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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竿上晾晒着一排排飘香的咸肉、
咸鸭、咸豚、咸鱼、香肠、猪耳朵、猪
尾巴，筛子上晾晒着桐城特色食品火烘
肉、手工米面……工作间，5名妇女正在
忙着给自家公司腌制的各类腊货、豆腐
乳及收购来的粉丝、山芋粉打包。不一
会儿，顺丰快递车子停在了公司门口。

“平时就忙，这腊月里更忙，顾不上
吃饭，昨天下午顺丰快递给运走了 16件
腊货，今天要运走 28 件腊货，约 1.5 万
元。”桐城市“让三尺”电商公司法人代
表占姜玲一边安排工人打包，一边介绍。

“发货地点多了，天南海北。海口的
一名邹先生打来电话说我腌制的豆腐乳
好吃，上次快递来的已经吃完，拜托再
给他寄八瓶过去，附带送给朋友。”占姜
玲说，还有一名桐城籍姓吴的先生，“人
在新疆，为了配合国家疫情防控，假期
没回老家，让我们‘让三尺’给寄 10斤
腊肉、一只咸鸭、一只咸豚过去，好回
味家乡年的味道。”

安徽桐城千年古镇孔城镇，曾因三
国时吴国大将吕蒙在此屯兵筑城而闻
名。镇内有4A级景区孔城老街。现在老
街里的腊味年货“走四方”，让古镇再次
爆红。一名经常让占姜玲发货的云南客
户表示，等春暖花开后，一定前往孔城
老街走一走，看一看，顺便带些安徽的
土特产回去。

“让三尺”电商企业创办于 2017 年，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实行“电商企业+
基地+农户”“你种我销、你养我卖”模
式，帮助包括贫困户在内的村民开展自
产农特产品销售服务。经过 4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该市年网销额超100万元的电商
品牌。

寄托乡愁的最好载体是乡土的味
道，而地道的乡土味道来源于正宗的食
材。该镇中心社区笪家塘一带有4个村民
组约 30 户 （其中 6 户贫困户） 菜农常年
种植蔬菜，这里也因此成为“让三尺”
电商公司稳定的“菜园”。肉蛋基地设于
该镇九年村，家禽均为粮食喂养，手工
宰杀。

近年来，桐城市孔城镇大力实施电
商振兴乡村民生工程，巩固农村电商发
展成果。成立了电商振兴乡村提升工程
领导小组，加强走访服务，并且，通过
每年举办2次电商培训、多项政策支持的
形式，提升电商从业技能，增强电商从
业信心，为古镇旅游、助农致富开辟了
新渠道。

古镇腊货走四方
吴春富

我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县城。
进西盟县城，是下午晚些时候，

日影西斜，阳光从西边峰峦的苍郁
丛林顶头挥洒下来，整个县城笼罩
在一片辉煌中。这是一座从原始森
林中长出的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
水，山是苍翠欲滴长满亚热带茂密
丛林的大山，水是波光粼粼的勐梭
龙潭湖，山光水影，云舒霞卷，县城
静静地矗立在冬日和煦的暖风中。

一

云南普洱西盟佤族自治县曾是
出了名的国家级贫困县，但如今这
里看不到丝毫贫困迹象。街道清爽
整洁，没有红绿灯、广告牌，仿佤
族传统干栏式四面坡屋顶风格改建
的赭红色建筑高低错落，考究别
致，民族文化元素随处可见：象征
财富的牛头门，铝制的仿真茅草屋
檐，房子上的小米雀造型……眼前
的一切，宛如图画。

像阅读一本书，我的西盟之
行，从掀开县城这让人迷醉的封面
开始。

西盟是佤族聚居的边境县，西
与缅甸佤邦接壤，国境线长近 90
公里，全县总人口 9万多。新中国
成立之初，这里还处于原始社会末
期，刀耕火种，男猎女织。1956
年，在西盟县各族各界政治协商会
议上正式通过了《西盟县直接过渡
社会主义的决定》，直接从原始社
会末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佤族
也因此被称作“直过”民族。

曾经，西盟生产生活条件极为

落后，人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活，吃饭靠天、
生病靠“摩巴”杀鸡问卦，住的是
茅草房、杈杈房，走的是泥泞的羊
肠小道。“直过”不是轻飘飘一句
话，一步登天绝无可能。

追溯西盟人艰难跋涉的历程，
套改高更那句著名的发问：他们从
哪里来？他们是谁？他们向哪里去？
我想，发生在祖国西南边陲大山里
的三次立誓，或许能给我答案。

二

1950 年国庆前夕，中央人民政
府邀请云南少数民族代表进京参加
国庆观礼，西盟县的佤族头人拉勐
和普洱数名土司、头人坐汽车、乘飞
机走出佤山。10月3日，毛主席亲切
接见普洱区兄弟民族代表，拉勐向
毛主席敬献了佤族剽牛用的梭镖。
参加完国庆庆典后，中央安排观礼
团赴天津、南京、上海参观，从重庆
返回云南。同年 12 月 26 日，代表团
回到宁洱的第二天即出席普洱专区
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有代表
提出用“佤族理”喝“咒水”“剽牛”仪
式，来表示各民族团结跟党走的意
愿。拉勐积极支持，还提议要用大石
头把“咒语”（誓词）镌刻在上面，表
示各民族团结一家海枯石烂不变
心，得到大家的赞同。1951 年元旦，
全体代表在宁洱红场庄重举行了26
个民族参加的“剽牛”仪式。拉勐精
神抖擞出场剽牛，一枪成功，剽口和
牛头倒向的位置，象征大吉。接着，
党政军领导与各民族代表喝了“咒
水”，一起庄严宣誓：“从此我们一心
一意，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
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宣誓之后，各民族代表在民族
团结碑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第一次立誓，响遏云霄，
刻在石碑上，至今矗立在宁洱民族
团结园内，被视为新中国民族团结
第一碑。

三

在西盟勐卡镇，有一座佛殿山，
清朝年间这里建有佛房，是佤族、拉

祜族南传佛教朝拜地。如今佛房不
复存在，遗址是一片开阔地，四下苍
山横翠，平坝芳草如茵，现存三层凸
字形打佛塔 1 座，四方状小佛塔 5
座。如今，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这儿不
仅是礼佛，更为了这里的民族团结
盟誓塔。它是西盟佤山民族团结进
步的历史见证，是西盟佤山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的精神之塔、信念之塔。

“宁洱盟誓”后，普洱地委和
澜沧县边工委就筹划在阿佤山也召
开一个民族团结盛会和盟誓活动。
1951年1月21日，世居在佤山大地
里的 300 多个部落的头人、进步人
士和各族群众代表共 3000 多人，
在佛房山下的草皮地上举行了“佧
佤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
举行了泡水酒、剽牛、喝咒水仪式，
每人抬一块石头垒在一起，垒砌起
来的石头形成了一个长 5 米、宽 4
米、高 3 米的石塔，也就是后来的

“民族团结盟誓塔”。会议的高潮是
3000 多人在石塔前庄严宣誓：“佤
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
紧地抱在一起，永远听毛主席共产
党的话，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
走，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这是第二次立誓。如今，每年
农历正月初九，西盟县及澜沧县、
孟连县的群众都会自发地在这里聚
会，载歌载舞。每逢重大节日，西
盟县还会在这里组织爱国主义教
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重温

“佤山盟誓”的誓言。

四

西盟的第三次立誓，发生在全
县脱贫攻坚的决战时刻。

西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差、底
子 薄 、 起 步 晚 ， 很 难 拔 掉 “ 穷
根”。2012 年，杨宇任西盟佤族自
治县县委书记，成为西盟精准扶
贫、脱贫攻坚战役的总指挥。她对
我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当地老百
姓穷惯了，不怕穷。村寨里有很多
懒汉，爱喝酒，喝得迷迷瞪瞪，往
茅草棚外的角落一靠，浑浑噩噩一
天，稀里糊涂一生。

杨宇相信，没有人拒绝过上好
日子，党和政府的脱贫攻坚战略部

署必将改变佤山的贫穷面貌。
先从修路建房抓起。
2014年，全县还有1.47万户贫

困群众居住在茅草房、杈杈房和石
棉瓦房内——木桩扎在山坡上支起
框架，四周用木板围起，楼上住
人，楼下养牲畜。火塘、床铺都在
一个屋里，屋底下牲畜粪便的味道
顺着地板缝往上蹿，墙板缝能塞进
手指头。茅草房不仅居住条件差，
还很容易引发火灾。1998年，有个叫
王莫的寨子，一户人家在火塘边做
饭，风把火星吹到了屋顶上，大火燃
烧了两天，整个寨子化为灰烬。

一万多套危房，散落在交通极
为不便的大山里，上千个工地同时
开工，地勘、规划、设计、修路、
工队、施工材料、群众参与……县上
花了很大力气，有些群众却不愿意
改造旧屋。一方面是手里钱不够，另
一方面，佤族群众还有一些特殊讲
究，盖房要请“摩巴”算“鸡卦”……

只能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
工作，想办法解决群众的贷款。县
委书记杨宇给全县干部职工鼓劲，
县委常委包乡镇，县处级干部包
村，部门包组，干部包户。2016年
底，全县 16276 户群众顺利搬进了
安全稳固的安居房，西盟县“千年
安居梦”得以实现。

2018 年初的冬天，冷风嗖嗖，
“西盟县 2018 年脱贫摘帽动员会暨
决战脱贫攻坚誓师大会”会场却热
气腾腾。各乡镇、各部门代表向县

委、政府递交了脱贫攻坚责任书，
全体参会人员在县委书记杨宇带领
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宣
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誓与贫困作斗争……”

这第三次立誓，是共产党人和
人民政府的铿锵誓言。

2019年，西盟县正式退出贫困
县序列，率先在全国“直过民族”
地区实现整体脱贫摘帽。西盟县的
干部群众，兑现了他们许下的庄严
承诺。

我行走在西盟，耳边总响起
《阿佤人民唱新歌》 这首歌，从上
世纪 60 年代起，这首歌唱遍祖国
的大江南北，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西盟县是这首歌的诞生地。如今，
以精准扶贫为题材的大型民族舞蹈
诗 《阿佤人民再唱新歌》，又在西
盟大地唱响。我站在高高的山头，极
目眺望千百年来佤族和各少数民族
世代居住的这片神秘葱翠的大地，
心中又闪出我初到西盟的发问。

我想我找到了答案。
（白描，作家，教授。曾任鲁

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中国作
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天
下第一渠》《苍凉青春》等作品。
文学论著有《论路遥的小说创作》
《作家素质论》等。）

上图：西盟风光。
来自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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