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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 杜晓星

前段时间，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 2021年度
“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
入选作品，共有 7部作品入选，其中就有宁夏农民
作家马慧娟创作的《出路》。

这部作品除了以纸质书形式出版，还在“悦
读宁夏”微信公众号上做了连载，讲述的是西海
固山村高干梁的移民搬迁故事。

《出路》描写山村女子“我”如何逆袭成为作
家和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一众高干梁人如何在移
民搬迁中寻得“出路”——这也是书名的由来。

马慧娟坦言，《出路》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写
的都是她的亲身经历，“99%以上的地名和人名都
是真实的”。

因为真实，所以动人。
“在马慧娟笔下，生活是鲜活的，人物是鲜活

的，梦想是鲜活的，生命成长过程中的苦痛、彷
徨、酸涩、甘甜与喜悦是鲜活的。”

“马慧娟的作品扎根乡土、深入生活、深植时
代，这些文字是住在城市、坐在书斋里的人无法
写出来的。”

……
数不胜数的读者给《出路》点赞之余，也很关

注“大哥”“香梅嫂子”等小说人物后来的命运。
《出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写起，到 2018 年马

慧娟参加全国两会截止，时间跨度 30多年。最近
四五年的移民搬迁故事，也就是他们决胜脱贫攻
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事迹，小说并未涉及。

日前，记者来到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玉
池村——高干梁人的迁入地，和那些马慧娟笔下
的小说人物面对面，探究他们各自的“出路”。

玉池村里走一遭，记者发现移民们找到了更多
出路，有养殖、打工、读书……

马慧娟的乡亲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具体出路不一
而足，但总的出路还是移民搬迁政策，并把这条路越
走越宽。

对此，马慧娟深情地说，这条出路的背后，是整
个国家的发展所夯实的根基，是大国与小家，是群体
与个人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依托关系。

面对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福祉，红寺堡移
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喊出了“共产党好，黄河水甜”

的感恩心声。
出路一旦确定，那就坚定不移走下去。近年来，

红寺堡奋力创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
区，让移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水涨船高。2022
年，红寺堡人均纯收入达 13801 元，比去年增长
16.4%，绝对值和增速均高于宁夏平均水平。

新的“出路”故事，仍被红寺堡人继续演绎着，也
被马慧娟观察记录着，成为她的第一手写作素材。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移民们的新时代美好生活
又会跃然纸上，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 移民搬迁的总出路

高干梁是泾源县的一个偏远山村，电和路通得
比邻近许多村子都要晚。

和那个年代的多数家庭一样，马慧娟出生在高
干梁的一个大家庭中，兄弟姊妹有6个人。

马家大哥叫马慧明，1964年生人，比马慧娟大
16岁，是这家人住在高干梁时的顶梁柱。

《出路》记述，马慧明“大半辈子的光阴都在高
干梁的土地上扒拉着，不是跟在牛屁股后面，就是
跟在驴屁股后面”。

马慧明在老家干活下死苦，挣得却很有限。那
会儿，马慧明常和父亲赶着一头白驴，上山割耱条、
剁耱杆，来贴补家用。忙活一整天，也就能卖十几
块钱。

这头白驴是马家在高干梁的重要劳力，这牲口
走山路稳当得很，拉车、驮柴、买东西都离不开它。
白驴只让马慧明骑，拉车时只要人拿树枝指挥
就成，驮东西时一定要走到其它驴前面……灵性
得很。

2007年，马慧明 43岁。这一年，他们一家搬到
了200多公里外的红寺堡，离开老家时卖掉了白驴。

在移民新村，父亲要给马慧明买辆农用三轮车
拉玉米和肥料，干活方便得很。这个中年汉子却为
难得直搓膝盖，说啥也不同意——山地赶驴，他是
把好手，平地开车实在没把握。

实在拗不过老人家，马慧明硬着头皮买了农用
三轮车。刚学着开那会儿，他腿子抖得像电磨子。
可过了一周，马慧明就能开车下地了。

今年，是马慧明移民搬迁的第 17个年头，已在
这片土地开枝散叶。这不，他家大孙女都上 3年级
了，4个孙辈都是土生土长的玉池村人。

和玉池村其他移民户一样，马慧明家也养牛，

他家一共有 13头母牛和 3头公牛。自家养不下，他
还把牛养到了老妈家，两头都要兼顾。一天下来，
这户人家要给牛儿喂料 200多公斤，都靠马慧明老
两口张罗。

马慧明养了一辈子牛。在高干梁老家，他
家养了四五头黄牛，靠它们下地出力。眼下，他
养的是基础母牛，待牛犊养大后再卖，是妥妥的

“商品牛”。
“饲草一头牛一年补助 200块钱，2座牛棚给补

助了 1万多块钱……”马慧明感叹现在的“牛政策”
实在好。就说去年吧，他家的母牛下了 11头牛犊，

“见犊补母”一项政策就给补了1.1万元。
在好政策的带动下，玉池村牛存栏 2600多头，

户均超过 6头，有育肥牛，也有基础母牛，涵盖西门
塔尔、夏洛莱等多个优良品种，成了远近有名的养
牛专业村。

养牛，马慧明走的是种养一体化路子。他家种
了 8亩玉米，用家里的牛粪来肥田，玉米收割后给牛
做饲草。这在饲草价格高位运行的当下很有优
势。“现在，一头牛见天要吃二三十块钱的饲料，成
本可不低。”

就算这样，马慧明去年还是挣了十几万块钱的
“牛财”。

马慧明还种了 4亩黄花菜，去年夏天采摘后卖
出了高价，1 公斤干菜能卖 46 元，1 亩地毛收入有
7000多块钱。

马慧明说，在移民新村，他养的是品种牛，种的
是经济作物，回报要比老家多得多。

马慧明父亲去世后，也被埋在这片黄土地上。
小辈生于斯，老辈葬于斯。对于马慧明一家，

他乡已成故乡。

马香梅比马慧娟大 8岁，是前后院邻居，双方熟
识得很。《出路》一书中的“香梅嫂子”就是马香梅。

当马慧娟为孩子的奶粉钱犯愁时，是马香梅把
她引上打工的路子。

有几年，马慧娟看电子书入了迷，多一句话也
不和别人说，被打工姐妹们说“中了邪”。马香梅一
直替马慧娟辩解，告诉她们：“你们不懂就不要说那
个了，她是个念过书的人，和我们不一样”。

“只有香梅嫂子是理解我的”，马慧娟把马香梅
视为闺蜜和知己。

其实，马香梅没有读过一天书，用她的话说“只
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歪歪扭扭的”。

马慧娟在《出路》一书中深情写下：“这几年，香
梅嫂子既是邻居，又是亲人。她身上的吃苦耐劳、
坚韧谦和一直是我仰视的品质……看见香梅嫂子，
就看见了作为人的所有美德。”

马香梅是 1971 年生人，50 岁出头。她这个年
龄的西海固女子，大多数都没上过学，根子还是因
为贫困。

2002 年，马香梅一家搬到玉池村。没过几
年，村郊建起几百栋蔬菜大棚，活儿特别多，栽
苗、施肥、拉帘子等都用人。马香梅加入了务工
大军。

头一年，马香梅 1个钟头能赚 4元钱，后来工钱
一直在涨，直到现在的9元钱/小时。

这些年，马香梅一直在村郊蔬菜大棚干活，骑
电动车上工10分钟就能到，方便得很。

最近这轮务工在去年 11月，马香梅等 40多名
工人连着干了 18天，辗转在 22栋辣椒大棚里。那
些天，他们从上午 8点一直干到下午 6点。午餐是
工人们自带的馒头和开水，三下五除二干完饭，就
起身继续干活。

“一年到头，大棚里活儿不断，只要你肯干”，
马香梅说。目前，玉池村建有蔬菜大棚482栋，既有
私人的，也有村集体的，里面种着辣椒、西红柿等
蔬菜。

玉池村党支部书记姚存贵说，这么多大棚能解
决 2万多号人就业，惠及的绝大多数都是玉池村、朝
阳村、东源村等邻近村庄的群众。

记者发现，在玉池村蔬菜大棚务工的多数是中
老年妇女。大棚里的活儿不重，像吊线一类的活儿
更考验人的灵巧劲儿，挺适合妇女干。在这儿，她
们挣钱顾家两不误。

特别是马香梅，她最近刚刚养好腰伤，出远门
打工力不从心，待在家里又无所事事。在村郊蔬菜
大棚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给家里添了一份收入，
家人也放心在家门口挣钱的她。

和勤快的马香梅一样，家人们也都不肯闲。丈
夫养了 10头基础母牛，儿子们在外地打工。一家人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把日子过红火。

《出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自然就是作
者马慧娟。

我手写我心。这本 21万余字的自传体小说，马
慧娟写得十分顺手，只花了 3个多月工夫就完成了主
体创作。

眼下，马慧娟又投入新的创作之中，一部是“西
海固味儿”十足的儿童文学，另一部是聚焦红寺堡的
历史题材小说，都是她从未涉足的领域。

马慧娟能成长为一名涉猎颇广的作家，找到自
己的人生出路，她本人坦言这得益于读书。虽说马
慧娟只有初中学历，可她这些年来一直坚持阅读，这
让她笔下生花。眼下，马慧娟就在看《四世同堂》《包
法利夫人》等经典著作。

在玉池村，还有更多的“马慧娟们”通过读书改
变了命运。

说起这些年玉池村走出去的大学生，杨晓平最
清楚不过。从 2006年到 2019年，他担任玉池村小学
校长，是村小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

妥亚军是杨晓平的得意门生。妥亚军在玉池村
小学读五六年级时，班上的语文老师就是杨晓平。
后来，妥亚军考上了南开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华为公
司，已在深圳买房扎下根来。

“咸伟芹考上了复旦大学，咸永强考上了华北电
力大学……”杨晓平掰着手指头，一一列举起玉池村
小学的有出息的毕业生。

这究竟是怎样一座攒劲的小学，让众多移民子

女变身“金凤凰”？
百闻不如一见。记者走进位于玉池村中心位置

的村小学，发现这是全村最气派的建筑，里面硬件够
硬：3层教学楼、2层功能楼、200米塑胶跑道、篮球场、
足球场……

学校开展的课外活动也很丰富，有花样跳绳、手
工制作等 8个社团，每周三下午集中开展活动，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玉池村小学建有食堂，为学生免费提供营养早
餐、午餐。每周肉菜不断，有粉汤、茭瓜炒牛肉……
普遍要比家里吃得好。

在玉池村小学，记者不断见证着教育的公益性
与普惠性：孩子们不掏学费，书本也是免费的，上学
没有多少开支。

这些年，玉池村尊师重教的氛围很浓。每逢教
师节，村上总会挤出办公经费，由村“两委”班子出面
慰问村小的师生。

2019年，杨晓平卸任玉池村小学校长时，被村支
书姚存贵紧紧拉着双手，感谢他为村上培养出这么
多攒劲的学生。

跳出玉池村，来看红寺堡。在这个全国最大的生
态移民扶贫集中安置区，2022年有1118名考生达到本
科录取分数线，高考升学率51.95%，跻身宁夏南部山区
九县区前列。先后有13所学校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2所学校被教育部认定为全
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素质教育成效显著。

■ 马香梅的打工路

■“马慧娟们”的读书路■ 马慧明的养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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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池村小学玉池村小学
优秀学生领奖优秀学生领奖。。
（（玉池村供图玉池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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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慧娟马慧娟的的作品作品。。
（（马马慧娟慧娟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