知识，还兼任了中
寨镇茶叶协会会长。

石捍南笑着说，张勇除了村里的事，还张罗着
全镇的茶叶发展，“到这个村讲讲，去那个村看看，
时常还得去县里参加活动，比我还忙”。

张勇的故事是听别人讲的，廖三勇的经历则是
他自己讲述的。2017年，廖三勇50岁。在广东、
浙江等地打工20多年之后，他回到村里，不想再出
去了。在村里能干什么？他从网络上了解到卖桃
子能致富，就想栽桃树。他找到石捍南，想看看能
否得到一些支持。石捍南告诉他，如果是自己干，
村里不支持；如果带着老百姓一起干，工作队可以
支持。

廖三勇听从第一书记的建议，组织几家人办起
了合作社，那年栽的是辣椒。“年底一算，没有亏，工
资加土地流转费用，我就发出去8万多元。”他说，
领钱的都是村里人。

第二年夏天，“白叶一号”来了。廖三勇毫不犹
豫加入云雾茶合作社，“这么好的茶种到了我们家
的山上来，我就是不睡觉也愿意干”。

栽种“白叶一号”，让这位年过半百的农民体会
到了另一种价值。2018年，他被村民选进村委
会。2019年4月，他认真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
请。“20多年前有人推荐我当村干部，我觉得到外
边才有奔头，就外出打工去了。”廖三勇说，现在的
情况不同了。人生难得几回搏，他把参与栽种“白
茶一号”，当作自己人生难得的“一搏”。当村干部
是给自己一个平台，他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平台上给
群众办事，帮村里脱贫，也展示自己。“将来，我也可
以给孙子讲讲，山上的茶叶是我参与栽种的，脱贫
攻坚的最后一搏，我也出过力。”说到这里，这位农
民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为“白叶一号”而振奋的人在志强村还有很
多。如今，参与管理云雾茶合作社的人中，有4人
都是多年在外打工、为“白叶一号”而回来的。30
岁的张稳、47岁的宋光友在浙江打工多年。听说
家乡栽种了“白叶一号”，他们回来之后就不再出去
了。40岁的袁永贵、30多岁的张金继，一个在广东
的服装厂打工，一个在广东从事建筑业，他们也因
为有了“白叶一号”而回来了。

石捍南说，村里最缺的是年轻人，这些三四十
岁的人闯荡多年，见识广而且年富力强，他们带回
来的是村里的人气，是农村发展的希望。

最近，有两则消息引人深思。一是《外卖骑
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刷屏，文中外卖系统算法
导致外卖员因担心超时而“玩命”的描述，引发
人们对外卖骑手“疲于奔命”职业状态的关注。
另一则是某餐饮创始人、董事长近日表示，

“996”算个啥，我们是“715、白加黑、夜总会”，引
发网友热议。

事实上，在这个日新月异、“唯快不破”的时
代，“疲于奔命”的不止外卖小哥，延时加班的也
不仅是某些餐饮企业、互联网公司的职员。

心急求快已反映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几乎每家企业都渴望尽快在业绩上出彩，几乎
每座城市都希望尽早展现现代化面貌，几乎每
位学者都期望早出成果。过分追求速度，质量
和效益就往往难以保障，造成一些企业效益不
高、一些城市“千城一面”、一些科研成果创
新性不足……

心急求快也体现在普通人生活中。比如，
有的家长生怕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抢跑”
思维盛行，把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就送进各种
辅导班。我们的教育中不乏对成功的褒奖，却
缺少对“试错”的宽容，更没有时间等孩子慢慢
领悟、成长。

已忘了有多久，我们执着于追逐生活川流
不息的节奏，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品一
盏茶，更没有闲情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我们在奋力奔跑和追赶，却总感觉不够快、
追不上，疲惫不堪，甚至忘掉了为何而出发的初
心。其实，与其过分追求速度，不如选择适当慢
下来。

或许有人会说，你看风口一晃而过，房价日
日更新，怎么可能不急呢？再不抓紧点，什么都
来不及了。也有人会说，欲速则不达，是对失败
者的安慰；是你的捷径没选好，才走得不好。

的确，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慢”似乎是一
件奢侈的事情。时不我待，有时慢一步，也许以
后就会比别人慢很多。然而，跟着别人的步伐
去奔跑，真的就能赢吗？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考验的是持续性和耐
力。如果盲目求快，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很可能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并不是说要
拖延，而是不要因着急而丢三落四，不要因一时
看不到成果就轻易放弃。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我们都要找准自己的重心，定好目标，打好基
础，一步一个脚印，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达理
想的彼岸。

“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智慧。保
持不忙不乱的生活节奏，勤审视、多思考，有助
认清方向、增强信念，更好地打造自律的生活。

古圣先贤在流传至今的篇章里也传达出
“慢”的智慧。《诗经》有云“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意指君子之美在于后天耐心地积学修
养，磨砺品德；《礼记》 有云“水深则流缓，
语迟则人贵”，是说平静才会久远，若整日匆
匆忙忙，则难以有所涵养；明代学者胡居仁也
说过，“苟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
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其实，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处理好事物两面
的辩证关系，找到最佳的方法。正如琴弦一样，
绷得过紧会断，过松又不能奏出和雅之音，不松
不紧恰到好处，才能奏出美妙的乐曲。世间万
事万物也都要顺乎事理逻辑，不疾不徐，持续进
取，方能圆满达成目标。

游历时多一点耐心，才能看到“世之奇伟、
瑰怪、非常之观”；行路中多一些“何妨吟啸且徐
行”，才能体会“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生活
中多一些从容，才能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恬静。

若你累了，不妨慢下来，一盏茶、一缕香、一
捧古卷细思量……

刚刚拔过杂草的大宅村
茶园，一行行茶苗从山顶延
伸到山脚。

本报记者 魏永刚摄

上图 中寨镇志强村村民
袁秋燕在向人们展示她采摘的
茶。 石捍南摄（中经视觉）

右图 中寨镇志强村村民
在为茶苗清理杂草。

石捍南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