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老家。但是怎么立足、怎么生产? 这对

很多人都是一个挑战。书里面写到她种了

30亩地、5万斤苞米,靠自己一个小姑娘收

割、运输,又要养鸡、养猪,各种折腾,很不容

易,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在很多农村地

区,就是这样的情况,收入不稳定,很脆弱。

白晶莹改变了她们的命运,也从人物的

描写体现了扶贫的伟大,体现了白晶莹工作

的意义和她的贡献。包括书中还记叙了一

对夫妇,他们也是因为身体原因陷入贫困,

这也是一个典型。作者能够抓住典型的细

节来写,我觉得都很感人,人物写得还是非

常成功的。

这本书构架和视野非常广大,超出其它

报告文学的特点,而且我看出了她有一种很

洒脱的笔调,有些地方描写非常优美,非常

有文学性。我们很多报告文学不讲文字的

美,很粗糙,所以突显了这部报告文学的功

底和用心,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

还有在这本书中,我也感受到了内蒙古

草原的气势,讲了历史脉络,讲了政治,讲了

国家领导人,讲了科右中旗的历史、政策、生
活状况、贫困成因,又写到民族的历史、渊
源、生活地理、地貌。特别是蒙古族刺绣的

传统和技艺,尤其刺绣写得非常生动,刺绣

的历史跟丝绸之路甚至和海外都联系了起

来。让世界看到,首先要自己看到世界,要
有世界的眼光,她的书里也体现了世界的眼

光、历史的眼光、时代的眼光、现实的眼光,

很有科尔沁草原的气息,也是非常成功的。

她写了妇女解放的历史,写得很“开”,这是

非常难得的,技巧处理非常到位。

第三点,扶贫过程的艰难性写得比较到

位,有声有色,真实可信。写出了扶贫不能

搞短期行为,首先是进了亲王府,要搞刺绣

产业。白晶莹出场,我觉得书中的干部还是

很审慎的。刺绣是民族工艺品,不是生活的

必需品,能不能作为扶贫的产品? 能不能让

成千上万贫困妇女脱贫? 这会不会是一种

幻想? 他们很谨慎,很审慎。正是因为这

样,所以白晶莹不用国家的钱,自己贴钱,这
种艰难,这可以看得出她是有冒险性的。还

有,蒙古族妇女能不能成为绣娘,能不能绣

出好的作品出来? 培训怎么办? 两万多人,

这个是不敢想象的事情,能不能成为一个产

业? 这个事情是非常艰难的。这本书把过

程的这种艰难都表现了出来,而且非常真实

可信,几个要点都把握得非常好,这也是本

书很难得的特点,也是本书的可读性所在。

第四点,站位高,立意深。10573名绣

娘同场刺绣,创了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能够

有这样声势浩大的场面出现,这是非常令人

震撼的。蒙古族刺绣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的结晶之一,通过刺绣,让科右中旗成为中

国手工刺绣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白晶莹还成

为第七届“感动内蒙古”人物、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这种看见是让人震撼的看见。在内蒙

古草原一个偏僻的、寂静的、少人知道的地

方,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事情,让全世界看到,

能够到这样一个平台,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

的事业,体现了扶贫的伟大成就,同时也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意义。

另外,我再谈两点小感受。第一,我们

写扶贫,往往把扶贫当成一种不平等的东

西,我们写作上、工作上都会有一种居高临

下的心态,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我们社会

是公平的,扶贫是从经济上,仅仅是一个维

度,从经济的标准来划分他们是贫困人口,

但从民风淳朴、山清水秀,从保护人类美好

的道德传统生活方面来讲,是他们保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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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社会很美好的东西,也是我们现在社会流

失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充满一种阳光和爱的

情怀,把科尔沁写得非常美。经济是一个方

面,但如果我们把经济等同于所有的一切,

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无趣。我很高兴地看到

这本书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扶贫的对

象也是有人格的,我们不能仅仅从经济的维

度衡量,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东西,我们其实

很愿意去这些地方,他们有不可替代的优越

性,这是我们写作中要注意的。

第二,很多写扶贫的作品,比较模式化,

很少有个性。《让世界看见》有自己的文风,

读起来有一股清风扑面而来的感受,让我们

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特别是在这种波澜壮

阔大的历史事件中,文学怎么样发挥自己的

作用? 不能仅仅是一个报告,而没有文学。

我觉得牛海坤的《让世界看见》在这方面做

得不错。她写这个点、写这个人就是一种眼

光,这是很独特的点,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

一种艺术的熏陶,一种美的教育,主题很丰

富,也很深刻。我觉得这本书从哪个维度

讲,都相当不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一 位 官 员 的 扶 贫 事 业

  ———读牛海坤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

胡平

中国作协创研部原主任

  在全国迈入小康社会之际,扶贫题材创

作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高潮,作家们纷

纷深入脱贫攻坚最前线,深入采访,倾力书

写,一时作品迭出,蔚为大观。这其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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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批具有特殊品质的意外佳作,牛海坤的

长篇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便是其中的一

部。牛海坤微信名牛小牛,是位内蒙古女作

家,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似乎有些个性,而
这部作品显得个性更为鲜明。

此类题材创作,一般以一处脱贫攻坚重

要战场为背景,书写那里火热的奋斗场面,

着力写照在战役中建立功绩的人们,他们往

往形成群像,衬托出群策群力、改天换地的

伟业。而《让世界看见》有所不同,它主要书

写了内蒙古科右中旗的一位官员,曾担任过

镇党委书记、副旗长的旗政协主席白晶莹带

领广大农牧民妇女脱贫的先进事迹,她的情

况十分特殊,在扶贫工作中承担了独当一面

的责任,且业绩突出。她是一位令人服气的

官员,有自己的特长,擅长蒙古刺绣,在旗党

委的委托下,手把手教会无数贫困妇女以一

技之长,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并将这

一事业像滚雪球一般逐渐滚大,为改变科右

中旗的落后面貌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评为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成为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

获得者。显然,她的工作不是什么人都能参

与,需要个人极大投入,付出艰苦卓绝努力

才能取得成功,而她做到了,成为人们心目

中的英雄。她的事迹,可称为“一个官员的

扶贫事业”,殊为难得,也为全国各级领导干

部树立了不平常的榜样。

作为报告文学,最高价值仍在于塑造人

物。此书能够集中笔力刻画好一位楷模人

物,描绘她的方方面面及整个创业经历,使
其形象格外丰满动人,在文学上是很有价值

的,在扶贫题材创作中也独树一帜,这是这

部作品最值得关注之处。

由于作品拥有显著的主人公及其传奇

经历,依据于详细的采访,全作形成了跌宕

起伏的故事链条,使这部报告文学近似小

说,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和可读性。白晶莹接

受任务后,首先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确定刺绣商品能够受到欢迎和拥有潜在市

场,然后启动全旗12个苏木镇、173个嘎查

村的技能培训工作。贫困妇女们最初制作

出的绣品,根本卖不出去,她只好用自己每

月的工资进行购买,让她们赚到钱,有了信

心。以后,她携带刺绣样品,亲自走访商场、

宾馆和商贸企业,磨破嘴皮无人接纳,又转

向各旅游景点和纪念品销售点,虚心请教,

根据要求设计图样,终于落实部分订单。这

位政协主席在数百农村妇女培训大会上,要
使出全身解数才能让会场安静下来听她讲

话,招收大学生时只剩下两人应聘,当培训

班人数已接近4000人而不堪重负时,她只

能动员当地企业家们认购积压下的大批不

合格产品,承诺一年后回购。最终,她以超

人毅力培养出了技术骨干队伍,其中每一个

人身上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她发现了龙梅

的才能,立即下给她订单,使这个患疾女子

有钱治病脱贫。当梅荣拿到她50个花朵的

订货时,激动得像“当年考上了高中”。被人

戏称为“麻将头子”的赵霞,不务正业,经白

晶莹多次动员,试着做出样品后被大家一致

称赞,从此洗心革面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

马八十五是一位高位截瘫的男绣工,长期瘫

痪在床,自从得知躺在炕上仍能刺绣赚钱

后,由此改变命运。白晶莹的精神和事业感

动了越来越多大学生,当52名朝气蓬勃的

大学生站在白晶莹面前,决心在没有工资条

件下投入志愿职业时,白晶莹也热泪盈眶,

他们后来成为创业的中坚力量。最后,全旗

2.1万多名农牧民妇女,也包括部分男同志

投入刺绣事业,2018年销售额突破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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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一位官员的扶贫事业

元。2019年6月,中国手工刺绣传承创新

大会携手蒙古族刺绣合作品牌“印象草原”,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科右中旗为“中国蒙古

族刺绣文化之乡”,建立“中国蒙古族刺绣文

化传承保护基地”,崭新的面貌正在科右中

旗大地蓬勃呈现。应该说,这部作品具有浓

重鲜明的主线索,起伏跌宕的情节和不时铺

设的丰厚细节,引人入胜,在内容和艺术上

都非常完整。

自然,在这一叙述过程中,主人公的形

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使读者能够深切感知

她。这位蒙古族女官员不仅为官,也热爱蒙

古刺绣艺术,继续了家中数代传承。仕途之

余,常于室内创作,技术出类拔萃,具有专业

的事业心,因而后来才能够有力量推动全旗

的脱贫战役,一展宏图。但她又是懂规矩、

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在应允交出家中藏品

时,同时表明绝不能收费。在投入巨大精力

从事公益产业时,不肯轻易占用工作时间,

仍恪尽政协主席职守。她忙得一塌糊涂,还
要不断垫进个人收入,以至于母亲心疼地

说:“会不会当领导啊? 人家当领导可不是

你这个样子。”实际上,她的确不是一个很重

视“当领导”的人,相比起来,更重视刺绣艺

术的前途、平民百姓的生计和人生事业的造

就,是一个有境界的人。她对周围人的影

响,还包括对人们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浸

润,使许多普通人在她的感召下获得了宝贵

的立身之本,也树立了新的人生态度。作者

在访问中发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断出现,

即那些优秀绣娘的身上都有白晶莹的影子,

她们磊落、热情、干练,显然也在学习白晶莹

接人待物的方式,从形似到神似。可见,白

晶莹的工作实绩是很难被完全统计的,作者

写出了一个意味无尽的白晶莹,一位可敬的

官员。

当然,白晶莹不是神仙,众多贫困妇女

命运的改变也不只靠她一人。牛海坤也注

意写出了科右中旗党委领导和广大干部群

众集体力量对于改变全旗现状至关重要的

作用,甚至写到了作为定点帮扶单位———中

央宣传部对当地发展做出的成绩。其中旗

党委书记白云海的作为尤其给人留下深切

印象。这位领导新上任不久,在验收图什业

图亲王府重建工程时,发现西跨院几个房间

缺展品,提出可以陈列一些蒙古族刺绣产

品,并在旁人推荐下当场将白晶莹请来,这
才有了白晶莹捐献藏品的故事开局。他是

很有眼光的,又提出希望白晶莹能为展馆工

作人员培训刺绣技艺,满足游客需求。此

后,白云海开始在当地和国内多个地方展开

调研,得出自己的结论:即蒙古族刺绣是一

个有着未来前景的产业,又是一个非常灵活

的产业,可以不占用农牧民打工、做家务时

间开展,形成广泛区域的第二、第三产业,并
提出了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使若干贫困农牧

民掌握一项新的生存技能的思路,推行中始

终给予白晶莹全力支持。他的思路、决策和

行动颇为重要,体现了一位干练的领导者的

施政水平。白云海与白晶莹的通力合作,为
作品故事架构提供了稳定的支撑。

总的来看,牛海坤的文字很简练,尤其

是书中对一些绣娘各自情况的介绍,采取了

分节列举的方式讲述,既突出不同特点,又
没有占用过多篇幅,由此也可看出她用笔的

节制。这是一部很成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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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批具有特殊品质的意外佳作,牛海坤的

长篇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便是其中的一

部。牛海坤微信名牛小牛,是位内蒙古女作

家,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似乎有些个性,而
这部作品显得个性更为鲜明。

此类题材创作,一般以一处脱贫攻坚重

要战场为背景,书写那里火热的奋斗场面,

着力写照在战役中建立功绩的人们,他们往

往形成群像,衬托出群策群力、改天换地的

伟业。而《让世界看见》有所不同,它主要书

写了内蒙古科右中旗的一位官员,曾担任过

镇党委书记、副旗长的旗政协主席白晶莹带

领广大农牧民妇女脱贫的先进事迹,她的情

况十分特殊,在扶贫工作中承担了独当一面

的责任,且业绩突出。她是一位令人服气的

官员,有自己的特长,擅长蒙古刺绣,在旗党

委的委托下,手把手教会无数贫困妇女以一

技之长,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并将这

一事业像滚雪球一般逐渐滚大,为改变科右

中旗的落后面貌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评为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成为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

获得者。显然,她的工作不是什么人都能参

与,需要个人极大投入,付出艰苦卓绝努力

才能取得成功,而她做到了,成为人们心目

中的英雄。她的事迹,可称为“一个官员的

扶贫事业”,殊为难得,也为全国各级领导干

部树立了不平常的榜样。

作为报告文学,最高价值仍在于塑造人

物。此书能够集中笔力刻画好一位楷模人

物,描绘她的方方面面及整个创业经历,使
其形象格外丰满动人,在文学上是很有价值

的,在扶贫题材创作中也独树一帜,这是这

部作品最值得关注之处。

由于作品拥有显著的主人公及其传奇

经历,依据于详细的采访,全作形成了跌宕

起伏的故事链条,使这部报告文学近似小

说,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和可读性。白晶莹接

受任务后,首先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确定刺绣商品能够受到欢迎和拥有潜在市

场,然后启动全旗12个苏木镇、173个嘎查

村的技能培训工作。贫困妇女们最初制作

出的绣品,根本卖不出去,她只好用自己每

月的工资进行购买,让她们赚到钱,有了信

心。以后,她携带刺绣样品,亲自走访商场、

宾馆和商贸企业,磨破嘴皮无人接纳,又转

向各旅游景点和纪念品销售点,虚心请教,

根据要求设计图样,终于落实部分订单。这

位政协主席在数百农村妇女培训大会上,要
使出全身解数才能让会场安静下来听她讲

话,招收大学生时只剩下两人应聘,当培训

班人数已接近4000人而不堪重负时,她只

能动员当地企业家们认购积压下的大批不

合格产品,承诺一年后回购。最终,她以超

人毅力培养出了技术骨干队伍,其中每一个

人身上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她发现了龙梅

的才能,立即下给她订单,使这个患疾女子

有钱治病脱贫。当梅荣拿到她50个花朵的

订货时,激动得像“当年考上了高中”。被人

戏称为“麻将头子”的赵霞,不务正业,经白

晶莹多次动员,试着做出样品后被大家一致

称赞,从此洗心革面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

马八十五是一位高位截瘫的男绣工,长期瘫

痪在床,自从得知躺在炕上仍能刺绣赚钱

后,由此改变命运。白晶莹的精神和事业感

动了越来越多大学生,当52名朝气蓬勃的

大学生站在白晶莹面前,决心在没有工资条

件下投入志愿职业时,白晶莹也热泪盈眶,

他们后来成为创业的中坚力量。最后,全旗

2.1万多名农牧民妇女,也包括部分男同志

投入刺绣事业,2018年销售额突破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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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19年6月,中国手工刺绣传承创新

大会携手蒙古族刺绣合作品牌“印象草原”,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科右中旗为“中国蒙古

族刺绣文化之乡”,建立“中国蒙古族刺绣文

化传承保护基地”,崭新的面貌正在科右中

旗大地蓬勃呈现。应该说,这部作品具有浓

重鲜明的主线索,起伏跌宕的情节和不时铺

设的丰厚细节,引人入胜,在内容和艺术上

都非常完整。

自然,在这一叙述过程中,主人公的形

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使读者能够深切感知

她。这位蒙古族女官员不仅为官,也热爱蒙

古刺绣艺术,继续了家中数代传承。仕途之

余,常于室内创作,技术出类拔萃,具有专业

的事业心,因而后来才能够有力量推动全旗

的脱贫战役,一展宏图。但她又是懂规矩、

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在应允交出家中藏品

时,同时表明绝不能收费。在投入巨大精力

从事公益产业时,不肯轻易占用工作时间,

仍恪尽政协主席职守。她忙得一塌糊涂,还
要不断垫进个人收入,以至于母亲心疼地

说:“会不会当领导啊? 人家当领导可不是

你这个样子。”实际上,她的确不是一个很重

视“当领导”的人,相比起来,更重视刺绣艺

术的前途、平民百姓的生计和人生事业的造

就,是一个有境界的人。她对周围人的影

响,还包括对人们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浸

润,使许多普通人在她的感召下获得了宝贵

的立身之本,也树立了新的人生态度。作者

在访问中发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断出现,

即那些优秀绣娘的身上都有白晶莹的影子,

她们磊落、热情、干练,显然也在学习白晶莹

接人待物的方式,从形似到神似。可见,白

晶莹的工作实绩是很难被完全统计的,作者

写出了一个意味无尽的白晶莹,一位可敬的

官员。

当然,白晶莹不是神仙,众多贫困妇女

命运的改变也不只靠她一人。牛海坤也注

意写出了科右中旗党委领导和广大干部群

众集体力量对于改变全旗现状至关重要的

作用,甚至写到了作为定点帮扶单位———中

央宣传部对当地发展做出的成绩。其中旗

党委书记白云海的作为尤其给人留下深切

印象。这位领导新上任不久,在验收图什业

图亲王府重建工程时,发现西跨院几个房间

缺展品,提出可以陈列一些蒙古族刺绣产

品,并在旁人推荐下当场将白晶莹请来,这
才有了白晶莹捐献藏品的故事开局。他是

很有眼光的,又提出希望白晶莹能为展馆工

作人员培训刺绣技艺,满足游客需求。此

后,白云海开始在当地和国内多个地方展开

调研,得出自己的结论:即蒙古族刺绣是一

个有着未来前景的产业,又是一个非常灵活

的产业,可以不占用农牧民打工、做家务时

间开展,形成广泛区域的第二、第三产业,并
提出了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使若干贫困农牧

民掌握一项新的生存技能的思路,推行中始

终给予白晶莹全力支持。他的思路、决策和

行动颇为重要,体现了一位干练的领导者的

施政水平。白云海与白晶莹的通力合作,为
作品故事架构提供了稳定的支撑。

总的来看,牛海坤的文字很简练,尤其

是书中对一些绣娘各自情况的介绍,采取了

分节列举的方式讲述,既突出不同特点,又
没有占用过多篇幅,由此也可看出她用笔的

节制。这是一部很成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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