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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政策助力苗寨圆梦

乌英苗寨坐落在桂黔交界的大山
深处，共有 145 户 700 余人，其中 104 户
属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
村，41户属于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
族乡南岑村。

因为土地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
以及交通不便，乌英苗寨曾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保留着落后面貌和贫困烙印，
2015年精准识别时共有 92户贫困户。

44 岁的梁秀平，在乌英苗寨和他年
龄 相 近 的 人 中 学 历 最 高 —— 初 中 毕

业。他爱人潘妹秋和当地很多妇女一
样，小时候没上过一天学。

“太封闭了，大家都没有文化，意识
不到知识的重要。”梁秀平上小学时就
要挑着柴米油盐，步行 3 个小时到杆洞
乡读书。身边的上学伙伴越来越少，到
小学六年级时，只剩下他一个人。

1993 年，梁秀平成为乌英苗寨第一
个初中生，独自到县城读书。1995 年他
初中毕业，想继续读高中、考大学。但
一家 7 口人温饱还未解决，父亲实在借
不到足够的钱给他交学费。

“我把房子拆了，卖木头换学费。”
梁秀平在父亲面前撂下狠话。挣扎一
个月，梁秀平只能外出打工。读书梦就
此破灭，“从那以后也不去想了”。

两年后，梁秀平返乡结婚生子，从
此不再外出务工。梁秀平也开始理解
父亲：“父亲尽力了！当时大家都很穷，
无处借钱。”

作为极少数能读到初中毕业的人，
梁秀平在 21 岁时被选为村民小组长。
在苗寨，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寨老”才
能成为“当家人”。当年的“娃仔小组
长”，渐渐成长为苗寨带头人。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村民开始陆
续外出务工。在家务农的梁秀平依旧
找不到摆脱贫困的路子。他儿子梁贞
开始沿着自己当年走过的羊肠小道去
求学。

2009 年，新一代年轻人吴辉忠成为
乌英苗寨第一个大学生，这让梁秀平看
到了希望。“我的儿子一定要比我走得
更远！”这是梁秀平的心愿。

梁秀平的底气，来自国家对民族地
区教育的重视、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
精准资助体系等一系列教育惠民政策
的落实。

2019 年夏天，梁秀平的儿子收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像高寒山区的杉木成
材一样，3 代人 30 多年接力终于实现了
大学梦。

世代走过的山路，杂草丛生。2015
年至今，乌英苗寨修了 3条扶贫公路：一
条通往广西，一条通往贵州，还有一条
产业路。

作为党鸠村村委会副主任，梁秀平
在带领群众脱贫的路上两次病重入院，
康复后又继续投入工作。在桂黔两地
党委政府共同努力下，乌英苗寨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92户贫困户今年已全部
脱贫。

如今在乌英苗寨，妇女夜校培训
班、小学生军训、芦笙文化进校园等活
动频频举办。梁秀平说：“苗寨的未来，
人才是关键。只有不断有年轻人考上
大学，才能扛起家乡发展的重任。”

6次换车折射生活变迁

41 岁 的 梁 秀 前 是 苗 寨 的 致 富 能
人。在贫穷的大山里，有一个梦，一直
温暖着他年少时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带梁秀前到乡里赶
集，他第一次见到汽车，就爱上了这个

“大家伙”。回家后，父亲用木头造了一

辆车，成了最受苗寨小朋友欢迎的玩
具。“有车”成为梁秀前儿时的梦想。

1995 年，因家里无法承受每年 183
元学费的负担，梁秀前读完初一后，搭
上了前往县城的班车，成了苗寨第一批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梁秀前每月只留下生活费，其余的
都寄回家补贴家用，买车依旧遥不可
及。

打工 10余年后，家里开始种杂交水
稻 ，米 够 吃 了 ，梁 秀 前 不 用 再 寄 钱 回
家。此时，他才感觉自己真正从石山的
束缚里挣脱出来。

2009 年底，梁秀前骑着新买的摩托
车，载着妻子、女儿出现在刚刚修通砂
石路的乌英苗寨，全寨顿时沸腾，这是
寨子里的“第一辆车”。

梁秀前说过的很多梦想，别人都以
为是在吹牛。他说：“很多人都觉得我
脑子有问题，只有我清楚我是认真的，
我一定会努力把它实现。”

回到大山，梁秀前在乌英苗寨开了
第一个小卖部。第二年，他买了一辆二
手面包车，并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之
后几年，他又换了几次车。两年前，梁
秀前花了 7 万元换了一辆小汽车，这是
他的第 6辆车。

寨子实施危旧房改造、饮水安全等
工程时，梁秀前开车一趟趟拉回物料，
见证苗寨换了新颜。

2017 年，乌英苗寨成立水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梁秀前成了合作社带头人。
3 年来，他带着贫困户种植百香果、红
薯、高粱等。和他一起返乡的吴新仁，
开起了苗寨第一家民宿。

如今，梁秀前正为壮大苗寨产业忙
得马不停蹄。他期待产业更大更强，让
村民都富起来。

读书梦的种子被唤醒

在 苗 语 中 ，乌 英 意 为“ 美 丽 的 新
娘”。但几年前，即使是在当地人看来，
乌英苗寨也还是一个隐秘的“部落”：封
闭、落后、贫穷。

过去当地有严重的“重男轻女”观
念，女孩子要干农活，不能读书。“我和
我妈的命太苦！”44 岁的梁足英每次说
起小时候的事情都感叹不已，甚至流泪
痛哭。

作为长女，梁足英 7 岁就开始分担
生活的重担，每天从早忙到晚。看到同
龄的男孩子去学校上课，梁足英很羡
慕。有时候，她会背着弟弟到教室外
面，偷偷听课。

“我做梦都想读书！”等到弟弟长大
去读书了，梁足英依旧每天有做不完的
农活。

和很多同龄的小姐妹一样，梁足英
的童年没有琅琅书声。面对“女不读
书”的宿命，她不敢跟父母说，只能将梦
深埋心底。

梁足英长大、嫁人、生儿育女，一晃
30多年。在这期间，苗族女童教育开始
得到充分保障，乌英苗寨与外界联系更
加密切。梁足英和姐妹们与外界沟通

的愿望变得愈发强烈。
沉睡的种子，等待阳光雨露的沐

浴。
今年 3 月，当地政府部门在乌英苗

寨开办“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双语双
向”培训班。梁足英和妈妈，一起走进
夜校课堂，成为同班同学。

曾长期担任培训班老师的潘木枝
是乌英苗寨走出的大学生，她说：“读书
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埋藏在妈妈们心
里已经几十年了。白天她们干活已经
很累了，晚上还坚持来上课。穿上新衣
服，像过节一样。”

梁足英说：“我每天都早早出门干
活，争取早点回家，然后洗澡、吃饭，静
候上课的广播响起。”

为鼓励梁足英学习，丈夫卜胜昌不
仅把晚上的家务活全包了，还特意给她
买了新衣服。梁足英成为班上学习最
勤奋的人，并被选为班长。

半年来，培训班举办了 150多期，妇
女们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彼此间建立了
深厚的姐妹之情、同窗之谊。大家晚上
一同上夜校学知识，白天一起种高粱、

护果树、养田鲤，在脱贫致富路上撑起
“半边天”。

今年 11 月 25 日，融水苗族自治县
举办迎县庆芦笙大赛，乌英苗寨芦笙队
首次走出大山参赛。

“以前不认识字，不太懂交流，看到
有外人来都要绕道走，更别说去县城
了。现在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交更
多的朋友。”很少出远门的梁足英和妈
妈，提前一天坐车赶往县城参加活动。

芦笙是苗族文化的魂，乌英人爱笙
如命。其笙曲和技法融合了桂黔两省
区的民族文化，悠扬婉转，自成一格。
在与众多队伍的角逐中，乌英苗寨芦笙
队获得了第五名的成绩。在庆祝晚宴
上，梁足英热泪盈眶。

第二天，梁足英就赶回乌英苗寨，
继续上夜校，她已经习惯了夜晚的读书
声。

乌英、乌噶两条河分别从桂黔而
来，在风雨桥下芦笙岛侧潺潺流淌。点
点繁星，百户灯火，古朴苗寨温暖美丽。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乌英追梦人
——一座跨省区苗寨的脱贫故事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2019年3月20日拍摄的乌英苗寨；下图
为：2008年9月7日拍摄的乌英苗寨。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2020 年 11
月20日拍摄的完成改造的乌英教学点教学
楼；下图为：2006 年 9 月 19 日拍摄的乌英教
学点。

在乌英苗寨，梁秀平（右二）和群众抬贺礼去参加喜宴（2018年2月18日摄）。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2020 年 10 月 25 日，乌英苗寨“双语双向”
培训班的同学们在古树下合影；下图为：2006年9月19日，乌英苗寨教学点
的师生们在古树下合影。

在乌英苗寨“双语双向”培训班课堂上，梁足英（右）和母亲梁英迷在一起学习（6
月8日摄）。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2020年4月
1日，在乌英苗寨“双语双向”培训班课堂上，
大一学生潘木枝（左）在教妈妈讲普通话；下
图为：2010 年5月27日，在乌英教学点，二年
级学生潘木枝（左）在课堂上学习。

“五中全会新目标，巩固脱贫出新招。乡

村振兴落实好，幸福生活乐陶陶。”乌英夜校

的妇女们用一曲自创的山歌，唱出了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乌英苗寨，跨越两省区，曾是贫中之贫的

硬骨头。如今来到这里，木楼林立百户同心、

桥横路坦交通便捷、群众奔富劲头十足、干部

工作激情不减……已于 11 月份实现整体脱

贫的乌英苗寨，迎来了新的生机。

这是乌英苗寨全景这是乌英苗寨全景（（66月月77日摄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