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中国故事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20年9月17日 星期四2020年9月17日 星期四

习近平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
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要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
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
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要发展现
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
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提
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整体素质。要推动乡村人才振
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
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
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

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
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
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
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
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
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
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
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要推动乡村
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
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
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
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
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

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
满活力、安定有序。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
行，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分类推进，科学把握
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
情，特别要保护好传统
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
筑，不搞一刀切，不搞统
一模式，不搞层层加码，
杜绝“形象工程”。

——摘自 《习近平参
加山东代表团审议》，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 （2018年
3月8日）

“能用艺术改变乡村，让我很
有成就感”

顺着火山石块铺就的村道挪步向前，白墙、青砖、
黛瓦鱼贯而出，徽派建筑风格民居鳞次栉比，汉文化符
号在这个纯傣族村轻易可见，这便是帕连最大的特点。

张占菊告诉记者，帕连现有住户 119户，均为傣族。
但据邑人杨文选所撰 《杨思孝老祖公定居帕连寨时间考
查》 一文可知，帕连人其祖却为汉族，大致于明朝万历
年间到龙江刀土司家任书办之职，土司赠与庄田，又娶
傣族雷氏为妻，而后定居帕连。在400多年的民族繁衍生
息中，帕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傣”文化。2013 年，
帕连村还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这里距离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口只有6公里，距离腾
冲市区也只有30公里，但之前的旅游发展却并不尽如人
意。”2019 年 6 月，张占菊被选派至五合乡主抓乡村旅游，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她发现帕连的区位、民俗优势都非常
明显，但缺少一张打响旅游名号的“关键名片”。

最适宜帕连的“旅游名片”从何得来？张占菊带领
乡村两级干部四处打探，寻觅可行方案。很快，紧邻腾
冲的德宏州梁河县举办的“涂鸦艺术节”吸引了张占菊
的注意。

在画家信王军心目中，云南的村寨虽是一片神圣的
艺术净土，却唯独缺乏艺术教育，“就连阅读、谈论文艺
的人都很少”。因此，2017、2018连续两年，他来到梁河
县发起涂鸦艺术节活动，邀请数百位涂鸦画家来此创
作，并开展公益教育。在艺术的赋能下，单调的巷道开
始变得五彩斑斓，吸引游客源源不断地参观浏览。

“既然有成功案例在先，那帕连是不是也能‘移植’
这一模式呢？”在获得乡党委同意后，张占菊委托帕连文
化站站长陈以晓与信王军取得联系，多次向他发出来帕
连考察的邀请。

终于，去年8月底，信王军一行四人来到帕连。在村
里村外转了两天后，他们发现，尽管帕连拥有独到的傣
族文化，但它也是一座缺乏亮点的乡村。“如果能通过艺
术让老旧山村焕发新活力，这会让我很有成就感。”信王
军说，离开帕连回到家没几天，他便设计好了改造方案。

“对传统傣寨进行改造，这需要有情怀的艺术家参与
主导，信王军先生的方案就很好地融合了现代风格与傣
家传统。”对于信王军的设计方案，张占菊等人很是满
意。在乡党委、政府的协调下，200多万元改造资金迅速
到位，3个月过后，信王军便带领团队入驻帕连。

自村口向西没走几步，只见黄土砖墙内，却嵌有一
台废旧黑白电视机，屏幕上清晰显示着“你们的美术
馆”几个大字，这里便是帕连村艺术改造的起点。

原来，在前期考察中，信王军了解到，帕连村民其
实并不缺少接触艺术的机遇，每年都会有大批艺术爱好
者来村写生。为了让帕连真正成为艺术乡村，让艺术爱
好者与其作品能在村中找到一个“落脚处”，信王军决定
拉上村民一起修建一座美术馆，即“你们的美术馆”。

“美术馆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而是你们的，
这样更显得亲切。”正如信王军希望的那样，在与艺术家
们的朝夕相处中，村民渐渐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天傍晚，在未完工的美术馆
内，砌墙工人、耕田农夫、年幼孩童都纷纷拿起了画
笔，开始学习作画。

可别小瞧了这些“菜鸟”画家，正是他们最先在
“你们的美术馆”办起了个人画展。这不，在 8月末的帕
连，一场名为“一个体育老师的绘画展”正在这里上
演。这名体育老师不是啥知名画家，就是帕连村村民杨
正斌。

因为家中空房较多，信王军团队进驻帕连后，便一
直住在杨正斌家。耳濡目染下，这名五合民族中学的体
育老师也慢慢迷上了画笔。从鹅卵石画到青瓦片，从田
园山水画到傣族民俗，短短 3 个月，杨正斌就创造了 29
幅作品。

“大家告诉我要想啥画啥，还教给我具体构图方法，
知道我喜欢吃鱼，艺术家们甚至还用捕鱼工具捞篼给我
起了艺名。”对于这个新身份，杨正斌很是满意。

如今，帕连村这个传统傣寨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今

年五一期间，帕连村的单日游客量成功突破了3000人次，
直到晚上10点还有游客来赏灯作画。”张占菊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利用艺术拉动帕连发展，信王军最近又开
始将村中壁画制作成书包和服装，摆在网上销售。“这些
纪念品的销售所得，最终还是要返还给帕连的，毕竟精
彩地活着，比拼命赚钱更重要。”信王军笑着说。

“看着这些宝贝还有点用处，我
高兴着咧”

对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村寨进行艺术改造，村民们
是什么反应？

“听说村里要发展旅游，大家都高兴着咧！就拿建美
术馆说起，开工第一天，全村上下老小都主动带上工具来
到现场，一起帮着清扫整理，干劲儿可足啦！”张占菊说，

“你瞧，这里是文举奇石馆，这便是我们村民自发捐建的。”
帕连村背靠云盘坡而建，村中地势因而起伏较大，

巷道设计错综复杂。紧跟张占菊的脚步，在迷宫般的帕
连走过几处巷角，抬首一看，文举奇石馆便到了，而这
也是捐建者杨文举老人的家。

走入馆内，四面墙上尽是展柜，上千种奇石陈列其
上，好不壮观。“你面前这块叫‘爱情石’，那边是‘东
渡’，再旁边那个是‘美人鱼’……”杨文举热情地介绍
着馆中藏品，声音浑厚有力，一点儿也听不出老人已有
89岁高龄。

先后担任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腾冲文教局文化科
科长的工作经历，令杨文举对傣族文化的传承发展颇为
在意。因此，1992 年退休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城市安度
晚年，而是举家搬回了帕连。

自费建阅览室、开办汉语培训班、请专家教授种植
技术……回到家的这 28年里，杨文举基本上一天也没闲
着，脑子里琢磨的尽是村里的大事小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文举发现，帕连的石头资源很
丰富，有特点、有灵性的奇石数不胜数。“遇到好看的石
头，我就是背也要把它背回家，这都是大自然留给我们
的宝贝哟！”这么多年下来，收集奇石成了老人唯一的爱
好，一有时间，他便会欣赏起自己的收藏。

去年底，帕连村启动“艺术改变乡村”计划后，杨
文举又动起了捐建奇石馆的心思。

“放心，知道项目资金不多，我不收你们钱，就把奇
石馆建在我家就行，省得你们来回折腾。”至今，张占菊
还记得初次拜访杨文举时，老人所讲的这句话。

事实上，当时杨文举的身体状况并不太好，大家都
很担心嘈杂的施工会影响老人家休息。“你们尽管弄就
好，不用管我，看到这些宝贝还能有点儿用处，我高兴
着咧！” 杨文举的表态，令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动不已。

今年年初，在共同努力下，文举奇石馆正式开业迎
客，半年时间就接待了上万人次。

由于帕连旅游业是刚刚起步，景区创建工作面临着
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民活动空间压缩等多重困
难。为此，五合乡党委在帕连组建了村民小组，形成

“支部到组、自管到户、商量到人”的治理新格局。
得知帕连村民小组成立了，杨文举很是支持，他主

动报名，并担起了村规民约义务宣传员、邻里纠纷调解
员等多种职务。不仅如此，他还说服两个儿女加入了村
民小组，一起为帕连服务。“不管用啥方式，只要能为家
乡建设贡献份力量，我都愿意！”杨文举说道。

“在家门口开店，比生活在城市
还快乐”

换上“艺术装”，吃上“旅游饭”，帕连村傣家人的
日子真的富起来了吗？

带着疑问，记者走进“你们的美术馆”，来到“阿改小吃
摊”前。只见摊前的塘火旁，正围坐着一群歇脚游客，身穿
傣服的阿改一边切着水果，一边热情地招呼着客人。

“不好意思，实在是招待不周。先来尝尝我做的肉干
吧，这是第一次做，可能不太成功。”刚刚送走客人，阿
改便忙将刚切好的牛肉干递给记者，眼神中满是歉意。
对于这位 30岁的傣家姑娘来说，能在家门口过上如此充
实忙碌的日子，这是曾经的她想都不敢想的。

阿改，名叫杨秀改，是土生土长的帕连人。由于家
庭贫困，初中毕业后，阿改便去县城打工，结婚后为了
照顾两个孩子，阿改不再外出，而是留在家中务农。但
一年到头算下来，也没多少收入，日子过得很拮据，“那
时候就连买一件60块钱的衣服都要想好几个月。”

眼见游客是越来越多，为了带动村民增收，帕连村

民小组在村中各处设置了多个公共摊位，只象征性缴纳
一点费用，村民就可在此经营餐饮生意，“阿改小吃摊”
便是其中之一。

靠着自学手艺，阿改将自家种的菠萝、芒果调制成
特色饮品，并制作软米、猪皮、撒撇等傣味美食，供游
客挑选。就靠经营小吃摊，阿改一个月就能有2000多块钱
的收入。“在家门口开店，既能照顾老人、小孩，还能接受艺
术教育，这比生活在城市里还快乐！”阿改笑着说道。

阿改告诉记者，因为艺术改造，村里1/3的年轻人都
回来了。目前，只住有 419 人的帕连村光农家乐就开了 4
家，小吃店也有20多个，不用出家门，村民就能做起生意。

曾经，在 64岁的帕连村民白兴秀心中，老年人要想
补贴家用，就只能带着自家种的洋石榴到公路旁售卖，

“路途远不说，路边蹲一天，最多也就挣几十块。”
“帕连作为傣族村寨，民族特色这块招牌必须得发扬

光大。”张占菊明白，若想真正发展好乡村旅游，势必还
要发掘傣家传统民俗的价值。

织锦技艺，是傣族的传统手工艺之一。近年来，随
着工业技术的发展，一梭一线制成的织锦逐渐被机器化
纺织产品替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严峻的失传危
险。“如果帕连能恢复做织锦，一来可以继承傣家传统，
二来还能增加旅游卖点。”张占菊不禁想到。

“但整个帕连，已经有 50多年没做过织锦了。”对于
重振织锦技艺，起初，白兴秀并不看好，“说实话，像我
们几个做过织锦的老姊妹，因为年龄大了，具体细节真
是忘掉咯。”

既然在当地找不到‘师父’，那就去更远的地方看
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 11月，帕连村与龙陵县的一
处傣寨取得联系。村民们分批来到龙陵，实地参观学
习，最终成功将织锦技艺传归帕连。

在白兴秀家中，就有一间专门展示织锦的屋子。“像
这种织锦，一般能卖到 300 块一米，另外一种质量稍差
些，但也能卖到 200块钱。”她告诉记者，听说村里又开
始做织锦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生意也好做得很，“现
在，我再也不用去路边摆摊卖水果了，来旅游的客人直
接把钱‘送到’了我家门口，真的谢谢政府对我们傣家
的支持帮助！”

包括“你们的美术馆”、文举奇石馆在内，如今的帕
连已经形成了“五馆联动”的特色景点。“下一步我们
要考虑的就是把乡村旅游与壮大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帮
助村民持续增收。”张占
菊说道。

傣语中，帕连意味
着“红岩下的寨子”。如
今，艺术乡村散发出的

“幸福光芒”已点亮了整
片“红岩”，为傣家人带
来希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云南“诗意傣寨”帕连：

向艺术乡村的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 刘乐艺

高 黎 贡 山 下 ， 龙 川 江
畔。从云南腾冲市区出发，
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绕
过几道山弯，几杆高达10米
的“竹制毛笔”出现在视野
之内——五合乡帕连村到了。

“我不知道其他省份的情
况，但这些‘毛笔’绝对是
全云南最大的啦！”驻足村
口，同行的五合乡党委副书
记 （挂职） 张占菊热情地讲
解道，“这其实都是电线杆，

通过绘画加工才变成了‘大
毛笔’。”

记者发现，类似的艺术
装置正四散于这个游客口中
的“诗意傣寨”：创意字体写
成的诗句彩灯、仿村中孩童
绘就的巨幅壁画、废弃砖瓦
制作的墙面装饰……殊不
知，在去年以前，帕连还
一直是一座默默无闻的边陲
村寨。

五合乡党委立足资源禀

赋，以美丽村庄建设为抓
手，加快发展生态服务业，
让绿色、健康、美好的生活
环境成为展现五合美丽形象
的发力点。2019年，五合乡
选择在“云南省农村综合改
革试点村”帕连，以嫁接艺
术的方式，带动乡村旅游，
激活经济发展。在艺术的洗
礼下，帕连村摇身一变成为
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引得无数游客沉醉其间。

图①图①：：游客与创意壁画游客与创意壁画 《《骑单车的二骑单车的二
猛猛》》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五合乡文化站五合乡文化站供图供图

图②图②：：帕连村中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墙帕连村中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乐艺刘乐艺摄摄

图③图③：：壁画壁画 《《当你站在这里时这个作品当你站在这里时这个作品
就完成了就完成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乐艺刘乐艺摄摄

图④图④：：帕连村民跳起傣族嘎光帕连村民跳起傣族嘎光
嘎秧舞嘎秧舞。。 五合乡文化站五合乡文化站供图供图

图⑤图⑤：：鸟瞰五合乡帕连村鸟瞰五合乡帕连村。。
五合乡文化站五合乡文化站供图供图

⑤⑤

①① ②②②

③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