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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回村民小组、曼令大寨、坝播部

分村民合并成的村子，虽搬出了大

山，仍然延续着从前的生活方式。

私搭乱建大棚，物品乱堆乱放。

“老百姓的思想工作不容易

做，镇党委今年带着107名村民代

表去其他寨子参观学习。”勐遮镇

党委组织委员何长生坦言，去参观

的村民被别村整齐干净的环境触动

了，参观回来后，村组干部纷纷带

头拆了自家私搭的大棚，党员、群

众代表跟着做出表率，变美变好的

积极心态感染了整个村子。4天时

间，曼回村105户，总共拆除了8400

平方米大棚。

有了好的开头，其他方面的整

治也得以顺利进行。20 2 0年6月

6日，曼回村焕然一新，实现了“五

好乡村”建设的标准。

踏上“乐业路”

布朗族一生与茶密不可分。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茶叶满足生活

需要，却并未给布朗族群众带来增

收。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茶叶成

为了改变布朗族命运的“金叶子”。

章朗村是勐海县西定乡最大的

布朗族村子，有271户1171人，其

中有5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回想

起当年的泥巴路、茅草房，人畜同

楼的穷苦生活，章朗村党总支书记

岩胆南很是感慨：“茶叶是西定乡

最重要的产业，章朗村有茶叶8000

亩，其中古树约有9万棵，但以前种

茶没能让村民致富。”

转机在2003年到来。那年起，

普洱茶价格不断上涨，古茶树成了

香饽饽。岩胆南告诉记者，在党和

政府的指导下，村民开始有意识地

保护古茶树。“茶叶局的老师来教

我们科学采摘、修枝管护、绿色除

虫等，经过培训，我们的茶叶质量

和口感一年比一年好。”岩胆南

说，依靠茶叶产业发展，2016年章

朗村实现脱贫。目前，古树茶价格

已达1600元～2000元/公斤，为巩固

脱贫成果，提供了增收渠道。

口袋鼓起来的村民，思想也越

走越开放。“接下来我们还要进一

步拓宽道路，提升人居环境。”岩

胆南对未来充满憧憬。

“勐海县围绕‘一片叶子’‘一棵

甘蔗’做到产业发展‘长短结合’，实

现增收脱贫。”西双版纳州扶贫办副

主任玉儿嫩表示。

茶叶虽好，却不是每个村子都

有。勐腊县勐伴镇回落村委会卡咪

村民小组就缺乏这样的资源。据卡

咪村党支部书记岩批介绍，卡咪村

民小组居民原称“克木人”，后划

归布朗族，1958年从中老边境迁入

现址定居。

2008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启

动实施布朗族克木人重点综合扶贫

项目，卡咪村民小组脱贫产业得到

有效培植。所有农户都通过合作社

参与种植、养殖，大力发展甘蔗、

砂仁、蜜蜂、芭蕉等产业，村民小

组户均纯收入突破2万元，村级集体

经济也实现了从“零”到3万元收入

的跨越。一个昔日贫困的小山村蜕

变成秀美村寨。

照亮“未来梦”

制约布朗族群众发展的除了高

山，还有思想上的“大山”。他们

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思想观念

上与现代生活接轨。由于受教育水

平低，贫困代际传递在一些“直过

民族”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导

致他们几十年走不出“贫困循环”

怪圈。这一现象受到了党和政府的

高度重视。

“‘直过民族’因受几千年

传统观念影响，不爱读书学习，更

没有幼儿学前教育的概念。”勐海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罗克林奇告诉

记者，在2017年前，勐海县布朗

山乡的学前教育都是以小学附属学

前班的形式开办。为了改善这一状

况，2017年，布朗山乡中心幼儿园

成立，同时还在各村组开办了17所

“一村一幼”，解决了布朗族幼儿

入园难的问题。

通过“一村一幼”的开办，现

在全乡3～6岁的幼儿都可以接受学

前教育。普通话也得到普及，为孩

子们顺利接受小学教育打下了坚实

基础。

除了学前教育外，自2011年开

始，勐海县率先在全省实行高中阶

段免费教育，免除了学生的学费、

书费和住宿费。同时不断加大资金

投入，大部分学生都能享受各种教

育补贴，有力保障了勐海县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普通高中和职

高学业，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在

罗克林奇看来，这一举措减轻了家

长和学生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

培养学生学会感恩，增强爱国主义

情怀。

“通过在校学习，布朗族的

孩子们不仅丰富了知识，还会回去

教自己的父母学汉语、识汉字、了

解汉族文化，真正实现了‘小手拉

大手，文明齐步走’。”玉儿嫩表

示，通过教育融合，更能够让布朗

族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直观感受到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深刻内涵。

脱贫致富、追求美好生活愿望

的种子,已经深深种在布朗族群众的

心里。一代代人的努力奋进，像古

茶树一样，给民族发展带来无穷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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