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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漫步在高林
村的木栈道上，草丰林密，鸟
鸣啾啾。

张党权曾是村里的贫困
户，因其义务讲解多年，里变
村为他提供了公益性岗位，
助其脱贫摘帽。

与此同时，各个帮扶单
位为高林村8户贫困户购买
牛、羊、猪、鸡或槟榔苗、胡椒
苗等扶贫物资，帮助他们开
展养殖业和种植业，并开展
种植、养殖等方面的培训和
指导，提高村民的种养技能，
助力种植养殖业的发展。

近两年，各帮扶单位还
积极开展消费扶贫，也成为
帮助高林村贫困户脱贫的主
要动力，已经帮助该村所有
贫困户脱贫出列，走上小康
致富路。而当前，新的产业
也正在加紧打造。

“不远处就是我们已经
打造的野菜基地。”张小伏指
着不远处的一片空地说。走
近一看，20多亩菜地已经种
上了绿油油的五指山野菜等
各类菜苗，全是经过乡村振
兴工作队考察后精挑细选的
走俏菜品。

不仅如此，近些年来，
村民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
空地，种植黄皮、椰子等经
济作物，发展庭院经济。在
张小伏眼里，这也将是一种
生财之道。“结合高林村丰
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发
展采摘经济，游客来了能消
费，走时还能带走特色农产
品。”张小伏说，一个乡风文
明、产业丰富的古村正焕发
新的发展生机。

（本报定城7月6日电）

7月2日一早，高林村就迎来了定安
县税务局一批党员前来开展党员活动日
活动。“这里古建筑古朴和谐，远离喧嚣，
维护得很好。”站在张岳崧故居前，定安
县税务局工作人员李醒雅发出感叹。

“我的祖先张岳崧当年受林则徐委
托，协理雷州和琼州禁烟事宜……”伴着
村民张党权的义务讲解，大伙儿开启了

“穿越时空”的张岳崧故居之旅。
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巷道中，推开张

岳崧故居的沉重木门，以此为中心的方
圆20余亩地都是村里规定的“核心保护
区域”。在这片区域里，无论高官富贾都
不允许修别墅洋楼，只能修旧如旧以保
持村子的古朴风貌。村里的老人颇为得
意：“就算探花郎回村，仍能沿着当年踏
过的青石板路找到自己的家。”

不变的不止村容村貌，还有高林人
骨子里对教育的重视、对文化的尊崇。

小康生活是什么？高林村的答案，
是经济要发展，还要把书读好。“重视教
育是高林村的传统，书读好了，生活才会
好。”临近高考，张岳崧教育基金会会长
张昌赋又忙碌起来，统计今年村里的高
考人数，待高考成绩出来后为他们壮行。

高林村是历史文化名村，在这里，耕
读传家、劝学助教的传统代代相传。每
年，张岳崧教育基金会都会为学生发放
奖学金，不仅为村里孩子上学减轻家庭
负担，更成为村庄文化传承的纽带。

“2003年，村里有4个孩子家境贫
困，小学还未毕业便相继辍学，让村民痛
心不已。”基金会发起人、理事长张贵介
绍，为帮助他们延续学业，他组织村民合
力资助了这4个孩子，并共同发起成立
基金会，让村里孩子不因贫困辍学。

“基金会成立后，我们在每年大年初
一都会为上进学子送上‘教育红包’。”张
贵说，学子在全村人的祝福和见证下获
得资助、奖励，是一份荣誉也是一种传
承，有不少已毕业的学子也通过基金会
反哺家乡。“有个孩子大学毕业后的第一
笔工资，他全数捐给了基金会，以鼓励其
他孩子积极求学。”张贵说。

如今，已连续开展18年的颁奖礼，
早已成为高林村的特殊习俗。据统计，
截至目前已有近540名学子获得奖学
金，其中不乏就读于复旦大学、剑桥大学
等国内外知名学府的学生。

学子心怀感恩远行追梦，亦不忘返
乡带回教育新风，通过交流座谈会、专题
辅导课等方式帮助同村的弟弟妹妹们提
升学业水平。即使是平常周末，在外担
任教师的村民回乡小住，也不忘抓紧时
间给村里的儿童少年上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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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村村民对于村庄的发
展，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心和团
结。”从省直机关工委到里变村
开展工作的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张小伏，对高林村的发展有着
格外深刻的感受。

2019年2月，初到高林村的
张小伏，面临的首要工作就是乡
村人居环境整治。里变村下辖7
个自然村，部分村庄积习难改，
曾出现畜禽散养，污水横路，环
境卫生脏乱差等现象。

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和村“两委”干部商讨后，张小伏
决定将高林村作为人居环境整
治的样板，号召其他村庄学习，
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高林村
充分发挥了村民的作用，建立起
自治组织架构，并形成了一套行
之有效的“议事规则”和“议事机
制”，村里大小事务均须经过村
民议事小组公开讨论，民主表决
通过后方能付诸实施，在村庄卫
生垃圾治理方面亦建立起严明
的村规民约。

“别看我们的村规严明，其
实里面也透着感人民风。”里变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泰
学说，就拿农村垃圾治理来说，
村规要求每家每户各自定期打
扫自家前庭后院，对各条古石村
道也实行“包干到户”，到了年末
还要进行评比。“其实我们村很
多户人家常年在外，村里的邻居
会主动帮忙打扫，让整个村落干
干净净。”

近年来，高林村越来越多村
民外出务工，村民的钱袋子鼓起
来了。但这还不够，要让村民的
精神生活也丰富起来，在小康路
上走得愈加幸福。在各级政府
的支持下，高林村大力改善村级
文化设施，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村里不仅有了文化广场、休闲木
亭、村庄宣传栏，还建设了农家
书屋等。“每逢节假日，都会有很
多村民、孩子来这里读书，我没
有讲解任务的时候，也会在这里
看看书、充充电。”张党权指着农
家书屋里的各类图书充满幸福
感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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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村位于定安县龙湖镇与海口市甲子镇交界处，至今已有264年历史，全村
48户253人，是海南历史上唯一探花张岳崧的故里，拥有“一方水土三代功名”的
美誉。村庄完整保存了清代建筑风格，房屋坐北朝南，依山傍水，整齐划一，七纵三
横的巷道，规划脉络清晰，是古代海南少有的有建设规划的村庄。该村民居90%
为清代建筑，尤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张岳崧故居、张氏宗祠为代表，同时还有
“日月井”、古官道、驼峰木雕、匾额、张岳崧手书阴刻葵木楹联等。

小康故事会

探花张岳崧后裔张党权：

守住文化遗存
讲好小康故事

我叫张党权，是定安县龙湖
镇高林村村民，也是张岳崧直系
第七代后裔。我经常给慕名而来
的访客，讲解张岳崧的历史往事。

由于高林村地处偏僻，交通
不便，过去，村里的古建筑因保护
不力，曾在风雨飘摇中日渐颓
败。村里也因为经济落后，年轻
人几乎都外出打工，剩下一些老
人小孩在村里留守。可张岳崧在
海南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力，每年依然吸引着不少游客、学
者及媒体记者等前来探访，且逐
年增多，村里却没人给客人详细
介绍张岳崧的历史。

作为探花后人，我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2000年时，我放弃了
在外打工谋生的工作，回到村里当
起张岳崧历史文化的义务讲解员。

为了更准确地讲解史实，将
张岳崧的故事讲得更生动，我跟
村里老辈长者长聊，从书上报上
阅读，向来访文人学者讨教，不断
学习补充张岳崧的相关史实与事
迹典故。近两年，为加深对张岳
崧的了解，加深对历史传统文化
的理解，我还专门到海口参加一
些传统文化讲堂及相关社会义工
活动，进一步学习提升。

20年来，我已陆续接待了十
多万人次慕名而来的游客、学
者。对我来说，我要守住的不仅
是我的先人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瑰
宝，更是海南古代的历史文化遗
存。如今，各级部门不断重视海
南历史文化，已经下拨专款修缮
了张岳崧宗祠及故居等古建筑，
加强对这里珍贵历史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工作，继续讲好探花故里
的发展新故事。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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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程守满

在锦山秀水中
沿着弯曲村道前行，
不过短短几分钟就
仿佛进入另一个世
界：古老的清代建筑
鳞次栉比，葱郁的百
年树木随处可见，雨
后湿滑的青石板道
上不时有垂髫小儿
追逐而过……

这里是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定
安县龙湖镇里变村
高林村民小组。作
为清代探花张岳崧
故里，这里越来越受
各界瞩目，而其充分
利用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乡村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的做
法，更促进其自身发
展，并逐步走上物质
丰富、生态文明的美
丽乡村之路。

■ 刘梦晓

行走在高林村数百年
的青砖古道上，文化和岁月
赋予高林村温润祥和的气
息扑面而来。

无论是从张岳崧年代
就流传下来的家训、官箴、
民则等，还是如今村民商
讨制定的村规民约“十要
十不要”、村干部“十应十
不准”、村民党员“十带头
十不许”等准则，不难看
出，高林村始终传承着文
明发展的基因。

乡风文明，是高林村美
丽乡村建设的底色。高林
村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常
态化的过程中，营造了人心
向上、人心向善、人心向好、
人心向美的社会风尚，积聚
了发展的正能量。面对游
客，虽是陌生面孔，无论走
到哪里，村民们总是笑脸相
迎；尽管生活越来越富裕，
但村里人却没闲下来，热情
接待八方游客；为了让游客
能在村里有更好的旅游体
验，村民充实自我，提升服
务意识，支持硬件设施打
造，迎接新的发展机遇……

如今，推进乡风文明
行动，乡亲们精气神十足；
发展产业种植、养殖，将古
村的产业种得更活；创新
乡村治理体系，精心呵护
村庄生态环境，留住美丽
乡愁……殷殷期盼过上小
康生活的村民们，正感恩
奋进，全力建设新时代的
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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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党权

航拍清晨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张岳崧故居。通讯员 程守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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