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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不是一座山，是一列一列的山。
这是我对凉山最直观的印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面积超6万平方公里。
目之所及，尽是莽莽群山，蜿蜒不绝。

在书中，或在网上，这片位于川西腹地的广袤土地
被贴上了太多标签：山多、险峻、闭塞、民族风情……
真实的凉山到底是怎样的？不久前，我实地探访西昌、冕

宁、昭觉、德昌等凉山州多地，试图探寻答案。然而，直
至旅途末尾，我仍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定义。

或许，凉山之多彩，恰如其天气之多变——在这
里，大地被江河与群山切割，上一秒还艳阳高照，翻
过山头也许就下起小雨。随着旅途的深入，凉山的形
象也在我心里愈发立体，这里的人文风物，远比想象
得更加多彩。

凉山有良田

初夏的凉山州德昌县，暑气渐浓，阳光
大喇喇洒下来，不一会后脖颈便灼得发烫。
不过，满眼的翠绿，倒给人一丝清凉之意。

“你看，这个就是枇杷花。”在德昌县高
丰村，大片大片的枇杷树连成了绿色的汪
洋，村党总支书记杨再平找到藏在叶子里的
花骨朵，摘顶、掰枝，一套疏花动作麻利又
干脆。

在德昌县麻栗镇，同样能撞上一片绿
海。“今年的稻子，长势喜人哩！”顺着镇党
委书记马涛手指的方向，只见一层层梯田
里，稻子嫩得仿若能掐出水，秧苗随风摇
曳、碰撞，宛如一群小孩儿在蹚水玩。

稻米、枇杷、桑椹、金桔、蓝莓……当
地老乡告诉我，几乎每个月，德昌都有应季
的粮食和蔬果上市。这让我颇感意外：凉山
还是隐藏的果蔬之乡？

打开地图，我找到了答案：一条名叫
“安宁河”的水系纵贯冕宁、西昌、德昌等
地，给凉山州带来了四川第二大平原——安
宁河谷平原。丰沛的水系、充足的光照，加
之肥沃的土壤，让安宁河流域成为打造“天
府第二粮仓”的天选之地。

凉山并不是没有良田，为啥很少听说过？
当地人告诉我，早些年这里还不是此番光景。

“我 1993 年嫁过来，那时候穷得很啊。”
说起从前，杨再平就打开了话匣子：2005年，
四川省农科院的专家来高丰村考察，发现这
里光足、水多、昼夜温差大，适合枇杷等经
济作物生长，“专家说我们这抱着‘金饭碗’，
但大家心里打鼓，这小小的枇杷真能致富？”

在麻栗镇，旧生产模式的惯性也很大。
“我们德昌香米在清朝是贡米，品质相当
好，可惜就是产量少。”马涛告诉我，老百
姓习惯自己门前种点口粮，但只种不管，亩
产一度只有300斤左右。

良田这个“金饭碗”，咋样才能真正端
起来？德昌开始一步步摸索。

“有人不相信，但我相信专业力量、相
信技术，我愿意尝试！”就这样，杨再平成
了村里第一批枇杷种植户。育苗、修枝、浇
水、套袋……她攒了厚厚一沓种植技术笔
记，骑着摩托车把全镇的枇杷地都摸了个
遍。开种第三年，杨再平和亲戚就靠枇杷挣
了 5万多元。现在，高丰村枇杷种植面积已
达2300亩，户均年收入超过10万元。

在麻栗镇，旧模式也在逐渐转变。改变
的路子很明确：散户多、量产少？那就搞

“集约化”，由农业公司统一从农户手里流转
土地，再统一种植、销售；只种稻，收入
少？那就搞“复合化”，稻鸭、稻渔共生，
稻莓、稻油轮作……如今，麻栗镇已经孵化
出四川省粮经复合三星级产业园区。

不过，发展之路上也碰到了困难。
“我们现在最缺的不是钱，是人啊！”马

涛告诉我，目前园区还是当地干部带头上阵
管理，自己人虽然有干劲，但毕竟不是专业
的市场人才。

“高薪聘请、真金白银还找不到人才
吗？”我问。

马涛摇了摇头：前些日子，园区打算在
网上招一位执行总经理，年薪开到了 50 万
元，但应聘的候选人里却没几个既内行、又
懂基层乡情的人才。

“还得是家有梧桐，才能吸引凤凰啊！”
话锋一转，马涛从感叹转入实干，开始兴致
勃勃地给我展示规划图：未来这里还要建厂
子、搞深加工，打通一二三产业……“等我
们再做大些，名声响些，人才就来了！”马
涛笑着说。

“新房子瓦吉瓦”

“您已进入高原地区，请注意血氧变化。”
去往凉山州昭觉县的路上，腕上的手表

向我弹出了一个提示消息。望向窗外，山峦
连绵起伏，随处可见白色的索玛花和低头吃
草的小羊羔，俨然已不再是河谷的田园风
光。盘山路一个弯接着一个弯，车上的行李
都晃荡起来……

在这样的高山环境里，人们的居住环境
会好吗？

来到平均海拔 2800 多米的昭觉县解放
沟镇大石头村，只远远一瞧，村落的样貌
就让我打消了疑虑：一栋栋房屋齐整整地
立在半山腰上，统一的装饰极富彝族特
色，黄梁黑瓦、院坝开阔，屋檐下的斗拱
如昂扬的牛头。

“你要是几年前来，可还不是这个样
呢！”解放沟镇党委书记陈劲松向我展示了
几张过去的照片：原来，当地人习惯将猪、
牛、羊养在家里，村里又没有垃圾分拣设
施，环境卫生较差。陈劲松回忆，自己到村
民家里帮忙搞卫生，结果刚打扫完畜圈，一
墙之隔的院坝就脏了，把院坝搞干净，入户
路又脏了。

“这不是陷入‘死循环’了？”我问。
“所以说，家庭生活区、仓储区、养殖

区必须得分开。”陈劲松告诉我，这几年，
村里推行起了“三区分离”，以 3—5户小组团
的模式建起“共享猪圈”；同时，还新改建厨
房、配套优化庭院 20 户，安装污水管网 3.4
公里，人畜共处一院的场景终于成为过去。

“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其实不穷，但生活
方式是最难改变的。”站在村里新建的民俗
文化坝子上，陈劲松不禁感慨，“经过治
理，现在村子干净整洁多了！”

“请进我们的新家！”在昭觉县，我又来
到了曾经的深度贫困村三河村，宽阔的院坝
外，脱贫户吉好也求热情地招呼我走进他
100平方米的屋子。

只见砖混结构的房屋内，客厅宽敞、白
墙亮堂；屋外，一串金灿灿的玉米垂挂在墙
上，院坝旁还有一小块菜园子。吉好也求笑
着说：“新房子瓦吉瓦 （彝语，意为好），做
梦也没想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顺着山路往上走，一家人在三河村旧址
的老屋还保留着：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只
有三张床、几个柜子、一个火塘；向上瞅，
透过瓦片缝隙还能看到梁上的野草……实地
走一圈后，我明白，老乡的“瓦吉瓦”是真
心话。

三河村党支部副书记洛古有格告诉我，
易地搬迁让村民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如今，村民养起了乌金猪和西门塔尔牛，在
田间地头，生姜、川牛膝、冬桃等特色产业
也不断壮大。

“我要努力学习，回报祖国，我爱家乡，
我是中国娃……”离开前，吉好也求家客厅
墙上的一个红纸条吸引了我的注意。吉好也
求告诉我，这是女儿吉好有果写下的话，女
儿正在西昌读书，这满墙的奖状也是孩子的。

看着纸条，字虽稚嫩，一笔一画却很
用力。在亲眼看到旧貌到新居的巨大变化

后，我想，我更能理解小姑娘写下纸条时
的真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凉山州的自然风光中穿梭，到处可见
蓝天、白云、碧水；而在凉山的人文景观里
行走，最常见的却是黄、黑、红三色。

这是彝族文化里最重要的三种颜色。在凉
山州，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彝族，全州有彝、
汉、藏、回、蒙等14个世居民族，是四川民族类
别和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多彩的人口结
构，也让这片土地留下了不少民族佳话。

“89 年前，刘伯承和彝族小叶丹就是在
这片海子前以水代酒、歃血为盟的……”
在凉山州冕宁县的群山之中，坐落着一个
海拔 2280 米的海子——彝海。在澄明如镜
的湖水边，彝海结盟纪念馆彝族讲解员祝文
娟向我讲起了一段往事：

1935年 5月，红军在长征途中来到凉山
彝族地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
当地人的尊重。于是，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
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达 （小
叶丹） 在彝海歃血为盟，在其帮助下，红军
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并授予小叶丹“中国夷
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战火纷飞的年
代，小叶丹一家一直用心守护这面旗帜，妻
子倮伍伍加嫫还将它缝进自己的百褶裙夹
层，直到冕宁解放才拿出来。

“彝海结盟的故事我已经数不清讲过多
少遍了，但每一次还是觉得动容。”祝文娟
告诉我，参观的游客来自五湖四海，但她印
象最深的还是一位坐轮椅的老奶奶。在纪念
馆的文物前，老人一个人沉默地看了很久，
听着讲解，眼泪便止不住流了出来。

“我不知道这位老人家经历了什么，但
我知道，有些历史人们不会忘却，有些情谊
历久弥新。”祝文娟说。

如今，民族团结的种子也在凉山的下一
代延续。

“我是中国娃，黑色的眼睛，黄色的皮肤，我
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在昭觉
县昭美社区幼儿园，5岁的依火合英穿着彝族
服饰，坐在话筒前用普通话作了一场演讲。

这一路走来，不少老乡说话都多少带点
口音，为啥娃娃们能说得如此字正腔圆？

“其实，因为家庭的彝语环境，孩子们3
岁入园时几乎听不懂普通话。”幼儿园园长潘
怡然告诉我，昭美社区是易地搬迁社区，园内
的527名彝族娃娃大多来自脱贫户。老师们先
从“喝水”“吃饭”等生活用语教起，日积月
累、耳濡目染，这才让孩子们能够用普通话进

行日常交流。
曾经，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久居深山

的彝族民众大多不会说普通话，在就业、务
工、融入现代社会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
2018年5月，依托“一村一幼”计划，“学前
学会普通话”行动在凉山启动，几十万彝族
娃娃开始学习普通话，以形成国家通用语言
思维习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前在家里吃饭时，妈妈会说‘咂泽’
（彝语，意为吃饭），我就告诉妈妈，‘咂泽’
就是‘吃饭’！”依火合英奶声奶气地说。

离开幼儿园之前，小二班的彝族娃娃
南征英雄送给我一份礼物——自己用超级
黏土做的手工画。黄色的花朵，点缀紫色
的星子，简单却浪漫。我和娃娃拍下了一
张合影，或许十几年后等她长大，我再来
凉山看她，那时凉山与她将会发生更多更
好的变化……

民生新事

本报昆明电 （记者张驰）“老
李，都是邻居，互相体谅多好。”最
近，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拓东街道
白塔社区的热心居民张开诚跟朋友
聊天，说的是自家小区里一栋楼的两
户李姓人家握手言和的事。怎么和好
的？张开诚说，跟一个地方有关。

在白塔社区的社区食堂旁，有一
间开阔的大厅。落地窗、暖黄的氛围
灯、舒适的棕色座椅、整齐摆放的
图书……这个乍一看像休闲咖啡馆
的地方，实际上是白塔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

白塔社区是老年型社区，辖区
内 办 公 单 位 也 不 少 ， 上 班 族 多 。
2023 年底，社区利用辖区内的闲置
厂房和空地，提升改造了党群服务
中心和供居民休闲的“山茶小院”。
听说今年家门口新开了“咖啡馆”，
后面还自带“小花园”，大家纷纷带
着好奇前来打卡。

“招呼人进来坐会，喝杯茶聊聊
家长里短，氛围感特别好。”社区党
委书记王丽琼说，利用好社区的

“金角银边”打造嵌入式社区服务，
居民不但办事、生活方便了，与居
民平时见面的机会也多了。

“在社区里常碰到王书记和网格

员，就聊一会。”张开诚说，一个月
前，网格员了解到小区内两户人家因
阳台漏水多次吵架，邀请大家在党群
服务中心面对面敞开心扉，邻里矛盾
得以迅速化解。

现在，每到节假日，居民都爱
到党群服务中心凑个热闹。文艺展
演、“邻里之声”音乐会、读书日活
动……“新空间、心轻松，社区生活越
来越有家的氛围了。”张开诚说。

“山茶小院”生机盎然，社区
食堂饭菜飘香；出门散步累了就去
社区喝杯茶，日常消费在家门口“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就能满足……走
进改造后的白塔社区，居民对生活
的感受都是俩字：舒服。

改造城市社区提供“嵌入式”服
务，需要用心用情直面居民生活需求。
白塔社区内退休的老年人多，因而社区
在改造时，不但将党群服务中心选址
在厂房一楼，还重新规划了绿化区，拓
宽活动场地。不仅如此，干净的社区食
堂、工业复古风的新空间，也吸引了周
围工作的年轻人聚集。精准对接需求，
按需提供更优质普惠的公共服务，才
能更好念“民之所忧”、行“民之所盼”。

采访中，王丽琼说，社区变化最
大的是居民心理上的改变。原来“各
扫门前雪”，现在“遇事多帮忙”。在党
建引领下，依托网格员、社会组织、志
愿服务队等多元治理力量，居民之间
的小矛盾得以调解，独居老人享受到
送上门的关爱，来参与社区活动的居
民多了，邻里相熟成为社区新态。

社区不仅是城市居民生活的空
间，更承载了人们对和谐邻里关系的
美好愿望。社区服务还需从“心”出发，
多些关心关爱，并结合居民需求开展
丰富多样的活动，让社区干部与居民
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交流更密切，
心理更贴近。让“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的温暖，“嵌入”老百姓的心上。

社区服务 温暖“嵌入”
张 驰

云南省昆明市白塔社区:

用好“金角银边” 打造“山茶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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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职业类目又“上新”了。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
加网络主播、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等19
个新职业以及移动操作系统应用设计
员等 29个新工种。又一批新职业被“认
证”，丰富了青年人的职业赛道，也增强
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

此前，从 2019 年到 2022 年，人社
部已陆续发布了5批共74个新职业。从
健康照护师到社区助老员，从VR工程
技术人员到工业互联网运维员……新职
业发布如此“频繁”，背后是社会分工的
不断细化和产业新动能的持续增长。可
以说，新职业的出现，是时代发展、技
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综合结果。

职业类目“上新”，体现出规模庞
大的人才需求。从人社部最新公示的19
个新职业名单可以发现，新职业主要集
中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和现
代服务等领域。以数字经济为例，中国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旺盛的数字人才
需求，据测算，中国数字化人才缺口在
2500 万至 3000 万左右，并且还在不断
扩大。新职业名单的“扩列”，恰好回
应了市场对新型人才的渴求，有望引导
越来越多的从业者投入新的市场蓝海
中，促进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

新职业的不断涌现，也体现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近年来“冰雪热”“露
营热”持续升温，人们的户外休闲诉求不断提
升，滑雪巡救员、休闲露营地管家等新职业和新
工种应运而生；而人们对“一老一小”服务的旺
盛需求，也催生了社区助老员、老年助浴员等新
工种的出现；同样的，在旅行业，民宿管家这一

新职业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从零到百
万级规模的跨越……这些“小而美”的
新职业的出现，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
必然结果，也为满足大众个性化、多样
化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了坚实支撑。

新职业层出不穷，说明社会劳动分
工越来越精细化，这也对劳动者的能力
素养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新时代的人
才不仅需要掌握“一专”——将自身能
力与社会的细化需求相匹配；还需要具
备“多能”——以更多的复合型知识更
好适应时代的快速变化。只有以奋斗
者、奔跑者的姿态前行，才能在职业赛
道上脱颖而出，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和
社会价值。

新职业打开的“新赛道”，要想变
成年轻人成长的“康庄大道”，还需要各
方面一齐努力。例如，加快开发新的职
业标准，保证从业者行为合法合规；同
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为人才职
业发展保驾护航。此外，教育部门、
职业院校等相关主体也应提供相应的
培训课程，建立更加完善的人才培养
体系，提升新职业从业人员素质和技
能，为新业态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从三百六十行，到如今千行百业，
新职业的兴起是新经济活力奔涌的生动
例证。让新职业的从业人员能够在行业

风口上乘势翱翔，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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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山州昭觉县昭美社区幼儿园，彝
族小朋友正在上课。 王 磊摄

凉山，那一片热土
本报记者 吴雪聪

▲ 三河村新貌。 宋 明摄▲ 三河村新貌。 宋 明摄

▲ 高丰村村民在给枇杷树定枝。 王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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