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瑜

2月25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灿若繁星的灯光
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一一颁授奖章、证书、
奖牌。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个人获得者毛相林！重庆市巫
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会场广播里传出了请毛
相林上台领奖的声音。

毛相林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听到自己的名字，他心
情十分激动，快步走向总书记。

“你辛苦了！”总书记问候毛相林。“不辛苦！”毛相林说。
这一刻，毛相林百感交集。之前，他因为激动、紧张，脑海

一片空白。总书记这一声“你辛苦了”，让毛相林放松了许多，
倍感亲切，深感总书记对基层干部的关心，牵挂农村一线。

总书记取过奖章挂在毛相林胸前，对他说：“基层干部
在第一线最辛苦！”下庄的工作得到总书记的肯定，毛相林
心头暖暖的。他说，自己巴不得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下
庄的父老乡亲。毛相林觉得总书记这声“辛苦”，是对自己
说的，也是对奋斗的下庄人说的，更是对所有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人员努力的肯定。

“带领乡亲们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通向外界道
路的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说：‘山

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
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了
下庄修路，还复述了毛相林的话。毛相林说：“听总书记
讲出来，就觉得自豪，‘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
丈’就是这个理儿，只要坚持不懈，我们就能把路修通！”
回味着总书记的话，毛相林又把这段话默念了一遍。

总结表彰大会结束，总书记从毛相林身旁路过，微笑着
向他走过来说：“加油干，把下庄建设好，发展好！”毛相林微
笑着回答：“谢谢总书记！”

目送总书记，毛相林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但又感到
了肩头的重担，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回去一定把下庄的事情

干得更好！
合影时，毛相林坐在了习近平总书记身旁。总书记再次

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了！”毛相林说，“不辛苦，总书记辛苦
了。”此刻，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人。

人在北京，毛相林的心早就飞回了重庆。他想尽快
把总书记的嘱托和对乡亲们的关心带回下庄，把内心的
感动、喜悦分享给乡亲们。当天晚上在接受了央视采访
之后，他就马上乘飞机回到了重庆。

“总书记叮嘱我加油干！”毛相林说，此前他一直在思
考回到下庄后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现在心头有了
答案，就是要团结下庄人，带领下庄人，继续发扬下庄精
神，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总书记叮嘱我加油干！”
——毛相林获奖归来话奋斗

▲

2019年4月13日，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空中俯瞰悬崖上
的公路在大山中呈“之”字形蜿蜒。（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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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
行。我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被授予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主席台上，毛相林领奖时，习近平总书记向他道了一
声：“辛苦了！”毛相林回答说：“不辛苦！”

总书记一声“辛苦了”，让毛相林百感交集。他想到了
下庄，思绪又回到了下庄那条出山的路，下庄脱贫致富的群
众，还有下庄农文旅融合的振兴路。

在毛相林看来，总书记的这声“辛苦了”，是对自己说
的，也是对奋斗的下庄人说的，更是对所有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干部群众说的。

毛相林说：“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不辛苦。”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

下庄村坐落在巫山县竹贤乡大山深处，四周绝壁合围，
形似天坑。以前从村口到村底落差1100多米，出村只有一
条挂在绝壁上的羊肠小道。全村近400人住在“井”底，一
直生活在贫困、闭塞、落后中。

“修一条出山路。”1997年，毛相林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第一件事就提出修路。“修路？”下庄曾经三次动工修路，都
因绝壁险恶而搁置。望着四面绝壁，巍巍大山，大家问毛相
林，“炸药怎么解决？钱从哪里来？”“猴年马月才能修
通？”……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
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辈人过上好日子！”毛相林
摆出一组数据：1949年以来，全村398人中，从未坐过汽车
的315人，未见过电视的360人；从悬崖上摔死的有23人，
摔伤的有60余人，摔残的有15人。他说：“我们喂的猪要变
成钱，得杀了一块一块背出山去卖，大家去竹贤赶场，早上
出发，天黑才能回家。有了路，车开到家门口，喂的猪、种的
菜，直接就用车子拉走了。”

打嘴仗、算细账，反反复复开院坝会，下庄人最终统一
共识——修路。村民每人捐资10元，凑得3980元；每户每
年卖掉一头肥猪，每年可凑3.84万元，如果这路要修10年，
就是38.4万元；党员干部捐款，再凑得两三万元；凡是在村
里有承包地的村民，无论是否在村里住，都要投劳，或者交
钱，每天20元……

1997年冬月十二，下庄人跟着毛相林炸响了开山修路
第一炮。男人上山投劳；女人负责做饭、运送物资、在家种
地；老人照顾孩子；年纪稍大的孩子则在周末协助大人作好
运送物资等后勤工作。

下庄的男人们，最年长的63岁，最年轻的17岁，为修
路，风餐露宿在绝壁上，个把月回家一次，路修到哪里，就在
附近找个岩缝搭个临时窝棚栖身。

白天，毛相林带头在绝壁上悬空钻炮眼、安放炸药雷管，
带头搬石头、铺路。晚上，他在腰杆上拴根保险绳，另一头拴
在岩缝里的老树根上，睡在窝棚最外面。毛相林说，他是村
支书，是修路的发起人，最重的活、最危险的活，必须带头。

下庄8公里出山路，大部分都在绝壁上，最险要的就是
私钱洞、鸡冠梁一段。毛相林心头一直担心出事。在1999
年，前后50天，28岁的沈庆富、36岁的黄会元都因落石坠
崖遇难。

“特别是黄会元死后，我怕了，怕再死人。”路，是毛相林
提议修的；黄会元，是毛相林叫回来修路的；继续修下去，还
会不会死人？毛相林在黄会元的灵堂前再次问全体村民，

“前后不到两个月，就死了两个人！这路，修，还是不修？”
短暂的沉默后，黄会元的父亲黄益坤站了出来，说：“黄

会元虽然死了，但这路还得修，修了我们才能摆脱贫困。”老
人的话，让毛相林和村民们既感到悲壮，又深受感动，随后
纷纷举起握得紧紧的拳头，“修！”

第二天，村民们安葬黄会元后，又上山修路。修路的队
伍中，多了黄会元的妻子杨自慧。

2004年3月，下庄绝壁上的这条宽2米多、长8公里的

天路终于全线贯通。7年，下庄人付出6条鲜活生命、两人
终身残疾、数不清多少人次受伤的代价，最终打通了这条出
山的绝壁天路。

路通后，毛相林提议，在村口建了一个纪念碑，将沈庆
富、黄会元、刘从根、刘广周、向英雄、吴文正6位牺牲村民
的名字镌刻在了上面。毛相林说，下庄人要永远记住他们。

“下庄不脱贫对不起修路死去的人”

“修路难，养路更难。”这条路，路面坑洼不平，悬崖落石
不断。毛相林说，一年下来总有20来次垮塌，人车通行非
常危险，“但再难再险还是要保畅通。”

毛相林坚持在山路上冒险护路。他说，过去下庄因为
没有路，死了不少人，为了修路也牺牲了人。如今，通车了，
再不能因为这条路死人。

2015年，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巫山县将下庄绝壁
天路硬化纳入重点项目。毛相林又带领曾经参与修路的24
位村民再次集结，对80多处堡坎、路基改成浆砌翻新加固。
2017年7月，这条宽4.5米的绝壁天路变身“四好农村路”。

“有了路，发展产业能致富。”下庄有800亩田地，除了
种植水稻、玉米、红薯、土豆、小麦等，毛相林还试种过漆树、
桑树、西瓜、柑橘、脆李、桃树等。“种过大木漆，下庄气温太
高，全给干死了；发展蚕桑，夏蚕也因为气温太高热死了。”

发展产业接连失败，群众意见很大。在村民大会上，毛
相林作了检讨，这让他很有挫败感。“下庄不脱贫，对不起为
修路死去的人！”毛相林不甘心，就一样一样在自家的田地
里试种。

在巫山县城妹妹家吃西瓜，毛相林想试一试下庄可不
可以种西瓜。他买了一袋西瓜种子，试种了两分地，结果卖
了500元，换了1000斤玉米。他把村民请到家里品尝西
瓜，鼓励大家第二年种西瓜。现在，下庄西瓜种植面积达
200亩，下庄甜西瓜远近闻名。

种西瓜的成功，让毛相林意识到得请专家来把脉，看看
下庄适合种啥？最后，专家通过对海拔、土壤、气候、水分、
阳光等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建议下庄种柑橘、桃树、西瓜。

下庄发展柑橘，县农委大力支持，送树苗、每种一株柑
橘树补助5元、每开挖一个定植穴开工钱20元，很快全村发
展了650亩柑橘。但是，柑橘树种了3年，只开花不结果，虫
害还很严重。

毛相林不信这个邪，让儿子开车，自己登门请来奉节的
柑橘专家做指导。专家建议，规模种植柑橘要统一技术、统
一管理。

2018年，毛相林牵头成立柑橘专业合作社，并担任理
事长，垫资1万余元购买生物农药、有机肥，统一对柑橘进
行肥水、病虫害管理。乡里争取20万元作为集体资金入股
支持柑橘管护，产业收益的80%归农户、15%归村集体、5%
归专业合作社。

2019年，下庄柑橘初挂果，每斤卖到3元，实现销售收
入近20万元。柑橘全部丰产后，每年给村民增加收入200
万元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脱贫支柱产业。

“路通了，致富门路也有了。”村民刘恒保家的柑橘卖了
2万元。他说，游客是开着小车把钱送上门，连果子都是自
己去采摘，“毛书记的试验田终于开花结果了！”

柑橘见效益了，毛相林因势利导整治土地150亩，种上
8个品种的桃子，既有观赏桃，又有脆桃。尽管柑橘、桃子市
场前景好，但毛相林坚持小麦、西瓜、土豆、红薯等产量不能
低。特别是下庄的小麦，虽然产量只有1万斤，但加工的面

条品质好，深受顾客喜欢，每斤卖到了10元。
摸索大半辈子，毛相林终于带领村民闯出一条产业路，

650亩柑橘套种小麦、红苕、土豆等，150亩桃园套种西瓜，
在800亩试验田里深耕出脱贫致富产业。

过去，下庄是全乡最穷的村。2016年，下庄在全县率
先实现整村脱贫。截至2019年底，下庄村累计完成64户
269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为0.29%，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12670元。

“兑现‘让下一辈人过上好日子’的诺言”

打响脱贫攻坚战之初，下庄精准识别出19户贫困户房
屋存在安全隐患。在危房改造中，毛相林提出利用危房改
造契机，让村里的贫困户开办农家乐吃上“旅游饭”。

贫困户杨元顶倒是有这个意愿，但他并不想改造房屋，
因为没钱。而且经营农家乐要人手，杨元顶的妻子长期生
病，孩子们都不在下庄，“谁来掌勺？谁来采购？谁来打杂？”

毛相林仔细研究35户贫困户的情况，发现像杨元顶这
样有意愿办农家乐但又条件不足的，还有好几户。比如杨
亨双会开车，可以做采购；袁堂清的妻子厨艺好可以烧饭
菜；杨元顶懂财务能记账。

“3家人把房屋建在一起，合心、合力、合资办农家乐。”
在毛相林的撮合下，2019年，三户贫困户联合开办的农家
乐正式营业，毛相林为其取名“三合院”，当年就创收6万
元。“大家分工协作，既省了钱，又解决了人手问题。”

引导贫困户开农家乐，还只是巩固稳定脱贫。毛相林
说，下庄人的步伐不会止于打通绝壁上的天路，还要走好产
业路、探索旅游路、开创小康路。

“下庄，前有峡谷、后有群山，谷的尽头就是小三峡，山的
那一边是当阳大峡谷。”这些年，毛相林外出学习、参观不
少。他围绕“下庄有啥？下庄人能干啥？”等问题，爬高山、探
河谷，对下庄的旅游资源了如指掌，“大体量的峡谷、沟壑群、
台地、山脉以及森林景观和村落田园梯田群交织一体，山水
相连、人文交融，构织起一派恬静、悠然的世外桃源景象。”

2018年，当阳大峡谷连接沪渝高速的旅游环线开工建
设，并经过下庄前方的后溪河峡谷，只要下庄对接上旅游环
线，就可以冲出峡谷，迎接游客进庄了。

“三步走，把旅游做起来。”毛相林介绍，第一步把村容
村貌做靓，对危房进行改造提升，新建民宿，培育打造乡村
旅游星级农家乐，发展壮大民宿旅游；第二步把下庄精神唱
响，借助下庄精神文化陈列馆，讲好修路故事、传承好下庄
精神，把下庄打造成弘扬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的培训基地；
第三步对接旅游环线，巩固发展柑橘产业、西瓜产业及桃园
观光，吸引游客到下庄乡村旅游休闲观光。他表示：“我还
要为下庄干几年，兑现‘让下一辈人过上好日子’的诺言。”

山高耸，那是下庄人挺起的不屈脊梁；路蜿蜒，那是下
庄人留下的奋斗轨迹。战天斗地修筑出山路、众志成城走
出脱贫路。毛相林说，下庄的乡村振兴路，还得靠一代一代
的下庄人发扬下庄精神，接力干下去。

“人一辈子哪有挣得完的钱啊。”去年疫情期间，毛相林
趁回家过年的村民暂时不能外出的机会，召集村民开了3
次乡村振兴会议。他语重心长地开导年轻人，“下庄乡村振
兴，年轻人主力军。”

在下庄，有这样一张老照片，村小教室的黑板上书写着
“大人流血修路为我们，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18个大字。

“当时，我就坐在教室里。”29岁的毛连长记忆犹新。那
天，老师张泽燕讲的就是山上大人们修路的故事，鼓励他和

同学们长大了要为下庄美好的明天出力。“当时朦朦胧胧
的，也不清楚明天是个啥。”

后来，毛连长参军，入党，退役后一直在外打拼。听着
毛相林的话，看着他满头的白发，毛连长开始意识到那句话
的含义。他说，作为党员，就像毛相林当年带头修路一样，
要不忘初心冲锋在前。

20年来，下庄的年轻人踏着父辈开凿的天路走出下庄
的不少。考出去的大学生已有20来个，在外创业当老板的
有10余位。如今，在毛相林的动员下，100多村民又陆续回
到了下庄。

现在，毛连长决定改建民宿，让女朋友搞网络直播带
货，销售下庄的柑橘、西瓜、面条，把游客吸引到下庄来。大
学毕业的彭淦也回到了村里服务；毛相林把儿子毛连军留
在了下庄，参与旅游建设。

“总书记叮嘱我加油干！”毛相林说，他要带领年轻一代
下庄人，继续奋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为下庄闯出一条幸
福的小康路。

“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不辛苦”
——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

▲2月25日，载誉而归的毛相林接受采访。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昔日下庄修路的场景。 (本报资料图片)

▲2019年4月14日，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下庄精神”
文化陈列馆，毛相林向来自新疆和万州的游客讲述悬崖路
修筑的故事。（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