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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队的指导支持下，岩上发动党员

入股“红太阳”施工队，购买施工

设备，组织党员群众承建自己的安

居房，彰显了自身的发展动力和发展

能力。在施工队的基础上，2017年，

班母村又成立了“红太阳”劳务服

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一起

脱贫致富。

产业之变：转型升级做出特色

在佤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地方，

常常会看见圆木蜂箱。养蜂，是佤

族延续至今的生活习惯，但传统养

蜂方式难以带来经济效益。2018

年，西盟县勐卡镇莫美村90后小伙

岩枪决定返乡专职养蜂。“当时也

不懂专业的养蜂技巧，做了80个大

小不一、形态各异的蜂箱，就放在

了山上。”岩枪统计当年蜂箱的产

量发现，多数蜂箱的产量只有一公

斤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随着丁氏蜂业

入驻西盟县，岩枪养蜂的困扰得到

彻底解决。2018年5月，丁氏蜂业在

西盟县建设了第一个现代化蜂场，

聘请当地群众参与管理，并对有养

蜂意愿的群众进行培训，岩枪就是

当地第一批参与养蜂培训的村民。

如今，岩枪在养蜂基地务工每月收

入不低于3000元，还掌握了养蜂技

术。据丁氏蜂业总经理丁畅介绍，

目前西盟县各乡镇均已建起现代化

活框养殖养蜂示范点，预计到今年

底，将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9259户

3.11万人，实现户均增收1512元以

上。现代养蜂技术让佤族群众在保

留养殖蜜蜂传统的同时，增加家庭

收入。

不仅在西盟县，在沧源佤族自

治县，养蜂也是助力贫困户脱贫致

富的一条“捷径”。2018年底，沧

源县单甲乡安也村成立麓蜂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当地以“党总支+合作

社+农户”模式，把党员骨干或组长

培养成为蜜蜂养殖的专业人员，并

由他们负责宣传蜜蜂养殖知识，带

领群众科学养蜂。目前，蜜蜂养殖

规模从2018年底的100箱扩大到2000

箱，有效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

群众自身的发展动力增强，使

传统优势产业焕发生机。在佤族聚

居区，转型升级的橡胶、茶叶、肉

牛养殖等产业为群众带来持续不断

的收入，咖啡、文化旅游等新兴产

业也为这个民族提供了巨大的发展

潜能。

作为云南跨境民族之一，佤

族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绩，得

到了世界的瞩目。有不少国内外民

族学、人类学专家会对中国境内的

佤族和缅甸佤邦生活的佤族进行比

较，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教授汉

斯·史坦穆勒就是其中之一。在其

最新的学术论文中，汉斯教授全面

分析了佤邦地区是如何在基础设施

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等方面向

中国学习的。

风俗之变：民族和谐共谋发展

今年1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中寨司

莫拉佤族村看望乡亲们。习近平按

照当地习俗，拿起鼓棒，敲响三声

木鼓，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四海升平，并向乡亲们致以新春

祝福。

“木鼓，佤语称‘克罗’，

是佤族原始崇拜中的通天神器，是

山寨村民赖以生存的保护神。”据

西盟县佤族文化研究者岩峰介绍，

随着《木鼓舞》《镖牛舞》等佤族

经典舞蹈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搬上

舞台和荧幕，佤族文化浓郁的地域

特色和鲜明的民族特点也得到了更

多的关注和认可。从2003年起，西

盟开始举办“中国佤族木鼓节”，

以传承发扬佤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木鼓节、新米节等传统习俗得到

保留和发扬，猎人头祭谷等陋俗

被彻底革除。”岩峰说，1958年

底，以西盟为代表的“阿佤山中心

区”，就彻底革除了猎人头祭谷的

习俗。

“原始习俗的革除，极大地

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各民族之间

的融合，也促进了本民族各部落之

间的团结。”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国

际佤文化研究院教授袁智中从事佤

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多年。他举例

说，镖牛祭祀、砍牛尾巴等传统习

俗的革除，让牛从昔日的祭坛中解

放出来，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投入到

农业社会的生产劳动中，成为佤族

从原始农耕向传统农业过渡的一个

标志。回望佤族作为“直过民族”

全面脱贫的历程，袁智中认为，通

过民族识别，佤族实现了从政治文

化边缘族群的“他者”向新中国共

同体成员的身份转换，并通过民族

区域自治纳入到新中国民主政治的

框架内。进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转型发

展和民族跨越。

虽然目前佤族已经实现整族

脱贫，但群众的精神贫困问题依然

存在，为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动力

和发展能力，西盟县实施“先锋强

志”工程，选派“先锋指导员”和

“先锋委员”，在贫困地区建起坚

强战斗堡垒。而在距西盟县不远的

沧源县，2020年计划组织4500名

农村群众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参加

完培训的勐董镇龙乃村村民赵叶门

说：“实用技术培训丰富了我们的

就业技能，拓宽了就业渠道。感谢

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走进今天佤族的村村寨寨，总

会看到一张张朴实的笑脸，他们唱

着跳着，发自内心地唱着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的佤族歌曲，唱响

佤族的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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