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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年前，13 岁的独龙族女孩董寸莲忍
着剧痛，由婶婶用刺藤在她脸上扎出一个蝴
蝶图案。她没有想到，那次文面会改变她的人
生。

董寸莲出生在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龙元
村，是最后一名文面的独龙族女孩，也是目前
健在的 20 余名独龙族“文面女”中最年轻的
一个。她今年 66 岁，其他文面女多在 75 岁以
上。她们被称为“最后的文面女”。

文面，是独龙族特有的习俗。这一习俗
历史悠久，原来主要在独龙江乡北部的几个
村流行。以前，女孩到十三四岁时，长辈从
野外砍来刺藤，也有的用骨针或竹签，沾上
泡水的锅灰，按照画好的图案，扎在年轻女
孩脸上。等结痂掉落，女孩的脸上就会留下
靛青色的花纹，形似乌龟或蝴蝶等。

迪政当村 75 岁的文面女李文仕说，文面
习俗来历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为了美丽，有
的说是把文面作为民族图腾，还有的说是防
止外族土司和奴隶主掳掠独龙族女人。她年
轻时，并不觉得文面美丽，反而有些羞涩。不
过老了以后，文面女的皱纹比同龄老人要少，
相比起来确实好看一些。

文面 30 多年后，董寸莲成了独龙族文化
传播“使者”。

最初是 2000 年，她应邀到昆明、香港和
台湾等地展示独龙族文化，为期一个月。“那
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坐飞机，特别激
动。”她说。

2006 年，昆明著名景区“云南民族村”建
设独龙寨，到独龙江乡招聘独龙族员工。董寸
莲和儿子熊文华被录用。于是，母子俩来到省
城昆明，在云南民族村工作，向游客展示独龙
族文面习俗及其他文化风俗。

云南民族村的独龙寨，有一栋传统的篾
笆房和一栋更古老的树居建筑。篾笆房里保
留了火塘，摆放着弓弩等生产生活工具。虽然

每天 9 点才上班，但董寸莲总是早早地来到
独龙寨，打扫卫生，烧起火塘，准备接待游客。

“刚来我们很害羞，听不懂汉话，不好意
思跟游客打招呼。”她说。现在，她总是面带微
笑，自信大方地和游客聊天，讲解独龙族的日
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有时还开展歌舞表演。她
在昆明认识了一些朋友，有空时相约聚会。她
也学会了使用微信，经常跟远在独龙江的亲
友视频聊天。

去年 10 月，董寸莲和家人回了一趟独龙
江，结果大吃一惊。“家乡都认不出来了，村子
完全变了样。”她说，以前村民住的是木楞房、
木板房或篾笆房，昏暗狭小、透风漏雨，冬天
特别冷，现在家家住上了安居房，公路通到了

家门口。村庄干干净净，房前屋后种上了花
草，非常漂亮。

李文仕如今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吃
穿住用什么都不愁。虽然年事已高，但她身体
健朗得很，能干很多活计，包括烧饭做菜、织
独龙毯，有时还上山挖野生药材。对比前半生
吃野菜、没衣服穿、住木楞房的苦日子，她说：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我的晚年比蜂蜜还
要甜。”

董寸莲则习惯了城市生活和接待游客
的工作。她的儿子熊文华今年 32 岁，是独龙
寨的寨长，已在城里娶妻生子，安居乐业。
“我愿意留在这里，给更多游客讲述独龙族
的故事。”她说。

“最后的文面女”拥抱新生活

▲ 75 岁的“文面女”李文仕在编织独龙毯(4 月 2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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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好也有烦恼

美美好好生生活活，5566 个个民民族族一一个个也也不不落落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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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岁的独龙族“文面女”李文仕，如今在家
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吃穿住用什么都不愁。对比
前半生吃野菜、没衣服穿、住茅草房的苦日子，她
说：“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我的晚年比蜂蜜还
要甜。”

饥饿、寒冷与贫穷，伴随着李文仕的前半
生，更是独龙族延续千年的民族记忆。这个古
老而神秘的民族，聚居在滇西北的独龙江大
峡谷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独龙族还过着刀
耕火种、采集渔猎的原始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的 70 年里，独龙族仿佛进

入了时空穿梭隧道，沧桑巨变，千古未有。他
们告别歧视，迎来平等；告别封闭，走向开放；
告别原始落后，拥抱现代文明。最近，他们宣
告“整族脱贫”，完成“千年一跃”。

独龙族“整族脱贫”，不仅是本民族历史上
的里程碑，也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大成果，更
是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和社会主义优越性
的生动体现。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
56 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里，
各民族人口有多有少，语言文字、文化心理、
生活习俗等有同有异，但不论异同，各民族都
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

过上好日子，是各兄弟民族的共同愿望。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不是哪个
民族独有的愿望，而是各个民族共同的向往。

让各民族都过上好日子，是党和国家的
庄严承诺。“实现全面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在决胜小康的历史征程中，党和国家绝不
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独龙族率先宣告“整族
脱贫”，就是这一承诺兑现的见证。

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是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

唯有团结奋斗，才能创造美好生活，才能促进

繁荣发展，才能改变民族命运，才能实现“小康
梦”和“中国梦”。

奋斗，正是独龙江激扬的旋律。记者到马
库村采访，村里空无一人，原来村民都到地里
种葛根去了。龙元村的和晓永，家里不仅种
植、养殖品类繁多，还跑运输、开小卖部和农
家乐，当地能挣钱的活计他家全都干！就连 80
岁的“文面女”李明信也闲不住，早早地冒雨出
门，割了一篓猪草回家……

“小康生活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中康、大
康！”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即兴的话语中，带着
对民族未来的憧憬。勤劳的独龙族人民，正以只
争朝夕的奋斗姿态，努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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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族女孩熊玉兰第一次戴上 VR
眼镜。在 5G 网络支撑下，千里之外的
昆明滇池和西山等景象，实时呈现在
她眼前。她甚至伸手想触摸眼前的楼
房和汽车，“很奇妙，有种身临其境的感
觉”。

离她不远处，独龙族博物馆里，陈列
着她的祖先使用的通信工具：木刻。在原
始社会，没有文字的独龙族靠“刻木传
信”。他们在木板上刻出各种符号，用来
记载和传递土司命令、民间债务、结婚彩
礼清单等信息。

从“刻木传信”到“5G 体验”，通信方
式不断升级，弥合了高山阻隔带来的“信
息鸿沟”，拉近了独龙族与外界的距离，
推动着独龙族加快发展。

“老县长”高德荣是独龙族通信变迁
的亲历者。

在交通和通信极为不便的年代，他
甚至发明过“放炮传信”的方法。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巴坡村斯拉洛组有一
二十户村民，零零散散地住在各个山头，
村组干部召集开会要走 10 多天挨家挨
户通知。在乡政府工作的高德荣想到一
个办法：给村组干部配发炸药，专门用来
通知开会。重要会议、紧急会议炸两响，

一般会议炸一响。这种“放炮传信”的方
式沿用了 10 多年。

2004年 10月，中国移动在独龙江乡
开通了移动通信网络，结束了独龙江乡不
通移动电话的历史。当时乡上还没有电，
通信基站靠的是自备水力发电装置。那
时，作为贡山县县长的高德荣，从独龙江
乡拨出了第一个电话，向当时的国家民委
副主任牟本理报告独龙江乡开通移动电
话的消息。如今，这部手机和当时通话的
照片都被收藏进了独龙族博物馆。

“刚开始只有一个基站，租的是卫星
信号，最多只能 18个用户同时通话，而且
只有乡上有信号。”中国移动云南公司贡
山分公司副总经理马春海说。作为土生土
长的独龙族人，他参与了当地通信建设的
全过程，其间历尽艰辛。前后耗时 3 年，全
乡 6 个村才实现移动电话“村村通”。

2014 年 6 月，独龙江乡开通中国移
动 4G 网络，当年即实现 6 个村及风景
区 4G 网络全覆盖。中国移动还对全乡
18 岁以上、60 岁以下的独龙族群众赠
送人手一台智能手机。通信迭代升级，为
独龙江乡插上了信息化翅膀。“互联网+

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电商”等
在独龙江乡纷纷落地。

伴随着通信升级，独龙族群众加快拥抱现代文明。人们通
过手机看新闻、看视频，普通话听多了以后，说得也更标准了。
移动支付在独龙江乡已经普及，从乡镇到村寨的大小商店都可
以使用。电商在高山峡谷中也流行起来，快递收件量快速增长，
还有人通过网络把蜂蜜、羊肚菌等山货卖到外面。

孔当村青年李燕龙，喜欢在手机上听流行音乐，他在手机
上装了酷狗、酷我和咪咕三个音乐软件。他也喜欢网购，有时
在网上买衣服和鞋子，最近还花几十块钱，在网上买了一个便
携的低音炮音箱，随身携带，随时听歌。

5G 时代即将到来。最近，中国移动在独龙江乡建起了
5G试验基站。中国移动怒江分公司总经理杨四红说：“我们希
望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消除‘数字鸿沟’，更好地助推独龙族
发展。”

本报记者伍晓阳、何春好、姚兵

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吃得饱、有衣穿、能
读书。

长大了，他的梦想是同胞们摆脱贫困，过
上好日子。

他是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他为之奋
斗几十年的梦想，独龙族千百年来世世代代
为之努力的梦想——— 摆脱贫困，如今实现了。

“现在生活好了，能不能满足？不能满足！”
坐在家里的火塘边，高德荣谈起他的新梦想来
豪情满怀，“我们要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把
独龙江建成山青水绿、鸟语花香的人间天堂，让
独龙族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高德荣是一面旗帜，一座丰碑。曾任贡山
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的他，当选怒江州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后，毅然回到独龙江乡，一心
带领独龙族群众谋发展，退休后依然如故。山
里山外的人，都亲切地称他“老县长”。

“如今独龙族群众有吃有穿，有好房子
住，有病可医，有学可上，按照‘两不愁三保障’
的标准，独龙族整族脱贫了。”高德荣说，但脱
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要过上

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不懈奋斗。
对于独龙族的发展，高德荣既是见证者和

推动者，也是观察者和思考者。他认为，今后独
龙族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问题需要解决：

知识要脱贫。物质生活的脱贫是“初级脱
贫”，知识上、素质上、精神上的脱贫才是真正
的脱贫。独龙族群众的知识还不够。现在高黎
贡山隧道贯通了，独龙江的发展越来越快，不
学习就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交通条件需改善。独龙江乡只有两条公
路，一条从县城到乡里，一条在乡里贯通南
北。两条公路的路面都比较窄，急弯比较多，

安全系数比较低，有的路段两辆汽车都错不
开，还有的地方要修建桥梁。

水土流失有待治理。气候变化对独龙江
乡影响比较大，容易下暴雨，造成滑坡、塌方
和泥石流，水土流失情况加重。以前独龙江水
在雨天都是清的，现在雨天江水变浊了。地质
灾害、水土流失要科学防治。

医疗人才还有短板。现在乡卫生院硬件
好了，每个村都有了卫生室，但医疗技术水平
需要提升。上海的、珠海的、昆明的医生来帮
扶我们，但不可能永远待在这里，所以，要培
养本地的“永久牌”医生。

民族文化不能丢失。独龙族祖先创造的
文化，一些濒临失传了，要加强抢救保护。比
如独龙族的草医草药，懂的人越来越少；独
龙江乡一些特有植物，过去独龙语里有它们
的名字，现在人们都叫不出了。

干部和人才培养需要加强。独龙江乡的发
展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
才。比如旅游即将开放，接待能力能不能跟上？
餐饮、导游、翻译、客栈经营等方面都需要人才。

解决了这些难题，才能实现高德荣的新
梦想。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比现在更美的独
龙江，比现在还要幸福的生活，一定会实现！”

“独龙江老县长”的新梦想

▲全国党员干部的一面旗帜、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在向记者讲述“独龙族的三次变
革”(4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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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了几十年玉米，陈永群今年换了“祖业”，改种葛根，希
望能摆脱黑熊和猴子偷食的烦恼。“葛根长在土里，它们总吃
不到了吧。”

39 岁的陈永群，家住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迪政当村。
这里生态环境优越，河谷以上都是蓊蓊郁郁的原始森林。

生态固然好，但也有好的烦恼，那就是野生动物太多，多到成
灾的地步。

陈永群从记事起，就得跟黑熊、猴子等野生动物争粮食
吃。在这场争夺中，野生动物相对掌握“主动权”，它们来去自
由，防不胜防。

“以前我们在山坡上种苦荞，在江边种玉米，到了粮食快
成熟的时候，老熊和猴子就先来吃掉一些。”陈永群回忆。最后
收回来的粮食没剩多少，只够一家人吃三四个月。断粮以后，
人们就到山上挖野百合等野菜充饥。

上小学的年纪，每年暑假，陈永群的一个任务是到山上守
苦荞，防止野生动物来偷吃。整天待在山上，饿了就烧几个土
豆吃。苦荞地里有简易的小木棚，晚上有时睡在棚子里，听到
外面有异动，就起来敲打铓锣驱赶野兽。

21世纪初，独龙江乡告别“刀耕火种”，实施“退耕还林”。
坡度超过 25 度的土地一律不再耕种，逐渐恢复为森林。当地
群众保留了一些村庄附近的耕地，依旧种植玉米和一些杂粮，
黑熊和猴子仍然前来“打劫”。

“除了玉米，老熊还偷吃猪、牛、羊和蜂蜜。”陈永群说。
独龙族养蜂，与外地不同。他们将圆木锯成五六十厘米一

截，把中间掏空，在壁上凿一道口子，然后盖上盖板，搁置在野
外，招引野生的独龙蜂。这种蜂桶招引到蜜蜂的概率在三成左
右。好不容易招来蜜蜂筑巢酿蜜，如果不及时采收，弄不好就
被黑熊“捷足先登”。要知道，蜂蜜可是黑熊的最爱。

如今，独龙江乡生态环境保护得好，当地老百姓早就不打
猎了，森林越来越茂密，黑熊也越来越多。它们在森林里觅食
难度增加，只好走出森林，到人类村庄附近觅食，造成群众财
产损失和人身伤害的案件也越来越多。

独龙江乡林业站工作人员肯林利说，2016 年独龙江乡
野生动物肇事案件为 300 多起，2018 年增长到 460 多起，其
中黑熊肇事占 90% 左右。

为了弥补百姓损失，云南林业部门出钱购买保险，对受国
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肇事案件，按照一定标准给群众补偿。
肯林利介绍，2018 年前三季度，保险公司给独龙江乡受损群
众兑付了 46 万余元的补偿金。

“去年我妈养的一头 100 多斤的猪被黑熊吃了，得到
2000 元补偿。”陈永群说。除了买保险，当地政府还想方设法
帮助百姓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比如鼓励和支持种植羊肚菌、

葛根等，以减少野生动物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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