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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着走向羊角花跪着走向羊角花
□元 夫

辽宁西部有一个美丽的山村——建平县小

平房村。在附近不太富裕的山村群落中，这个村

如同镶嵌在山间的一颗明珠，异常醒目。

一

我曾经三次到小平房村采访，从沈阳驱车4

小时来到建平小平房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笔

直宽阔的柏油路在村中穿过，路边绿树葱葱、花

香四溢；一排排整齐美观、精致靓丽的连体别墅，

粉红色墙面镶嵌着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给人舒

适、温馨之感。

据介绍，全村90%的村民都住进了别墅，面

积大的400多平米，小的也有200多平米。走进

几户村民家，家家户户干净整洁，鲜花盛开，各种

时令蔬菜生机勃勃。院里有车库，几乎家家都有

小汽车。室内的设施也都已现代化，高档的家具，

先进的电器，精美的艺术品，彰显着村民富裕殷

实的生活和不俗的生活品位。二层楼上有宽敞的

平台，凭栏眺望，心旷神怡。

村民代表王国文住在连体别墅的最东头。一

家五口，居住面积320平米，拥有五室、两卫、两

厨、一库，外加一菜园。可他购房时只花了18万

元，其余由村里补贴。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说：

“过去小平房村房子低矮，村路弯曲，吃水靠辘

轳，做饭靠捡柴，是有名的困难村。那时农民的理

想就是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当

时，我想这样的日子我是赶不上了。没想到，我们

现在不仅住上楼房，用上电灯、电话和电脑，还出

门有汽车，做饭有沼气，喝上自来水，家家通暖

气，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啊！”

与联体别墅同样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村里的

文化休闲广场。广场设在村中心，富有寓意的大

型雕塑让人耳目一新，大型LED显示屏配有浑

厚的音响。数字电影定期在这里放映，每当清晨

和傍晚，扭大秧歌、跳广场舞、做健身操成为大多

村民的集体节目。广场有篮球场和多种健身器

材，吸引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各自喜欢的方式休

闲健身娱乐，村民们在这里尽情地欢笑、畅快地

交流，整个山村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村里喜欢文

艺的青年组成文艺演出队，经常自编自导文艺节

目在这里演出。每到重要节日，村里还请来国家、

省、市、县的艺术家们为村民表演。

村党委副书记林国清很自豪地说：“别看我

们小平房的人住在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一点也不

差！”多姿多彩的文化、科技生活，陶冶了村民的

情操，提升了村民的素质。全村既无封建迷信活

动、吸毒赌博，也无刑事治安案件；既无不赡养老

人的子女，也无遗弃虐待子女的家长；既无邻里

纠纷，也无家庭暴力等现象发生；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富裕、平安、和谐的文明村。

在村中心有一座标准化小学。教学楼、实验

室、电化教学室、食堂、宿舍和塑胶操场等设施一

应俱全，且达到了全县一流水平。这里还开设了

学前班、幼儿园，身穿鲜亮服装的少年儿童，兴高

采烈地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村里还

制定了优秀学生奖励政策，凡考上大学的学生，

村里都发给1000至5000元不等的奖金，鼓励学

生努力学习。

村里建起了高标准敬老院。敬老院坐落在风

景优美的山坡下，远远望去如同星级宾馆。走进

敬老院，更让人耳目一新。房间整洁明亮，被褥洁

白如新，配有卫生间和淋浴设施，装备有电梯电

视电话。食堂管理得井井有条，粗细粮、荤素菜科

学搭配，老年人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怡然自得

的生活。

村里最美的还是天秀山森林公园。天秀山占

地12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81%。景区内群山

环抱，绿树成荫，风景如画。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以及娱乐项目融为一体，目前，天秀山已被评为

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有一首歌谣：“收入能上万，楼房连成片，村

容大改观，室内通水电，就医不走远，养老有保

险，人人讲和谐，山清水碧蓝。”可谓小平房村的

真实写照。

二

然而，小平房村在上个世纪末还是个远近闻

名的贫困村。

现在的小平房村是由原小平房村和愁水坑

村合并而成的。当时的小平房，全村2000多口

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村部仅有的几间房

子透风漏雨，村集体收入入不敷出。村民住低矮

破旧的平房，喝辘轳提上来的井水，走“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脚泥”的土路，一年四季为吃穿和烧柴

发愁。

原来的愁水坑村，7个村民组的1300多口

人，就住在天秀山下的一条荒沟里。这里没有一

条平坦的路，村民出村就踩在河套的沙石土路

上，走一步退半步。吃水仅靠一口经常干涸的井，

村民打水要排队。10年前这里还没有一条稳定

的农用电线路。有民谣称：“愁水坑愁水坑，有地

几根垅，有水装半坑。”受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

的困扰，许多村民搬出村外寻出路。2004年愁水

坑村合并到小平房村。

昔日贫穷落后的小平房村和愁水坑村，如今

已经变成了经济快速发展、村民共同富裕、社会

和谐稳定、村务公开民主、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多

彩多姿的小康村，成为辽西新农村的一面旗帜。

那么，这个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提到

这个话题，村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选对了一个

人，走对了一条路，富裕了一个村！”

小平房人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多亏有个一

心为民的好书记——钱学余，他带领全村走上了

共同富裕之路。

钱学余现任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十八大代表、辽宁省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辽宁好人”，这些

称号他都当之无愧。钱学余是个老实厚道、聪明

睿智的人，也是个有胸怀、有理想的人，更是个有

勇气、有毅力、有拼搏精神的人。

钱学余出生在小平房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

他小的时候，父母亲身体不好，生产队工分日值

低，日子过得很紧巴。高中毕业后，曾想考学、当

兵，由此改变家庭困境，却都没如愿。改革开放

后，他靠勤劳智慧在家乡打拼，生活有了些起色。

可“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亲积劳成疾先后抱病

去世。痛失双亲之变让钱学余深切感到，贫穷落

后对一个家庭命运的影响之巨大。他暗暗下决

心，要靠自己的坚强拼搏，与命运抗争，改变生活

状况。

于是他毅然走出村，到社会上去打拼。他先

到一个工程队做临时工，学瓦工，出苦力。他不甘

平庸，悄悄学看图纸，做简单设计。很快就把楼房

建设的所有工序都弄得明明白白。后来，他就带

起了70多人的工程队，在县城红红火火地干起

了建筑工程，年收入很可观。

刚刚20岁的钱学余，事业一帆风顺，前景一

路看好。这时，村委会换届也开始了。镇领导班子

和村里的群众同时把目光集中在年轻有为的钱

学余身上，希望他能带领全村人闯出一条新路，

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可钱学余的家人、亲戚以及

工程队的工友们却不愿意让他放弃这个已经风

生水起的工程队。因为放弃工程队，就等于放弃

了挣大钱的机会，这对个人来说损失太大了！这

一点钱学余比别人更淸楚，他更是舍不得。

此时的钱学余寝食难安，他面临着艰难选

择！其实他从小就在心里潜生暗长着改变家乡面

貌的理想抱负，他也难以忘记父母亲因贫而病不

幸离世的悲痛，他更难以拒绝父老乡亲那一双双

期待的眼神！他想：自己失去了父母，是在父老乡

亲们的深情关爱下成长的，现在他们需要我，我

怎么能辜负他们，让他们失望呢！况且人生在世，

总要做点有益于别人的事情。

经过反复掂量，他毅然放弃了一年五六万元

的收入，解散了工程队，回到村里，高票当选了村

委会主任。从此，他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全村的

父老乡亲们捆绑在了一起，决心带领村民走出一

条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

走共同富裕之路，仅有一颗真情为民之心还

不够，更要有高于常人的韬略和智慧。通过多日

深入走访调研，钱学余茅塞顿开：小平房村地处

坡岭相连的石质山中，这些年被人们踩在脚下的

大小山岗，虽然种庄稼难以收成，可却储藏着丰富

的铁矿石资源。要选准突破口，向矿山要财富！

钱学余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情况下，知

难而上，大胆决定：开办铁选厂！他亲自跑手续、

筹资金、选聘人才，一个难关一个难关地攻破！缺

资金，无贷款，就发动群众集资。他自己先说服妻

子，把干工程积攒的10多万元钱全部拿了出来，

几位村干部也带头出了资。这一年，钱学余不分

年节昼夜、四季寒暑，吃在矿山，住在工棚，背着

干粮出差，搭乘货车采购，费尽唇舌讨货款，殚精

竭虑谋发展。经过许多曲折磨难，熬得几度身心

交瘁，终于取得初步成功，铁选厂办起来了，而且

当年挣回全部投资后还为村里盈利3万多元。初

战告捷，集体经济挖到了可喜的第一桶金。两年

后，他又筹措资金建起了一座铁精粉加工厂，转

年就实现产值100多万，集体收入8万多元，不

仅化解了债务，还为村民免除了上缴提留款，让

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钱学余借着旗开得胜的势头，一鼓作气，先

后办起了砖厂、白灰厂等8个工厂。由于管理得

法，各个企业都盈利，创造了几百个就业岗位，几

乎家家都有人在村办企业上班。一业带来百业

兴，村里第三产业也相继发展起来, 全村有200

多户从事个体运输，新办30多个商饮服修网点，

90％以上农户都有一个稳定收入项目，初步实

现了共同富裕目标。

村集体家底厚实了，钱学余又筹划着为村民

办起了实事：为村民修桥铺路，建文化广场，建学

校和敬老院，为村民建连体别墅，让村民共享致

富成果。在村民代表座谈会上，说起这些，几个村

民都眼含热泪说：“钱学余放弃个人发家致富，真

心为老百姓办事，实心实意让全村人一起富起

来！真让我们感动啊！”

钱学余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经历过许

许多多乃至生死的考验。本世纪初，政策允许集

体企业转制，或者股份制，或者个体所有制。如果

转制，钱学余作为企业法人可优先购买。当时，谁

都知道，如果钱学余买了企业，一夜之间就会合

理合法地成为千万富翁。可钱学余却心里有颗定

盘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想：村企业是领导班

子和全村百姓与我并肩奋战的结果，我绝对不能

抛下群众去自己发财。如果为发财，当初我就不

会放弃工程队做这个村干部了。我的理想是带领

全村共同致富奔小康，现在刚刚起步，不能半途

而废！

钱学余不买企业的消息不胫而走，社会上一

些人看到小平房村的企业是块肥肉，变着法子想

据为己有。他们以重金利诱，只要钱学余放口转

制卖企业，就会给他一大笔钱，钱学余不为所动。

为此，钱学余遭到了一些人的忌恨。

软的不行来硬的，他们纠结一些社会上的小

混混手持棍棒围堵钱学余。钱学余无所畏惧，分

毫不让。他说：“小平房的铁矿，是小平房全体村

民的，我没有权力低价卖给你们，你们就是打死

我，我也不怕。到那时我是烈士，你们是罪犯。”钱

学余在恐吓威胁面前的正义凛然，让他的对手也

不得不暗暗佩服他的无私与坚定。

明的不行来阴的，有人扬言要好好教训教训

他，并放风说，不卖企业就别想过这个年。那年的

腊月二十九晚上，就听一声巨响，钱学余家窗户

玻璃全被炸碎了，大门楼炸塌了。爆炸声惊动了

正在准备过年的父老乡亲们，硝烟还没散尽，

200多村民冒着严寒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面无

恐惧，关切地守护在爆炸现场。许多人连夜帮助

清理现场，从自己家里取来玻璃等物资，把震碎

的玻璃窗户重新安装好，把炸塌的大门楼重新垒

起来。人们齐心协力，到年三十中午，钱学余被炸

的家完全恢复了原样。

在大年夜即将到来之际，村里的秀才写了一

副对联：上联是“带领群众致富身正不怕影子

斜”，下联是“坚持长远目标公道自然得人心”。横

批是“邪不压正”。那一天，钱学余深切地感受到

了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对他的信任、对他的支持、

对他的保护、对他的期待。从那一天起，他更加坚

定了带领全村人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决心。

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必须壮大集体经

济实力，让全村的优质资源全部开发利用起来。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体管理模式更有优势，更

有利于大规模开发生产。于是村两委班子决定，

矿产资源集体管理的路子不能改，集体企业不能

分！当然，小平房村的富裕之路仅靠村办工业不

行，必须多业并举，用“以工哺农”的理念谋划发

展，走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于是村班子同时制定

了果业发展、养鸡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发展三个

规划。

首先通过轧沟造地修建高标准果树台田、反

租倒包、退耕还果、改造老果园等多种方式，营造

南国梨园3000亩，实现了人均一亩果，现在又成

功实现了南果梨深加工。同时，发展订单农业，建

成有机无公害小杂粮基地1000亩，实行统一规

划、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供应、统一收购、分

户生产的经营模式，现已成为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的“绿色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发展高效农业，

投资建立养鸡专业小区，并做到规划、设计、施

工、育雏、销售、防疫“六统一”，产、供、销一条龙，

推动养鸡业走以庭院带小区、以小区带大户、以

大户带散户的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之路。

同时，村里还投资建成高标准保护地蔬菜、花卉大

棚220亩，项目建设用地以“反租倒包”的形式，从

农户手里租赁过来，建成后以优惠的价格租给农

民，用于从事花卉和无公害蔬菜生产，效益十分可

观。

小平房坚定的共同致富理念，创新了统分结

合、集体经济和家庭联产承包共同发展模式。通过

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保证村民集体资源的共同开

发与经济成果的共享，为村民发家致富搭建了平

台、创造了条件，让全村的资源得到了公平有序的

利用，让全村共同富裕之路得以持续健康发展，这

无疑是一条实现全面小康梦想的成功之路。

四

“权力是老百姓给的，我必须敬畏它。权力必

须受到监督，以后我不当村干部，就是一个老百

姓，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也希望权力受到监督。”

这是钱学余的深切体会。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要想让百姓信服你跟你干，必须决策过程民主和

办事公正公开，也就是“村里的事让村民自己来

做主”。

村党委副书记林国清是个性格爽快且有文

化底蕴的人，他用“贵宾与大厨”来比喻村民与村

领导班子的关系，他说：“在小平房，村民是贵宾

负责点菜，喜欢吃啥点啥，我们班子负责上灶，照

单做菜，而且要千方百计让村民满意！”

钱学余作为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十分

注重发挥村两委班子、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代

表会议和党员代表大会的作用，让党员和群众有

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确保决策民主科

学、村务公开透明。为此，村里建立了“三征四议

三公开”工作法。重大事项和决策首先征求群众

意见，做出决议后由村两委联席会议商议通过。

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审议，审议结果提交村民代表

会议讨论。形成的决议及结果及时向村民公布，

任何人没有私自决定重大事项的特权。

小平房村有村民代表73人，每10至15户产

生一个代表。村里所有重要事项都要经过村民代

表大会通过，而且步步透明，环环监督。“老百姓

不同意的事坚决不干”，钱学余为此付出了许多

额外的艰辛劳动。村里看到村民因在企业工作导

致土地撂荒，想搞土地流转。可有人不同意，他就

亲自进家做工作，反复征求群众意见，直到所有

村民都赞成了，才实施土地流转工程。村里每年

都有建新居民区、土地整理、项目承包等几件大

事，牵涉大多数村民利益，难免有不同意见。钱学

余要求村干部和村组工作人员不但要征求意见，

还要当事者100%签字，哪怕有一个人不同意也

要再听取意见做工作。

多年来，小平房村的党务、村务、财务全部公

开，特别是每季度的财务收支平衡表、大的工程

项目预决算、不可预见的费用支出等等，都要贴

上公示栏。小平房村每年的集体收入几千万，村

干部包括钱学余在内，哪怕是吃一顿招待饭、买

一包招待烟都需要履行5个人以上签批手续。钱

学余建立如此严格的管理制度，就是不想让任何

人有特权。他说：“干部的一举一动都在群众监督

之下，才能保证干部全身心为老百姓服务，而不

是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

在小平房村，“党群共同致富”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全村有30名党员成为致富能手，有25

名思想先进的致富能手被培养成党员和积极分

子。这些活动融洽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党组织的

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历届两委班子选举中，98%

以上的村民和党员均对两委班子投了赞成票。近

10多年来，全村没有一人上访告状。

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对

小平房村的前景充满信心。他们说：钱学余是小

平房村的领路人，共同富裕之路是小平房村的传

家宝，这条路要在钱学余的带领下，在全体村民

的共同努力下，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四川作家写四川”采风小分队进入理县，

并参加理县的首届羊角花节。我在电话里居然

把“羊角花”听成了“洋槐花”（后来才知道是主

观意识在为耳朵辩解）。对洋槐花有些许印象但

不熟悉，因为在我的周遭并不常见，为了心中有

数，还煞有介事地在百度输入“洋槐花”查阅一

番，果然有许多地方办洋槐花节。就这样，我带

着去理县看洋槐花的心情出发了。

在成都与11位队友会合，然后走进理县，

一路上作家们海阔天空谈古论今，谁也没有说

起花事。下榻毕棚沟，晚餐时，州文联的郑文丽

在餐间献歌，清晰地蹦出“羊角花儿”一词，我

才恍然大悟。生平第一次听说羊角花。羞愧至

极，脸红至耳，所幸只有自己知道，赶紧趁敬酒

之机饮一大口来掩饰自己的浅陋无知。

羊角花，那就更有意思了。因为我知道，羊

角与羌文化有关。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羊角

花就是藏羌民族赋予杜鹃花的别名。

君不见凡是有羌楼的地方，重要门厅上都

挂有羊头图腾？凡是羌人聚居地都有羊群出没？

你一定听说过羌族为“云朵上的民族”吧？羌人

往往聚居在高海拔地区，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直

插云霄的羌楼楼顶，往往与羊觅食的悬崖齐高。

仿佛羊只要纵身一跃，就能落在羌楼楼顶，再纵

身一跃，就可回归羌楼底部的羊圈。

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靠代代

口耳相传。“羌”是汉语赋予他们的称呼。《说

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

羊亦声。”形声字在甲骨文中所占比例非常

少，却频繁出现“羌”字。羌族自称尔玛人，

奉炎帝为始祖。“羌”与“羊”的形声关系，足以

诱发我们对于羊角花中隐藏的羌文化密码产生

无尽联想。

娜姆湖酒店的小阁楼别具风情，客厅卫生

间在楼下，客厅外是观景阳台，楼上是卧室，比

卧室略高的是一个宽敞的榻榻米。这样的房间，

非常适合作家们住下来写作。一个人享受实在

有些浪费。于是我邀请两位大侠来我的榻榻米

“青灯耿窗户，设茗听雪落”，聊解浪费之憾。

第二天因为从阁楼天窗依稀透进来几缕光

线，早早地就醒了。起床第一件事不是洗漱而是

寻找羊角花。从榻榻米的窗户望出去，依山而建

的酒店被云雾缭绕着渐次隐没，如入神仙之境；

从楼下的观景阳台望出去，碉楼耸立，经幡飘

动，如进异域之邦。

我在云朵之上，羊角花入不了我的视线。

早饭后，乘观光车到达开幕式会场的路上，

羊角花渐入眼帘。开幕式就设在上海子一大片

羊角花林的前面。羊角花在藏羌儿女鲜艳的民

族服饰面前似乎有些失色。但是他们对羊角花

火一般的热情和神一般的崇拜让人感动。老人

把他们连着羊皮帽的羊皮坎肩用一根木棍支在

羊角花前，像供奉花神一样；姑娘小伙儿则争相

把这些贡品、羊角花以及他们美丽的倩影一同

收纳于手机。

《太阳里走来的羊角花》旋律让人心旌荡

漾：“日子没有你羊角花，像一件破旧的衣衫；灵

魂没有你羊角花，像一把抖不开的雨伞……”

藏羌汉三族人民以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构

成了理县，分布于藏羌文化走廊的腹心地带杂

谷脑河两岸，相互通婚，相互帮助，不分彼此，是

民族融合团结的典型范例。这台羊角花开幕式

节目也由三族人民共同演绎。

“纳啧拉娜耶——羊角花……”羌族姑娘原

生态嗓音一亮，听者就如饮山泉，如浴爱河，清

凉、迷幻、缠绵。小伙子羊皮鼓一敲，精神抖擞；

羌笛一响，动人心魄。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羌

族真不需要文字，但他们必须要有舞蹈和音乐。

文字的功能不过是传承和传播，而他们极具表

现力的舞姿和声音，一并解决了两大命题！我甚

至觉得羌族之所以能够生存繁衍至今，皆因没

有文字。因为没有文字，就不会有记载，没有记

载，秘密就不会外泄，像桃坪羌寨古碉以及地下

水网的高科技建筑密码就不会被外族破译，因

而得以自保。

5月的毕棚沟，是羊角花的海洋。5月的毕

棚沟，羊角花以感恩的姿势蹲着绽放。在我的照

片和微信里，原始森林跪在雪山脚下，羊角花跪

在森林脚下，藏羌儿女跪在羊角花前，我跪在藏

羌儿女面前。

跪姿蹲式是一种虔诚，一种感恩，一种敬畏。

藏羌儿女敬天敬地，敬山敬水，敬花敬树敬

石头，我没有理由不敬他们——不仅关乎信仰，

还关乎智慧！

辽西新农村的一面旗帜辽西新农村的一面旗帜
——建平县小平房村变迁记 □刘文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