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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言，我一语，现场气氛十分融
洽。习近平认真倾听……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超过晚上
7 时。

看到时间不早了，习近平对大家
说：“我今天特别高兴，能够在这里同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代表们见
面。独龙族这个名字是周总理起的，虽
然只有 6900 多人，人口不多，也是中华
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骄傲地、
有尊严地生活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同各民族人民一起努力工作，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奋斗。”

他接着表示：“你们生活在边境地
区、高山地带，又是贫困地区，在新
中国成立以前生活在原始状态里。新
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关心下，独
龙族从原始社会迈入社会主义，实现
了第一次跨越。新世纪以来，我们又
有了第二次跨越：同各族人民共同迈
向小康。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全
国各族人民会一如既往关心、支持、

帮助独龙族。”
总书记指出，独龙族和其他一些

少数民族的沧桑巨变，证明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前面的任
务还很艰巨，我们要继续发挥我国制
度的优越性，继续把工作做好、事情
办好。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

“你是县长？你是乡长？”指着来

自独龙族的县长马正山和乡长李永
祥，习近平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独龙族兄弟姐妹自身能力也要增强，
县长、乡长就属于独龙族自身培养的
人才，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总书记亲切地对高德荣说，您是
时代楷模，不仅是独龙族带头人，也
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有你们带动，独
龙江乡今后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稍微停顿，习近平接着说：“我来
见大家，就是鼓励你们再接再厉，也
是给全国各族人民看：中国共产党关
心各民族的发展建设，全国各族人民
要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奔向全
面小康。”

—— 摘 自
《“ 全 面 实 现 小
康，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习近平
总书记会见贡山独
龙族怒族自治县干
部群众代表侧记》
（人民日报 2015年
1月23日2版）

滇西的高黎贡山常年云雾缭绕，横断峡谷的独龙江
千曲百回。

一个秋日的清晨，记者从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城出
发，翻越连绵陡峻的高黎贡山，中午时分，抵达“原始
秘境”——独龙江乡。

独龙江湍急清澈，两旁对峙的山峰气势非凡。山脚
下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米黄色村寨。眼前的景色如同一幅
浑然天成的水彩画。

独龙江乡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区。独龙族是一
个“直过民族”，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
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独龙江乡地处滇缅藏交界处的深山
峡谷，自然条件恶劣，一直是云南乃至全国最为贫穷的
地区之一。如今，这个深度贫困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山深处通公路

刘锐，两年前受中交集团委托，前往贡山县挂职扶
贫，担任贡山县委常委、副县长一职。一谈起独龙江乡
的交通变化，刘锐有说不完的话。

刘锐向记者介绍说，独龙族世代生活在崇山峻岭之
中。上世纪60年代，全长65公里、人工开凿的人马驿道
成为独龙族人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生产生活物资全靠
人背马驮。

每年 11 月到次年 5 月，暴雪会封闭进出山的路。11
月封山之前，独龙江乡 6个村的干部带领本村二三百人，
要步行3天到贡山县领取免费的化肥、粮种、洋芋、塑料
薄膜等。成年人背 100 多斤物资，小孩背 20 斤。驿道上
挤满了来回的人。

熬过冬天，盼到6月份开山解封的季节，村民赶紧把
粮食、盐巴、药品和生产资料运进来。6 月到 10 月是雨
季，许多村民用塑料薄膜蒙住头，打着手电筒冒雨赶
路，天黑了就睡在路边的树下。有时泥石流冲毁了道
路，他们不得不等待交通恢复，身上带的炒面和苞谷吃
完了，就挖野菜充饥。那时，国营马帮有 500多匹骡马、
40多名赶马工，每年的运输量不低于110万斤。

为了改变闭塞、贫穷的局面，上世纪末，一条耗资
超过1亿元的公路动工了。

1999年9月9日，独龙江公路竣工通车，这意味着人
背马驮的历史终结了。独龙族也成为我国最后一个通公
路的民族。

2011 年，独龙江公路改建工程开工。2015 年 11 月，
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完工，独龙江乡彻底告别了每
年有一半时间大雪封山不通公路的历史。隧道贯通后，
从独龙江乡到贡山县，正常情况下开车只需要 3 个多小
时，而20年前需要整整走3天。

独龙江公路要穿越气候变化莫测、高海拔的高黎贡
山，公路的维护成本很高。独龙江乡党委书记余金成告
诉记者，今年，独龙江流域连续下了半年的雨。记者在
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的路途中看到，有数处路基被泥
石流冲毁，有近十支工程队在抢修。

怒江州交通局长罗增贤告诉记者，怒江州政府已经
多方筹集近 3 亿元资金，准备对独龙江公路进行彻底改
造，计划重新规划选址，增加桥梁和隧道，彻底改变目
前时通时断的被动局面。

“放炮传信”变成“互联网+政务”

“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岩羊无路走，猴子也
发愁”……这些都是独龙江乡的真实写照。特殊的地理

环境和恶劣的天气，严重阻碍了独龙江乡的发展。
在独龙江乡巴坡村采访时，记者听到了“放炮传

信”的说法。巴坡村有430多平方公里，斯拉洛村民小组
100多户，有些在江以东、有些在江以西，通知开会要用
很长时间。当时的老县长发明了“放炮传信”，约定：重
要会议和紧急会议放两炮，一般会议放一炮，头天晚上
放炮，第二天下午开会。

在巴坡村麻必当电站，记者见到了一部手动调试的
老机组，它见证了独龙江乡电力发展史。

“那是 1989 年翻越高黎贡山，从雪山丫口背进来
的。”今年54岁的王国光对这段记忆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王国光 23 岁，听说有大型水力发电机要进来，
他非常激动，主动申请去接运。“机器又大又重，人马驿
道路又窄又陡，弯道多，马帮没法托运，只能靠人力去背。”
接运小组 20 人左右，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天多雨，路湿
滑，每人负重100多斤，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程，65公里的人
马驿道，发电机加高压线前后背了一个多月。

2006 年，独龙江乡第一座真正意义的水电站——孔
目电站建成投产。但由于独龙江乡山高坡陡，人们居住
分散，乡内仍有大量人家不通电。

2018年，独龙江乡建成了400千瓦柴油发电及200千
瓦储能系统，实现水电、柴发、储能多能互补的微型智能电
网，为独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

与此同时，现代通讯技术也悄然走进独龙江乡。
2014 年，中国移动工作人员来到独龙江乡，架光

缆、爬铁塔、装设备、测信号。经过几个月奋战，4G基
站建成开通，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穿过高黎贡山、跨越独
龙江。

通网后，当地加大推进“互联网+电商”，“彩云优
品”电商平台应运而生。“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草果、重
楼、当归、坚果、独龙毯、蜂蜜等独龙江乡的特色优质
经济作物和特产得以通过互联网营销的模式销售出去。
为了让乡亲熟悉并用好“彩云优品”，独龙江乡的 6个行
政村开展了一系列培训，手把手教乡亲使用电商平台。

谈到家乡的变化，村民自豪地说：“现在独龙江人对
外面的世界了解更多了。以前到乡里办个事，经常一天
还办不完，现在有了‘互联网+政务’，在村里分分钟就
办妥了。得了病要做手术，可以在乡里连线省城的专家
诊治。”

从“输血扶贫”到“造血扶贫”，从“授人以鱼”到
“授人以渔”，独龙江通过移动“互联网+”闯出了一条脱
贫致富、跨越发展的新路径。

“共产党的政策，真没得说”

千百年来，独龙族群众与世隔绝，庄稼靠点种、过
江靠溜索、穿衣靠纺麻、看病靠占卜，过着结绳计数、
刻木记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独龙江乡没有一所学校。1952 年，
独龙江乡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孔目小学，从此独龙族
有了自己的教育事业。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
扶项目启动之后，独龙江乡构建起了从学前到初中的教
育体系。截至目前，全乡 6个村委会教学点实现全覆盖，
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0%，巩
固率达100%。

2019 年 9 月 18 日，献九当村委会小学建成投入使
用。崭新靓丽的楼房，宽敞明亮的教室，30多名独龙族
学生朗朗的读书声，让已经退休的老县长高德荣有感而
发：“现在的孩子真幸福，走几步就能在家门口读书。共
产党的政策，真没得说。”

巴坡村的老校长木文忠至今还在讲台上教课。他曾
经历过茅草屋教室，如今在崭新的乡九年一贯制学校里教
数学和科学。“再也没有逃学的孩子了，他们相互比谁更用
功，有些孩子跟我说，一定要考到北京去！”木文忠说。

2006 年，独龙族女孩高琼仙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她
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村民大多认为孩子“读到初中就
够了”。如今，情况变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读书的
重要性。据统计，独龙族目前已经有3名博士生、2名硕
士研究生、29名本科生。

独龙江乡的医疗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走进独龙江
乡卫生院，记者见到怒江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副主任医
师赵燕。她来这里进行医疗扶贫已经快两年了，她对记
者说，“刚来扶贫时，我经常要帮助来看病的孩子洗手、
洗脚，甚至还要洗澡。现在独龙族人的健康意识提升了
很多。”

该院院长黎强一见到记者，就说起了独龙江乡医疗
方面的巨大变化。

在黎强的儿时记忆中，他所在的龙元村每年都有人

意外去世。有的被毒蛇咬伤，有的外出采药、打猎摔下
悬崖，有的妇女生完孩子大出血死亡。大雪封山的半
年，人们有了病只能挨着。独龙江乡每个村都有巫师，
却没有医生。当时，独龙江乡人均寿命仅30多岁。

黎强刚参加工作，就负责整个乡的防疫。他翻山
越岭，上藤桥、过溜索，走遍了村村寨寨，宣讲常见
病预防和传染病防治法，每接种完一轮疫苗，需要 3 个
月时间。

如今，独龙江乡卫生院已经有了心脑血管救治站、
自动洗胃机、B超机等。2015年，卫生院开始使用远程医
疗系统，可以与昆明、珠海等地的医生会诊病人。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2007 年，老县长高德荣试种草果，2011 年实现部分
挂果。在此基础上，2012 年初，独龙江乡大面积推广草
果种植，林业、农业等部门组合发力，通过免费发放草
果苗、送技到家门等方式帮扶独龙族群众种植草果。

从一户到几户、从一个小组到几个小组、从一个村
到几个村，独龙江乡草果种植面积目前已发展到 6.8 万
亩。红彤彤的小草果，成了独龙族同胞脱贫致富的“金
果果”。

除了草果种植，独龙江乡还通过“林+菌”“林+畜
禽”“林+蜂”等模式，带动独龙族同胞发展羊肚菌、独
龙牛、独龙鸡、独龙蜂等林下种养殖业，极大提高了林
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2019 年国庆节，封闭改造两年的独龙江向游客限流
开放。颇有头脑的独龙江人王战荣从中看到了商机，和
妻子开办起了农家乐。“交通条件好了，来独龙江的游客
越来越多，很多游客都在询问有没有吃住的地方。”王战
荣说。

从农家乐的改造装修，再到自己亲自下厨，王战荣
的农家乐慢慢步入正轨。为了吸引客流，他还在农家乐
里设置了一个特产售卖点，推介草果、蜂蜜等独龙江原
生态特产。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孔当村“亚纳农家乐”，老板娘
肯秀泉和丈夫梁向保正忙得不可开交。这家占地约
1000 平方米的农家乐，是夫妻俩通过小额贷款及县里
扶持建成的，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栋 24 个床位的“亚纳
客栈”。肯秀泉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游客一天比
一天多起来了。”

余金成书记向记者介绍说，近年来，独龙江乡注重
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在巩固草果、中蜂、独龙牛养殖
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着力发展羊肚菌、黄精、重楼
等种植项目，加快发展民宿、农家乐、客栈等旅游服务
产业。2019年，群众人均纯收入达到9000元以上。

随着独龙江3A级景区的创建成功，旅游业成为独龙
江乡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距乡政府不远的山坡上，一个
四星级的独龙江天境酒店已基本建成。“年内即可投入运
营，可有效带动当地的旅游、餐饮、种养殖等相关产
业。”余金成说。

在几个民宿景区，一些村民在河滩捡枯树枝，背回
去当柴火。余金成说：“保护生态嘛！不能随便砍树、打
猎、捕鱼。”看得出来，独龙族人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从
前，独龙江乡路边能吃到野味，现在这些都不见了。

2018年底，独龙江乡实现了整乡和独龙族整族脱贫。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青山巍

巍，绿水潺潺。如今，独龙江干部群众正在奋发图强，
让山更青、水更绿，让未来的日子更美好。

在去往北京通州区漷县镇张庄村的路
上，笔者看到笔直的马路穿镇而过，两边都
是红砖砌成的平房，行驶在路上视野极为开
阔。午后，谢兆海师傅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张
庄村村委会，他是运河龙灯会的第五代传承
人，向我们讲述了通州运河龙灯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背后的传承故事。

张庄村的运河龙灯是大运河河畔最具特
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通州区运河龙灯
早已“走出通州”，它在北京市也是一张亮眼
的文化名片。

谢师傅今年54岁，1966年生，他穿着牛
仔裤和运动鞋，头戴鸭舌帽，鸭舌帽上绣着
一个“良”字，他的两鬓已经沾染上岁月的
风霜，但依旧步伐矫健，思路清晰。谈及运
河龙灯的历史，谢师傅神采奕奕，娓娓道
来。“据老一辈人回忆，有时候大运河上运粮
的漕船来到北京时遇上河面提前封冻，这时
候就通过舞龙来祈祷冰面快些解冻。传说这
是‘御赐的龙’”。旧时舞龙含有祈福消灾，
祈求来年丰收之寄托，承载着百姓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谢师傅的爸爸、爷爷、太爷爷等祖上的
先人都是运河龙灯的传承人，有记载的运河
龙灯会可以追溯到清朝道光十四年，至今已
经有近 200 年的历史了，谢师傅也是运河龙
灯的第五代传承人。据谢师傅回忆，他父亲

打小就开始操练运河龙灯，到谢师傅这一
辈，他接触运河龙灯也有几十年了，运河
龙灯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难以割舍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为了传承运河龙灯，谢师傅可谓尽心尽
力，不断为保护这一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奔走呼号，呕心沥血。操练龙灯的队员大都
年事已高，他们之中有农民、工人、木匠、
泥瓦匠，平时各自忙活自己的工作，运河龙
灯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谢师傅又是龙灯队伍
中的主心骨。

谢师傅回忆，父亲在世时经常在村里以

敲锣为信号，让队员们集中起来操练龙灯。
现在谢师傅也经常一家家上门和队员们约定
时间，动员大家挤时间参与舞龙排练。

谢师傅的老本行是木匠，靠这门手艺养家
糊口，但为了更好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 2015 年开始他便舍弃了老本行，专心投入
到这一事业之中，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家里人
也表示出不理解，但他还是选择了咬牙坚持。

受父亲的影响，无论再苦，谢师傅也打
定主意把这门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据谢师傅回忆，通州运河龙灯曾经在很
多个场合都表演过，比如2019年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2016年，运河龙灯还在通州区运
河文化广场表演过，当时还得了一个三等
奖，回忆起当时的热闹场景，谢师傅依旧很
兴奋。“我们从侧门一进去游客就都围上来
了，我们都差点施展不开了。大家纷纷掏出
手机拍照，可热闹了。”龙灯一亮相，便享受
到了“大明星”一般的待遇。

除了去市里和区里参加活动，运河龙灯会

最常去的还是镇上和村里。镇上的运动会、
村里的节庆活动举办时免不了让龙灯会来表
演助兴，大伙儿都爱看，龙灯会在本地远近
闻名。张庄村运河龙灯队员们训练有素，配合
默契，在演出时统一穿上精心制作好的传统服
饰，一队身着红色衣裳，另一队身着白色衣裳，
两队队员都脚踏红色靴子，靴子上饰有金色纹
路。队员们头上还戴着极具特色的红头扎，红
头扎上以红色小球装饰，队服是传统的中式开
襟服装，彰显着浓浓的传统文化底蕴。

据谢师傅介绍，运河龙灯原有30多个套
式，目前保留下来的有13个。谈及自己在龙
灯队中的位置，谢师傅豪爽地笑了，“我在龙
灯队里没有固定的位置，哪里人不够我就顶
上，我什么都会，在龙头龙尾或者其他哪个
位子都可以。”

2005年，运河龙灯被列为“北京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正式命名为“通州运
河龙灯会”。张庄村也因为得天独厚的运河龙
灯文化遗产
入选北京市
第一批市级
传统村落名
单 （ 共 44
个），为通州
区唯一入选
的村落。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龙灯文化传承人谢兆海师傅——

让运河龙灯一代代舞下去
黄嘉莹

运河龙灯表演。 （图片来源：大运通州网） 谢师傅展示舞龙道具。 黄嘉莹摄

云南省怒江州独龙江乡——

“直过民族”再越贫困大山
本报记者 陆培法

独龙江乡巴坡村村民在自家门前合影独龙江乡巴坡村村民在自家门前合影。。 杨时平杨时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