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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扎妮扎”极其偶然。按计
划，那天中午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梁河县曩宋乡关璋村拍完阿昌
妇女歌舞，我们专题片的拍摄任务
就杀青，从郑州市烟草公司来的编
导康伟当晚还要赶到州府芒市，次
日返回郑州。然而，在几十人花枝招
展的歌舞队里，突然出现一个清纯
脱俗、翩翩起舞的漂亮女孩，那优美
的舞姿和灵动的神情宛若仙子一
般，让我和康伟不约而同眼睛一亮，
我们怀疑地询问曩宋乡扶贫工作队
队员孙海太，这是不是从州民族歌
舞团请来的专业演员？孙海太哈哈
大笑：“不是，不是，她是我们曩宋乡
的阿昌姑娘。”

女孩名叫们世婷，自幼爱好跳
舞，刚从幼师专业毕业。女孩的妈妈
也在这支歌舞队，今天母女俩是专
程从相邻的瑞泉村赶来参加歌舞拍
摄的。“这女孩有戏可挖”，我们临时
决定为她加戏。再问瑞泉村墩欠寨
离这里多远，孙海太说大约 20公
里，我们立即收拾拍摄器材，马不停
蹄赶往她家。

山路的崎岖艰险超过我们的预
想，七拐八弯左摇右摆，母女俩很少
坐汽车，晕车一阵比一阵明显，只好
请司机减慢速度，走了将近一个小
时才到墩欠寨。整个寨子坐落在一

个偏僻的山包里，共有 63户人家。
她家住在陡坡上，一户叠着一户，坡
度基本都大于 45度角。闲聊中得
知，“扎妮扎”是阿昌话漂亮小姑娘
的意思，们世婷今年 21岁，母亲赵
余芬42岁。

阿昌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人口
较少民族，主要聚居在德宏州的梁
河县和陇川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扎妮扎”从小跟着妈妈学跳舞，大
山深处是她欢跳的舞台，蓝天白云
是她起舞的背景，清脆的虫鸣鸟叫、
叮咚的流水潺潺，还有山风拂过森
林沙沙作响的声音，都可以变成为
她伴奏的音乐。

中学毕业后，“扎妮扎”考取幼
师专业班到芒市念书。“跳舞是囡儿
的梦想，但是学杂费和生活费一年
下来少不了万把块，她爸爸和她奶
奶都劝她算了，说阿昌女人的归宿
就是找到个好婆家，读不读书也没
什么关系，可我总觉得不甘心，我就
想着，要在囡儿身上实现我没有实
现的舞蹈梦。”赵余芬说。

正当赵余芬全家愁得没办法的
时候，一个好消息传来：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从2015年7月开始对口帮
扶阿昌族。曩宋乡当年凡是考取大专
以上的学生都可不同程度得到烟草
公司的学费捐助，“扎妮扎”如愿来到

了芒市。幼师班开设舞蹈课程，她如
鱼得水接受了一些正规的舞蹈训练。

假期或周末回到家，撸猪草、
扛肥料、栽庄稼、挖田锄地这些农
活干得相当麻利，练功也很刻苦，
每天都在自家院子里自觉练上两
三个小时。我问她怎么去学校，她
说从村子到县城虽然不到 10 公
里，但都是艰险山路，以前是靠步
行，后来扶贫工作队帮助修建平整
了道路，并且在驻村烟草技术员的
帮教下，他们学会了种烤烟，日子
逐渐好过起来，家里就给她买了一
辆电动摩托车。

“我们整个村子以前从来没种
过烤烟，什么技术都不懂。自从烟草
公司帮扶以来，工作队员驻村后，从
选种、育苗、移栽着手，再到中耕、采
收、烘烤，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手把手
地教我们。我家现在种了55亩烤烟，
刚开始的时候年收入3到4万元，今
年有了5万多元。”赵余芬指着老宅
院子侧面新建盖的偏楼告诉我们，

“工作队帮我们翻修了老宅，去年又
重新盖这个偏楼，还安装了太阳能，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烟草公司啊！”

在我们和“扎妮扎”的妈妈、奶
奶聊天的时候，“扎妮扎”端来了她
刚从自家门口橘子树上采摘的新鲜
橘子，小心翼翼地剥了皮递给我们。

“你有男朋友了吗？”我有点冒
失地问道。“扎妮扎”羞涩地低下了
头不答话，赵余芬说道：“来提亲的
人家倒是不少，可是囡儿想跳舞、想
进城。”作为母亲，看得出赵余芬内
心充满了矛盾。跳舞！进城！那是自
己年轻时未完成的夙愿，她终究不
甘心女儿就这样一辈子困在大山。

“我还不想嫁人，跳舞是我的追
求，大山虽然是我的家，但我更向往
县城的热闹。”说这话的时候，“扎妮
扎”声音不大，但她的眼神是坚定而
执着的。“自从家里栽种烤烟以后，
经济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前几个月，
我在梁河县城里找到一间
闲置的教室，工作队帮忙
进行了简单装修，还资
助我购买了地毯、练功
鞋等一些舞蹈用具，我
现在招了一些孩子教他
们跳舞，每个月收入差
不多2000元。”

“扎妮扎”告诉我
们，刚读幼师专业时，云
南民族村演艺公司
来芒市招收舞蹈
演员，她和同
学约着去报
考，她考取了
第一名，演艺

公司专门给她妈妈打了电话要带
她上昆明，白天在民族村当导游，
晚上演出节目，每月有 3000多元
的收入。但是妈妈赵余芬拒绝了。

“以前阿昌女孩很少有读完初中
的，自从扶贫工作队驻村后，再没
有一个娃儿因为贫穷而辍学。我不
想让她因为去民族村打工演出而
辍学，这样做也对不起烟草公司的
帮助啊。”赵余芬说。

不知不觉中斜阳浅照，洒满山
寨、竹林。在依依不舍中，“扎妮扎”
与我们告别。

临行时，我对“扎妮扎”说欢迎
她来昆明玩，到时陪她再去报考云

南民族村的演艺公司，她高兴
地答应了，脸上露出了期
待的笑容：“阿姨，等到
春节我们家的猪养得
更肥时，我想请烟草
公司的光林叔叔来我

们家过年。我也很想去
烟草公司看看，为叔叔阿
姨们跳一曲我自己编排

的舞蹈‘阿昌儿女
感党恩’，这是我
们村每一个阿昌
人的心声。”

“扎妮扎”

虽然生长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少数民
族山寨，但是，她有一位支持她实现
理想的妈妈，更有云南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对整个村寨、对她全家的
帮扶，她又是幸运的，她生活在一个
美好的时代。

来源：中国扶贫客户端

大山深处是她欢跳的舞台，蓝天白云是她起舞的背景，清脆的虫鸣鸟叫、叮咚的流水潺潺，还有山风拂过森林沙沙作响的声音，都可以
变成为她伴奏的音乐。她最大的心愿是到昆明，为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的叔叔阿姨跳一曲她自己编排的舞蹈“阿昌儿女感党恩”——

穷乡僻壤困不住“扎妮扎”飞舞的翅膀
杨漾/文 康伟/图

阿昌族是全国人口较少民族
之一，主要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陇川、梁河、芒市三个县
（市）。2015年7月，云南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启动阿昌族帮扶项目，在
德宏州阿昌族聚居区全面实施“基
础设施、民居保障、产业增收、综合
推进”四大工程建设，累计投入资
金12.46亿元，援建2件大型水源工
程、建设1937件烟叶生产基础设施
项目等2512个帮扶项目，到2018年
底，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的8.9%降
至 2.06%，德宏州阿昌族聚居区基
础设施得到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生
产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改变，农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贫困户
大批脱贫，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

“幸福阿昌”目标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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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一点，慢一点！拿好了就下
去，注意安全！”横路幸福小学的张
之雄校长一面引导着我们，一面叮
嘱楼道里拿着体育器材在嬉戏打闹
的孩子们要注意安全。

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横路村，
距离县城 10余公里，共有 304户人
家，其中阿昌族人口占到了全村总
人口的 98%，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阿
昌族村落。横路幸福小学就坐落在
这里，现有 7名教职工，4个教学班
（其中 1个学前班），77名在校学生
全部为阿昌族。

横路幸福小学建在海拔 1400
多米的山腰上，村庄主路绕其而过，
是村子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
有两栋崭新的楼房，一栋是两层的
教学楼，楼身点缀着阿昌族特色的
浮雕，阿昌族的图腾青龙绕在立柱
上，稳重而典雅；一栋是三层的综合
用房，一楼是学校食堂，其余则用做
教室，各种设施配备齐全，崭新又先
进。在两栋楼房之间是宽敞平整的
操场，篮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材
分布其间，绿草与鲜花相映成趣。

跟着张校长的脚步，我们参观
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孩子们不时偷
瞄我们几眼，面带羞涩。

“北京与上海的繁华，故宫和长
城的雄奇……孩子们现在都能近距
离地感受到了。”张之雄校长指着正
在播放课件的一体机设备说，“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在这里得到了实现。”

除了每间教室都配备有多媒体
教学设备，学校还有专门的电脑室
和实验室。

学校食堂环境清洁，现代化炊
具一应俱全，食材分门别类，摆放整
齐。张校长介绍，学校安排了专人给
师生做饭，所有的程序都安全规范，
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每天上午学习

结束后，孩子们会在这里吃上一顿
安心美味的午餐。

“没办法”

“没办法，那时候路还是土路。
晴天时候，风一吹，铺天盖地的灰尘
起来，大家都要捂着鼻子，到了雨
天，每个孩子都要穿上自己的雨靴，
趟着水来上学。”

“没办法，以前食堂欠缺设备，
食品安全卫生难以保障。”

“没办法，那时候学校环境实在
是太差了，很多这个村子的学生都
跑到别的村子上学去了，老师们都
不愿意来这里。最典型的是，有个人
刚考上老师，到这里上任，看见这里

的环境当即辞职，扭头就走了。”
“没办法”，是张校长说到这所

学校过去时常用的词语。他拿出老
照片给我们看，照片里的横路小学
教学楼老旧单薄，楼前的操场长满
了杂草，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食堂
在教学楼一侧，是一间红砖砌成的
简陋房子，与之相对的还有一间几
欲坍塌的土坯危房。看着老照片，
可以感受到那时候的办学条件是
何等的艰苦，以及在面对生源流
失、人才缺失时这所学校是多么的
无奈。

没有正常的软硬件环境，教学
难以开展，学生难以成才，家庭没有
出路，横路村一度陷入了贫穷的恶
性循环。

“有信心”

“现在好了。”张校长舒展了眉
头笑着说。

2015年4月，省委、省政府确定
云南烟草专卖局（公司）对口帮扶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阿昌族；2015
年7月，阿昌族帮扶工作正式启动。

在此次帮扶项目中，九保阿昌
族乡被纳入滇西边境片区集中实施
阿昌族帮扶规划，并将横路村作为
示范村试点先行，横路小学被列为
其中的项目之一。云南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总捐资197.89万元，其中：
新建校舍建筑面积 543平方米，投
资 120.66万元；建设篮球场、操场、

围墙、挡土墙，进行排水优化、绿化
建设、教学楼改造等，投资 53.33万
元；投资 23.99万元，采购计算机 15
台、计算机座椅 15套，多媒体交互
式教学设备（班班通）4套，学生课
桌椅60套及食堂设备等。

教育硬件完善了，路好了，路灯
也亮了。

在帮扶项目中，云南省烟草专
卖局（公司）和德宏州委、州政府针
对横路村基础设施差的实际问题，
投入资金 371.02万元，建设硬化了
村庄道路14677平方米，投资180万
元，在横路村安装了 330盏太阳能
路灯。

“从家门口骑上车，顺着大路，
不一会儿就到了。”一位家长告诉我

们，路修好后，接送孩子变得安全和
方便。有了路灯，秋冬时节，孩子们
再也不用摸黑上下学了。这些路灯，
点亮的是孩子们的梦想，这些道路，
则通向远方。

“一个都不能少，一个民族都
不能少，一个孩子都不能少。”在帮
扶工作中，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
司）致力于帮助阿昌族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加大教育扶贫的工作力
度，彻底解决因贫失学、因学致贫
的问题，3年来共捐赠扶贫助学资
金 529.5万元，对德宏州 3个阿昌
族乡农村户口的在校大学生每年
提供 5000元的助学金，共发放助
学金440万元。

哪家孩子不来上学，云南省烟
草专卖局（公司）扶贫驻村队员就会
实地走访落实情况，尽力帮助农户
克服困难，尽快把孩子送回学校。为
帮助农户了解教育帮扶政策，驻村
队员进村入户讲解，积极帮助符合
条件的家庭申请补贴。

横路村目前实现了义务教育阶
段无辍学学生的目标，并且不再有
学生因为贫困而导致失学。

“现在横路村有多少大学生？”
我问随行的老村长，老村长哈哈笑
着说，“太多了，一时说不准确。”

在这里，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
读书走出村庄，成为一条条连接边
疆山乡和世界的纽带，为家乡的发
展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将学生教
好，将教育办好。”张校长说。

“幸福阿昌，烟草同行”。在党和
国家的领导下，烟草人深谙高质量
扶贫的要义，在着力助推阿昌族群
众脱离贫穷的同时，也在为建设幸
福阿昌、提高人口素质，培养更多优
秀人才而努力……

前进，向着希望
——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横路幸福小学采访纪实

郭凯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