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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宣布9個縣退出
貧困縣序列，至此，我
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

全部脫貧摘帽

2014年

全國有

832個貧困縣

2016年
28個貧困縣摘帽

2017年
125個貧困縣摘帽

2018年
283個貧困縣摘帽

2019年
344個貧困縣摘帽

全省有188萬人從大山深處搬遷到城鎮，其中貧困人口
154萬人188萬人

9000個 目前，貴州省66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9000個貧困
村全部脫貧出列

◀貴州省晴隆縣阿妹戚托小鎮新貌 新華社

923萬人 中共十八大以來，貴州累計脫貧923萬人，每年減
貧人數100萬人以上，減貧人數全國第一

數據來源：貴州省扶貧辦

貴州脫貧數據

資料來源：21數據新聞實驗室

開拓全域遊 塑造夜文化
目光所及，大公報發現，佔地1000餘畝的阿妹戚托小鎮，

至少就有三處大小不等的廣場。這算得上小鎮建設空間布局上
的一大特點，方便搬來的彝族、苗族同胞舉行包括阿妹戚托在
內的各種節慶活動。

或許更為基礎也更為長遠的，是產業路徑選擇。依託晴隆
24道拐等頗具唯一性稀缺旅遊資源，當地正籌劃把全縣範圍打造
成5A景區的全域旅遊示範區，而同樣具有稀缺性的阿妹戚托舞
蹈，正是這一全域旅遊示範區 「皇冠」 上的明珠。有業界人士指
出，以阿妹戚托為靈魂打造的這一台晚會，將填補貴州西線旅遊
過去沒有 「夜文化」 的空白。合理預期可將遊客在晴隆逗留的時
間，從曾經的5分鐘變成一天，並從一天變成二至三天。

值得一提的是，當地還計劃發展食用菌80萬棒，可帶動
160戶搬遷貧困戶，每年保底收入1.3萬元人民幣；免費提供
2000平方米商舖作為新市民自主創業平台，帶動55名（貧困戶
17名）新市民在安置點經商，成功轉變為個體工商戶；通過建
立 「錦繡坊」 ，讓86名繡娘就近就業，把 「指尖上的技藝」 變
成 「指尖上的經濟」 。截至目前，已有2903人通過各種途徑得
以就業，全鄉勞動力家庭已實現 「一戶一人以上」 就業。

記者 周亞明

拉祜村寨曼班三隊地處雲南省
西南部的中緬邊境，一共只有17戶
64人，是一個拉祜族 「直過民族」
（指從原始社會或奴隸社會跨越幾
種社會形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
會的民族）的村民小組，2018年實
現整村脫貧。22歲的村民扎培，記
憶中小時候還過着 「刀耕火種」 的
生活，而如今，他不但帶着村民在
網上淘貨，還將村裏的茶葉等特產
擺上網售賣。

「我小時候沒見過汽車，印象
中餓了有時候就找些野果子吃。」
扎培說。曼班三隊這個傳統的拉祜
族村寨，祖輩以狩獵為主。2009
年整村搬遷到了現在的居住地，家
家戶戶住上了木樓房。

在村裏，扎培第一個學會網購
，他帶着鄉親們在網上買東西。而
現在，扎培開始在朋友圈帶貨。扎
培說，以後他想多些人來買他們的

茶，更希望有一天能開一個茶廠，
幫着鄉親們把茶葉賣出去。

在駐村工作隊剛來時，上過小
學的扎培能用漢語簡單的和大家進
行交流，於是扎培被列為了培養對
象，隊員們教他漢語、養殖技術、
科學知識，再由他把這些教給村民
。在他的影響下，其他村民慢慢摒
棄了刀耕火種的生活。

2015年，扎培全家年收入達

到15000元（人民幣），2020年
全家年收入已達到40000元以上。
現在曼班三隊已經形成了小耳朵
豬集中養殖區，建立1個茶葉初製
所，做到了產銷對接。僅養豬一
項為村民創收32萬多元。有了產
業支撐，曼班三隊村民人均純收
入從2014年的2380元增加到2019
年8826元。

記者 譚旻煦

由於種種的原因，以前住在雲南拉祜村
寨曼班三隊的村民，都不太願意與人交流，
甚至見到有人進來村裏，就躲到山裏。而這
些年通過駐村幹部的努力，現在的村民不僅
不怕與人交流，甚至還會登台表演了。

2015年，曼班三隊工作組組長羅志華
剛進村的時候，村民們完全不願意跟人們交
流， 「他們寧可遠遠的跑到山裏躲起來」 ，
羅志華說，他印象非常深刻，那時的村民不
洗澡，吃飯用手，男人們個個留着長頭髮。

羅志華他們決定從給村民們剪頭髮開始
，村裏第一個剪掉頭髮的就是扎培，羅志華
說， 「看到扎培的新髮型，村民們都覺得很
新奇。藉此機會他們教會村民們好的衞生習
慣，現在走進村子，看到的已經是整潔漂亮
的拉祜村寨了。」

為了讓鄉親們多些與外界交流的機會，
羅志華他們創造機會讓村民們走出去了解外
面的世界。一開始，組織他們參加周邊鄉、
村的一些民族節慶活動，然後把拉祜族幹部
和文藝工作者請到村裏，採取教唱、教跳等

形式，讓村民參與，慢慢的他們不僅願意參
加交流活動，甚至可以上舞台為大家表演。

羅志華他們剛剛來村裏的時候，這裏既
沒有網絡，也沒有手機信號。而現在已經有
20多個村民會用智能手機，會用微信語音聊
天、發圖片。 記者 譚旻煦

從前見人就躲 如今登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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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區作家園 貴州村民舞出新生活
告別深度貧困 三寶鄉逾六千少數民族遷入縣城

大公報記者 周亞明

阿妹戚托，是貴州彝族一種傳統舞蹈的名字
，如今卻代表着三寶鄉6112名居民的新生活。
每天晚上，只要不下雨，小鎮的金門廣場上就有
一群盛裝的 「姑娘」 ，圍着篝火 「踏地為節、以
足傳情」 ，歡快的阿妹戚托舞點燃遊客的熱情。

跳「阿妹戚托」 千年不變節律
「從小就學阿妹戚托，送姐妹出嫁跳阿妹

戚托，參加各種比賽跳阿妹戚托，就是沒想到
，跳阿妹戚托，還會有錢，還會有工作。」 14
歲開始學 「阿妹戚托」 舞的文安梅，如今已是
晴隆縣阿妹戚托藝術團團長，同時也是 「阿妹
戚托小鎮」 的居民。 「完全沒有想過，跳舞會
成為我的職業，每月還有四、五千元（人民幣
，下同）的收入。」

在文安梅老家，貴州省黔西南州晴隆縣三寶
彝族鄉，女子出嫁時要跳一種 「阿妹戚托」 的舞
蹈，因此，女孩們從小就學跳阿妹戚托。在姐妹
出嫁時跳阿妹戚托，就像當地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等千年不變的生活節律一樣自然而然，文安梅
也不例外。

「以前在土坡上自娛自樂，現在廣場中給成
百上千遊客表演。」 文安梅介紹，跳舞的100名
群眾演員，都是大山裏搬遷出來的貧困戶。隨着
國家實施易地扶貧搬遷政策，文安梅和鄉親們的
命運發生了巨大變化。

三寶彝族鄉，貴州20個極度貧困鄉鎮之一
，人口不足6000人，貧困發生率高達57.9%，
是 「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 的貧困山鄉。
2016年，貴州決定將三寶鄉整鄉搬遷至縣城，
如今全鄉6112人全部走出大山，遷進阿妹戚托
小鎮新家園。

特色民居依山而建 鄰近學校
為了解決當地居民 「搬後怎麼辦」 的問題，

當地政府充分挖掘彝族文化內涵，融合民俗與民
族特色設計布局，將阿妹戚托小鎮打造為國家
3A級景區、旅遊扶貧示範小鎮，並組織開展豐
富多彩的民俗表演活動。居民們經過就業技能培
訓後可參加演出，讓他們搬遷後有事可做。

事實上，文安梅並非一開始就以跳舞為生。
她曾經跑到縣城一家小超市做導購，也短暫地當

過酒店前台收銀員，在結婚當年，她還在三寶鄉
政府駐地的街上，開過一家小小的館子。最終，
她還是選擇了留在 「阿妹戚托小鎮」 ，與左鄰右
里一起就近就業，傳承和發揚民族文化。

紅牆灰瓦、花窗雕欄，一棟棟特色民居依山
而建。文安梅父母分到的房子是佔地100平米左
右的二層小樓，其形制、外牆顏色等均融入了
明顯的當地少數民族元素，在二樓，還留有寬
敞的露台，露台的外邊，還設置了 「美人靠
」 ，一看就是用了苗家建築的精髓。文安梅
說，現在搬上來過後，政府給她父親安排了
保潔員的崗位，一個月有1500塊錢的工資
，母親在三寶當護林員，一個月也有800
元的工資。

說起搬遷到小鎮後的新生活，文安
梅有說不完的話題。她說： 「我們阿妹
戚托小鎮住房是單家獨戶的，住起又
舒服，在這裏交通便捷，醫院、學校
特別近，生活環境太好了。我十一
、二歲才進學校，而女兒現在三歲
就進學校了。」

早前，貴州省宣布最後9個貧困
縣退出貧困縣序列，省內所有貧困
縣全部實現脫貧。而貴州晴隆縣三
寶鄉就是其中一個，如今這個彝族
、苗族聚居的山鄉，全鄉6112人已
搬遷至縣城的安置區，並擁有了一
個全新的名字 「阿妹戚托小鎮 」 。
「以前在土坡上自娛自樂，現在廣
場中給成百上千遊客表演。 」 農民
住進景區，家門口有就業，每天晚
上起舞，村民都吃上了旅遊飯……
這樣的景象，說的是貴州深度貧困
地區三寶鄉的脫貧之路。

刀耕火種成追憶 滇直過民族電商致富

669所配套學校

◀跳阿妹戚托
舞讓文安梅月
入四、五千元
大公報記者
周亞明攝

城鎮化集中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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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54.39萬人

946個

45.39萬套

資料來源：央視網

440個醫療衞生項目

▲每晚20點至21點30分，阿妹戚托舞蹈準時在金門廣場上演 大公報記者周亞明攝

▲雲南省勐海縣布朗山鄉曼囡村曼班三隊現
狀以及村民的合影 大公報攝

◀▲上圖為曼班三隊拉祜族群眾
搬遷前居住的茅草房；左圖為4
月9日拍攝的村容村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