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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6 月 27 日电(记者段羡
菊、周楠、张玉洁)位于湘西北边陲、武陵山
脉腹地的龙山县，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人口最多的县，也是“国贫县”和深
度贫困县。

在今年龙山县脱贫村名单里，有一个
名字独特的村子——— 翻身村。

“这个村上世纪 70 年代叫黄连坪，过
去生活太苦，村民渴望好日子，后来就把村
名改了。”扶贫办的工作人员介绍。

山路盘旋向上，把记者带到了湘西州
海拔最高的山峰。翻身村就坐落在群峰之
间。

“黄连坪，屋脊界，有米饭

吃不用菜”

刚从地里回到家的农妇李红云，讲起
了过去民谣：“黄连坪，屋脊界(方言，念 gà
i)，有米饭吃，不用菜。”

村名原名黄连坪，交通难，土地薄，生
活苦。“黄连太苦了，给村子改个名吧。”上
世纪 70 年代，村民们一起商议把村名改成
了翻身村。“什么时候能吃上白米饭就好
了，就是不用菜都能吃几碗呀。”

1994 年，连通山下的公路开通了，
村民敲锣打鼓庆祝。两年后，又通了电。

村民开始种烤烟，采山货，南下打工，
终于有钱买米了。“刚开始不会煮米饭，不
是稀了，就是糊了，闹了好多笑话。”20 多
年前的一幕幕，村民聂仁喜记忆深刻。

然而，通电两个月，一场冰冻，木电杆

全部压断，村里又回到煤油灯时代。由于一
些扶贫措施“大水漫灌”，加上村民们习惯
了“等靠要”，村民除了吃上米饭，家里变化
并不大。

2014 年，精准扶贫的春风吹到湘西，
翻身村真正迎来“翻身”时刻。

“黄连坪，屋脊界，腊肉鸡

蛋做小菜”

2014 年年初，穷了一辈子的李红云陷
入绝望：自己双脚疼痛，丈夫腰椎间盘突
出，双双无法下床，收入断了来源，还有两
个女儿要抚养，生活的压力让她愁白了头。

乡干部立即上门了解情况。由于是贫
困户，夫妻俩很快被安排治病，大部分费用
得到报销。

村里变化一天一个样：
当年，12 . 5 公里长的通村公路重修，

不仅加宽还进行硬化；各种政策纷至沓
来，从驻村扶贫工作队为贫困户制定脱贫
对策，到帮扶村民大种药材、有机蔬菜、烤
烟，再到解决孩子上学、老人就医等……

扶贫队长三天两头来到李红云家里，
鼓励他们种植烤烟和药材，并承诺技术人
员给予指导。

有扶贫工作队“托底”，身体康复后，李
红云两口子下决心从零开始，最多时种了
30 多亩烤烟和药材，光去年收入就有 10
多万元。她开心地拿出存款折给记者看：
“我们家已经脱贫了、翻身了。”

3 年来，翻身村各组陆续通了水泥路，

电网全部提质改造，危房进行了改造，烤烟
田里修了机耕道，农业专家定期来技术指
导，烤烟、中药材发展到 2000 亩，土地收入
翻番。

在李红云家的木房里，火塘上、楼顶
下，挂满了腊肉。她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家
里杀了两头肥猪。“现在我们村有新的民
谣。”她哼了起来：“黄连坪，屋脊界，腊肉鸡
蛋做小菜。”

“黄连坪，屋脊界，稳定脱

贫幸福来”

今年春节过后，翻身村举行了建村以
来第一次集体文娱活动。拔河、跳舞、打
球……

“要鼓起大家的干劲，继续努力，稳定
脱贫。”30 岁的扶贫队长彭虹茗说。扶贫队
员们清醒认识到，虽然眼下乡亲收入大幅
增加，但要稳定脱贫，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比如，通村通组的公路很多没有护栏，当
地农用车、摩托车制动性能不好，生产、出行
存在安全隐患；烟草产业发展好，但产业特
殊，村里地质特别适合种药材，以后要减烟草
增药材……这些问题，需要逐一解决。

翻身村位于“湘西之巅”，近年来，夏天
前来登山露营的游客日益增多。扶贫队员
和村干部正在谋划建设露营基地，发展特
色乡村旅游。

据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从 2013
年至 2018 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村从
12 . 8 万个减少到 2 . 6 万个。

“在湘西和湖南，更多像翻身村一样
的贫困村庄正在发生巨变。我们把民谣改
了，‘黄连坪，屋脊界，稳定脱贫幸福来’，这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彭虹茗说。

弯月当空，翻身村灯火明亮，村干部、
扶贫队员和村民一起憧憬着未来。

民谣之变看“翻身”

▲翻身村八组吕延才家的老房和新房对比，上图为 2018 年年初照片，下图
为 2018 年年底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昆明 6 月 27 日电(记者伍晓
阳、庞明广、杨静)时隔多年，67 岁的德昂
族老人邵德富又重新拿起了竹弓。这种
竹弓曾是他们祖祖辈辈用来狩猎的武
器，但这次他不是去打猎，而是用他自制
的一种泥球为弹药，去驱赶他家坚果林
里的小松鼠。

邵德富老两口在山上种了 10 多亩
澳洲坚果，这是他的家乡——— 云南省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
乡重点培育的扶贫产业。

澳洲坚果原产自澳大利亚，德宏的
亚热带气候十分适宜它生长。20 世纪
80 年代，德宏便引进了这一树种，但大
规模种植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当地许多德昂族村民甚至说不出澳
大利亚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但这种价
格高、不愁销路的坚果却成了他们的“心
头好”。

“一斤刚采下的坚果能卖 10 多块，
这可比种玉米划算多了。”邵德富说。

眼看坚果树上结出一串串果子，山
里的小松鼠却让村民们犯了愁。“树下满
地都是松鼠啃完的果壳。”邵德富十分纳
闷，澳洲坚果坚硬的外壳连汽车都压不
烂，松鼠是怎么把它啃开的。

实在没办法，邵德富只能拿起许久
没用过的竹弓，还搓了一大盆泥球“子
弹”。“就是把松鼠赶跑，不会伤到它们。”
他说。

如今的三台山，不仅有来自遥远南
半球的澳洲坚果，还有成片的咖啡树、西
番莲等“洋作物”，被装点得如同一个大果
园。其中，仅澳洲坚果就种了 3 . 7 万亩，
人均约 5 亩。

三台山乡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

乡。德昂族源于古代的濮人，是中国西南
边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由于长期受土
司、地主压迫，德昂族在新中国成立前生
活极度贫困。新中国成立后，德昂族人才
结束了受压迫剥削的历史，成为中华民
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小时候经常听家里老人说起过去的苦
日子，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三台山乡出冬
瓜村卢姐萨村民小组 42 岁的村民赵翁毕
说，这些年他陆陆续续种了 18亩澳洲坚果，
还套种了西番莲、菠萝等热带水果。去年，他
家纯收入近 6万元，早已实现脱贫。

在这之前，赵翁毕家只种了点玉米、水
稻。每年雨季，是他最忧心忡忡的时候。下
雨引发山洪，山谷里的粮食还没来得及收，
就被洪水冲走了。“我家的田被冲过好几
次，只能去亲戚家借粮。”他说。

“现在我再也不怕了。”赵翁毕指着远
处的一片坚果林说，他之所以敢一口气种
这么多“洋坚果”，是因为政府早就铺好了
路。政府免费发苗，免费提供技术服务，还
定下了每公斤 6 元的最低收购价。

“澳洲坚果根本不愁销路。”芒市林草
局高级工程师钏加周说，澳洲坚果富含不

饱和脂肪酸，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
而德宏位于北半球，与澳大利亚等主
产区季节相反。“这个时节国内外需求
很旺盛。”

不仅山上种满了“洋水果”“洋坚
果”，德昂族人还玩起了更新潮的民
宿。这种近几年刚从国外引入国内的
“洋产业”，已经在三台山火了起来。

作为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三台
山乡近些年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学者、
艺术家和游客前来走访采风，民宿业
也自然有了市场。

出冬瓜村的“德昂人家”是三台山
上最早开业的民宿之一。和一般的酒
店不同，这座老木房子里没有标间，也
没有卫生间。在房子的二层，中间是一
个火塘，周围摆了一圈地铺。

“这栋老房子几乎和我同龄。”51
岁的民宿创办人、德昂族织锦传承人
赵玉月说，村里很多老房子都拆了，但
她家一直舍不得拆。2017 年，家里的
老房子被列入古村落保护项目，政府
给了她 3 万元对房子进行加固。

在乡政府支持下，她很快和老伴
办起了民宿。“村里人都说我俩是憨
包，这么破的房子谁会来住。”赵玉月
说，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许多游客就
喜欢住这样的老房子。

每到晚上，民宿的火塘上烤着德
昂族特有的酸茶，游客们围坐在火塘
边，一边唱歌一边喝酒。赵玉月说，在
这里才能体验最纯正的德昂族文化。

“我这里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赵
玉月说，去年她家住宿、餐饮以及卖酸
茶和织锦的总收入有 5万多元。“更重要
的是让游客体验了我们的文化。”她说。

古老德昂族迷上“洋产业”

▲在云南省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出冬瓜村，德昂族织锦传承人赵玉月在“德昂人
家”民宿中（6 月 19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直过民族脱贫攻坚

新华社昆明 6 月 27 日电(记者伍晓
阳、庞明广、杨静)许多外界人了解德昂
族，是从赵腊退开始的。

住着德昂族民居，会做德昂族酸茶，
会跳德昂族水鼓舞，开发德昂族美食和
民宿，为民族学者当向导，作为主角参拍
德昂族纪录片…… 35 岁的赵腊退身份
是农民，却是连接德昂族与世界的桥梁，
可谓德昂族“代言人”。

赵腊退家在云南省芒市三台山德昂
族乡出冬瓜老寨。这是全国唯一的德昂
族乡里最古老的德昂族寨子，建寨已有
200 多年历史。

何以成为德昂族文化传播使者？赵
腊退说，这源于一次“旅行”。

2009 年，出冬瓜村入选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基金资助的“中国文化和发展
伙伴框架”项目。担任小组会计的赵腊退
被选为村级协调员。这使得他有机会跟随
项目组到北京、四川、贵州等地考察和培
训。

在赵腊退记忆里，家乡虽美，生活却贫
苦。“小时候家里住的茅草房，常年只有一
两件衣服穿，没有鞋子，光着脚在山上到处
跑。”赵腊退说，那时家里经常断粮，没米了
全家人就只能煮一锅野菜吃。

外出考察的经历，让赵腊退打定主意：
要挖掘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并让其重新
发扬光大。

德昂族茶文化历史悠久，尤其以独特
的酸茶闻名。因为工序繁杂，这种口感清爽
的酸茶一度濒临失传。村民说，外面的人喝

不惯酸茶，做出来也没有销路。赵腊退偏不
信，他找到会做酸茶的老人，用了一年多时
间学会了酸茶制作技艺。在他推广带动下，
酸茶已成为三台山的“明星产品”。

就在与记者交谈的间隙，赵腊退通过
微信卖出了两单酸茶，入账 1100 元。如今，
他每年卖茶就有 10 多万元收入，还带了五
六个徒弟。他领悟到：“文化要传承得好，必
须与市场接轨，这样才有生命力。”

德昂族美食取材绿色生态，富有特
色，但从来没人开发餐饮。赵腊退敢“吃螃
蟹”，成了开发德昂族美食的“第一人”。橄
榄撒、橄榄丸子、臭菜拌岩姜、酸笋煮土
鸡……过去藏在深山人不知的德昂族美
食，被赵腊退系统开发整理，逐渐走向大
山外的市场。

赵腊退还是德昂族发展民宿“第
一人”。他的民宿取名“上上居”，是由
一栋德昂族传统民居改造而来，位于
出冬瓜老寨的高处。他说：“已经有几
家旅行社找上门来合作，每到节假日，
游客来得多，客房供不应求。”

作为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三台
山乡吸引了众多民族学者、影视团队、
国际友人的关注。很多人都喜欢找赵
腊退当向导，因为他熟悉德昂族文化，
也热情好客。他的微信通讯录里，还添
加了来自美国、英国、荷兰、韩国的朋
友。

“我愿意做一座桥梁，让世人走近
大山里的德昂族，让我们德昂族走向
世界。”赵腊退说。

德昂奇人赵腊退：我为德昂族代言

新华社沈阳电
(记者李铮、彭卓)
一年前，他笔挺衬
衫配白大褂，是沈
阳一家大型公立医
院的医务工作者。

一年后，他满
身臭汗、两裤腿泥，
是驻扎乡野扶贫干
部，带领大家播种
蔬菜、搭建远程医
疗，是村民口中的
“自己人”。

他，就是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医院病案室副主任
武红涛，现任辽宁
省建平市奎德素镇
河南村第一书记。

2018 年大年
初二，武红涛接到
了驻村扶贫任务。
两周后，他脱下白
大褂，走进村支部，
与大家一起育种、
耙田、浇水。

河南村是区域
内有名的贫困村，面
临劳动力不足、产业
单一等制约乡村发
展的典型问题。“看
病得找到病因病源。
河南村贫困的根源
主要还是在于产业
单一。”武红涛挨家
挨户走访调研发现，
村里青壮劳力大多
在外打工，留守村民
收入主要靠种玉米，
收益较低。

为此，村部成立土地专业合作社，
吸纳贫困户在内的广大村民加入，以种
植收益相对较高的谷子为主，统一播
种、统一收割，既降低种植成本，也解决
了部分贫困户劳动力不足的难题。

合作社发展逐渐步入正轨，规模
不断扩大，2019 年通过村财政流转了
60 多亩地。武红涛还根据各家的家庭
收入、劳动力和土地情况，有针对性地
落实养殖、承接蔬菜种植订单，希望能
增加贫困户收入。

“说到底，就是要让村民们信任
你。只有信任你，他们才会发自内心支
持你的工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
使。”武红涛动情道。

给乡亲们带来真金白银收入的同
时，武红涛还给乡亲们带来了医疗服务。

“挨家与贫困户沟通下来，发现疾
病是主要致贫原因之一。”一年来，武
红涛将改善当地医疗水平作为驻村扶
贫工作的重要部分，为村民们联系、争
取了多次义诊机会，并积极搭建当地
医疗卫生机构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
京医院的沟通桥梁。

一年来，数十名村民通过咨询、转
诊、远程医疗等方式，得到了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医护人员专业的健
康指导和疾病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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