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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拥有梦想，奋进在新征程的脚
步更加坚实。现如今，已到“知天命”之
龄的杨旭依然初心澎湃。他曾在老家
创办的“农民夜校”扫除了千余名农村
文盲，组织的“山里娃文艺社”培养出数
十名乡村文化带头人。

他经常走进学校、社区，举办文学
讲座，不仅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心
得，还鼓励大家热爱生活，从生活中汲
取创作灵感。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只
要坚持梦想，勇于追求，就一定能够在
文学的道路上有所收获。在一次学校
的文学讲座结束后，一名学生激动地对
他说：“听了您的讲座，我对文学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我也要拿起手中的笔，用
文字记录生活，表达自己的情感！”

作为德江县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旭
组织开展了多次文学创作培训和交流
活动。他邀请知名作家到德江讲学，为
本地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提供学习和交
流的平台。他还积极推动周边邻县作
协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大家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在他的努力下，德江的文学
氛围日益浓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学
作品和文学新人。

回顾半生，杨旭的奖项揽括国家、
省市县乡 40余项，其中，国家级奖项 6
项、省级奖项7项、市级8项……这些荣

誉证书中，既有中华散文网、贵州省作
协等专业机构颁发的创作奖项，也包含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社会实践领域的
表彰，见证着杨旭在文学创作与教育实
践上的双向奔赴。

漫漫人生征程，拥抱激情与憧憬，
杨旭感慨万千：“教育和文学，是我生命
中最重要的两部分。教育让我懂得了
责任与担当，文学让我找到了表达自
我、传递情感的方式。未来，还会在这
条道路上坚定前行，用手中的笔书写更
多精彩的故事，为家乡的发展、为文学
事业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一声老师的问候，犹如千钧重担压
在肩膀、化在心田成为源源不断逐梦前
行的新动能。如今，虽然离开了教学一
线，杨旭依然心系教育事业。他经常与
以前的学生保持联系，关心他们的学习
和生活。当得知有学生遇到困难时，他
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给予帮助和指
导。他还积极参与教育公益活动，为学
校捐赠书籍和学习用品。他说：“教育
是改变命运的希望，我希望能尽自己的
一份力量，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受良
好的教育，实现自己的梦想。”

前行者的奋进与憧憬依旧令人刻
骨铭心；

追梦人的执着与奉献总是引人奋
发图强！

蓦然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充满热
度与力量——1993年的夏天，原德江县
合兴乡朝阳小学，18岁的杨旭伫立于
斑驳的墙垣间，眺望着远处连绵的青山
怔怔出神。此时，这个刚刚初中毕业的
山里娃，本可循着二哥的足迹考上外省
中专，走出大山端上“铁饭碗”，却因目
睹乡亲们翻山越岭送孩子上学的艰辛，
毅然踏进了这座风雨飘摇的山村庙宇。

朝阳小学的艰苦程度远超想象。
年久失修的破旧房屋是教室，到处张贴
着“危险”标识。每逢雨季，屋顶便如筛
子般漏雨，师生只能用盆盆罐罐接着
水，在滴答声中坚持上课。教学设备仅
有一块斑驳的黑板和几支粉笔，基本的
教材辅助资料都极为稀缺。杨旭并未
被这些困难吓倒，全力以赴以满腔热忱
投入教学工作，因地制宜孵化山里娃的
梦想。

为拓宽孩子们的知识面，杨旭常常
利用周末时间，背着干粮，步行几十里
崎岖山路前往龙溪中心完小，去向片区
完小的骨干教师请教。一次，在返程中
突遇暴雨，浑身湿透，鞋子被泥泞包裹，
他紧紧护着怀中梁宗能校长送给他的
关于分数应用题的教学教案，生怕被雨

水淋湿。回到学校后，他顾不上休息，
连夜将教案中的重点内容抄写下来，作
为自己的学习和授课资料。

教学过程中，杨旭敏锐地察觉到学
生石国军因家庭贫困产生了严重的自
卑心理，不仅课堂上不敢发言，成绩也
一落千丈。于是，他多次利用放学后的
时间，步行一个多小时前往石国军家中
家访。

那是一间简陋的木屋，家徒四壁，
父母为了生计整日奔波，无暇顾及孩子
的学习和心理状态。杨旭主动帮助辅
导功课，还自掏腰包购买了新书包和文
具。课堂上，他创造机会鼓励石国军发
言，小小的进步也会给予热烈的掌声和
表扬。渐渐地，石国军眼中重焕自信光
芒，成绩稳步提升，最终考上了县里的
重点中学，通过知识走出“山门”改变了
命运。

面对破旧的教学环境，杨旭常感揪
心，“孩子们在破旧的庙宇中上课，房梁
明显腐朽，地面坑洼不平，存在极大安
全隐患。”杨旭暗下决心，一定要为他们
修建一所新学校，并且为孩子们搭建一
条通往未来的“幸福通道”。

初心如磐——
薪火相传的摆渡人

风雨兼程——
大地上的行吟诗人

奋楫争先——
乌江河畔的攻坚者

无怨无悔——
破屋里的守望者

大爱无疆——
石头缝中种春天

杨旭公开出版的书籍杨旭公开出版的书籍。。

武陵山腹地的脱贫攻坚最前
线挂满“作战图”“时刻表”，乌江
河畔战尤酣。2016年8月，杨旭
被选派到德江县桶井乡脱贫攻
坚指挥部工作，从此踏上新的

征程。桶井乡当时作为贵州深
度贫困乡镇之一，贫困问题复杂

严峻，脱贫任务艰巨繁重。杨旭深
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他迅速调整

状态，全身心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
为了挖掘脱贫攻坚中的先进典型

和感人故事，杨旭每天早出晚归，穿梭
在桶井乡的各个村寨。在玉竹村，他了
解到村民安正杨一家的困境——孩子
众多，妻子体弱多病，全家仅靠安正杨
他一人务农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难。
为了帮助这一家，杨旭多次走访，详细
了解情况，在乡里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
《一个贫困家庭的呼唤》一文，用朴实而
真挚的语言描述了安正杨一家的生活
现状和面临的困难，字里行间充满了对
这个家庭的同情和对社会帮助的渴望。

文章一经发布，迅速引起社会各界
关注。许多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有
的捐款捐物，有的为其介绍工作机会。
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也高度重视，解决了
住房困难问题。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安
正杨一家生活逐渐改善，2018年顺利

脱贫。安正杨备受感动：“多亏了杨老
师，是他的文章让我们家看到了希望，
给了我们重新生活的勇气！”

奋战在脱贫攻坚前沿阵地，杨旭不
仅是故事的记录者，更是参与者和推动
者。他走进田间地头，与村民们一起探
讨产业发展之路。在他的努力下，桶井
乡因地制宜，发展起了花椒种植、生态
养殖等特色产业。他撰写大量新闻报
道和调研报告，加大产业宣传和推广。
其间，他撰写的调研报告《合作社流转
土地效益倍增——德江县桶井乡产业
革命的生动实践》获得省委主要领导肯
定性批示，为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
宝贵经验。

看到扶贫干部为了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不辞辛劳、日夜奔波，杨旭深受感
动。他决定拿起手中的笔，将这些感人
的故事整理成纪实性文学作品，经过两
年的日夜奋战，他终于完成了新闻作品
集《决战桶井 我们在冲锋》和报告文学
《情满乌江》的编辑和写作任务，干部群
众同心奔赴未来的场景浓缩为2本书共
计48万字。

这两本书不仅是桶井乡脱贫攻坚
历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一部激励人心
的奋斗史诗，成为当地干部群众的“教
科书”。

行进在武陵山与大娄山交界处的
崇山峻岭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青山
绿水扑面而来……

在德江这片被滔滔乌江浸润的土
地上，杨旭的人生轨迹犹如一条蜿蜒的
山溪，带着山石的坚韧与清泉的澄澈，
流淌过三尺讲台、贫困山乡与文学原

野。这位左眼失明的土家族乡村教
师，用半生光阴书写着属于这个时
代的教育传奇与脱贫史诗，更以
赤子之心在黔东大地上播下希
望的火种，照亮逐梦人前行的
路径、梦想和未来。

2004年的春天乍暖还寒，一封来自
香港的信函改变了朝阳小学的命运。
杨旭的追求和梦想如同在石头缝种出
了春天……

偶然得知香港慈恩基金会考察团
将到铜仁考察教育援助项目的消息后，
杨旭兴奋不已。他四处奔走，收集学校
的详细资料，精心准备汇报材料。为能
让考察团更直观地了解学校的困境，他
精心绘制学校的平面图，标注出每一处
需要修缮和改进的地方，并跑到县城邮
政局打电话到香港，那个 8分钟的长途
电话，花掉了杨旭一个月的60元代课报
酬。杨旭直言，只要能修学校，这点付
出是应该的，就算是倾家荡产也毫无
怨言。

考察当天，杨旭带领考察团成员走
遍了整个校园，声情并茂地介绍学校的
历史、现状以及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
当他说到孩子们每天冒着危险在庙宇
中学习，却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热爱
时，不少考察团成员都为之动容。考察
团被他的真诚和执着所打动，当场决定

资助6万元港币援建学校。
学校建设期间，杨旭几乎把课余

时间都投入其中。每天不到天亮就
到施工现场，监督工程质量，与施
工人员沟通细节。一次，他发现
部分建筑材料存在质量问题，
立即要求施工方更换，甚至为
此与施工方发生了激烈的
争执。他坚决表示：“这是
孩子们的学校，质量必
须万无一失，容不得半
点马虎！”经过 2年
多的努力，2008年，
一幢仿古风格的教学
楼终于拔地而起，成为
了一道美丽的乡村风景。

当孩子们欢呼着搬进
新教室的那一刻，杨旭再也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夺
眶而出-……从此，一批又一批
山里孩子的人生在这扬帆起航，驶
向理想的彼岸。

繁忙的工作之余，杨旭心
中那颗文学的种子在乡村生
活的滋养下，悄然萌芽生长，
不断开花结果。他自幼便
痴迷于文字，一本本泛黄
的书籍是他最好的伙
伴。乡村的每一处角
落，每一个人物，都成为
他创作的灵感源泉。

在朝阳小学代课期
间，尽管教学任务繁重，杨
旭依然坚持文学创作。他利
用课间休息、放学后的时间，
创作出大量散文和小说。他
的作品中，有对乡村自然风光
的赞美，诗歌《故乡的山》中写
道：“那连绵的山峦，是大地的脊
梁，云雾缭绕间，藏着儿时的梦
想。”也有对乡村生活变迁的思考，
小说《老屋》中，他通过描写自家老屋
的变迁，展现了时代发展给乡村带来
的巨大变化。

在散文《相恋朝阳山》中，他详细描
写了土家族庙会、唱高台戏、婚嫁相亲
等习俗，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
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他的作品不仅
在省内受到读者喜爱，还在一些国家级
文学交流活动中崭露头角，将德江的乡
土文化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完成脱贫攻坚艰巨任务后，杨旭并

未停下文学创作的脚步，他继续扎根基
层，深入生活，用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
的笔触，创作出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

2022年，杨旭的长篇小说《金菊花
开》正式出版。这部小说以乡村振兴为
背景，讲述了一个贫困山村在村党支部
书记的带领下，通过发展金丝皇菊种植
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小说的创
作灵感来源于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
所见所闻。

这一片神奇土地迸发的力量，始终
感召着每一个逐梦人。为了写好这部
小说，他多次进村入组，与村干部、村民
们交流，了解乡村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和面临的困难。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充
满了生活气息和时代感。一经出版，便
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荣获铜仁市第一
批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
改编成电影《攻坚队长》获得铜仁市政
府文艺奖。

2023年，杨旭的散文集《三叶草》由
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他在书中
写道：“三叶草，是故乡的象征，它虽平
凡，却蕴含着无尽的生命力和希望。”

每一次家乡的变迁与“华丽转身”，
杨旭都用心用情用力感动着记录着祝
福着……家乡人家乡事是他笔下源源
不断的创作素材，更是乡亲们最幸福的
场景再现啊。

中国报告
文学作家蒋巍
书赠杨旭“大
地为史”。

杨旭为德江特殊学
校学生发放中秋月饼。

杨旭查阅资料
编写《德江教育志》。

杨旭捐赠电脑给母校合兴中学杨旭捐赠电脑给母校合兴中学。。

杨旭在铜仁市文代会
现场指导本地文学新人。

杨旭获得
的奖励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