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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X

党员护村服务队等 7 支党员服务队，累
计开展住房安置、道路抢修、医疗卫生
等工作 300 余次。

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群众终于同
意搬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16 年，
累计投入资金 4501 万元后，搬迁安置
工作全面完成。

    

迎来新发展
    
搬迁至新址后，上、下河边村民小

组距镇政府仅 6 公里。虽然交通便捷，
但由于搬迁安置区未配置土地，迁入地
离迁出点又过远，如何让村民实现“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成为摆在村
组干部面前的一道难题。

村党总支在调研和开会商讨后，将
目光聚焦到发展养殖业和提高村民职业
技能上。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共争取
和整合资金 43 万元，建盖人畜分离养
殖房 215 间，免费提供给村民发展养殖
业，并引进企业与村民签订保底价收购
协议和提供技术指导服务，着力降低养
殖风险。

有养殖设施和企业助力，村民养殖
热情高涨。未搬迁前，村民李志华每年
仅养一两头本地黄牛，现在他每年养殖
七八头西门塔尔牛，年出栏五六头，产
值达 12 万元。目前，上、下河边村民
小组共养殖肉牛 743 头、生猪 698 头、
家禽 2313 羽等，总产值约 1200 万元。

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村“两委”
积极动员搬迁群众外出务工。“由村党
总支牵头组建曼蚌村民心劳务合作社
后，我们主动邀请人社、用工企业等机
构，对搬迁群众开展就业培训，并与人
力资源公司开展劳务合作，为村民外出
务工提供一站式服务。”曼蚌村党总支
书记田华忠说。

在村劳务合作社的帮助下，村民黄
明忠一家 4 口人到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务

工，年收入达15万元。作为家里的“顶
梁柱”，村民李世华用到广东省务工
的每月 4000 元收入供女儿上大学。截
至目前，上、下河边村民小组的 439 个
劳动力中，转移就业、外出务工人员达
323 人，占全组劳动力人口的 73.6%，
户均年增收达 8000 元。

    
文化活乡村

    
随着物质水平逐渐改善，村民对精

神文化生活有了新追求。“会说话就会
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哈尼族群众
与生俱来的才艺，让整个村寨每晚都沉
浸在欢乐中。

为系统开发哈尼族文化，村“两委”
依托上、下河边村民小组丰富的民族文
化资源优势，通过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
建起曼蚌村哈尼族表演文化培训馆，并
配置教室、舞台和音乐器材等设施，积
极发动村民参加表演。

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村民的文化
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村里先后组建 3 支
歌舞表演队，成员达 81 人，编排出传
统节目《多波搓》《竹筒舞》，以及现
代舞《哈尼宝贝》等，并发动全村村民
积极参加表演。

“现在，上允镇成为曼蚌村寨歌舞
展演的‘黄金半径’，上、下河边村民
小组年接受各类民间喜事或官方活动邀
请表演 25 场次，表演队成员年人均增
收 5000 元以上。”上河边村民小组组
长李文忠说。

此外，上、下河边村民小组家家有
手艺、户户会编织，男人编藤篾桌凳，
女人织布制作传统哈尼族服饰。不断“走
出去”的哈尼族表演队，吸引着越来越
多外地客商的目光，哈尼族手工制品成
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俏货，村民在家靠
手艺就能实现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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