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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猪和核桃苗乳猪和核桃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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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修暗想阿哈不会把扶贫发的小
猪仔给烤了吧。他不敢问，生怕雨沥
和柳卫知道，说他们这么热闹，我们还
是走吧。阿哈说：“你们看，乳猪都烤
好了，尝一尝嘛。”

沙马哈木殷勤地端着放了猪肉的
盘子，递到林修面前让他尝尝。林修
的眉头皱起来，沙马哈木唱起歌，非要
林修尝尝。

雨沥笑说：“尝一尝嘛。”
林修只得尝了一点。沙马哈木把

盘子递到每个人面前，让他们都尝了
一点。就在这时，吉克乌乌回来了，一
看到烤熟的乳猪，抓住阿哈又是打又
是骂，说她准备喂来过年的猪被阿哈
杀了。“这猪仔，还是扶贫发的。”

吉克乌乌跪了下去，她没向人跪，
向着山跪了，她一字一句地说：“我要
离婚。”

印梅拉她起来，吉克乌乌说她对
不起林书记，又是带她看病，又帮阿衣
找事做，她不能再被阿哈拖着，她要离
婚。

林修都不知道怎么劝，雨沥对吉
克乌乌家情况不是很了解，也不好发
表看法。

阿哈看没有人支持吉克乌乌，就
跳起来要打吉克乌乌。

金雨生钳住了他的手。阿哈闹着
说：“我就烤了乳猪吃，你们能把我怎
么样？一向克制的李克也忍不着生气
了，说：“阿哈，你丢脸。丢彝族人的
脸。”

“你没资格说我，你又不是彝族
人。哈木，你说我丢你们的脸了吗？”

沙马哈木打着哈哈。印梅说：“现
在正在找好吃懒做的典型，阿哈你要
不要我通知电视台来采访你，看你还
能不能理直壮地说你没丢脸。”

阿哈看看雨沥又看看柳卫，再扫
过林修金雨生和李克，他们的脸上都
带着鄙视。沙马哈木悄悄地溜走
了。吉克乌乌说：“你们别寄希望阿
哈能改，我已经给了他十年的改正机

会，他都这样。你们走吧，让你们笑
话了。”

雨沥说：“吉克乌乌，十年你都忍
过来了，再给他一年的时间。猪仔他
是烤来吃了，也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事前没给大家讲清楚。阿哈如果是正
常人，他就不会一直错下去，对不，阿
哈？”

阿哈只得点头。吉克乌乌也点
头。

离开阿哈家，雨沥对林修他们说：
“扶贫猪也好，羊也好，发下去了，我们
持贫干部要进一步追踪，看看发的东
西是不是贫困户真正需要的。什么样
的扶贫才更有效果？对于好吃懒做的
人，探索一下更好的激励措施。”

林修意识到出事了，就像暴风雨
一样，以为是晴朗的天，谁知道什么时
候就开始孕育风云了呢。修路协调的
事委托给了常宽林、沙马铁尔和吉木
日木。林修、金雨生、李克加上罗春
早，又开始不分白天黑夜去往每一个
扶贫家庭，耐心解释政府发放猪仔的
意义。深入的调研他们还发现，那些
核桃树苗根本就没人栽下去，丢弃在
一边都晒枯了。鬼针草捡了回去当柴
烧。

林修想到鬼针草那一张嘴，头就
痛。但是他们几个人中，就他跟鬼针
草熟一点，他也必须去。去鬼针草家
时，听见鬼针草哼着戏曲儿，树苗当柴
烧煮南瓜。林修问他为什么这样？鬼
针草说：“你应该表扬我，我发现了这
些核桃树最大的用处就是还能当柴
烧。”

林修说：“就算是一棵普通的树，
长在山间也是受尊重的。”

“说得好，人呢，人活在世上该不
该受尊重？”

“这还用问吗？”
“说你是小娃儿呢，你还不安逸，

你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活到今天的。”
“我们现在说树，这些核桃树是找

林业局选的优质树苗，你就把它们当

柴烧了。你烧的是核桃林。”
“小娃儿呢，我本来不想说的，是

你逼我。告诉你，这发的是实生苗，而
你们说是嫁接苗。实生苗不易存活，
而且不敢保证品质，如果大家都栽下
去了，费了人力和土地，到时候不结
果，责任谁负。”

“有这个区别吗？”
“一看就知道了嘛。再说我有个

侄儿是林业局的，我也让他看了，不会
错的。”

“实生苗和嫁接苗，在价格上有差
别吗？”林修底气不足了。

“差别大着呢。实生苗不到十几
元一棵，而嫁接苗要四十多。”

林修拍了照，也不知道鬼针草的
话当不当真。如果当真，负责采买核
桃树苗的常宽林和沙马主任怎么向大
家交待。在三个“第一书记”面前做这
种移花接木的事也太胆大了吧。林修
和金雨生李克商量，大家都觉得事态
严重。

常宽林听说后做出惊讶的样子：
“怎么可能这样呢？这太过份了，村民
怎么相信我们。这事沙马主任负责
任。林书记知道自从他儿子与我兄弟
发生分歧之后，我们也是表面上维持
着。”

“你确信你没有参与购买？”林修
说。

“我以党性保证，这事全是沙马主
任负责。”

林修他们又找沙马主任谈话。沙
马铁尔承认是他儿子去林业局采购
的。

李克给市纪委作了汇报，市纪委
相关部门领导加上印梅和电视台记者
到雪鹤村采访。村民们先是遮遮掩
掩，后来索性说了实话。关于烤吃扶
贫猪的事情，采访了阿哈，阿哈对着话
筒说：“领导们都吃了我烤的乳猪。”

吉克乌乌抢了他的话筒，说了事
情的经过。

（未完待续）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满怀著述热
情，笔耕不辍的张致忠，于近日再出摄影
新作——《张致忠六十年摄影作品选》（以
下简称《摄影作品选》）。

墨香四溢、重近两公斤的《摄影作品
选》由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出版。除
前言和附录，该书分为《锦绣中华》和《纪事
存史》两辑，由彩色册页、图片和精炼文字
构成，以六十年时间为经,以乐山乐水乐人
乐事为纬,再现乐山波澜壮阔的建设发展
史,唤起人们对流金岁月的美好回忆。

在《锦绣中华》中，从夹江千佛岩的摩
崖造像，到雄伟端庄的乐山大佛、灵秀峨
眉，从沙湾美女峰石林到五通桥小西湖风
光，从东临沿海观潮、西攀藏地云山，到北
陲漠河放舟、南到琼涯弄水，感受苍苍青
山、轻舟碧水的祖国壮丽山河；《纪事存

史》部分收录的全为黑白图片，从乐山岷
江第一桥建成通车、川江龙舟大聚会，到
群龙聚首闹嘉州、瑞典民间音乐舞蹈团访
问乐山，再到嘉州宾馆观壁画、瓦山创业
记……六十年的“新闻日历”徐徐拉开，一
桩桩曾经影响乐山经济社会、市民文化生
活的大事小事通过影像瞬间“复活”，历史
鲜活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书籍选中的图片达2300多张，是从
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至今拍摄的数万幅
照片中挑选出来的，内容涉及乐山地区的
山河美景、时代变迁、社会事件、风俗民情
等方面,跨越了六十个春秋。”张致忠坦
言，作为一名入党六十多年的共产党员，
选编这本《摄影作品选》，是为了感恩党和
国家, 回报桑梓父老, 保存一份资料, 佐
证一段历史。

冬 日 午 后, 乐 山 城

北，岷江岸边，记者走进

一处寻常住宅，见到一位

满头银发的老人正在临

窗伏案工作。他端坐桌

前，目视电脑屏幕，手握

鼠标，敲击键盘，为他的

下一本新书《鉴古观今话

漹 水》选 稿 。 他 就 是 86

岁高龄的资深报人、原乐

山日报社主任记者张致

忠。

张致忠 1936 年出生于夹江县一户
贫苦农家，1959 年起先后在《夹江报》
《乐山日报》从事编采工作，是新华社和
《四川日报》特约通讯员，在新闻战线工
作了近40年，1996年退休。曾在多家报
刊（台）发表各类文稿上百万字、摄影图
片5000余幅，获中国记协颁发的“对社
会主义新闻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荣誉
证书。

文字记录历史，图片定格历史。退休
后的张致忠从未停止追光逐影的步伐，仍
不时摆弄相机，不断有文图作品见诸报
刊。他还编著出版了新闻、史志、旅游类
图书10多本，并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图片
被选载到有关单位或文友编著的书籍文

献资料。
2013 年,张致忠将自己从事新闻工

作期间及退休后所拍摄的32112张照片
的数码文件、14600 多张彩色和黑白底
片、6508张纸质照片，无偿捐赠给市档案
馆，丰富了该馆馆藏结构，成为乐山摄影
和档案界的一桩美谈。

2018年，夹江县委、县政府授予张致
忠“改革开放四十年杰出贡献人物”称号。

2019年底，上百万字的《纪实写真六
十年》面世后，圈中友人纷纷期待能有一
本与之相辅相成的图集出现。为此，经过
两年的酝酿、策划、选片、文字整理、编辑
和排版,《摄影作品选》由张致忠的长子张
楠选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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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致
忠光影记录“六十春秋”

三江奋楫 张致忠 摄

时光成就影像，镜头记录
瞬间。《摄影作品选》面世后，
社会各界给予高度评价。

“这部影集进一步梳理了
城市文化脉络,留下了宝贵的
历史人文记忆，留住了岁月的
故园灯火和老屋炊烟。”市文
联主席罗国雄表示，六十年时
光巨献、六十年人民生活的变
迁、无数灿烂辉煌的传统文
化，在张致忠充满质感和故事
性的摄影作品中一览无遗，每
一幅作品都满载历史的痕迹，
都是时光的标本。张致忠拍

摄的山水人文的精神面貌，抓
取人物个性神情的经典影像
和与时代同行见证的精彩故
事，都极具史料价值,不仅承
接着中国摄影发展的脉络,也
串起了乐山的城市记忆,可以
看到他精益求精的完美艺术
追求。

原四川日报社高级记者
金嘉华说，《摄影作品选》是半
个多世纪的乐山历史记录和
珍藏，它的面世有助于今人对
乐山的了解,也是传延来者的
宝贵史料。它是一个新闻工
作者的忠诚、智慧和心血的结
晶，是作者回报祖国、献给乡
里的一份厚礼，堪称弥足珍
贵。

原《四川交通报》总编辑
廖泰东说，张致忠的摄影作品
体现的是时代精神和真善美
的人文精神，表明了他对新闻
摄影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
心，昭示了他捕捉新闻的“灵
气”。《摄影作品选》是乐山的
社会记录,是乐山的历史符
号，是祖国锦绣河山画卷的一
轴,是自然人文的记录，是太
平盛世社会面貌的闪光一
页。“致忠，践行如名，无愧其
名！”

默默耕耘回报桑梓

践行初心无愧其名

▼热闹的乐山国际龙舟会
张致忠摄于1987年5月31日

张致忠近影张致忠近影

《张致忠六十年摄影作
品选》书封

本报讯（艺研）近日，由中国作家网主办的“中
国作家网原创频道征文（小说）大赛”终评结果揭
晓，我市青年作家张满昌创作的短篇小说《深夜出
击》斩获大赛二等奖。这是该作品在获得中国作
家网2021年 10月“每周之星”后，收获的又一荣
誉。

据了解，中国作家网为中国作家协会官方网
站。为进一步激发广大文学写作者的创作活力，
提升网站作品质量，2021年 9月20日至11月 20
日，中国作家网面向广大作家征集小说参赛作
品。赛事组建了14位国内知名专家作家在内的评
审委员会。征文活动共收到稿件近800篇，经过公
正、严格的评选审议，一审通过作品458篇，二审通
过作品60篇，三审通过作品33篇，其中一等奖作
品3篇，二等奖作品6篇，三等奖作品9篇，优秀作
品15篇。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鹏）“新春新风·魅力
隽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体节目焕新季”发
布活动近日在京举行。40余档2022年推出的文
体精品节目集中亮相，将通过总台多平台陪伴受
众欢乐迎新、温暖过年。

发布活动重点推介了大型情景文化节目《从延
安出发》。节目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涌现
出的典型文艺作品，引领受众再次“从延安出发”，
重温共产党人的“初心”。

据 介 绍 ，2022 新 年 ，总 台 将 推 出《启 航
202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扬帆远航
大湾区——2022新年音乐会》《2022新年戏曲晚
会》《202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古韵贺新春》等
重点文艺节目。《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
大赛》也将于2022年初开始面向社会征集参赛选
手。

我市青年作家张满昌
全国征文大赛获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40余档
新春文体节目陪伴观众迎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