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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
盛世欢歌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提出的总体要求。
短短20个字，蕴涵着一幅最美好的田园生活画卷。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勐腊县，6860.84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改变正在发生，当你用心感
受，你会在这里听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段段真挚
的话语、一张张幸福的笑脸……这些在中国最基层
乡村里的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正是乡村振兴最
好的注解，也是最让人振奋的力量。

雨雾朦胧中的茶山望不到边，山坳中，一栋
栋崭新的小楼沿河排成一条“长龙”，这是勐腊县
境内以普洱茶闻名的瑶族“首富村”——易武镇
麻黑村刮风寨村民小组。

刮风寨受特殊地形影响，因风大而得名。现
在这个有186户瑶族人家的村寨，拥有小汽车
200多辆，且多为皮卡车，所以又得别称“皮卡
村”。

其实，“皮卡村”曾是勐腊县最穷的村寨之
一，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手机也没信号。

“2007年前，村里贫困人口的比例高达95%。”村
民小组长李永林说，“因为地处偏远、交通落后，
村民都很贫困。那时村民搬家，只要‘三脚’（火
塘煮饭用的铁架）一拎、竹篓一背、牲口一拉、火
懒地（刀耕火种的地）一砍，就地取材盖间茅草房
就算完成了。因此当地有‘桃树开花，瑶族搬家’
之说。”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瑶族妇女王伍大女一
家生活举步维艰。由于身体残疾又缺乏技术，加
上3个孩子都在上学，生活的担子全部落在了上
门的丈夫龙明富身上，一家人住的屋子破烂不
堪，躺在床上睡觉还能透过屋顶看星星。

随着脱贫攻坚战役在全国打响，王伍大女一
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队员为他们家
定制了精准帮扶方案。

2017年，王伍大女家建起了65平方米的钢
筋水泥房，全家人告别了破旧的茅草屋。“我们一
家人从来没想过能住新房子，感谢党的好政策。”
入住新居时，龙明富激动地说。

房子建起来了，但脱贫的根本是产业，如何

激活王伍大女家脱贫的内生动力？帮扶干部发
现，王伍大女家有一亩闲置土地是发展养殖业的
黄金地块，于是提供了价值6300元的鱼苗，传授
了养殖技术，帮助她家发展生态鱼养殖。

从此，夫妻俩白天上山干活，早晚到鱼塘喂
鱼，一年下来，光在村里销售生态鱼就增收了1.2
万元。

近年来，刮风寨的茶叶价格一路飙升。帮扶
干部又为王伍大女家送来茶苗，让他们在原有的
茶园空地里补种，还鼓励夫妻俩参加村里举办的
茶叶栽培、采摘、摊凉、杀青、揉捻等技术培训。
于是，夫妻俩制出的毛茶质量有了提高，家里小
树茶的售价由原来的每公斤300元提高到了
600元，每年出售春茶就增收3万余元。2017
年，王伍大女家实现了脱贫，夫妇俩随后花了3
万元在自家楼顶盖起了两个晒干毛茶的大棚。

近年来，勐腊县委、县政府在发展规划中将
易武镇列入旅游小镇进行开发，结合贫困村寨的
不同特点，构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产
业发展体系，对刮风寨秉承“保护古茶园、建设古
茶镇、开展茶旅游”理念进行合理有序地规划和
开发，同时加大了对村民制茶技术和品牌打造理
念的培训和培养，探索出一条依靠茶产业带动脱
贫致富的新路子。

如今，刮风寨已通水、通电，公路绕村庄，泉
水村中流。品质优良的茶叶，则成为村民脱贫致
富的“摇钱树”。

“去年收入大概100万元。”村民杨金文对
生活的改变喜不胜收：“现在家里已购置了两辆
小汽车，还准备再盖两栋小楼。”

哈尼族汉子飘郎开着车，从宽阔的水泥大桥
上驶过，回到位于勐腊县瑶区乡回宽老寨的家。
看着桥下二三十米处的南腊河，他有些出神。

1990年，飘郎学会了游泳，那时他只有5
岁。并不是因为年幼贪玩，而是因为村子被湍急
的南腊河所围，丰水期进出村庄，只能靠游。

“水最深处有五六米，全村人都会游泳。”往
事历历在目，但飘郎早已不用再蹚水回家。

2002年，回宽老寨有了桥，铁索桥。17岁
的飘郎第一次“走”出了村庄。

2015年，就在距离铁索桥不到5米的地方，
宽阔的水泥大桥竣工通车，摩托骑进来了，车子
开进来了，老寨换新颜的步伐也加快了。

南贡山下、南腊河畔、茫苍的望天树原始森
林旁。如今的回宽老寨，全村建筑规划统一、装
饰颜色相同，墙面上绘饰着哈尼族人民欣欣向荣
的生产生活场景。这个曾经的特困山村，如今小
楼错落，干净整洁。

49岁的黑传坐在自家两层小楼的院里喝
茶，身旁超过3米长的茶桌显得格外气派，也让
这个农家院落多了几分惬意。看到记者来访，黑
传从家门口的树上随手摘下两个柚子，掰开一
尝，纯甜。

黑传身着一套粗布迷彩服，朴实干练，在记
者面前话不多，有些腼腆。这位皮肤黝黑的中年
汉子是回宽老寨的致富带头人，如今家里有一辆
皮卡车和一辆越野车，家庭年收入已超过10万

元，大女儿已结婚生子，小儿子在深圳上大学。
“我们的蔬菜都卖到上海了。”黑传说，由于

土地肥沃，他们栽种的蔬菜很少使用农药、化肥，
因此蔬菜的品质很好，广受收购商青睐。正是这
样的良性循环，让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

回宽老寨共有56户260人，其中建档立卡
户50户227人，群众收入主要来源于橡胶、蔬
菜、水稻种植和猪、鸡养殖。在这里，像黑传一样
努力的村民越来越多，不少村民选择留在村里发
展。飘郎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工作是村里的会
计，加上橡胶、蔬菜的收入，一家7口每年有6万
元左右的收入。

近年来，勐腊县纪委挂联帮扶回宽老寨，引
进公益项目、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10余个，为回
宽老寨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大家把工作着力
点放在提高村民综合素质上，组织开展畜牧养殖
技术培训、参观先进养殖基地，先后分5批次组
织村民代表30余人次外出学习取经，帮助他们
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转变观念、提升技能。

2018年，整个回宽老寨建档立卡户全部脱
贫。如今，村里的一栋栋小楼之间是平整的水泥
路，边上有一排排太阳能路灯，村口有篮球场、文
艺台，村里还有垃圾焚烧炉、公共卫生间……

“以前一到暑假必须上山干活或者外出打
工，现在家里经济好了，放假就回家陪陪父母或
教弟弟妹妹做作业，剩下的时间带着村里的小伙
伴唱唱歌、跳跳舞。”回宽老寨的大学生吉妞说。

勐腊县瑶区乡纳卓村委会曼帕村
小组，老太太坐在缝纫机前，丝线飞舞，
精美的傣族特色挎包呼之欲出。

缝到精细处，老人抬手从发髻里抽
出一根长针，一手捏针一手穿线，一气
呵成。

老人名叫咪温勒，今年79岁，5年
前患上白内障，双眼失明，生活无法自
理，头发大量脱落，身体虚弱至极，生活
一度暗无天日。

2014年，挂包帮单位勐腊县纪委组
织眼科专家到村里义诊，诊断出咪温勒
身体衰弱、双眼失明的原因是患有白内
障。没多久，老人被送到了县中傣医院
接受了免费手术治疗，在扶贫队员和家
人的帮助下，咪温勒重见光明，身体逐
渐好转，头发也长了出来。

“好了好了，现在最好过了，眼睛也
亮了，哪里都不疼了，得吃好得穿好得睡
好。电视也有了，样样都有了，去哪里我
坐摩托不用走路。以前三天病、四天病，
现在五年不生病。”面对记者，老人打开
了话匣子，尽管汉语中夹杂着傣语，但不
难听出她对新生活的满足和欣喜。

如今，咪温勒每天在家制作布包，
一天能做五六个，让人拿到县城卖，每
个能卖10元钱，很受欢迎。

老人讲述生活变化时，用得最多的
手势是竖大拇指。看着寨子里一天天
发展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她心
里对党和国家无比感激，对惠民政策和
帮扶行动赞不绝口。

同样在曼帕村小组，一栋农家小院
里，一群孩子正跟一个20出头的女孩有
模有样地学习舞蹈。

女孩告诉记者，她是云南财经大学
的大四学生，也是寨子里为数不多的大
学生，孩子们平时学习上有什么困难都
会来找她，大家都希望和她一样考上大
学。这次放寒假回来，发现国家的“精
准扶贫”工作不只改变了村容村貌，村
民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村里
产业扶贫项目让大伙儿都有了稳定收
入，孩子们再也不用为了生计丢下学业
下地干活或外出打工了，完成作业之余
大家还想学唱歌、跳舞、画画等课外知
识，所以整个假期，她家的院子总是“人
满为患”。

曼帕村小组是勐腊县纪委的挂包
村寨，隶属勐腊县瑶区乡纳卓村委会，
全村67户328人，以傣族为主。经过3
年奋战，曼帕村小组的产业扶持、基础
设施建设、贫困户增收、村容村貌改善
等方面均取得可喜成效。

宽大的傣家小楼里，咪温勒说到
动情处，起身在房间里跳起了傣族
舞。在背景音乐《东方红》的映衬下，
翩翩起舞的老人，似乎回到了70年前
的青葱岁月。

河边村小组党支部书记李福林家
刚送走了一批住客，对方对他家小木屋
3楼的“瑶族妈妈的客房”赞不绝口。
这样的赞美，不论是在自己家还是其他
村民家，这两年李福林几乎天天听到。

1988年，22岁的李福林邀约另外
5户举家迁到河边村现址，搭起简易房
定居。“那时候房子小，还只有一层，人
与家畜合在一起，杂物也四处摆放，那
个脏啊、臭啊，都别提了。”李福林说。

年过七旬的李明发老人告诉记
者，过去出村是土路，要3个小时才能
到街上。由于小路难行，农产品卖不
出去，农用物资运不进来。刚刚嫁进
来结婚不久的女方，由于吃不了苦，先
后有3人提出离婚，离开了河边村。

河边村小组隶属勐腊县勐伴镇勐
伴村民委员会。曾经，这里优美的风
光与贫困相伴，村小组共有59户215
人，2015年人均纯收入仅2679元，群
众们住在石棉瓦顶的简陋木板房中。

如今，一场以党委、政府为主导、
社会力量全力助推、村民主动作为相
结合的新型扶贫模式，在这里火热实
施，河边村变了，翻天覆地的变。

2015年，勐腊县启动河边村小组
精准扶贫安居房建设。2016年年初，
河边村村民在当地政府整合的各类扶
贫项目资金以及小云助贫中心的公益
资金、个人筹款的资金支持下，陆续新
建瑶族杆栏式木楼。勐腊县还整合投

入600余万元资金开展7.8公里的进
村道路硬化，解决村民出行难问题。
目前，全村55幢杆栏式房屋已建好入
住，进村也早已是宽阔的水泥路。

新建的3层楼房，一楼有会客厅、
厨房、厕所，装修雅致的二楼是主人卧
室和卫生间，三楼客房的家具一应俱
全，这边是李福林家前两年入住的新
居。河边村新建的房屋中，每家都装
修了一间到两间“瑶族妈妈的客房”，
各项设备一应俱全，每家人每年靠它
就能收入几千甚至上万元。“客人来住
后都觉得很有特色，他们说比城里的
五星级客房好住。”

对自家的“瑶族妈妈的客房”，村
民邓生勇也很自豪，这个全村普通话
讲得最好的青年人笑着说：“专家带我
们去河北看的山庄客房，一个晚上
9800元，我觉得还没我们这个好住。”

现在的河边村，家家建起新房，硬
化了道路，有了垃圾桶、小广场，美化
了村庄周围的环境。住房中镶嵌式建
起的“瑶族妈妈的客房”，已经成为村
民们增收的一大支柱。

河边村正在变成令人向往的地
方。在各级党委、政府主导下，社会组
织积极参与，群众发挥主体作用，河边
村贫穷落后的旧面貌已经成为了历
史，环境得到大幅提升、精气神得到大
幅提振，瑶家人正自信地追逐着自己
的小康梦。

产
业
兴
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反映

了农业农村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的新要求。

生
态
宜
居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

内在要求，从“村容整洁”到
“生态宜居”反映了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质的提升，体现了广
大农民群众对建设美丽家园
的追求。

治
理
有
效

乡
风
文
明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

的紧迫任务，重点是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
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
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
移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风
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从“管理民主”到“治理
有效”，是要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
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生
活
富
裕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从“生活宽裕”到“生活

富裕”，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竹鼠司令

妈妈客房耄耋起舞

老寨新桥

首富村寨

河边村新建的房屋中河边村新建的房屋中，，每家都装修了一间到两间每家都装修了一间到两间““瑶族妈妈的客房瑶族妈妈的客房””

“瑶族妈妈的客房”充满浓厚的自然气息。

“我是南崩村人，我就不信南崩村
走不出一条发家致富路。”被人称为

“竹鼠司令”的张飞话里带着倔强。
南崩村小组位于勐腊县瑶区乡纳

卓村委会，曾经是出了名的贫困山区
村寨。张飞曾在村里的煤矿务工，后
来贷款买了货车拉甘蔗、养过冬瓜猪、
种过香蕉，积攒下了“第一桶金”。

近几年，勐腊县越来越多的合作
社兴起，国家的各项扶贫措施也精准
到位。2015年，张飞被村民推选为村
小组长，这促使他下定决心，一定
要带领乡亲们在家乡干出一
番事业。

有一次，张飞在电视上
看到竹鼠养殖节目，这让他
眼前一亮。第二天，他就到
处奔走考察。一番斟酌后，
决定办个竹鼠养殖场。

掏出多年积蓄的家底，
又贷了些款，张飞凑够
30 万元启动资金。
在山坡上平整出大
约两亩平地，打造
出养殖基地。

“刚开始我什
么都不懂，乡政府
还专门派了兽医
站的技术员给我
作指导。如今咱也
算专业人士啰！”张飞

笑着说。由于通风好、细菌少，张飞养
的竹鼠除了打正常的疫苗外，基本不
吃药。这不仅给他节省了成本，还提
高了竹鼠的品质。在张飞的精心照料
下，一批批小竹鼠慢慢长大。

一人富不算富，如何带领全村人
都富起来。2015年7月，张飞带领南
崩村小组5户党员组建了竹鼠养殖专
业合作社，大家挨家挨户动员南崩、桥
头等附近村寨的群众建养殖圈舍，养
殖竹鼠、豪猪。瑶区乡党委、政府也为
张飞的合作社争取了基层党员带领群

众致富扶持资金“红色信贷”，支持
合作社做大做强。

如今的勐腊，正全力发展“一
树一叶”（橡胶树、茶叶）等传统产
业和养殖、乡村旅游、电商等特色
产业，打造“1+N”产业扶贫新格
局，确保群众至少有一项能保障长

期稳定增收的产业。包括
张飞在内，勐腊县约有2
万人受益于“N”产业。

现在，张飞养殖
的竹鼠数量已达上千
只。记者问他一年
能赚多少钱，他嘿嘿
地笑着说：“第一年
保本，第二年60万

元，第三年争取100
万元以上！”

本报记者 何晓宇

黑传是回宽老寨的致富带头人黑传是回宽老寨的致富带头人

咪温勒老人的满足和欣喜溢于言表

““竹鼠司令竹鼠司令””张飞张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