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44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

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

B3 特刊

客觀 直面 理性 熱忱

新聞熱線：86+851+86870119
投稿郵箱：gzhkwwp@163.com

2020年第2期 總第121期

23日下午，貴州宣佈最後9個深度貧困縣「出列」，實現與全國同步脫貧。其中，通過整鄉搬遷實現脫
貧、從而創下素稱中國脫貧攻堅主戰場的貴州又一項「中
國唯一」的三寶彝族鄉，迅速成為媒體關注焦點。

文安梅的阿妹戚托生活
文安梅是阿妹戚托藝術團的團長，但她其實就是一位二
十七、八歲的青年，說到底還是一位美女。出人意料的
是，和印象中一般美女的「平面」或「蒼白」不同，她還
是一位有故事的美女。
在她老家，貴州省黔西南州晴隆縣三寶彝族鄉，女子出嫁
時要跳一種漢語根據彝語讀音寫成「阿妹戚托」的舞蹈，因
此，女孩從小學跳阿妹戚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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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她從鄉鎮跳到縣城、跳到州
府、跳到全省和全國拿獎，似乎也在預料之中。特別的是，
她小小年紀就跑到縣城做一家小超市的導購，也短暫地當過
酒店的前台收銀員，甚至，在結婚的當年，她還在三寶鄉政
府駐地的街上，開過一家小小的館子。
更特別的是，在女兒三歲時，文安梅關掉三寶街上的館

子，再次來到縣城。住房是租的，目的是讓女兒能上縣城
的幼兒園。
這成為女兒和文安梅最大的不同。文安梅說，她十一、

二歲才進的學校，而女兒三歲就進學校了。
和當年文安梅帶着女兒在縣城租房子住，一邊打工一邊

供孩子上學不同的是，現在，她的一起從三寶整鄉搬來的
左鄰右舍，不用這麼辛苦和付出，就可以在以舞蹈命名的
遷入地──縣城附近的阿妹戚托小鎮，離新家一公里範圍
內讓孩子就近入托、入學。
誠如文安梅特別想補充的那幾句「內心話」，她完全沒

有想到的事，就是跳舞會成為她的職業或稱工作，她會成
為團長，每月的收入，還會有四、五千元（人民幣，下
同）。

文家的新市民賬本
文安梅早幾年已經成家了，而且實際上的工作地點和生
活地點也在縣城，大概已不算三寶鄉戶籍的農民了，所以
在阿妹戚托小鎮，分到別墅式新居的是她的父母，她自己
則住在附近用丈夫家的宅基地修建的房子裡。

文安梅父母分到的房子是佔地100平米左右的二層小
樓，據記者現場目擊，其實不妨說成簡化版的聯排別墅。
引人注目的，一是其形制、外牆顏色等均融入了明顯的當
地少數民族元素，二是在二樓，還留有尚稱寬敞的露台，
露台的外邊，還設置了「美人靠」，一看就是化用了苗家
建築的精髓。
文安梅的爸爸文德財，是三寶當地有名的石匠，木工活也

稱得上精湛。因此，和當地農民只靠栽包谷、喂幾隻雞，最
多養一兩頭豬或牛，最多夠吃，日子過得緊巴巴不同，文德
財還有手藝收入。不過，養大文安梅和她的三個弟弟，還有
文德才年輕時喜歡喝的那一口酒，基本上就把他與別人多出
的這些收入消耗了，因此日子也不敢稱為寬裕。
搬到阿妹戚托小鎮，文安梅父母已年近60歲，當然不能
參加外出務工，也不能進附近特別開闢的三寶產業園工
廠，屬於政策所稱「兜底」對象，於是文德財就得到了一
個公益性崗位，一份保潔員的工作，月薪一千五百多元。
有意思的是，距此四十多公里的他們的老家，那一處被稱
為「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三寶鄉，在他們搬家以
後，騰出來的承包地、山林和宅基地，被用於種樹，即國
家退耕還林和國家儲備林項目，據說，最終的目標是七成
以上的地表，均會被綠色覆蓋，即術語所稱的70%以上的
森林覆蓋率。這件事對於文家，就是文安梅的媽媽有了一
個護林員的新身份，每月工資800元。
當地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包括文安梅父母在內，從三
寶搬到阿妹戚托小鎮的左鄰右舍，有184人被有組織輸出
務工，有746人進入附近三寶產業園的各間工廠上班，有
109人成為生態護林員，有100人成為阿妹戚托藝術團的
群眾演員，有555人成為「兜底」性的公益性崗位保潔員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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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群眾過上
「樓上轉轉、樓下看看，就有錢賺」的幸福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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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把民族刺繡傳統技藝與旅遊產業融合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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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細微處留住鄉愁
採訪文安梅，適逢初冬難得的好天氣，藍天白雲，光線

通透，而且不「硬」。地點是金門廣場左側亭子前邊。廣
場背後、左面、右面、前面，依地勢高低，就是錯落有致
的阿妹戚托小鎮。
不光是金門廣場，目力所及，不難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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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這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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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是內行，同樣也看得出小鎮的空間布局，總體上
有彝族、苗族崇拜的牛和虎這兩大元素。依山就勢，一邊
是牛頭山，一邊則成了虎頭山。記者踏訪的「牛頭山」，
整個建築群落，構成巨大的牛頭造型。這且不說，就連地
名，也有牛眼公園，牛鼻公園等等。特別有心的是，在整
個「牛」的氛圍中，小區道路肌理路標都是以以前的老
村、組來命名，比如以前老三寶有干塘村青龍組，那麼現
在變成了青龍路。
或許更為基礎也更為長遠的，是產業路徑選擇。依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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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唯一性的阿妹戚托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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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理的預
期是致力將遊客在晴隆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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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無疑問，有器物層面的
構造，有產業層面的堅實支
撐，這樣的鄉愁，或許就
是可以永遠留住的鄉
愁。

留得住的鄉愁和新市民生活留得住的鄉愁和新市民生活

11月23日，包括三寶鄉所屬晴
隆縣在內等貴州最後9個貧困縣，
由貴州省政府宣布退出貧困縣序
列。至此，貴州全省66個貧困縣
全部實現脫貧摘帽，中國脫貧攻堅
的主戰場從此撕掉千年貧困標籤，
實現與全國同步脫貧。
據新華社次日報道，包括貴州的
這9個縣在內，中國剩餘52個未摘
帽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出列。報道
稱，截至目前，中國今年剩餘52
個貧困縣集中的新疆、雲南、四
川、寧夏、廣西、甘肅、貴州7省
（區）已先後宣布貧困縣清零。
貴州的舉動牽動高層視線。「一

步住上好房子，逐漸過上好日
子」，「阻斷貧窮代際傳遞」，這
三句話，是貴州脫貧攻堅的主要方
面，對應的就是「易地搬遷」、
「產業扶貧」和「教育扶貧」幾個
主攻方向。有理由認為，作為全國
脫貧攻堅的「主戰場」，貴州正是
在這些方面先於全國進行了探索，
並取得成功的經驗。
在11月23日下午貴州省政府新

聞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貴州省
委副秘書長、省扶貧辦主任李建
說，「11月16日至22日，按照國
家貧困縣退出有關規定，就9個貧
困縣擬實現脫貧摘帽向社會進行了
公示，在公示期間未收到任何異
議」。
在介紹相關「退出」程序時，李
健說，11月初，經過縣級申請、
市州初審、省級審核，及第三方評
估機構實地評估檢查、省貧困縣退
出驗收工作組審議、省脫貧攻堅領
導小組專題會議研究、公示公告、
省脫貧攻堅領導小組會議審定等程
序，同意9個縣從貧困縣序列退
出。
李健援引的評估檢查結果顯示，

9個貧困縣基層幹部群眾對脫貧摘
帽認可度全部超過90%。9個貧困
縣受訪建檔立卡脫貧戶人均純收入
平均為11487.39元，比2020年脫
貧標準高7487.39元，比全省貧困
人口人均純收入高1562.01元，符
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退出質
量經得起檢驗。

「「從小就學阿妹戚托從小就學阿妹戚托，，從小就跳阿妹戚托從小就跳阿妹戚托，，送姐妹出送姐妹出

嫁跳阿妹戚托嫁跳阿妹戚托，，參加各種比賽跳阿妹戚托參加各種比賽跳阿妹戚托，，就是沒想就是沒想

到到，，跳阿妹戚托跳阿妹戚托，，還會有錢還會有錢，，還會有工作還會有工作」，」，1111月月2525日日

中午中午，，預約的訪談視頻錄製完成之後預約的訪談視頻錄製完成之後，，文安梅還是沒有文安梅還是沒有

馬上走開馬上走開，，她有些遲疑地說她有些遲疑地說，，想把這幾句話補上想把這幾句話補上，「，「這這

是內心話是內心話」，」，文安梅強調文安梅強調。。

文安梅的工作主要是跳舞文安梅的工作主要是跳舞，，跳的就是阿妹戚托跳的就是阿妹戚托。。種種種種

跡象表明跡象表明，，包括但不限於包括但不限於「「阿妹戚托阿妹戚托」，」，貴州一系列試貴州一系列試

圖讓移民即圖讓移民即「「新市民新市民」」在新生活中留住鄉愁的努力在新生活中留住鄉愁的努力，，正正

在成為各個移民安置點連接過去在成為各個移民安置點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現在和未來，，溝通物溝通物

質與精神的橋樑和紐帶質與精神的橋樑和紐帶。。其對移民內心感受的悉心呵其對移民內心感受的悉心呵

護護，，或從移民深層社會心理或文化層面或從移民深層社會心理或文化層面，，為為「「搬得出搬得出、、

穩得住穩得住、、逐漸能致富逐漸能致富」」的目標價值的目標價值，，提供深層次支撐和提供深層次支撐和

不竭的動力不竭的動力！！ 圖圖//文文：：前 方前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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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7年2月21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脫貧攻堅
形勢和更好實施精準扶貧進行第三十九次集中學習時，習近
平總書記還專門聽取了貴州、甘肅、雲南三省省委書記的匯
報，研判當地脫貧攻堅面臨的形勢、存在的問題和下一步的
工作打算。
這應該是脫貧攻堅成為當下中國高頻詞彙的一個明確信

號。在被視為不具備基本的生存條件的中國各地，有1000萬
貧困人口，將以「易地搬遷」移民的方式謀求脫貧。貴州被
一致公認為中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據2016初年貴州發
布的數據，這個省需要實施「易地搬遷」的貧困人口，就有
130萬。後來，根據新的標準和更多數據的披露，這一數字
又被刷新為188萬。
毫無疑問，在易地搬遷方面，貴州已探索出一整套能讓移

民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成功經驗。香港文匯報曾於
2016年7月11日A17版，以「綠色減貧，貴州農民講給你
聽」為題，刊發記者采寫的深度報道。2017年3月29日，香
港文匯報《貴州報道》又刊發了題為「羅家勤：搬遷到城市
的鄉土生活」專題報道。總的來說，前期報道更多從綠色減
貧路徑，更多從物質層面對貴州的「易地搬遷」作了階段性
報告。時至今日，隨着實踐的深入，貴州的關注點，已深入
移民的心理感受或人文關懷層面。有觀察認為，雖然目前尚
屬起步或探路階段，但這才是行之能遠的治本之策。

■■每晚每晚88時至時至99時時3030分分，，阿妹戚阿妹戚
托舞蹈準時在金門廣場上演托舞蹈準時在金門廣場上演。。

據貴州省扶貧辦提供數據，黨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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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從中國貧困人口最
多的省，到脫貧人數最多的省，目
前，全省66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
9000個貧困村貧困村全部脫貧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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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貴 脫貧數據州州

■■文安梅接受香港大文傳媒記者專訪文安梅接受香港大文傳媒記者專訪。。

■圍着篝火「踏地為節、以足傳情」，阿妹戚托舞蹈雖然沒有旋轉大跳等高難度動作，但要求上百名舞者步調一致、換
腳靈活、配合默契、心心相通，被譽為「東方踢踏舞」，2014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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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頭山下小廣場。特別留出公共文化空間，是阿妹戚托
小鎮器物層面最大的特點，對應搬遷而來的彝族、苗族同
胞日常交流和節慶活動需求。

阿妹戚托

相關視頻新
聞，請掃瞄左邊
二維碼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