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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靠制作酸茶，每年有10多万元

的收入，还被认定为“德昂族酸茶

制作技艺”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先后带出了30多名徒弟。杨

甲三告诉记者，在他的这些德昂族

徒弟中，通过制作酸茶每年收入达

10万元以上的，就有10多人。

逐步走出贫困的德昂族群众也

越来越自信、开放。“德昂族村民

非常热情好客，他们请我们吃特色

食品、讲故事传说、喝酸茶，教我

们德昂族民歌、跳德昂族舞蹈，还

有村民给我们当免费导游，体验十

分不错。”来自广东的一对情侣，

对出冬瓜村的乡村旅游赞不绝口。

如今，旅游业成为当地群众的主要

收入之一。

道路修通，村子美了

德昂族村寨大多坐落在8 0 0

米～1500米的亚热带丘陵地区的山

头上，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很难与外界交流和沟

通。基础设施薄弱是德昂族村寨面

临的最大难题。

一名长期在德昂族聚居地区工

作的老同志告诉记者，以前多数德

昂族村寨内道路崎岖不平，在雨季

进入寨子，泥水中猪牛粪便横流，

难以行走。而如今的德昂族村寨，

一改往日脏乱差，无论走进哪个村

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平坦、宽敞

的村间道路，一栋栋独具德昂族特

色风格的民居，在郁郁葱葱的树林

里若隐若现，一盏盏镶有德昂族图

腾物的太阳能路灯，彰显出浓浓的

德昂族文化意韵……

德昂族村寨的一位村民说，

村里的变化可不只这些，交通条件

的改善是最明显的。“公路建设投

入严重不足，交通闭塞极大地制约

了发展。”杨甲三说，德昂族村寨

远离城镇，居住偏僻，地势复杂，

有半数村寨不通公路，运输靠人背

马驮。其他通了简易公路的村寨实

际上在整个雨季的半年时间里基本

不能使用。这不仅使农用物资运输

困难，也使农副产品无法转化成商

品，导致脱离市场。

三台山乡距芒市仅30公里，

过去由于地处偏僻、地势复杂，通

信等基础设施跟不上，附近没有像

样的市场，每当人们从芒市进入三

台山乡的德昂族村寨，时光仿佛倒

流，感觉掉进了一个远离现代文明

的村寨。“记忆中，小时候村里有

五六辆拖拉机，每周村民到芒市赶

集，就全靠这几辆拖拉机了。”出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出冬瓜村监委

会主任赵腊退回忆说，“从出冬瓜

村到320国道有近5公里的路程，

这段路是泥巴路，天气好的时候拖

拉机勉强可以通行，一遇到阴雨天

气，连走路都困难，更别说拖拉机

在上面行驶。”为此，村民只能在

头一天下午，将拖拉机一辆一辆推

到320国道停放，再回村里睡觉，第

二天一早步行5公里到320国道乘坐

拖拉机到芒市赶集。

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

心向党。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党和政府加大对德昂族聚居区的扶

贫力度，帮助解决水、电、路等问

题，改善了基础设施，从根本上改

变了德昂族村寨封闭落后的面貌。

“以前还没修路时，从我们村

到芒市，单程就要好几个小时。现

在路修好了，只需十多分钟就能到

芒市。便利的交通，拉近了德昂族

与外界的距离。”赵腊退说。

重视教育，家乡变了

2019年6月，从北京传来的一个

好消息令芒市勐戛镇勐稳村风吹坡

村民小组振奋。该村德昂族学生杨

晓平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成为全

国第一个德昂族博士生。杨晓平能

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当地实施多年

的教育扶贫工作分不开。

“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学习，以

实际行动作德昂族青年的表率。”

在收获欣喜之余，杨晓平表达了对

党和政府的深深谢意。如今，沐浴

着党的政策阳光，杨晓平的妹妹杨

小云和杨小兰也分别考入四川航天

职业技术学院和云南农业大学。

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德昂

族有语言，但没有文字，群众的教

育方式过去以言传身教、口传心记

等为主。一直到1956年，三台山乡

建立勐丹小学，当地德昂族群众才

开始系统地接受学校教育，从此结

束了当地德昂族没有学校教育的历

史。教育严重滞后，人口素质提高

缓慢，成为制约德昂族发展的最大

瓶颈。

在相同的地理条件和政策环

境中，德昂族群众的生活远远不如

当地汉、傣等民族群众。无论是传

统农业的耕作技术，还是发展多种

经营的能力及日常生活的安排都欠

缺。究其原因，无疑是人口素质问

题。50年来，国民教育在德昂族地

区推行的效果并不理想。30岁以

上的人口中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不到

10％，能写会读会算的人在寨子里

屈指可数。

这几年，随着政府相关部门

加强对德昂族聚居区的教育投入力

度，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确保每一

个行政村有一所小学，同时还在低

年级推行“双语”教学。对于一些

中小学教师和管理员编制、生均公

用经费和学生生活补助标准给予提

高，培养了一批真正留得住、用得

上、教得好的本民族教师队伍。

“通过各级党委、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多年帮扶，以前从来不

出大学生的村子，这两年也出了不

少大学生。”三台山乡人大主席曹

先强感触颇多。“这些年，德昂族

不仅有很多大学生，还有了硕士以

及博士研究生，他们学以致用，为

家乡带来了新观念、新思想、新变

化。”曹先强说。

本刊记者 杨旭东  通讯员 何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