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上学不愁，新房住得舒
服，产业得加紧发展，不然建房时
借的钱怎么还？以后的日子咋过，
总不能老指望人家帮扶吧？

话说的没错，可不管发展啥产
业，得有水。关璋村偏偏缺这个。

有多缺？“村里以前叫‘干璋
村’，每年11月到来年5月，村里的
蓄水池没水，只能去地势低的地方
挑。”村党总支书记曹先刚说，“去

还得赶早，天不亮就得出发，去晚
了水就没了，只能从别处再找。”一
个来回五六公里，村民们打一趟
水，小半天没了。家里养牲口的，一
天一趟还不够。

因为缺水，又没灌溉条件，村
里都是“雷响田”，雨季来了才能犁
地、撒种，若在播种季节久旱不雨，
就得丢荒。

2015 年，楚建荣刚来那一

年，雨季来得晚，村民 8 月才插
秧，比往年晚了整两月。因此，当
楚建荣等人到村里时，问村民最
先要解决啥问题时，“水！”村民
们脱口而出。

水源呢？当年 9月，楚建荣带
人往大山深处寻 10 多公里才找
到水源，可地势低洼，水引不到
村里，一行人悻悻然赶回，天已
黑透。

次日，一行人再次出发，赶天
黑前终于找到合适的水源，拿回去
检验，符合标准。项目很快进入申
报、招投标程序。

2016年初，仅用时 4个月，16
公里的输水管道全部竣工，村里人
的人畜用水问题解决了。云南省
烟草专卖局（公司）又出资引了另
一股水，村民的农田灌溉问题也解
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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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耀幸福阿昌
——云南烟草商业帮扶人口较少民族精准脱贫密码

仅脱贫还不够，要把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衔接，一张蓝图绘
到底。

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在项
目规划时就考虑到了，他们把关璋
村作为示范村打造，保留阿昌族村
寨风貌特色的同时进行旅游开发。

每年3月20日是阿昌族最隆重
的阿露窝罗节，每当这时，关璋村新
建的文化广场上，热情好客的村民
身着艳丽的服饰，唱起歌，跳起舞，
与远道而来的客人共享快乐节日。

客人多了，村里开起农家乐，
月收入上万元。有时客人住不下，
老板还得协调其他村民家的房间。

客人想多了解阿昌族文化，云
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建了阿昌
族博物馆，详解阿昌族神话创世史
诗中的创世始祖遮帕麻和遮米麻
的故事。

阿昌族服饰颇具特色，男子多
穿蓝色、白色或黑色的对襟上衣、
黑色长裤，裤脚短而宽，女子一般
穿红色或蓝色对襟上衣和筒裙，小
腿裹绑腿，用黑布裹包头，村里引
入民族服饰公司，把会织锦的妇

女吸纳进去，一方面传承民
族服饰文化，一方面为

村民创收。
对比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村民们发
现，这些都正在实现。

更重要的是，在关璋村转上一
圈，不管是摘菜的、做饭的，还是卖
土特产的，村民们个个精神头十
足，笑起来欢畅，聊起来爽快。这是
帮扶队员最想看到的。

“以前村民们爱喝酒，不到正
月十五，村里很少有人下地干活，
现在刚过大年初三，村民们就忙着
下田干活、养护烟苗，平日里喝酒
的也少了。”在村里呆了3年多，楚
建荣感触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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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的阿昌族妇女赵聪会家
挂着一张老房子照片。她家原来的
房子是土木结构，一家人住在二层
木房，下面是猪圈和鸡舍，气味难
闻不说，还容易生病。

照片没拍到的地方，村里主干
道虽是水泥路，可入户路还是土
路，一下雨，泥泞得很。

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
河县曩宋阿昌族乡关璋村，过去，
村民的房子和入户路大多如此。

2015年 7月，云南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启动阿昌族整族帮扶项
目，派驻关璋村的扶贫工作队队长
楚建荣第一次来村里时便震惊了：
很荒凉，房子很旧，入户路都是泥
巴路，卫生也差……

这么多难题要解，咋办？云南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规划先行，决
定把关璋村按阿昌族整族帮扶示
范村来打造，最终形成民族特色浓
郁的阿昌族村寨。

从哪开始？房子。
开了多次会，云南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决定在村子一个叫平场
地的地方，按照统规联建的方式，
以滇中民居的风格建一个新村，优
先把有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住
在滑坡点的村民、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安置进去。每户扶持资金 10万
元，地方政府补助4万元，村民还可
享受6万元的贴息贷款。

新村安置不了的村民，云南省
烟草专卖局（公司）和当地政府决

定：需要原址重建的帮扶6万元；需
要加固的帮扶 4万元；仅需要美化
的帮扶2万元。

方案确定后，通过项目申报、
招投标，2016年年底，占地 114亩
的新村正式开工建设。2018年春
节，59户村民搬进新居。

走进其中一家，电冰箱摆在客
厅，液晶电视挂在墙壁，电饭煲里
正煮着饭，厨房和厕所也改造了，
尤其是厕所，两条木板一个坑换成
了抽水马桶。

为感党恩，新村有个美好的名
字——“卑妥瓦”，翻译过来就是

“太阳升起的地方”。
其余村民要么在原址重建了

房子，要么进行了加固，要么进行

了美化，入户路也从土路变成了
瓦石路，主要路口还建了公厕，路
灯天一黑就亮，新的文化活动广
场和卫生室也已建成，村民没事
时来广场跳跳舞，健健身，日子挺
舒坦。

赵聪会选择在原址重建房子。
2015年底，拿着 6万元的烟草帮扶
资金，又贷款 6万元，再凑了 6万
元，她把老房子推了，篱笆院墙拆
了，建了砖木结构的新房。

新房宽敞明亮，电视柜、冰
箱、太阳能热水器、床、桌子是云
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用扶持资
金买的，她又添置了电视机、洗衣
机，入户的几十米土路也变成了
瓦石路。

水盼来了，产业发展有了希望。
2016年，在烟叶种植计划持续

压减的情况下，云南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计划在关璋村种植烤烟800
亩，旨在让烟叶成为阿昌族群众的
主要增收产业。

村里人没种过烤烟，心里没
底，扶贫工作队几次三番做工作、

“打包票”：“种烟叶，半年就能见收
益，全程有技术人员指导，种出的
烟叶包收购，收入有保障。”村民们
心动了。2016年 1月，他们开始尝

试种植烟叶。
缺技术咋办？楚建荣和扶贫

队员们把村民集中起来培训，在
田间手把手、面对面教授技术要
领。每亩烟田都插着一块竹牌，
上面有烟技员和烟农的联系方
式，烟农有问题时，联系技术员
很方便。

赵聪会本就想做事，第一年种
烟，她试着种了 3亩，一亩毛收入
4000多元，除去成本还剩近 3000
元，她尝到了甜头。后来几年，通

过承包租地，赵聪会的烟叶种植面
积增加到了 33亩，盖房欠的钱慢
慢还完了。

赵聪会不是个例，3年来，不少
村民靠种烟实现脱贫，有些还成了
种烟高手，一片片烤烟已成为村民
致富的“黄金叶”。

“一亩烟脱贫一个人。”云南省
烟草专卖局（公司）副总经理、德宏
州阿昌族整族帮扶工作队总队长
包毅说，“我们定下的目标，已经实
现了。”

烤烟产业是基础，其他产业不
能落下。“精准扶贫中，我们创新工
作思路，采取以烟叶种植产业为基
础，多种产业齐头并进的‘1+N’扶
贫方式，助力阿昌族群众脱贫致
富。”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党
组书记、局长、总经理李光林说。

确实，精准扶贫，就要发掘村
民兴趣，因人施策。在阿昌族占
92%的关璋村，除烤烟外，甘蔗、滇
皂荚、百花油茶、织锦等产业也在
这几年“芝麻开花节节高”。

村民曹明维家 120 亩地里，
甘蔗长得又高又壮，酷似利剑的
蔗叶在风中挥舞，紫红色的茎节
亭亭玉立。“今年收入 10万元没
问题。”他说。

多年前，村民梁其炳和另外 3
户村民承包了村集体 700亩百花
油茶，因为缺资金，锄草、施肥、修
枝都要钱，前几年百花油茶产量不

高，每亩收入仅 100多元。云南省
烟草专卖局(公司)帮扶后，一次性
给予每亩368元的补助，梁其炳拿
钱对林子重新修整，每亩收入提高
到250元左右。

滇皂荚入药有祛痰、利尿之
效，关璋村有种植滇皂荚的传统，
村民曹红梅此前种了 4亩，每年
纯收入 1万多元。云南省烟草专
卖局(公司)发现这是个致富产业
后，免费给村民提供苗木、技术，
曹红梅又重栽了两亩，过几年就
会有收成。

曹红梅几年前还做起微商，把
滇皂荚、茶叶、笋干、野生菌、蜂蜜
等放到朋友圈出售。“这块收入今
年就有5万多元。”她说。

一系列产业帮扶下，全村的贫
困发生率由2013年的27.47%降至
2018年的2.09%，全面完成了脱贫
任务。到今年底，数字还会下降。

硬件设施好了，教育得跟上。
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没帮扶
前，村里教学条件差，很多适龄学
生选择去镇上或县上读书，关璋小
学只有 4名老师和两个班 30多名
学生，校舍也是土木结构，属不安
全用房。

帮扶项目启动后，云南省烟草
专卖局（公司）投资 780多万元，重
建了学校教学楼，又加盖了学生宿

舍、教师宿舍、食堂、运动场，为学
校购置了电脑、多媒体教学设备、
学生桌椅。

慢慢地，在外读书的孩子回来
了。如今，学校有学生 85人，其中
84人为阿昌族。为方便管理，学校
实行寄宿制，孩子们再也不用每天
走半个多小时的路了，学校管理起
来也方便了。“以前不敢想啊！”学
校教导主任孙家凯感叹。

当然，关璋小学还改了名字
——“关璋幸福小学”。

不止小学，对村里的在校大学
生，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每年
给予 5000元的助学补助。“这可帮
了我大忙啊！”村民梁其炳说。

本着“只有读书才有出路”的
朴素想法，身患残疾的梁其炳把两
个孩子硬是供到大学。可面对每年
加起来1万多元的学费和每月的生

活费，他只能四处找亲戚朋友借，
甚至从银行贷款。

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帮
扶后，梁其炳家两个孩子每人每年
能得到5000元补助，他的负担一下
子轻了。“你说不感谢行吗？”他说。

如今，两个孩子都已大学毕
业，其中大的在昆明上班，每月工
资 5000多元，小的也考上了公务
员，梁其炳的苦日子熬到头了。

村民精神头足，是帮扶队员最想看到的

村里的脱贫任务全面完成新村有个美好的名字——“卑妥瓦”

“你说不感谢行吗？”

缺啥？“水！”村民脱口而出

从“雷响田”到“黄金叶”

幸福的笑脸新村一角了解帮扶情况

阿昌族妇女制作传统织锦阿昌族妇女制作传统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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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启动阿昌族整族帮扶项目3年来，当地
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的8.9%降至2018年的2.06%，今年底将降至
0.73%。“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的承
诺已然在阿昌族聚居区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