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芬挺秀

2019年（上） 105

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怀下，丝路规划

研究中心成立了，李山担任副理事长。事

实上，李山和“一带一路”倡议早已有渊

源：还在中银国际之时，他就领导成立了

丝绸之路工作小组，想要建高速铁路联

通中国西部和欧洲。如今，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他当年的理想有

了实现的机会。

李山再度从国开行离开，回到香港创

立了丝路金融有限公司。他在中银大厦租

了一整层楼，请来了重量级的公司团队：

董事长是高盛的前任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顾问有李山的导师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还有欧盟前秘书

长哈维尔·索拉纳。公司的战略股东包括

中国光大集团和国际战略投资者。 

李山在进行他的新探索，不断先行。

在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要实践

专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服务的投资银

行，继续金融家的贡献。 

《百年海归》肯定李山贡献

2013年10月21日，人民大会堂举行欧

美同学会100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重要讲话，肯定留学生对国家的贡

献，他说，百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

中华”的奋斗史，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出

国留学、回国服务，大批归国人员在中国

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极

为动人和精彩的篇章。 

让李山十分惊讶的是，欧美同学会在

会后出版了一本书：《百年海归，创新中

国——创造中国第一，影响中国进程的百

年海归风云录》，里面除了有很多家喻户

晓的留学前辈，居然还有自己。

他上榜的理由很简单：主导中国第一

个国家投资银行的筹建。这是社会给李山的

充分肯定。现在的李山，已经是港区全国政

协委员，不断以自己的方式回报国家。

（转自《超讯》）

清华小哥温暖“冰凉”的苗寨
○白 皓

怀揣一颗炽热的心站在寨子面前，余

宗洋的眼前是“冰凉”的。

他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变成

一片白雾，随着刺骨的风散去，眼前深褐

色的木房子是这个名叫“排扎”的苗寨里

最常见的建筑，深灰色的瓦、土黄色的

路、阴沉沉的天，半天见不着个人。

而他通向寨子的路则充满着勃勃生

机——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本科，清华大

学法学硕士。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在知名

的金融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工作，每日西装

革履进出写字楼，谈着大项目，拿着不菲

的薪酬。

余宗洋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2016年12

月15日。“太冷了，甚至有点凄凉！”

他提着行李走进寨子，开启了驻村扶贫

时间。

此前，他在北京的寝室里看了一部央

视的专题片，讲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的故事，看完专题片，他下定决心考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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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生，去从来没去过的贵州黔东南。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余宗洋

说。这句常在报纸上看到的话，自己也说

出来了。

苗寨里的村民们知道村里来了高材

生，但并不清楚他能为寨子带来什么。

寨子里流传的故事说，这里曾出过两

个高材生，一个设计了贵阳龙洞堡机

场，一个建造了核电站，但自从有了

出息就很少回村，家里的老房子修修

补补凑合着。

寨子里有点本事的人都外出了，不少

木房子常年空着。余宗洋翻出了寨里的花

名册，总共80多户人家，留在寨里的年轻

人伸出双手就能数过来，多数是老人、妇

女和孩子。寨子里有个村民组长，帮着上

传下达一些事，除此之外，没有村民操心

整个寨子的长远发展问题。

怎么让寨子有点生机不这么冰凉？这

是余宗洋的第一反应。

课本中没有这样的知识，余宗洋开始

一户一户走访。寨子里的村民淳朴热情，

余宗洋不用敲门，走到谁家门口都能听

到进屋吃饭的招呼声。屋里地上挖个几

十厘米的坑，填上炭，架个锅，切一块屋

里吊的老腊肉，煮上地里的新鲜蔬菜，端

起一大杯糯米酒，一顿饭可以边吃边聊几

个小时。

通过吃饭聊天，余宗洋了解到村里总

共有13个姓氏，这意味着80多户人家分为

13个大家族，有些稍大的家族有不同的支

系，村里还有几位性格泼辣的妇女，说一

不二。有人提醒余宗洋，必须要平衡好

各个家族的关系，才能服众，这是村里的

“政治”。

余宗洋很有心，不论进谁家都能看到

家里缺点什么，有段时间他接连在淘宝上

买了好几把火钳子，先快递到县里，再从

县里带回村，送到火钳子坏了的村民家。

他经常给老人孩子带些食品和小礼物，村

民们觉得这个小伙子懂事，大事小事都会

告诉他。

余宗洋还把住处搬到了一户村民家，

家里男主人姓王，女主人姓姚，这两个

姓是村里最大的两个姓，相当于一下子

住进了两个大家族里。老两口的女儿出

嫁离家，他们就把余宗洋当成家里的儿

子，一口锅里吃饭，余宗洋每月交500元

生活费，平常时不时从县城买些好吃的

回来。

其实，寨子里的人想发展旅游，从寨

门口到著名的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有一条平

坦的山路，距离大约40公里，开车不到1

小时，寨子旁有一个未开发的瀑布群，景

色很美，具备做特色旅游的基础。

县里也有支持排扎苗寨发展旅游的计

划，还从北京请来知名的规划设计团队。

在余宗洋的脑海里，寨子应该是一副“大

干快上”的样子，但就是“雷声大雨点

小”，村民们不知道劲该怎么使。
余宗洋校友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排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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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寨子里吵起来。”余宗洋发动

村里的党员、老人、妇女等18名代表共同

成立管理委员会，跟寨子有关的大事小事

都交给这个委员会商议，“经常开会嘈嘈

杂杂，但这不是有了生气儿吗？”

管理委员会拉起了村民微信群，在

寨里生活和外出的村民都拉进群，没几

天工夫就拉进了170多人，群里七嘴八舌

地讨论寨子该怎么干，隔一会儿就能有

几十条未读信息。一次，群管理员被几

位村民唠叨烦了，把一些人踢出了群，

“把人踢出去了人心就没了，寨子还怎

么干？”余宗洋又重新拉了个群，取名

美丽排扎，自己当群主，什么意见都可

以发表。

余宗洋总觉得寨子里灰暗暗的，冬

天温度低，建筑还都是冷色调，很闷，

没有显眼的能振奋精神的东西，他有时

三更半夜在村子的后山上晃荡，想村里

的事，在老人嘴里那是块阴地，夜里不

能去。

他想到了在寨子里挂国旗，“红，醒

目！”他很快用自己的工资在淘宝上买了

100面国旗。

“选最显眼的一家人挂第一面，高

高的挂着。”余宗洋说，村民出门一抬

头就能看到五星红旗在寨子里飘扬，特

别鲜艳。

第二天，村里发种子，领种子还可以

领国旗，一夜之间村里挂了60多面国旗。

“在寨子里走了一圈，我突然就笑了，精

气神出来了。”余宗洋说。

集体议事、挂满国旗，寨子渐渐有

了苏醒的味道，但归根结底还是怎么发

展旅游。

北京的规划设计团队给村里设计了非

常漂亮的苗族民宿，全木质榫卯结构，县

里支持了资金。2017年2月28日破土，7月

31日竣工。团队从网上淘了一大批精美的

用品，锅碗瓢盆、牙刷香皂、茶壶高脚

杯，包装箱堆满了院子，几个人拆快递就

花了3天。

在这栋民宿里，可以像吃西餐一样优

雅地品尝地道的苗族美食，高脚杯里可

以是红酒、可以是西瓜汁，也可以是

苗家米酒。每个房间每晚卖280元，餐

费另算，夏日里最多的一天有7 0 0 0多

元入账。

收入可观，寨子里炸了锅！

有人立马回家商量改造自家的老屋，

余宗洋追到家里，建议村民按照已经建成

的精品民宿大兴土木，扩建一步到位，传

统的旱厕都改成冲水马桶。有村民返乡，

贷款好几十万元，投资建了可以同时容纳

100人的餐厅。

寨子里每天的话题都离不开旅游，瀑

布群旅游设施项目也上了马，余宗洋像打

了鸡血，每天挨家挨户做工作，最初希望

每家都改成大民宿，有规模的接待能力才

能外出对接旅行社，让游客成批进来，

后来觉得现有的老房子打扫干净加上床也

行，立马见效。

总有人问余宗洋，你什么时候把游客

带到我家？

余宗洋经常反问，你什么时候把床

铺、厕所、洗澡设施做好？

“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来，我就什么

时候做好。”

余宗洋清楚，村民们找了大半辈子

的发展路，如今随着精准扶贫之路出现

了希望，心里肯定还有一些焦灼，“投

了万一没人来怎么办？不投错过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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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村民们改造房屋的进度也能体现出这

样的心理波动，村里进游客多的日子，改

造工地热火朝天，游客稀少几天，有的人

家就没那么积极了，村子好像跟着游客的

节奏呼吸。

2017年入冬，村里埋下排污管，家

家户户都可以把旱厕改造成冲水马桶

了。余宗洋联系工程队给一家人改造了

厕所，几平方米的地方放下了一个蹲便

器、一个洗手台，还加装了一台电热水

器，随时有热水洗澡，这是接待客人的

基本条件。

一时间，这个厕所成了寨子里的热门

景点，男女老少都来参观。那个月，3户

人家的厕所做了改造，一位老人说，活了

60多年，第一次站着洗了热水澡。

这一年，12户人家开始扩建自己的老

房，有人计划做只有几个房间的精品民

宿，有人计划做容纳100人的青年旅舍。

余宗洋感觉，村民有了思路，村里就有了

起色。

他不断把寨子的变化发在朋友圈里，

很多同学朋友帮他出主意、拉客源，一位

同学的妈妈在内蒙古做乡村旅游，还特意

到寨子里给他支招。

余宗洋原本以为，今年寨子里就能有

上规模的接待能力，他嘴里总说着快快

快，但现实并非都如他所愿。多数改建、

扩建的房子用了1年还没完工，目前只有

大约18户人家改了厕所、装了热水器，

100多张床今年11月才搬进农户家，还在

联系床垫和床上用品，这一切最终都归咎

到一个点上：缺钱。

现在，余宗洋会安慰自己说，排扎已

经是县里动得最快的寨子了，目标就在

眼前。排扎的商标刚刚申请下来，“以

后这里什么最值钱？是品牌。”他坚

信。

今年国庆黄金周，一对来自大连的母

子在排扎苗寨度过了愉快的4天假期，余

宗洋为他们设计了攻略：第一天抵达之后

体验苗寨的拦门酒，然后与村民一起唱歌

跳舞，晚上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第二

天爬山看瀑布群，与大自然亲近；第三

天和村里的孩子手拉手结对，一起下田

抓鱼，品尝苗族长桌宴；第四天漫步寨

子后返程。

“4天在寨子里花了500元，来回机票

1.2万元，他们说这是终生难忘的旅行，

超值。”余宗洋突然意识到，假期亲子研

学是排扎苗寨的新机会。

不久前，在一次关于脱贫攻坚的主题

论坛上，余宗洋说希望有更专业的人士能

帮助开发寨子里的研学主题线路，并加以

推广。明年开春以后，寨子里能有200人

左右的食宿接待能力，他认为，研学能带

来更优质的客源，对村里孩子来说也有更

大的意义。

有人问过余宗洋，清华毕业后在寨子

里做建房、改厕所、拉客之类的小事，到

底有多大意义，余宗洋也问过自己。有一

段时间，他每天清晨去寨子河边的栈道上

读《道德经》寻找答案，现在他想得很明

白，温暖寨子的过程正是一个男人成长的

过程。

“村民们现在经济上还不富裕，但精

神上一直是丰富的，善良淳朴、坚强有韧

劲的样子，在这里才能学到。”余宗洋

说，“我做事也渐渐有点章法了，这种成

熟的感觉很微妙。”

 （转自 《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