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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静寂的山林一片青幽。沿着简陋的山道，一

路颠簸前往鼎城区花岩溪镇铁山坪村月形山组。不大

的小山冲，散落着几栋老旧的村居；山腰处，一排木质

的羊圈搭着整齐的蓝瓦，在竹林掩映间颇为醒目。

不远处，头羊清脆的铃铛声响起，一群黑山羊在山

坡上欢快跳跃，顺着小路向草丛深处撒欢。廖正新顺

手折了一根树枝高高扬起，将三两只落单的小羊拢了

起来。在他的身侧，小个子的妻子杨欢面色红润，一脸

笑意。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1991年出生的女主人杨欢

是家中的独女，幼年时曾患过癫痫病，落下了口齿不清

的毛病。其母亲周桂香是智力二级残疾，日常起居皆

需要人照顾。此前，家中唯一劳动力的父亲杨国纯身

患重病，常年缠绵病榻。

2011年，鼎城区黄土店镇上街居委会三组居民廖

正新走进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以女婿的身份照顾

一家老弱，为他们撑起一片晴空。

2012年，儿子廖智龙呱呱坠地，给这个贫困家庭带

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2015年，杨国纯病情加重，沉

重的医药费让原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杨国纯去

世后，家中更是欠下不少外债，一贫如洗。

这一年，廖正新义无反顾地带着妻儿回娘家长住，

这个话语不多的憨实男人主动担起了一家的生活重

担，试图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撑起这个破败的家。也

就是这一年，镇村干部与帮扶责任人一次次上门，与廖

正新夫妇促膝长谈，详细了解其生产生活情况，询问他

们遇到的困难和需求。

“穷不怕，有政府帮我们找致富门路。”一向刚强的

廖正新又增添了几分信心，“只要人勤快，日子总过得

下去。”在镇村干部的指导下，2015年下半年，他在杨家

对面的山腰着手建起了羊圈，开始养起了黑山羊。

铁山坪村是典型的丘陵地貌，田少山多，地处偏

僻，却有着天然无污染的好草料。而本地的黑山羊肉

质细嫩，肥而不腻，膻味小，味道鲜美，向来受食客们喜

爱，从来不愁销路。帮扶责任人请镇动物防疫站工作

人员对廖正新夫妇进行黑山羊养殖培训。两年时间，

杨家便卖了50余只黑山羊，销售收入达5万余元。

养羊让杨家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一家人的生活冷

暖仍让镇村干部时时牵挂着。2017年，经镇城建站鉴

定，杨家住房为C级危房，符合维修加固房屋的标准。

“原来盖的黑瓦，年久失修都脆了，漏雨。堂屋里

的板壁也朽坏，不能住人。”羊圈对面山坡的木板房，看

上去有些年头了。暗沉的木质间隔，夹杂着几块新木

板，屋顶上盖了一水的宝蓝色瓦片，分外整洁。

廖正新告诉记者，那一年，镇村干部帮他争取了国

家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5万元。“如今不漏风不漏雨，住

起来很安全。”

他还记得，2019年的一天傍晚，他发现自家的羊群

没有按时回来，妻子急得直哭。镇村干部了解消息后，

第一时间通过调动“雪亮工程”查看羊群以及过往车

辆，随后又发动全村老少帮他找羊。直到两天后，30多

只羊一只不少地找了回来。

“除了养羊，廖正新还承包农田种水稻，在荒山上

种杉树，春天挖笋做榨笋，农闲在外打零工，很能干。”

铁山坪村党总支书记唐永辉对村里这位上门女婿赞不

绝口，“廖正新的儿子如今已经上学，住在黄土店镇的

爷爷家。廖正新除了照顾杨家母女俩外，还要赡养自

己的父母，一个劳力养6口人，实在很不容易。”

早在2017年底，杨家达到了“一超过，两不愁，三

保障”的贫困户退出标准。但经过村入户核实、村民主

评议、村公示、乡镇复核、乡镇公示、区复核标识，确定

杨家为2017年脱贫户，依旧享受着各类扶贫政策。周

桂香享受了残疾人两项补贴，每月补贴 130 元。从

2019年起，在黄土店小学读书的廖智龙，获得每学期补

助500元的教育扶贫金。

“现在的日子还可以。”说起这些，廖正新一脸的知

足。对于未来，他信心满满，“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撑起一片有情天
■常德晚报记者 徐志雄 通讯员 杨浩 文/图

头戴一顶太阳帽，身着一件马夹衫，肩挎一

部照相机，这是他日常的标配。

骑一辆电动自行车，或开一辆简装版铃木

北斗星，穿街走巷，下乡采风，风尘仆仆，永不疲

倦。

他，就是被誉为行者的许山海。1986年从

部队转业进入常德人民保险公司工作，2014年

退休。退休后的近8年时间里，许山海走遍祖

国的大好河山，行程10万余公里，拍摄照片30

多万张，参与出版发行各类画册15 本，协助举

办各类专题画展10余次，协助组织摄影大赛5

次。他凭着一份爱好、一份执着、一份坚守，默

默行摄在祖国的万里山川海疆，向人们奉献出

一组组精美绝伦的美丽画卷。

作为一名老党员，许山海始终坚守党的信

仰。退休后，他每天关注社会新闻事件，坚持数

年如一日，用镜头反映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市民

生活场景，记录社会新闻事件，反映群众心声，

编发了大量的微视频、微美篇在朋友圈、微信群

广为传播，弘扬社会正能量，获得了大量粉丝的

关注和点赞。

退休近8年，许山海坚持退休不退志，利用

自己摄影的一技之长，曾多次自费与摄影爱好

者结伴而行。为纪念援藏20周年，2015年受西

藏隆子县委、县政府之邀，许山海和一群摄影志

愿者组成志愿者摄影创作团，分别在三个时间

段到隆子摄影创作。志愿者们 70 余次越过

5000米以上的高山，两次探秘措嘎湖，深入到40

多个自然村的田间牧场，与藏族、珞巴族兄弟们

一同劳动和生活，亲身感受常德援助隆子20年

的巨大变化，体验藏民们的纯朴与热情。

许山海与同伴共拍摄了 3 万多张照片，撰

写了200篇（首）诗文，出版了《镜头里的隆子》

画册。虽然倍感艰辛，但让他亲身体验了雪域

人民的纯朴和善良，进而丰富了人生阅历，升华

了思想境界。

2019年7月—8月间，许山海与摄影爱好者

一起，开始了20 天的第四次西藏之行，这次的

目的地是被称为“中国的生命禁区”——阿里。

因高原反应严重，中途 3 位队友提前结束行

程。剩下许山海等 3 人继续上路，负重前行。

穿越了无人区，走过了阿里全程。他们沿途观

看拍摄了 2019 年羌塘恰青格萨尔赛马艺术节

等庆典活动。

收获之大，过程也是十分艰辛的。由于空

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40%，许山海和同伴多吃

一口饭都会引起胃肠不适，一阵风吹来都会咳

嗽不止且反复连续感冒。知情的好心人几次

劝说他们终止前行。在这最后冲刺时刻，他们

的选择是：人生难得几回搏，让死神在其面前

却步。一路上，他们经历了高原缺氧、身体虚

脱，遭遇大雪封山、山陡路滑车辆难行等危急

险境，但在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关照下，坚持走

完了全程。

四次西藏之行，许山海和同伴出版了《镜头

里的隆子》《阿里纪行》等摄影画册。2018年《西

藏旅游》第4期由记者撰文、许山海配图，用10

个版面刊登了其个人10幅作品；2019年《西藏

旅游》第11期又是记者撰文、许山海配图，用6

个版面刊登了5幅作品。最近再次与他约稿，

挑选了在西藏拍摄的9幅作品拟在近期编发。

几年间，许山海通过摄影与援藏干部和藏族同

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见证了西藏社会经济

发展的巨大进步。

目前，许山海个人相继推出了 26 集《天山

行·走进南疆》、20集《青海行摄》、12集《西南边

疆》（纪事）等大型系列摄影。踏遍山川未服老，

行摄万里仍征程。他用镜头记叙祖国的山川风

貌、社会变迁、风俗人情，以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的姿态一次又一次地出征“行行摄摄”。

行者无疆 ■张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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