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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之变：住新房乐安居

怒江州生活着近29.6万傈僳族

群众，新中国成立以前，傈僳族聚

居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以刀耕

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收入微

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傈

僳族聚居区实行“团结、生产、进

步”方针，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和改

善生活。

由于傈僳族群众生活在山高

坡陡、地质灾害频发、交通不便的

地区，生存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

变，住房问题成为一道多年难以逾

越的坎。

“用木柱支撑的篱笆当墙、以

木板为顶的‘千脚房’就是傈僳族

群众的传统房屋。屋上住人，屋下

养牲口，夏天室内漏雨，冬天寒冷

透骨。”傈僳族干部、泸水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桑娜妞说。

搬进泸水市大兴地镇维拉坝珠

海社区的麻花妞，老家位于大兴地

镇团结村委会双米王培村民小组，

老房子处在地质灾害易发点上，每

逢雨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发生山体

滑坡。2014年10月的一天，连日大

雨，山体滑坡将10多亩玉米地全部

掩埋。出于安全考虑，当地政府组

织村民连夜撤离，已经有7个月身孕

的麻花妞，冒着大雨，避让着山上

掉下的碎石，脚踩着泥泞的山路，

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下一点一点地

挪。她边挪边哭，对生活充满绝望。

“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大山

上，连一块平整的地基都难找，怎

么敢想住新楼房。”麻花妞告诉记

者，所幸的是2018年底，她们一家

在当地政府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下，

成为维拉坝珠海社区第一批入住的

搬迁户。在安置点的统一安排下，

麻花妞在物业公司有了正式工作，

实现了家门口务工。一家人的生活

发生了改变。

“易地扶贫搬迁，让傈僳族群

众摆脱了大山的束缚。”据桑娜妞

介绍，维拉坝珠海社区既是怒江州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的缩影，也

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范。如今，

安置点安置了52个村委会109个村民

小组的741户2298人，傈僳族群众搬

进了设施功能齐全、宽敞漂亮的民

居，让曾经祖祖辈辈困在大山中的

冲破大山千年阻隔
傈 僳 族

泸水市维拉坝珠海社区  郝亚鑫 

僳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怒江州、迪庆州维西县等地。傈僳族历史悠久，16

世纪后从外地迁入怒江、澜沧江两岸的高山峡谷中，在此繁衍生息。因世代生存于大山中，傈僳

族群众几乎与现代文明脱节，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傈僳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但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近年来，特

别是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傈僳族终于冲破了大山的阻隔，实现了从“千脚房”到安居房、从

“鸟路鼠道”到“四通八达”、从刻木记事到4G信号全覆盖的转变。勤劳勇敢的傈僳族群众正摆

脱贫困，迎来崭新生活。

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