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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基层”：雷华的叙事          

（代序）

周　勇

雷华兄是我多年的朋友，当年我们同时供职于《保山日

报》社。他是驻县记者站记者，我是编辑。我们之间的关系如

同生产商与经销商的关系，他写稿，我负责包装后销给读者。

久之，我们就超越了这种简单的业务关系，成了酒肉朋友。雷

华兄是一个很性情而且疾恶如仇的人，酒量也大，酒至半酣

时，他就挥舞手臂，肆无忌惮地臧否人物，且褒贬分明。一脸

天真、张扬之态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前久，雷华兄将他这些年写的文章整理成册，并嘱我写点

东西。这本名为《飘逝的酒香》的集子，是雷华兄多年来写的

各类文章，体例较杂，有新闻作品，杂感、散文、小说。里面

有很多文章是当年经我的手“批发”给读者的，因而读来别有

一种亲切，如与老朋友见面，一起喝酒、聊天。

雷华兄的文章，无论是何种体例，通讯也好，杂感也好，

或者小说、散文，无一例外都是“基层”生活的记录和表达。

当然他不是所谓“全景”式的记录，而是“散点式”或“点滴

式”的记录。只看一篇你可能只能了解他所记录的基层世界的

某个很小的局部，但是集中在一起就是他所记录的“整个世

界”。并且于此构成了雷华的叙事模式，所谓“滴水成渊”。

可能是由于多年记者职业的原因，雷华的东西大多短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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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报纸刊发。与那些擅长鸿篇巨制的作者相比，雷华似乎更

长于“短制”。这里我并无比较“长”“短”优劣的意思。写

作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用你的眼睛记录，是否忠实于你所记录

的生活。我想这才是衡量任何写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对于一个

记者尤其如此。

雷华兄是一个几十年始终蛰居在怒江西岸龙陵县城的记

者。那是一个多雨而湿润的县城。以雷华兄现在的年龄来看，

大概可以说他会在龙陵县城里“终其一生”，从前在龙陵和雷

华一起喝酒时，他总是说，“哎呀，我没有机会跨过怒江”。

我知道其实是他不想去。因为他每次有事到保山总是来去匆

匆，一天也不愿意多呆。即使在保山，他聊的也都是龙陵的人

和事。因为那是雷华“全部的世界”。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体制，雷华应该是中国最基层的记

者。在这里我不愿意使用“底层”这样的词。“基层”和“底

层”虽然都有事物下面的意思，但“底层”似乎有“低下、卑

下”的意思。而“基层”似乎更中性，更准确。其实我们都是

来自“基层”，所有中国人的父辈都是从乡村走出来。那是我

们中国人家族根系最茁壮、最茂密之地。“基层”的经历是我

们每一个人最可靠的人生经验，也是我们最为基本的“阅历”

和底气。当下的城镇化运动，有很多我们记忆中温馨的乡村已

经面目全非。对所谓城镇化运动，我的说法是——消灭乡村运

动。一旦所有的乡村都被“消灭”之后，那将意味着我们以乡

村为基石的文化传统将被连根拔掉。这是一件想起来都会觉得

可怕的事情。当然这是另外的话了。幸而我们还有很多像雷华

这样记录乡村的人。

记录“基层”——是雷华最基本的叙事。这里我不想具体

地谈论雷华兄的某篇作品。因为作品摆在那里，每个读者都会

有自己的看法。

我想说的是，《飘逝的酒香》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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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尽管有些作品，略显粗糙，不够精致，但它绝对是从大地

上生长出来的，自有一种天然、不修篇幅的味道。

好多年没和雷华兄喝酒了，真的想找个机会在湿润的龙陵

乡下和雷华兄、和龙陵的朋友们喝上一顿酒，重温当年那“飘

逝的酒香”。

　　　　　　　　　　　　　

                               2013年4月7日写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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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事一线通

“喂，乡政府‘为民服务110’办公室吗？我是梨树坪村

金田寨村民普正昌。昨天晚上下暴雨山洪把我们寨子的自来水

管冲断了，请赶快派人来抢修。”“请你在路口等候，水管站

工作人员马上就到。”不多一会，乡水管站的两名职工骑着

摩托车拿着材料和工具来到金田寨村口与普正昌一起赶往事故

地…… 9月18 日清晨，记者一行在龙陵县碧寨乡采访时看到的

一个场景。

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寨子村民闫洪枝告诉我们：“乡村两级

建立起‘为民服务110’后，我们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只能定时

办、分散办、节假日不能办的苦恼事了，现在是几个部门合署

办公，进一道门就能把事办完，随到随办，大大提高了办事效

率。昨天我去办林业采伐证，20多分钟就办妥了，工作人员不

再是‘冷面婆婆’，而是‘热心红娘’，对咱真够热情。”

今年初，碧寨乡党委、政府以关注民生需求、方便群众

办事、转变干部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出发点，借鉴公安

系统“110”快速反应的做法，在全乡范围内推行了“为民

服务110”机制。在乡村两级设立了“为民服务110”办公室

（点），向群众公开服务电话及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受理群

众申请的各种服务事项，乡办公室由各职能部门抽人组成，村

成立民事代办点，由村干部轮流值班（代办）。 群众只需一进

家门或拨打“为民服务110”电话，就能最大限度地解决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达到有求必应、有应必办，即使

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做出解答或承诺，真正实现“百姓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