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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服务队等形式，活跃在山乡村

组，自发维护道路、修缮水利、清

运垃圾。

越走越稳的致富路

当记者来到普米族聚居的兰坪

县通甸镇德胜村罗古箐村民小组上

组时，正好日上竿头，村里炊烟袅

袅，鸡鸣狗吠。村头一块平地里，

施工机械正在作业，一栋漂亮的普

米族风情四合院已初见雏形。

罗古箐村民小组是兰坪县“东

方情人节”发源地，数百年来，每

到农历五月端午，周边各族群众就

会汇聚到这里载歌载舞，表达对美

好生活的憧憬。2015年开始，德胜

村依托这一文化优势，引导鼓励村

民开设民宿、农家乐，当导游，到

景区销售野生菌、虫草，发展乡村

旅游。通过发展，德胜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从167户636人降到62户218

人，户均年增收突破1万元。

千百年来，普米族群众不断

游牧迁徙，居无定所。新中国成立

后，普米族群众才逐渐在云南定居

下来，但还是长期过着半农半牧的

贫困生活，没什么固定致富产业。

如今，像德胜村这样靠产业实现脱

贫致富的村子，在普米山乡比比

皆是。

据悉，为给普米族群众找到

一条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子，彻底改

变贫困生活方式，自脱贫攻坚开展

以来，兰坪县出台《怒族、普米族

精准脱贫攻坚项目实施方案工作方

案》，整合3亿多元发展资金，扶持

群众发展乡村旅游、种植养殖等特

色产业。同时，各级党组织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带动群众加入各

类合作社，从事导游、种植中药材

等，参与发展。

目前，全县22个普米族聚居村

落已打造了中药材种植基地1200余

亩、4个种植和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投放云岭山羊5500余只，并扶

持了一批企业带动发展。大批普米

族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党组织牵线搭

桥下，与生猪养殖、山羊养殖、肉

牛养殖、中药材种植等企业，达成8

年长期托管代养、代种的合作，实

现户年均增收近万元。

除兰坪县外，玉龙县黎明乡的

普米族群众也从老君山旅游产业发

展中持续获益；宁蒗县泸沽湖畔的

普米族群众则通过种植中药材实现

了脱贫……如今，普米山乡村村寨

寨都有了自己的致富产业。

消失的木板房

金顶镇干竹河村是兰坪县境

内一个普米族主要聚居村。过去，

这里家家住在低矮的木板房、杈杈

房里。2014年，党的脱贫攻坚春风

吹到这里，村民们头一次领到国家

相关补贴。靠这笔钱，很多人家第

一次盖起新房。2016年，三峡集团

开始对口帮扶干竹河村，群众又获

得新一轮安居房建设资金。到2017

年，全村家家户户都建了崭新的瓦

房、四合院，过去低矮、黢黑的木

板房再也“无处容身”。

由于千百年来贫苦的农牧生

活，即便在定居点，群众也因无钱

建房而过着结帐而居、搭木而息的

生活。羊皮毡帐、木板房、杈杈房

承载了一代又一代普米族群众脱贫

致富的梦想，如今，这梦想已变成

了现实。

为了实现群众安居乐业，脱

贫攻坚开展以来，兰坪县围绕“一

户一宅”原则，全力推进群众危房

旧房拆除、新房建设和提升改造，

先后完成2015户普米族群众的危旧

房拆除重建，完成1399户群众的房

屋美化亮化提升改造。还积极帮助

1226户群众实施畜圈改造，实现

了人畜彻底分离。针对一些居住分

散、发展缓慢的普米族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兰坪县积极把他们纳入各

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截至目前，

已有2827名群众和其他兄弟民族一

起住进了现代化安置小区。

有了安居房，还得让群众有持

续收入。兰坪县通过在安置点附近

就近发展致富产业，提供生态护林

员、卫生员、消防队公益岗位等办

法，确保每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都

有一项以上经济收入来源。还在县

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周边建设葡

萄和蔬菜种植基地、扶贫车间，通

甸镇建立万亩特色水果种植基地、

万头生猪养殖基地等，带动包括普

米族群众在内的1000余名各族群众

就业。

目前，已有2734名普米族群众

实现就近就业或劳务输出，就业率

达94%以上。其中，通过公益岗位和

劳务输出，实现就业的易地扶贫搬

迁普米族贫困群众达1316人。

……

2019年底，兰坪县境内的4904

户20441名普米族群众实现整族脱

贫，占了全国普米族人口的50%以

上，普米族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已

然实现。而为兑现“全面实现小

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

诺，玉龙县、宁蒗县等地的普米族

群众也正在当地党委、政府带领

下，依托国家好政策，昂首阔步走

在脱贫奔小康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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