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敢问自由何处寻，却道山间另类天  
 ——龙井河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个人总结 任宣霏

故事不知道从何拾起，行程在一觉睡醒以后仿佛已然忘记。

试图把记忆中的个个碎片拼凑成一篇传奇的小说，却不知该把高潮设在哪里。

无意间打开社会实践团队Q Q群中的群文件页面，按从早些时候到现在的顺序看过来，我们一起做过的
这些那些，一下子有条理地进入到我的心间。

与其这样讲，不如说它们让我原本的记忆变得清晰而立体，生动又富有情趣。

再次闭上眼睛回想，这段经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究竟是整体上让人叫苦连天的爬坡拉练，还是细节中
紧要关头同伴伸出的一只手，抑或仅仅是信任我的人一个坚定而充满期待的眼神。

正如行走在百里毅行的道路上看到的那句话，”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去年说过自己再也不来了。“这不仅
仅是一段痛苦使人灵魂升华的励志故事，更是一支队伍同甘共苦、向死而生的绝妙体验。

在短暂的山间暴雨过后，与泥为友，同伙伴自嘲着比一比谁身上的泥巴更多，鞋子更脏。终于赶到山下
后，又急急忙忙地和我们的泥巴朋友合影留念，为陡峭山岩上的耐心等待喝彩，为勇敢蹚水帮扶队友那
舍己为人的精神喝彩，再去细数每个人一路滑下来以后的得意的模样。这样看来，上面的用词其实并不
过分。

在路途中一个个难以想象的艰险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慌乱而不知所措的，也没有一个人是自顾自的只管
自己向前赶路，而抛下后面可能落下的同伴的。那份沉着冷静，那份坚毅勇敢，每个人都在自己体能与
毅力的极限上试探，超越。

因为我们都不愿给队伍行军拖后腿，总是希望因为自己的存在，让这支队伍的行动更为顺利；希望因为
自己的存在，给领队组和主动帮扶的同学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三十个人拧成一股绳一同前进的画面，是我从未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

而无论从体力还是毅力方面讲，在未经专业训练就达到这般素质的大家，也是我始料未及的。领队组悉
心准备的应对各个紧急状况的应急预案，主领带队的大局观和下达命令时的威严，各个副领在每个步骤
里环环相扣无漏洞的安排指挥，队医不顾自己体力大幅消耗在队伍中跑前跑后的付出，炊事组在一天走
下来以后放弃休息花费数小时为同学们提供可口的饭菜……

一切的一切，带给我了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与其说是苦难造就了英雄，不如说只有在集体面对的极大困难面前，我们的能力才得以真正彰显。

这体现出的，似乎远远超出了我们在校内从课堂上、书本上、师长的教诲中所能学到的。

在细细揣摩这股力量究竟从何而来时，我想到了两个词，足以形容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积淀与爆发。

没有平日读书学习、认真生活的积淀，我们无法在紧要关头保持冷静，沉着的应对一切可能出现的紧急
与危险；没有这一段一同走过的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体力与内心究竟有多么强大。

不禁想到一句话，一行会在很多时候激励我坚持走下去的文字。

“要么读书，要么走路，身体与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af://n46
af://n48


谈及后面的考察，即便无法做到专业人士那样十全十美，在我看来我们所做的依然无可挑剔。

仍记得前期考察副领组织的三次考察研讨会议，直到出发之前我都觉得它们可有可无，没有解决太多的
实际问题，讨论的参与度也比较低，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

而在最后的最后，我才真正觉得它们不可或缺，为领队组的每一项安排点赞。

正是有了前期不厌其烦的重复与准备，为我们本就不算多的考察内容设想一个个可能发生的情况，在真
正实践起来时，才让人觉得顺顺利利，毫无新手上路的所谓“第一次”的困难，即便大部分队员都是第一
次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被分配到“旅游业与农家乐”考察组的我，也在自己喜欢的项目里，看到了问题，看到了希望。

堆谷山村位于霍山县东南边陲，坐落在大别山主峰白马尖脚下，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民风淳朴，当地
村民选择在此地发展农家乐顺应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接待附近前来体验自然纯净生活的旅人和以大学
生、公司等开展户外徒步运动的团队为主的背包客。

在政府的支持下，当地成立了农家乐旅游扶贫（现已更改为乡村振兴）协会，相互沟通，通过交流合适
的徒步路线以及经营经验，约定不在公路上直接拉客等手段，共同谋进步，促发展。在“1+3+10”（即一
个大户对接三个贫困户，保证十个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战略的推动下，当地旅游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
果，成为了堆谷山村的主要产业。

在对几家业界能人的访谈里，我才体会到山村人民从2000年以前真正的“靠山吃山”的原始生活方式走到
现在旅游业带动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全过程。

1997年以后，政府下达封山育林政策，当地居民只得另谋发展。

“海莲农家”的老板恰好遇到安徽大学热爱户外运动的学生，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扎营住宿的空间，从此以
后在户外圈子里面口耳相传，一条条新的户外路线被开辟出来供勇敢者挑战，第一届大学生户外登山比
赛成功举办，当地居民开始做向导，农家乐的雏形初现。

2001、02年间，当地农家乐行业两位龙头老大“心愿””龙馨“两位蔡老板，受四川地区相似的生态环境和
产业模式影响，建立起了正式的农家乐，由此，当地农家乐飞速发展。

时间来到 2010年，农家乐的数量由最初的一两家达到了当时的五家，政府开始察觉到这一旅游业的发展
机遇，为更好地进行编制和集体规制，借鉴浙江当地的做法，近几年堆谷山村成立了“霍山县堆谷山村旅
游扶贫协会”，这在初期避免恶性竞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正面影响。  当地的诸多农家都统一挂牌，提供
农家乐服务。

然而在2019年末开始的新冠疫情影响下，农家乐旅游行业受到巨大冲击，在低谷时维持零营业额的阶段
迫使大部分农家乐停业，居民外出打工维持生活。在疫情这面镜子下，也映照出农家乐行业积攒的诸多
问题。

例如，政府成立的农家乐协会对农家乐本身的帮助力度不够大，资源被协会垄断，对下面较小的个体户
基本没有帮助，形式化严重。

最危险的是，当地旅游业同质化严重，农家乐特色服务较少，大同小异，大部分只是“农家”而缺少“乐”，
对游客吸引力不够。而仔细思考之后，发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景区发展不充分，所谓的“龙井
峡”等主要景区过于“原生态”，除设一个人为的出入口外，和自然景观大致相同，开发力度过小，对外界
没有独特的吸引力，竟使得农家乐来带动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和其他大多数旅游景区顺便带动当地以农
家乐为主的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产业结构存在不小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与当地旅游扶贫协会新任领导班子的交流中，相互调侃着大家都是初来乍到停留在考察阶段，我们看
到了他们为乡村振兴事业付出的十足干劲，即便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也要协调各方面一同解决。

希望下次再来时，一切都变得好起来。

我们三下乡考察组，为山村能做的，不过是使当地的情况被更多的人了解到，尝试寻找一些实际问题的
解决办法，反馈给学校，提交一份充分切合实际的考察报告而已。



而山间三四天或行走或交流的经历带给我的，却可能是一生难以忘怀的回忆。那段尝试的体验，在体力
不支时坚持向前，勇敢选择自己最不擅长的与交流沟通有关的考察项目，是我对自己极限从内而外的挑
战，也是我最喜欢做的事。

因为我永远选择勇敢地尝试，体会着这份另类的自由。

最后，再去记忆中搜寻，回想着寻找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过程中最为难忘的瞬间，竟不是那拉练，也不
是那段三五成群的科学考察。

仍记得第二天晚上辗转难眠，便在近凌晨时走到外面，看看夜里的山。偶然遇到了一个热爱昆虫的同
学，便陪他一起走了一程山路，来来回回，兜兜转转，细数地上的昆虫，据说那些我在平日里从未注意
的家伙，都要比外面同类物种大一些。听他讲山间与外面不同的物候知识，了解到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一
切都会“晚一点”，昆虫活跃的时间从外面九点左右竟到了深夜，在七月底可以看到外面早已销声匿迹的
小家伙。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漫山遍野的萤火虫，在他的指点下去萤火虫翅膀下面寻找白色的发光器
官，拍了漂亮的照片。

真是不好意思，因为好奇，打扰了你们美妙的求偶时光，在这里悄悄道个歉，不再祈求原谅。

纯粹的景，纯粹的人，是让我依依不舍的。

在最后乘车，准备离去时，我想要最后看看这山。于是强忍着困倦一路看向窗外，直到大山隐没天际，
驶近城市的灯火，我才倒头睡去，在半梦半醒之中琢磨我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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