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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西雙版納勐臘縣職業高中教師張敏的家鄉，在美麗的雲南西雙版納，這裡居住着拉祜、

布朗、基諾、佤、景頗5個直過民族（解放初期由原始社會末期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作為布朗族

的一員，走上全國政協的履職之路不到兩年的時間，她圍繞着一直關心關注的民族本身和民族地區的發展深入調

研，提出的抓實「直過民族」推普工作，助力邊疆少數民族脫貧攻堅；支持民族地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群眾外

出就業等建議，飽含着對少數民族同胞的感情以及深入的思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譚旻煦、丁樹勇 雲南報道

張敏告訴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她對民族地區群眾走出去，強化交流融

合頗有感觸。「近年的脫貧攻堅實踐證明，只
有強化與外部的交流融合，『既富口袋又富腦
袋』、『兩頭發力』，才能穩定脫貧。」

應推動勞動力就近轉移
「少數民族地區群眾外出就業」的情況一
直是張敏關注的點，經過多地調研她發現，
民族地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群眾要在城市
長久就業，還存在很多困難。
張敏介紹說，以西雙版納為例，從遠距離
勞務輸出來看，2018年勐海縣向上海輸出
65名建檔立卡戶，目前僅留下兩名，這兩名
還有回家的打算。從就近到州內務工的400
名勐海縣小興寨村民就業情況看，雖然情況
好一些，但流動性大，「留不住」情況依然
存在。
張敏覺得，走出去打工確實對他們的生活
改善有極大的幫助，不過也應當重視他們與
當地的融合。一些人出去了，語言不通，飲
食習慣不一樣，相對而言，吃住交通等的開

支也大，所以不少人又選擇回來。
她提出建議，應在民族地區城鎮做大適合

當地特點的「就業水池」，將長期用工與季
節性用工相結合，推動周邊少數民族群眾離
土不離鄉在城鎮就業，推動勞動力就地就近
轉移，這樣能夠更靈活、更便捷地融入城市
生活。同時她認為還應該有組織進行勞務輸
出、與有用工需求的城市政府部門溝通，簽
訂勞務輸出協議，轉變「散兵游勇」外出務
工的局面。加強服務管理，在務工地定期組
織集體活動，掌握情況，發現解決問題。組
織在城市中較有威望的少數民族老黨員、教
師、離退休幹部等成立「親情服務團」，還
可從扶貧專項資金裡劃撥部分資金，支持開
展相關教育、提升務工群眾的整體素質，增
強認同感和歸屬感。

「推普」助交流促脫貧
張敏還是一名普通話推廣員，她介紹，雲

南省有25個世居少數民族，其中獨龍、德
昂、基諾等9個民族及部分其他民族是「直
過民族」，總人口234萬人，據2017年統

計，雲南省還有約50萬「直過民族」群眾
不能熟練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在「直過民族
推普工作」啟動前，西雙版納州建檔立卡貧
困戶為10,024戶38,504人，少數民族貧困人
口36,140人，佔全州貧困人口的93.86%。
在少數民族貧困人口中，「直過民族」貧困
人口佔48.50%，為17,529人。
2016年，雲南在全國率先開展了「直過

民族脫貧攻堅推普工程」工作，幾年下來卓
有成效。西雙版納州按照「扶貧先扶智，扶
智先通語，徹底斬斷貧困鏈條」的總體思
路，至今全州共培訓了3,500名18歲至45歲
能熟練使用國家通用語言的「直過民族」群
眾。張敏說，在「推普」培訓和調研中她
發現，在民族群眾中推廣普通話，對於他
們與外界的交流、交往、交融有着很明顯
的作用，這對於脫貧攻堅的促進也有積極
的影響。
她針對目前的「推普」工作，也提出了一

些具體的建議，首先要更加合理地安排使用
資金，然後加大力度開展少數民族雙語教師
的培養和培訓。她還認為，「推普」要從娃

娃抓起。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深度貧
困的「直過民族」聚居地加快「一村一幼」
工程的建設，在「一村一幼」校點配備多媒
體設備及各類實用的推普教材，利用好這塊
陣地既抓好幼兒的通用語言文字的學習，又
可輻射和影響本村有意願學習普通話的群
眾。同時進一步開展好「小手拉大手 推普

一起走」等活動。
張敏說，少數民族的發展越來越受到各級

的關心關注和幫助，自己作為一名少數民族
的基層委員，會一如既往地關注民族的發
展，希望自己成為一座橋樑，盡最大努力做
好自己領域內的事情，盡可能為民族發展提
供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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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敏的家是一個有着八個少數民族的大家
族。「在第二十一次雙周協商會上，我介紹
自己是來自一個有着八個民族的大家庭時，
汪洋主席很高興，做了中國自古就有多民族
融合發展的歷史的講話，並肯定了雲南在民
族交流交往交融中所作的貢獻。」張敏高興

地說。
張敏本人是布朗族，她的父親是漢族、母

親是布朗族、丈夫是彝族、弟媳是白族、妹
夫是彝族，丈夫的堂嫂、堂弟媳中又有哈尼
族、基諾族、拉祜族、傣族。整整算下來，
他們家36人一共有8個民族，現在已經是三

代同堂。
張敏介紹說，父親是上個世紀60年代從昆

明到農場支邊的知識青年。當時父親吃苦耐
勞、勤學好問、上進心強，被調到勐海縣布
朗山當教師，在這裡，父親結識了她母親依
麼坎。
逢年過節，張敏都很忙，她要回去跟家裡

人相聚。張敏家的聚會十分精彩：院子裡，
多彩的布朗族裙子、黑色的哈尼族包頭、藍
色的彝族上衣、素雅的白族外套、鮮亮的傣
族衣服爭奇鬥艷；飯桌上，傣族的包燒菜、
布朗族的茶葉、彝族的牛乾巴、哈尼族的竹
筒煮肉、基諾族的野菜湯、拉祜族的烤肉引
人垂涎欲滴。
張敏對於自己的家族和家人感恩至極。她

說，多年以來家人一直都非常支持她的工
作，給了她很多的幫助。而已經不在世的父
親，讓她從小耳濡目染，懂得了各民族友好
相處、互幫互助的家風，這一家風也讓她受
益一生。
她說：「我要把父親、母親及公公、婆婆

這種倡導各民族之間互幫互助、團結友愛的
家風告訴自己的孩子，還有學生們，讓和諧
相處的風氣世世代代相傳下去。」

在未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前，張敏從未接觸過與政協的相關工作。張敏
回憶說：「當知道自己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時，除了覺得光榮，更多的
是對自己將要承擔的未知的責任的惶恐與焦慮。」不過在還不到兩年的
履職時間裡，她通過認真學習和努力實踐，在我們面前的已經是一名充
滿自信的委員。
講起自己的履職經歷，張敏說，從加入政協以來，自己參加了全國政

協的兩次全會，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四次採訪，參加了一次由汪洋主席
主持的雙周協商會，一次王正偉副主席主持的民族地區社情民意反映通
報會，兩次會議自己都做了主題發言。其中對「民族地區寄宿制學校建
設」的調研成果及相關建議已得到國務院有關部門採納並形成相關指導
實施意見。
張敏感慨地說，剛剛開始，自己心裡一直有這樣的疑慮：「像我這樣

普通的基層少數民族委員，發出的聲音有人聽嗎？我提的建議，有關部
門會採納嗎？」
但是有一件事情讓她倍感溫暖，也大大提升了她的履職信心。去年閉

會期間，張敏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根據全國政協雙周協商會計劃，
選取了第十二次雙周協商會的議題「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促進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為個人的調研內容。2016年，汪洋主席在勐海
縣調研「直過民族」扶貧工作時發現當地部分直過民族有不通漢語的情
況。汪洋主席作出了要在直過民族群眾中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提升群眾
脫貧致富能力的工作指示。
於是張敏重點實地調研了景洪基諾山鄉、勐海縣布朗山鄉教學相關工

作人員和群眾，走訪了兩縣一市及州教育體育局負責此項工作的同志，
並電話訪問了德宏州、怒江州、普洱瀾滄縣負責此項工作的同志，最後
彙集了大家的意見建議形成調研報告發在了全國政協的履職平台上。
「讓我沒想到的是，汪洋主席看到了我的建議，並在第十二次雙周協商
會上肯定了我的這份調研報告。」張敏激動地說，他的原話是這樣說
的：「雲南的布朗族委員張敏，在履職平台上發表了非常重要的建議，
請辦公廳的同志認真整理報送國務院有關部門參考」，聽到消息讓她非
常的激動和振奮。
履職期間，她還參加了全國政協民宗委組織的兩次專題調研，其中對

「民族地區寄宿制學校建設」的調研成果及相關建議已得到國務院有關
部門採納並形成相關指導實施意見。在兩屆全會期間，自己還榮幸地兩
次作為少數民族界的婦女代表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北京優秀婦女代
表座談會。
現在講起這些經歷和政協委員的責任，張敏已經十分熟悉了，但她還

是記得2018年兩會「硬着頭皮」走上委員通道時的緊張，還有曾經
「自己說的話和提的建議會管用嗎」的想法和疑慮。
現在很多人會說，張敏的經歷很精彩，履職很優秀。而張敏自己卻

說，「其實我和許許多多戰鬥在一線的基層委員一樣，只是做了自己作
為一個政協委員該做的事」。

加強少數民族職業教育
張敏的本職是西雙版納州勐臘縣職業高中
的教師，多年的從教經驗，讓她談起職業教
育，特別是少數民族職業教育的情況來時，
一下子就打開了話匣子。

教育助力脫貧效果明顯
「我的一名學生，在學校的時候學的專業
就是茶葉種植、加工、茶藝、銷售，現在已
經畢業了，把自己家的茶葉生意做得越來越
好，時常跟我說，老師這些都是上學時候學
到的東西呀。」
「勐臘有一個叫李高強的瑤族學生，剛來
學校的時候對學習沒什麼興趣，幾乎天天都
要老師去宿舍叫他，才會起來上課。記得他
們家經濟條件也不好。2017年畢業了，回家
做茶，現在家族條件改善了很多，他最愛跟
我說的一句話就是，老師，早知道在學校多
學點東西。」
張敏說，相對於發達地區來說，職業教育
對於這些孩子們來說，有着更加實際的需
要。以雲南地區為例，直過民族本身基礎很
薄弱，上幾輩人受教育程度都不高，經濟條
件也不好。目前我們國家的教育制度，初中
以後可以自主選擇，到了這個時候，就會有
人放棄讀高中，考大學。考大學對他們來說
難，而且需要花更多時間是其中的主要原
因。所以，選擇職業高中，學習一門手藝，
能更快地獲得收入，改善家族經濟條件，這

個對於這些少數民族學生來說，可能更加實
際。她有的學生，職高畢業後留在縣城的汽
修店工作，有的人每個月收入最多可達到
5,000元人民幣。

建議高校招生適當傾斜
不過，正是因為教育對於脫貧的助力作用

明顯，張敏覺得，直過民族的教育，也不單
只停留在職業教育上，而更加應當讓他們有
更多的機會進入更高學府學習，這樣從長遠
來看，才更加有利於民族整體素質的提升。
為此，她建議國家加大對「人口較少民

族」和「直過民族」的教育扶貧力度，在現

行高考政策基礎上，增加邊疆少數民族地區
「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高考考生
的考試招生政策傾斜力度；適當放寬「直過
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考生錄取條件；
增加少數民族預科生中「直過民族」和「人
口較少民族」學生的比率；同時根據地區教
育、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需求，各類高校實施
對「直過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的定向
招生培養計劃。
張敏說，這個提案內容得到了教育部的關

注和重視，今年專門有人前來進行了調研。
而她覺得教育帶來的改變，可能需要很多年
才能看到，因此教育的投入需要堅持加大。

合力助推少數民族合力助推少數民族
「「口袋腦袋富起來口袋腦袋富起來」」

■■全國政協委員張敏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張敏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張敏的大家庭成員來自八個民族張敏的大家庭成員來自八個民族。。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張敏在學校給學生們上課張敏在學校給學生們上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攝攝

■■張敏工作生活的地方被稱為張敏工作生活的地方被稱為「「北回歸線上一顆璀璨的綠寶石北回歸線上一顆璀璨的綠寶石」」。。
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香港文匯報雲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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