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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村一日
□ 逄春阶

朱红，即中国红，对朱村来说，这不仅仅是颜色，不仅仅体现在字面上，更是一种象征。朱村是名副其实的“红”村，，战争年代是革命堡垒；和平时期，朱

村挖掘红色资源，践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了解老区群众生产生活，叮嘱当地干部，一定让老区人

民过上好日子。7年来，乡村振兴的曙光悄然洒入这片红色热土，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过程中，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人民的的获得感、幸福感、成

就感不断增强。本文作者深入朱村，根据一天所见所闻所感，呈现自己眼中的“中国一日”———

金色的早晨
拉开窗帘推开方窗，一股寒气涌入，我这才

发现，满目的银杏叶是褐色的，要达到金黄的效
果，还得有个过程，等待霞光一点点退去。喜鹊叫
声清脆，看不到它们在哪根枝条跳跃。远处有鸡
鸣和狗吠。这是11月3日凌晨5点一刻，我在临沭
县曹庄镇朱村办公室三楼扶贫干部住过的寝室
里感受到的。

二十六年前，我曾作为扶贫队员住过小村，那
个小村叫东吴家漫，在潍坊峡山水库边。记得冬天
早晨第一件事是看看煤球炉火灭了没。而今，朱村
的寝室里有了空调，还有专职保洁员呢。61岁的保
洁员马志芬五点半已拖完了所有办公楼的楼道、
楼梯。她拄着拖把对我说：“一月保洁工资600元，
早早打扫完，我去搞柳编，也能赚点儿。”

下楼，见一辆白车开过来，是村妇联主席王
济彩。咋这么早？小王答：“这不弄人口普查嘛，昨
晚忙糊涂了，褂子丢这里了。接着填表，早弄完早
利索。”我看到街道上的红标语：“大国点名，没你
不行。”这个标语就是王济彩他们弄的。

7点钟，我来到村西桥头王兆山馒头老店时，
老王已经蒸出三笼馒头，第一笼是凌晨三点。61
岁的王兆山是复员军人，跟老伴刘素云蒸馒头，
一月收入七八千元。老王有他的馒头经：首先面
要好，酵头要老，工夫要到，气一定要饱。蒸的过
程中，千万不能开盖，一揭盖就跑气了。我想，老
王你这是说人生呢。

让67岁的黄宗君高兴的是，7年前，他很荣幸
地见到了习总书记，他当时在村头，总书记跟电
视上一样，微笑着跟大家握手，他隔着远，没握
上。7年过去了，村里变化真不小。黄宗君说：“清
代古建筑整修了，新建筑也起来了，泥泞路变成
了水泥路，路灯换成了太阳能，生活环境比以前
好了，村里还建起了社区服务中心，卫生室就在
里面，庄户剧团搞‘春晚’……”

45岁的王俊强一撸袖子，把一袋去皮的花生
仁扛上肩，倒进粉碎花生机里，王俊强干花生油
加工有十几年了。他说：“我就是冬天干一季，夏
天不干。夏天有夏天的活儿。”问他花生加工收
入，他伸了四个指头。“又不借你的钱，你咋不说
实话呢？”一位老加工客户笑着说。王俊强道：“就
是三五万的赚头啊。”

旺南村的王继刚开着三轮装满了煎饼，匆匆
往供销超市朱村店赶。桥头饭店、三江大渔村饭
店的老板都已经把一天的食材购买完，扳着手指
头数要接待的客人。

84岁的赵俊亮拿着喷水壶在浇门前的桂花。
赵俊亮说，他上去四代是来给王姓大地主家看陵

（墓地）的，后来扎根朱村，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哥
哥参军那年他才出生，哥哥后来随大军南下了。
老人家说：“做梦也没做着这么好的日子，可以笑
着仰脸（去世——— 方言）了。”

忙碌的早晨，金色的早晨。霞光打在赵俊亮
翘起来的白胡子上，白胡子仿佛镀了一层金。

总书记的叮嘱
王经臣腰里的几把钥匙，除了睡觉，从不离

身。早晨8点，他准时来到朱村红色纪念馆，从腰
里掏出钥匙前，把手往前伸，钥匙在手掌里哗啦
哗啦抖一抖，然后开门。那钥匙抖出的声音，近乎
一种庄严的仪式。他是义务解说员，不要工资，不
要任何待遇，他接待的客人已经过万。

2013年11月25日下午，王经臣迎来了最特殊
的参观者——— 习近平总书记。

那天，王经臣给总书记讲了“钢八连除夕救
朱村”的故事。朱村一直是红色堡垒村，村里没有
出过一个汉奸、一个伪军，小村是日本鬼子的眼
中钉。1944年1月24日除夕这天，驻郯城李庄据点
的日本鬼子趁老百姓忙年突袭而来。日军的枪
声，引起了一一五师老四团八连哨兵的警觉。枪
声就是命令，还没得到上级批准，连长鄢思甲便
带队出发。进入战场，战斗相持了6个钟头，敌人
死伤30多人，我军24位官兵牺牲。

王经臣悲愤地说：“逃到沭河东岸的老百姓
回来，看到牺牲了的八路军战士，失声痛哭。年轻
的小伙子在年除夕夜就没气了啊，没过个安稳
年，就牺牲了啊。”

安葬完烈士第二天，朱村百姓赠送八连一面
锦旗，上书“钢八连”，从此革命军队有了一支由
沂蒙百姓命名的连队。按照生前遗愿，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八连老连长鄢思甲的骨灰撒在了朱村
村旁的沭河里。

直到现在 ,朱村村民有个仪式，每到年除夕
下水饺，每家每户都会盛出四碗——— 一碗敬天，
一碗敬地，一碗敬祖宗，还有一碗敬战死的官兵。

热腾腾的水饺，装满朱村人的心意和敬意。
上午9点，我在朱村的“老兵驿站”见到了90

岁的王克昌老人，“老兵驿站”是朱村的农产品展

览营销中心。
问起总书记到他家看望，戴着帽子的王克昌

脱口而出：“总书记到我家的具体时间是下午三
点零五分。在俺家待了半个小时。”王克昌的皱纹
都被笑容挤在了一起。

“1948年打淮海战役，俺村里男劳力都搭伙
儿去支援前线。我记得当时下了三天三夜的大
雪，我带足了五天的熟食，主要是地瓜干煎饼和
咸菜，家里只有一床棉被不能带走，我裹了个大
袄推着小推车就去了……”王克昌老人头脑清
晰，精神矍铄。

我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里，见过总
书记笑着拉住王克昌和朱村村支书王济钦的手
往前走的照片。

在王克昌家中，总书记挨个房间察看，并坐
下来同一家人拉家常，关切询问家里有几亩地、
搞柳编能挣多少钱、还有什么困难？听老人说家
里的生活有了改善，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生活
一天比一天好，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
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
忘记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

总书记叮嘱当地干部，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
子，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
续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支持，形成促进革命老区加
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近朱者赤，朱，红也。朱村，可否叫作“红”村？
王经臣连连点头：“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王经臣的口头禅，我发现，这也是朱村，乃至曹
庄镇和临沭县的口头禅，他们解释，第一个“是
的”是肯定，第二个“是的”是充分肯定，有“很对、
很好、很应该”的意思。

朱村隶属于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曹庄镇镇
委书记高志远说：“以朱村为代表的曹庄镇，地处
岌山，是一片鲜血染红的土地。可以说，村村有烈
士，有模范。我们有句话，叫作‘沂蒙岌山红’，红色
是一种资源，是脱贫之源，致富之源，幸福之源。”

在家门口找到了尊严
我在朱村迷了方向，陪我采访的姜自菲说，

朱村水多，很容易迷向。朱村自西向东中间一条
主干道，跨着三条河，分别是黄白总干渠河道、分
沂入沭河道、沭河，有三座桥，第三座桥架在沭河
上，叫朱村沭河大桥，全长940米，总投资6000万
元，即将通车。

“76年前的除夕，朱村老百姓躲避鬼子，是从
冰河里爬上岸的。多年来朱村东行，都是绕道。而
今，一桥飞架，不用再绕道了。”曹庄镇镇长万全
冬说。

在两座桥的中间，是朱村的扶贫车间。在村支
书王济钦看来，扶贫车间也是脱贫致富的桥。村里
三年前建起了扶贫车间主体，引进了青岛晶利雅
服装有限公司，无形的“桥”就这样架起来了。

上午10点，我来到了朱村扶贫车间，扶贫车间
其实是个工厂，又分了剪裁、缝纫、包装三个车间。

在缝纫车间，村民郇恒彩开心地说：“我是去
年正月十六来的，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人啊，不
能闲着，也不能独来独往，到了车间里，一起干，
有时说说笑笑的，感觉心胸一下子开阔了。我做
童装，一月收入3000多块吧。中午回家吃，老板给
饭食补贴。孩子两岁半了。婆婆给看着。在家门口
挣钱，哪有不满足的。”

我喊扶贫车间负责人王红梅为“王总”，穿着
工作服、头上还有绒线头的王红梅竟然羞赧地手
无处放，她说：“可别这么叫俺，我就是领着姐妹
们一起搞缝纫。农村妇女，上有老下有小，出去打
工，牵肠挂肚的，在家门口，就方便多了。扶贫车
间里，有60个人。都干得很有劲儿。”

村里年近六旬的贫困户张大姐，过去，除了
在家伺候上小学的孙子吃饭，就是闲着瞅天。三
年前的5月到扶贫车间就工，整理服装、打包装
盒，每天能挣60多块钱，中午还不耽误回家给孙
子做饭，“没想到，我这个年纪还能‘就工’，在家
门口咱也成了‘上班族’，还能照顾孩子。真舒心
呢。伸手问孩子要钱，和拿自己的钱贴补家用。滋
味不一样啊。对吧？”

张大姐的笑脸告诉我，她找到了存在感，找
到了属于她的尊严。可贵的是，这个尊严是在家
门口找到的。

刘如荣在默默地对着墙搞缝纫，她有糖尿
病，头两天刚刚从临沭人民医院住院回来，王红
梅安排她干一些轻一点的话儿。

1998年嫁到朱村来的刘如荣，过了一段舒心
日子。可是近年来却愁眉不展。丈夫是肝硬化，一
年去济南住一次院。每月1600多元的医疗费，大
部分药报销了，可还是有些意外花销。如今还有
孩子上大学。“亏得有这个扶贫车间，赚点钱能让
我贴补家用。孩子上学，村里也给补助。”

刘如荣眼里有了泪光。她在家门口找到了温
暖。

村支书王济钦不大好找，总是这个工地那个

工地来回跑。我从扶贫车间采访回来，走在村路
上，看到一个小伙子弓腰推着装满砖瓦垃圾的小
铁车正小跑呢。到近前一看，竟然是年过半百的
王济钦。鬓角发白的他，比电视上老了一点，他放
下车子，手上有土，不好意思跟我握手，就使劲
搓。他说：“去扶贫车间了？我们还利用这个项目
的年终利润，对全村建档立卡中无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给予每人每年不低于500元的补助，确保全
村按时完成脱贫任务，共同实现小康目标。”

我问王济钦：“听说你给总书记唱了《沭河的
歌声》？”

“是的，是的（王济钦也是这样的口头禅），当
时太紧张了，调子起得有点高了，差点没顶上去。”

“沭河好风光，庄庄相连多么长，土地肥来人
口广，庄稼人勇敢有胆量。鬼子太狠心，顽固土匪
趁火抢掠……”《沭河的歌声》词作者是著名作家
刘知侠，他的《红嫂》《铁道游击队》是革命文学经
典。王济钦听老一辈人回忆，刘知侠当年多次带
着文工团队员到朱村演出。

王济钦说：“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
南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2天
后，总书记就来到了我们朱村。我们压力很大啊。”

“咱身跪着，心得站着！”
11点，曾在朱村担任大学生村官的王洋来到

93岁的王传俊老奶奶家。王传俊抓着煮熟的花生
就往王洋手里塞，也往我手里塞。王洋包了7户贫
困户，王传俊是其中之一。

从王洋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孝善养老金是
啥。比如王传俊老奶奶，有五个女儿，丈夫去世，生
活不能自理。精准扶贫识别为贫困户，五个女儿每
人每年600元，然后政府补贴20%，王传俊老奶奶就
有3600元的孝善养老金。加上其他补贴，老人一年
有6796元。明细花花绿绿贴在墙上，一目了然。

王传俊跟王洋既像祖孙，又像母女。王传俊
说：“俺跟五个闺女也没跟小王说的话多呢。”我
问老奶奶，知道王洋被评为“新时代沂蒙扶贫六
姐妹”吗？老奶奶说：“是的，是的。”

11点半，王洋到村里看望她帮扶的贫困户、
37岁的张田英。我和王洋刚走到张家门口，张田
英就驾驶着三轮车过来了。

张田英从车上“咚”地一下跪到地上，然后见
她跪着开门。她跪得我心疼，就在我去扶贫车间
采访时，看到张田英在缝纫机上锁边，那么麻利，
没想到她的双腿残疾到这个程度。王洋悄声对我
说：“刚见到她时，我一下子就涌出了眼泪。”

6年前，张田英的丈夫去世，撇下她和一个7
岁的孩子。2016年，王洋来朱村，第一个就盯上了
张田英。

王洋从小没生在农村，农村在她眼里神秘而
陌生，她真的分不清韭菜和麦苗。她自言是“路
痴”，刚来的时候根本摸不清村里老百姓的大门，
不敢多说一句话，怕说多了人家笑话，好多时候
开展工作都是村里的书记带着一起去村民家里。

王洋还特别怕狗，农村的狗都不拴绳，有次她
出去办完事情回来，在路上被村里的土狗从三面逼
近，当时她吓得给村里人打电话，才把她接回来。

走访中，细心的王洋，发现了张田英忧郁的
眼神。她都不忍心盯着她。但王洋发现了张田英
的要强之处，张田英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尽管
腿不利索，但是不让家里有一点点灰尘，孩子的
衣服都是板板正正，整洁如新。王洋心里有了底，
她告诉张田英：“咱身跪着，心得站着！”

张田英的坚强，感动了王洋；王洋的真诚，打
动了张田英。王洋多了一个姐姐，张田英多了一
个妹妹。

那阵子，王洋来到张田英家，动员她到柳编
扶贫车间搞柳编，一开始张田英不同意，王洋反
复动员，最后，张田英答应了，在柳编车间，每天
收入40多元。

村里建起服装扶贫车间，但张田英不能蹬缝
纫机，做不了这里的营生。经王洋和村干部协调，
服装扶贫车间专门为张田英设置岗位，负责剪线
头、熨布料，每天收入50元。

在张田英家的墙上，贴着扶贫政策明白纸、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联系牌、特惠保卡等。统算下
来，张田英和儿子每年的补贴是25664元。

王洋说：“张田英的儿子，上六年级了。我第
一次见他，他躺在床上蒙着被子，不见人。现在开
朗多了。一会儿叫我阿姨，一会儿又叫我姐姐。”

我指着墙上孩子的奖状说，孩子很优秀。张
田英开心地笑了。她希望的火苗贴在墙上，也亮
在扶贫车间里。

张田英告诉我，王洋为了扶贫工作两次推迟
婚期呢，“您可得多宣传王洋妹妹，她可能干了。
人家都叫她‘芹菜西施’。”

“芹菜西施”
艳阳高照的中午，村支书王济钦说：“老逄，

你到农户里吃个庄户饭吧。”我说，只要不打扰人
家就行。

从大学生村官调到曹庄镇扶贫办的王洋和
曹庄镇委宣传委员姜自菲，一听是去钟云家吃，
就乐了。她们太熟悉了，高兴地说：“去她家吃。”

我都有三十年没在农村吃派饭了。
有意思的是，十二点半了，还没通知吃饭。姜

自菲说，咱直接去钟云家吧。干脆利落的钟云高
兴地把我们接到客厅。钟云的丈夫在外打工，儿
子上学。她中午一人在家。“我巴不得你们来呢，
一起吃着热闹。”她说。

我顺口就问起了她种梨树的事儿。钟云的三
亩梨树，都在朱村现代农业示范园里，一亩地净
收入在六千多元。一说就说到了近下午一点。钟
云坐着等我问。

钟云是村支部委员，她分管党建，说起党建，
她侃侃而谈：“朱村，有84名党员，1939年成立了
临沭县最早的党支部……”

姜自菲说：“钟云，饭做好了吧？”
钟云说：“早做好快一个小时了。作家在采访，

俺也不敢说，以为没采访完呢。” 大家都笑了。
小小的误会。这个吃派饭的小插曲，勾起了

我多年前的回忆。那时候到谁家吃派饭，都要准
备好几天，穷啊，没有东西拿得出手啊。

一桌子的绿色食品，豆芽、扁豆、土豆……香
喷喷的煎饼我吃了两个。

说起绿色食品。钟云说到“芹菜西施”王洋。
2017年5月，朱村的大棚芹菜滞销。王洋着急

上火，到处帮着卖芹菜。每次开车回临沂市区，汽
车的后备厢、车后座，都装满芹菜。2017年母亲节
这天，她又拉了一车芹菜回到临沂。妈妈二话没
说，帮着她在大街上摆摊卖菜。

最终，通过联系爱心企业，王洋在两周内帮
贫困户卖出1 . 5万公斤芹菜。

王洋“芹菜西施”的称谓不胫而走。
午餐吃成了采访餐。姜自菲说，王洋到朱村后，

想法可多了。2016年，村里第一书记带来电商扶贫
的新思路，王洋大学和研究生都学的信息技术，找
到了学有所用的舞台，决定带领村民发展电商。

她主动对接了圆通快递，在村里做电商培
训，在村里培训了20多个学员，已经有六七个做
得比较成功，通过自己的电商渠道对外销售蜂
蜜、花生等农副产品。王洋的电商培训班还带动
了周边村庄的年轻人，比如山前村有个叫张鹭的
就在网上卖蘑菇，卖得很好。“电商，得坚持。热乎
一阵，冷一阵不行。”

王洋说：“搞电商，还得感谢朱村的第一书记
马学清呢，他比我早到村三个月，是从临沂市工
商局派下来的。”

我从王洋那里要到了马学清的电话。

“朱村味道”
中午到朱村村委办公室休息，联系曾经的第

一书记马学清，他回信息说，都过去两三年了，事
情做了就做了，也没干多大事，就不接受采访了。
是我的一句话说服了他：“我就住在您当第一书
记的房间里，在您住过的床上，他们要换被褥，我
说不要换。就体验体验第一书记的味道。”

一听“味道”，低调的马学清同意了。因为他
正在县里搞调研，不能赶到朱村，只能电话采访。

驻村头一年，马学清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那
年11月25日，朱村搞了个首届“好日子文化节”，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朱村时，提出让老区人民过上
好日子，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利用这个节点搞文
化节很有意义。农民物质上的富有是第一步，关键
的一点是精神上的富有，文化上的富有。”

王洋笑着说，搞文化节，村里没有主持，我还
自告奋勇客串了个主持人呢。文化节上的节目很
多，观众席上还来了不少子弟兵。“有个包水饺节
目，寓意是第一碗饺子盛给钢八连的烈士们。”

视野决定境界。马学清还倡议建起了朱村电
商服务中心，常常地，他亲自操作。“村里产的
地瓜叶茶很抢手，花生脆、豆沫面、香菇也是朱
村自己生产的，在外的当地人，都很怀念这老家
的味道呢。”

在服务中心，我看到几十种包装精致的农特
产品，朱村注册了“朱村味道”商标，将村民种植
的花生，采摘的地瓜叶、香菇等农产品进行加工
包装，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绿珍食用菌合作社依托朱村电子商务进行
网上销售，每天销售额约两万元。电商中心还对
贫困户的农特产品以保护价优先收购。”马学清
回忆着过去的事情，如数家珍。

这位第一书记对下村扶贫一往情深。他说，
我们党的扶贫政策，是共同富裕。村集体每年从
收益中提取部分利润，给予25名无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分红。

马学清，很想念朱村的村民，想念朱村的味
道。他牵挂着村里的光伏发电项目。两年在朱村
脱贫攻坚主战场，终生难忘。

大美在民间
在朱村的村委大院里，欧拉藤饰的总经理张

志全曾经给习总书记介绍当地的柳编。总书记看
了三个柳编产品，询问了柳条种植情况。
当年底，张志全就将自己的车间设在了朱

村。
下午两点半，我来到朱村柳编博物馆，15000

平方米的柳编展厅里，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尺寸、
不同品种的柳编产品琳琅满目，小到几厘米的饰
品，大到几米的家具。

我看到的柳编筐、垫、沙发、书橱、花篮、花
瓶、相框、茶几等等，仿佛都有了生命，眨着眼睛
炫耀着自己的美。我在想，创造它们的能工巧匠
在哪里呢？

我来到了设计车间，周宁就是师傅，柳条在
她手里跳跃，让我想起孙犁小说《荷花淀》里的水
生嫂：“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
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
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
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不过，周宁
怀里跳跃着的不是苇眉子，而是破好的杞柳。周
宁他们是师傅，他们打样，朱村和周边的妇女们
照着样子编。

我不禁感叹，大美在民间，大师在民间，智慧
在民间。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正在打造朱村柳韵田
园综合体，目前已发展杞柳种植1500亩，中国（临
沭）柳编旅游文化产业博览会，正在成为品牌。朱
村柳韵田园综合体的发展可为当地居民提供500
多个就业岗位。

“柳编既绿色又环保，就说老两口吧，看着电
视，喝着茶，边编边聊，啥都不耽误。我觉得，柳编
是最惠农的产业。”曹庄镇党委书记高志远说。

沉甸甸的座谈会
下午3点半，在朱村社区服务中心会议室，我

应邀参加了一个特殊的会——— 临沭县建县以来
连续60年无责任退兵座谈会。

责任不是某一瞬间的承担，而是一种坚持。
从临沭走出2 . 3万名兵员，连续60年无责任退兵，
太难得了。

在座谈会前，我还跟着县领导走访了3个退
伍老兵，一个烈属。

烈士纪念塔边有一条红砂石铺的小巷，红砂
石不平整，这里被命名为不平凡的红色拥军巷。

朱村村东，正在建设的红色朱村改造提升项
目一片繁忙景象，除了拥军巷，还有支前馆、村史
馆、民俗馆、柳编活态商贸街区、民谣青石巷、三
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教育基地……这个项目总
投资5亿元。

临沭县委书记刘飞郑重地说：“曹庄镇朱村是
八路军老四团‘钢八连’战斗过的地方和‘枪声就
是命令’的诞生地。我们将按照习总书记视察时提
出的‘要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指示要求，深
挖红色文化，推进乡村振兴，努力把朱村建成老区
人民红火生活样板村、沂蒙红色精神传承村。”

“请你批评指正”
我个人订着《人民日报》。2018年7月9日《人

民日报》第四版的“人民论坛”栏目发表过许海兵
的评论《请你批评指正》，结尾我记得很清楚，原
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临沭县曹庄镇朱村
看望‘老支前’王克昌时，得知老人每天都听自己
讲话后，真诚地说：‘请你批评指正。’基层是最好
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涵养谦逊的心态和
姿态，保持戒骄戒躁的工作作风，我们前进的脚
步就会更加铿锵有力。”

11月3日晚6点35分，我来到王克昌家，他正
在家看山东新闻联播。我求证当时他跟总书记的
对话。王克昌说：“我跟总书记说，我天天看新闻
联播，天天看到总书记，总书记讲话我天天听。他
笑着说，请你批评指正。”

王克昌雷打不动的是天天看新闻联播，先是每
晚6点半看山东新闻，然后晚7点看中央电视台新闻。

晚7点，中央台新闻联播开播。我陪老人静静
地看完。我说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老人家说：“是的、是的！五中全会，谋长
远，打长谱，就是一句话，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晚八点，在夜色中，走在朱村宁静的村道上，
我想，是“中国一日·美好小康——— 中国作家在行
动”全国作家联动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让我认
识了朱村。“红”村，岂止是朱村，沂蒙山区各个村
庄都是“红”村。红色是沂蒙老区的基调。在这片
红色沃土上，有着动人的奔小康故事，正等待去
发现，挖掘、记录……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本报记者，本版照片
均为本报记者纪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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