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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人物

公里路，上百名村民修了整整2年。

过去，班搞村的田都是旱田，群众称之为“雷

响田”，只有打雷下雨才有水，也才能种粮食。1995

年，尼红带着村民不分白天黑夜，耗时2年多，挖通了

长达11公里的水渠，解决了近800亩水田的灌溉用水

问题，当年修的水渠至今还在使用。

“这些年，党和政府给项目、给资金，带领群

众修路，公路通到了村村寨寨。沧源机场建成通航，

大临铁路建成通车，把阿佤山与外界的距离拉得更近

了。”如今，看到沧源县乃至整个临沧市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效，老支书们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自力更生

积极探索谋发展

走进班洪乡班洪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茶园

随处可见。“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种植至今，

这些橡胶、茶园每年依然为当地佤族群众带来不少收

入。”面对自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带着村民发展起

来的产业，班洪村原党支部书记岩翁有些自豪。

“过去，佤族地区生产方式落后，产业也非常

单一，村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

活。”岩翁告诉记者，“当时村民一年的收成只够维

持半年甚至几个月的生活，余下青黄不接的日子，不

得不靠采摘野菜、挖山药、掰竹笋、打猎、刮树皮来

维持生活。”

为此，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岩翁带领群众

自力更生，大面积发展橡胶、茶叶种植等产业。通过

共同努力，全村橡胶从800多亩发展到5000多亩，茶叶

也从40多亩发展到870多亩。如今，这些产业在促进群

众增收致富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采访中，老支书们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佤

族地区生产力水平较低，当地村民延续着粗放的耕作

方式，在烧过杂草、灌木的山坡上，用简单的生产工

具挖出一个个小坑，然后把种子丢进去，坐等秋收。

第二年，又换一个地方……这种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

方式，往往都是“种一坡只能收一箩”。

一任接着一任干，老支书们始终把带领群众增收致

富的重任扛在肩上，带领群众积极探索发展特色产业。

1975年，班洪乡芒库村原党支部书记俄松刚加

入村干部队伍，就被村里送往凤庆县学习茶叶的育苗

和栽培技术。学习结束后，俄松回村担任茶叶种植辅

导员，并动员村民种植茶叶。如今，全村茶园面积达

2858亩，茶农年平均收入达5000元以上，这些茶叶已

经成为全村经济来源之一。

1994年，俄松当选为芒库村党支部书记后，在发

展产业方面更是一刻也不敢怠慢。他又带领村民大力

巩固茶叶和橡胶产业，推广种植辣椒、澳洲坚果等，

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

发挥余热

强边固防守初心

“我是一名老党员，一直跟着党走，我的心就是

不动摇、不变心。”如今，10位老支书虽然都已从村

党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们依然在建设好美

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等方面继

续发挥余热。

班老乡班搞村是与缅甸隔河相望的佤族村寨，村

里边境线长达20公里。1934年，面对在班老、班洪非

法采矿的英军，佤族人民开展殊死搏斗，经过4个多月

的战斗，基本收复失地。

长期在边境地区生活和工作，该村原党支部书记

尼红更懂得边民富、边疆稳的意义。为此，卸任村党

支部书记后，他继续致力于守边护边，参与联防队巡

边护边工作，从159号界碑到160号界碑21公里的边界

线，他已走了40余年。

班洪乡公坎村原党支部书记三翁在2003年卸任

后，依然带领村民种沙松树，绿化边境沿线，还带动

大家推广种植茶叶和澳洲坚果等。

“整个寨子现有60余亩澳洲坚果以及数百亩茶

园，一些村民还在坚果园、茶园里搞起林下养殖，真

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上种植玉

米、养殖牲畜等，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三翁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些年，老支书们牢

记总书记嘱托，勇担时代使命，通过制定“民族团结

公约”、讲授民族团结政策等方式，有力推进各民族

精诚团结、代代相好、亲如一家。

“平日里，大家相互尊重各兄弟民族习俗，一起

庆祝各民族传统节日，引导大家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帮

助，这样大家就能和睦相处。”谈到如何维护民族团

结，班老乡帕浪村原党支部书记三木嘎深有体会地说。

帕浪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子，居住着汉族、

佤族、傣族等多个民族。2004年，三木嘎卸任村党

支部书记后，仍秉承“各族群众是一家，世世代代不

丢伴”的族训，致力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使全村人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我们将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维护好

民族团结，开展好边境建设，守护好神圣国土。”10

位老支书纷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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