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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妈妈的客房”火起来

勐腊县是云南最南端的县，河边村是一个热带雨林
环抱的瑶族山村。一进入村子，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干
净整洁的水泥路，两旁绿树成荫、鲜花争奇斗艳。一栋
栋排列整齐、颇具瑶族风格的木楼掩映在绿树中，阳光
照耀下，屋顶泛着蓝光，像一颗颗蓝宝石。行走其间，
仿佛在画中游。

9 年前，李小云刚到河边村时，看到的是另一番景
象：黄土飞扬，家畜乱跑，一些村民住在木头搭成的窝
棚里，里面一片漆黑，漏风漏雨。眼前的一切，对李小
云触动很大，他决定在村里长驻下来，并暗自起誓：不
脱贫，不出村！

当时，河边村靠天吃饭，收入主要来自于甘蔗、砂
仁、橡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4000 元左右。为了筹
资，李小云成立了“小云助贫中心”公益组织。在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小云助贫”在河边村探索深度贫困综合
治理。

经过驻村走访和深思熟虑，李小云提议河边村依托
雨林资源和气候条件发展旅游业。当时，村里人住的木
屋，只是用木板围一圈，石棉瓦搭个顶，矮小、无窗，
不透阳光。要发展旅游业，李小云设想，首先需要建造
充满阳光又有瑶族特色的房子，村民既能自住又能当作
客房赚钱。当地政府采纳了李小云的提议，整合涉农资
金，为村民建造新房。

房屋设计仍沿袭了瑶族传统的干栏式木楼，方便就
地取材。木楼从房梁到围墙均为木质，上下两层，一层
架空，二层住人。李小云提出，在每户民居内建设一间
客房，叫作“瑶族妈妈的客房”。这种“嵌入式”瑶族民
居，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民宿模式，打造出传统与现代相
结合、客居与主居相融合的瑶族特色民居。

几十年来住在低矮阴暗的窝棚里的村民们，想象不
出高大、明媚的瑶族式建筑是什么样的。李小云自己设
计出效果图，在投影仪上放给村民看时，不少村民仍半信
半疑。直到第一批瑶族房屋建成后，村民们才纷纷加入。

从 2015 年底到 2017 年，整个寨子变成了一个大工
地，油锯“嗡嗡”作响。村民们自己动手，一栋栋瑶族
特色的干栏式木楼拔地而起，打造出“村里人不想出
去、城里人想来看看”的河边村，把“诗和远方”过成
了自己的日子。

在盖新房的同时，李小云推动将村庄美化、厕所革
命、厨房革命以及会议、餐饮等设施建设纳入贫困综合
治理工作中。

记者走进几户村民的客房和厨房，只见室内窗明几
净，物品摆放规范整齐，无论是客房的床铺，还是厨房
的桌椅餐具摆台，都与正规酒店、宾馆的房间一样。

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住在改造后的瑶族特色民居
里，品尝村里的“雨林鸡蛋”等特产，孩子们则痴迷于
观察从未见过的植物与昆虫。“村子尽可能保持它原有的
状态，但进入房间，生活又是现代化的。”李小云说。

村民们的创意更是层出不穷。记者在村里到处可以
见到村民自制的艺术品。在一间客房最显眼的位置，摆
放着一张木桌子。这种桌子的木料很常见，以前被用来
烧火，如今，村民们将其加工制作成有创意的木质家
具。有村民利用木材原有的形状，雕刻出了“手”形椅
子。还有村民利用一根大柱子原有的弧度，将其一分为
二，做成入户楼梯，游客沿着这个自然弧度走上楼，别
有一番乐趣。

村干部告诉记者，近年来，河边村充分利用气候资
源、雨林资源、瑶族文化资源，打造以“瑶族妈妈的客
房”为主的高端民宿新业态。目前，河边村已建起“嵌
入式”客房 47家，完善商业酒吧、儿童活动中心在内的
基础设施达 93项。通过绿化休闲空间，将自然景观与活
力商业有机结合，为河边村打造多样的户外活动、就
餐、交流空间。2018年，河边村整体脱贫。2022年，河
边村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

“乡村振兴需要产业，而且是新产业、新业态，只有将
传统和现代对接融合，才能产生最大价值。”李小云说。

致富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在河边村振兴路上，特殊困难群体也没有掉队。
8年前，聋哑人盘萨涅眼里的光芒曾经熄灭过。丈夫

和儿子先后去世，只留下她和小女儿。她面对的，不仅
是失去亲人的痛苦，更是一个家庭失去劳动力之后的困
境——橡胶没人割，地也种不动，盘萨涅一个人种点儿
玉米，养两三头猪，玉米是猪的饲料，猪则是她的全部
经济来源。

“建房子的时候，我们优先给她建。”李小云说。
2017年4月，盘萨涅家的客房开始运营，每年可以为她带
来1万多元的收入。

学做饭、学记账、学服务，政府组织培训，盘萨涅
学习得极其认真。她买了冰箱、电视，不舍得自己用，
而是给客房里的客人用。盘萨涅的客房是小间，但收拾
得很干净，助贫团队和合作社制定的客房标准，她严格
照着做。“她家的客房比较小，但布置得非常用心，比我
们当初给她设计的还要温馨。”李小云说。

盘萨涅家还种点儿玉米，养猪和鸡，房前屋后，也
会种点水果蔬菜。这也是李小云希望看到的，客房是河
边村产业中最重要的一环，但他不希望成为唯一的一
环，“如果没客人怎么办？”

李小云理想中的产业模式，是一个包容的、多元
的、可以互相支撑的业态，“比如种植热带作物、中药
材、养猪、养鸡、养蜂等，这些产业的产品本身就可以给
村里的餐厅、客房提供更丰富的商品，对村民来说，收入
是可以叠加的，同时也能增强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

现在，盘萨涅每个月有 2000多元的收入。她做的饭
很好吃，跟人合影时，总是羞涩地笑着，眼睛很亮。虽
然听不见也说不出话，可她总是尽力理解客人的诉求，
闺女也会帮忙。

年轻人返乡当起乡村CEO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村庄只有人丁兴旺，且有年
轻人愿意为村庄建设出力，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李
小云说。为此，他着重培养村里的年轻人，让年轻人愿
意留在乡村就业，甚至返乡创业。

2016年 12月，在广东省深圳市打工的周志学听说村
里要进行改造，于是回村帮家里盖房子。在搭建自己小
家的同时，周志学亲眼目睹了李小云教授团队是如何带
领乡亲建设这座古老瑶寨，为大家“换新家”的。周志

学深受鼓舞，这次返乡后，他便没再离乡打工，而是开
始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2019 年春节前，李小云团队决定正式成立河边村雨
林瑶家专业合作社，把过去几年带领大家开展的“瑶族
妈妈的客房”项目正式移交给全体村民。留在村中的周
志学加入了村里的合作社，并被推荐担任合作社的总经
理，统筹和管理全村的客房。李小云还给他起了一个响
当当的名字——乡村CEO。

合作社的管理需要一定的信息化手段，在大学生志
愿者和周志学的帮助下，村里的年轻人渐渐掌握了如何
使用电脑。后来，另外一位高中毕业的李进也回到村
里，承担起合作社的财务工作。

这些年，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是河边村最好的“宣
传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今年 30岁出头的邓林强，是位有文化的新农民，他
的祖辈就有养鱼的传统，但每年只是养十多亩，收入不
成气候。他接手祖业的这几年，鱼塘面积扩大到了 50
亩，今年计划扩大到 80亩。他对记者说，今年要到外地
考察学习，争取实现养鱼大丰收。

村民盘永飞也定好了今年的发展计划。他告诉记
者，自己这几年接待了很多游客，又经常去景洪市考
察，觉得河边村旅游业有许多可以优化的地方：“比如，
许多传统菜要大胆创新；各家各户在客房标准管理上，
一定要向星级目标迈进，这是市场大势所趋。”闲暇时，
盘永飞还通过抖音和微信平台推销雨林蜂蜜。

风从山外吹来，山水从此不同。经过李小云团队的
帮扶，河边村村民自我发展的意识被唤醒，在乡村振兴
之路上越走越快。河边村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很多外地
人来到这里，交流、考察、学习，有从州里来的，有从
省里来的、首都来的，还有从非洲远道而来的。

村民卢发东说，“大家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都觉
得很新鲜。村民走出去的机会都很少，更别说有外国人
来了。我第一次举牌接待外国客人时，心里充满了自
豪感。”

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在这里交流
扶贫经验，碰撞思想火花。尼日利亚籍留学生韩懋宇在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到河边村考察
后，他说，“河边村的脱贫经验、中国的扶贫经验，对我
的国家尼日利亚、对非洲，都非常有帮助。”

一个边陲瑶寨的乡村振兴“密码”
——探访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

本报记者 陆培法

3月的北京，春暖花开。在一个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的演
讲让学员们眼前一亮。

“打造新业态，培养乡村CEO（乡村职业经理人）……”李小云的很多想法，源自他在云
南边陲的扶贫经历。

2014年的一个冬日，李小云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进行
扶贫实践。他在这个瑶族村寨长驻下来，帮助乡亲们发展起了产业，摆脱了贫困。2021年，
李小云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河边村也成功解锁了乡村振兴“密码”。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河边村，探访这个村庄的蝶变故事。

上图：河边村过去的老房子。
下图：河边村现在的房子和村景。

上图：李小云向村民展示村庄设计规划图。
下图：建设完成后的瑶族特色民居客房内部。

上图：游客和村民一起跳舞。
下图：村民在挑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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