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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个既富饶又

贫困的地方——这里有高黎贡山的原始森

林，有咆哮奔腾的三江并流，也有人均收入

不足全国平均水平一半的农村居民。在默默

守护这片土地多年之后，怒江突然发现自己

已成为全国发展垫底的州市。

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现在，

怒江人正寻求守着金饭碗不再挨饿的出路，

在生态发展的同时，让百姓脱贫致富，建设

幸福怒江。记者近日深入怒江纵深地带，探

寻美丽怒江的生动故事。

阅 读 提 示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佘 颖摄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采访了一个星期，真正了

解了怒江发展的难处。由

于财力奇缺，怒江很多地

方连土公路都没有，高速

公路更是稀罕物。看着就

在山那边、直线距离不过

三四十公里的地方，却要

在山路上颠簸盘桓两三个

小时。

更 难 的 是 腾 挪 空 间

有限，发展要素不足。怒

江州 98％以上是高山峡

谷，发展农业先天不足；

近 60% 的 土 地 处 于 生 态

保 护 区 ，不 允 许 发 展 工

业；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

总 人 口 的 93.6% ，超 过

50% 的 人 口 处 于 贫 困 状

态，发展第三产业缺乏消

费 人 群 ，服 务 能 力 也 不

足。都说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要实现脱贫致富，

谈何容易？

不过，怒江最让人感

动的正是一股不低头、不

服输、不等待的拼劲。每

次跟怒江的政府工作人

员聊天，都能感受到他们

那种急于为怒江谋出路、要跟全国人民一起奔小康

的信心。他们没有坐等天上掉馅饼，而是积极自谋

出路：整合项目向国家和云南省申请帮扶资金；集中

有限财力整村推进贫困乡村脱贫工作；结合自然条

件和产业基础发展特色林果种植；善用“外援”力量

⋯⋯

这种讲求实际的拼劲，使怒江的扶贫工作稳定地

推进着。在全年财政收入只有 9 亿多元的情况下，去

年怒江州到位扶贫资金 9.96 亿元，新建扶贫安居房

3500 户；新建和改造农村公路 484 公里，解决 4.57 万农

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完成农村沼气池建设 1580 户、

组织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地震安居工程建设 4374 户，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

难能可贵的是，怒江的拼劲打着民生的烙印。虽

然财力薄弱，怒江还是咬牙保障民生，2014 年教育、卫

生、社会保障、就业等民生支出和重点支出达 25.6 亿

元，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 77.3%。怒江百姓的幸福

指数大大提升。

怒江州委书记童志云说得很坦率：怒江现在是“后

无追兵”，很多指标都排在全省末位，距离越拉越大。

唯有苦干实干，才有可能改变怒江贫困落后的面貌，与

全国人民一同奔小康。相信凭借这股拼劲，怒江的未

来一定有希望。

怒江夹峙在高黎贡山和怒山之间，纵贯南北，因其落差巨
大，水流湍急，奔腾怒下而得名。怒江与一山相隔的澜沧江及与
其比邻的金沙江共同组成了世界著名的“三江并流”独特自然奇
观，2003年7月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而其中以怒江峡谷
下切最深，岭谷高差最大，地势最为陡峻，峡谷形态最为典型，曾
被誉为世界第三大峡谷而成为“三江并流”奇特景观中最为壮观
和最具魅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其大部分谷区尚未开
展过有关的科学研究，是目前中国最为神秘的自然峡谷。

20世纪初，西方的探险者进入怒江峡谷时完全被惊呆了——
一些在欧洲教科书上被认定为仅存化石的古植物，还在这里自由
自在地生长着。如树蕨、秃杉、光叶珙桐、贡山三尖杉等，它们后来
被称为“活化石”，至今还有限地残存于怒江温暖湿润的谷地。

在怒江峡谷还发现了大量古生物经过隔离分化和演变形成
的特有类群，例如全世界已知的杜鹃科植物都是灌木，高黎贡山
独有的大树杜鹃却是乔木。19世纪英国传教士将高黎贡山的
大树杜鹃树干锯成圆盘带回英国，震惊了整个植物界，该大树杜
鹃圆盘至今仍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著名
的杜鹃专家冯国楣教授在高黎贡山又发现了树龄达500余年，
基径达3.07米，树高愈25米的世界杜鹃王，再次震惊了世界。

怒江峡谷不仅物种丰富，而且特有物种比例很高，有近三分
之一是怒江峡谷特有类群和珍稀濒危物种。2001年，中美联合
考察组在怒江捕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降河型”洄游鳗鱼——
云纹鳗鲡。这是目前全球仅存的两例标本，其中较大的一条是
西南林业大学标本馆的镇馆之宝，另一条较小的则被赠送给了
中科院水生动物研究所。

怒江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怒江州上

上下下高度关注的问题。童志云
曾担任过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是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
专家。最近，他又邀请了 10 余位
云南省社科联的专家到怒江调
研，想为怒江实现跨越式发展寻
找出路。

“过去都说等靠要，但怒江的
老百姓已经等不起了。”童志云
说，“怒江要从‘等靠要’改为‘干
靠要’，积极谋出路。”

独龙江乡曾是怒江最贫困最
闭塞的地方。2010 年，独龙江乡
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为 551元，有些
家庭至今仍处于人畜混居的状态。

怒江的扶贫工作就以独龙江
乡为着力点。自 2010 年开始，国
家和云南省政府、怒江州先后在
人口不足 5000 人的独龙江乡投
资 13 亿元，集中全省 30 多个部门
的力量，并请来上海市、国家林业
部门等“外援”对口帮扶，根据不
同的贫困程度、自然环境、发展条
件等确定对象，对当地农民实行
整体搬迁、整村推进，修公路、修

厕所、配套产业，一个村一个村地
解决贫困。

近几年，几乎每个怒江州的
干部都到过独龙江，他们逐乡逐
村逐户确定贫困对象，制定帮扶
规划和具体扶持措施。每项措施
出台前，村里还要召开座谈会，让
村民们自己选择帮扶项目。

独龙江乡巴坡村就是整体从
山上搬迁下来的新村。新居沿江
而建，红墙绿树，雾气缭绕，宛如
仙境。据巴坡村党支部书记王世
荣介绍，根据家庭人口，新居从 80
平方米到 100 多平方米不等，均
配套了旅游接待房。由于从 1988
年开始就试种草果，因此巴坡村
被确定为草果种植基地，农民采
取订单式种植，由公司统一收购。

走过铁索桥，江对岸就是草果
基地。这些遍布在山林深处的深
红色果实，一簇一簇的，像是跳跃
的火种。进入丰产期后，每亩草果
年收益可达六七千元。“从2010年
开始，村里的草果就有收益了，收
成最好的 2012 年产量达 120 吨，
全村人年均增收1000元左右。”王
世荣说。

目前，独龙江乡整乡推进已
基本完成，昔日简陋不堪的木楞
房，变成整齐划一、结实耐看的砖
混安居房，1068 户居民集中在 26
个安置点，其中整村推进安置点
24 个。基础设施面貌一新，新公
路的贯通结束了独龙江乡大雪封
山、长达半年不通外界的历史，在
其他乡镇还在推广 3G 网络的时
候，独龙江乡已实现了 4G 网络
覆盖。

这条集中力量办大事、整村推
进精准帮扶、“善用外援”抓项目的
路子，被怒江州视为扶贫工作的有
效措施加以推广。2014年全州共
实施整乡推进 8 个、整村推进 56
个，新建扶贫安居房3500户，完成
易地搬迁 3130 人，这部分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随着扶贫项目的推进，一批
以草果、核桃、漆树、中药材、独龙
牛、独龙鸡等为重点的特色产业
基地也逐渐成形。去年，怒江新
增草果、云黄连、秦艽等优质中药
材 14.32 万亩，新增核桃、漆树、油
茶等木本油料 17.38 万亩，已经初
步形成规模。

怒 江 发 现
本报记者 佘 颖

怒江：“三江并流”奇特景

怒江州的主色调是绿色。它位于“三
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腹地，境内森林覆
盖率近 73%，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倍。

云南省林科院院长杨宇明与这片森林
打了 30 多年交道。他发现这里集中了北
半球从南亚热带到寒带的多种气候类型和
生物地理群落，汇集了高山湖泊、冰川泉
华、丹霞奇观等多种景观。“沿峡谷走上一
遭，相当于游历了半个微缩地球。”杨宇明
形容说。不少起源于第四纪以前的动植物
在这里找到了最后的栖息地，其中的 1500
多种动植物被列入国家保护名录。

怒江的名气来自神秘丰饶的三江并
流及地势险峻的怒江峡谷，近年建设怒江
水电站引发的争议更让其声名远播。

怒江州的水电资源得天独厚。奔腾咆
哮的怒江落差巨大，水流湍急。再加上过
境的澜沧江、独龙江及其支流 180 多条，全
州水能资源总蕴藏量达 2000 多万千瓦，
可开发的水能资源装机容量为 1844 万
千瓦。

“按照目前的水电站设计方案，保守估
计每年可以带来 17 亿元财政收入。”怒江
州委书记童志云毫不掩饰自己对水电站的
渴望。怒江州去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仅为 9.33 亿元。穷怕了的州政府面对翻
倍的效益很难不动心。因为，除了水电，怒
江拿得出手的资源并不多。

千百年来，怒江留住了森林，却种不了
庄稼。据统计，怒江州坡度超过 25 度的陡
坡耕地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76％，最陡处可
达七八十度，土壤平均厚度16厘米，玉米亩

产不超过300斤，一家人靠土地糊口很难。
迫于生活，当地农民在山上开垦出窄窄的梯田。记者沿怒

江从六库到福贡再到贡山，一路看到沿岸半山腰上不时出现的
一块块庄稼地，像黄色膏药一样贴在墨绿的山间，斑斑点点，很
不协调。怒江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新平告诉记者，那就是当地
人的包谷地，维系着一家老小生活的希望。

过去，怒江的老百姓习惯开山种地，一块地消耗光了，再开
垦一块，砍下来的树不仅能烧火，还能卖钱。进入 2000 年后，
怒江大部分地区被纳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严禁
砍伐森林，每年还要有专人养护森林。从此，全州唯一的支柱产
业退出历史舞台，至今没有形成替代产业，当地人也少了一项重
要收入。

2014 年，怒江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97 元，不
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2300 元的贫困
人口达 22.97 万，贫困发生率为 51.61%，居云南之首。同时，怒
江也是全国经济实力最弱的地州之一，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在全
国 30 个民族自治州中列位 29 位。多年来，怒江百姓守着富饶
的资源过穷日子。

怒江人的拼劲

佘

颖

真不甘心过穷日子

长期以来，怒江州把发展的
希望寄托在水电站建设上，州政
府新办公楼对面的山头上赫然写
着“绿色水电，幸福怒江”。

“ 水 电 站 就 是 我 们 可 行 的
路。”童志云直言不讳地说，“怒江
州需要特殊政策特殊手段，否则
无法如期实现小康，肯定要拖全
国人民的后腿。”这几乎是怒江人
的“共识”。所以，当面对专家对
建设水电站的质疑，当地人总是
会不甘心地反问：“我们为什么要
守着金饭碗挨饿？”

怒江的问题仅靠怒江自己是
解决不了的，把希望寄托在水电
站这根稻草上也不现实。经过数
天的调研，云南社科界的专家们
开出了见效更快的“药方”——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

长段昌群建议怒江争取建立国家
生态特区，利用制定“十三五”规
划的契机，集成整装一揽子项目，
向国家和云南省主动请缨，解决
国家和云南省高度关切、以怒江
为案例取得突破的问题。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施本
植认为，怒江应该研究建设“怒江
生态碳汇经济带”，向世界银行

“生物碳汇基金”等积极申请碳汇
试点；怒江迫切需要的 100 万亩
退耕还林指标，请中央和省里各
解决一部分，因为省里通过各类
开发区整理应当有一定余地；同
时，还可以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
格形成机制和生态产业项目上市
融资的途径，争取更多生态补偿
和投融资。

杨宇明则根据自己在植物领

域的研究成果，一口气推荐了辣
木、金线莲、油用牡丹等 10 余种
既适合怒江自然条件又具有较高
经济价值且收益较快的作物。“发
展生态旅游和特色高价值生物产
业，是适合怒江跨越发展的重要
途径。”杨宇明说。

根据多年的观察，杨宇明把
贫困视为生态保护最大的敌人，

“前些年怒江生态被严重破坏，多
次引发泥石流、塌方等生态灾难，
就是因为农民在陡坡上开荒种
地。”对此他认为，现阶段怒江必
须改变观念，“保护与发展并不矛
盾，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可
以对资源进行科学利用。只有让
人们品尝到保护对象为经济发展
带来的丰收硕果，他们才会积极
主动地去保护生态。”

除了特色林果产业，这些年
怒江也在利用绿色和文化做旅游
文章。片马的驼峰航线游、独龙
江乡的民俗绿色游都是经典线
路，成为近年来怒江发展经济的
又一闪光点。

独龙江乡普卡旺村只有 13
户、56 人，整体搬迁后，由上海市
援建了一批民族特色安居房，重
点发展旅游业。

62 岁的兰桂花是普卡旺村
人，她家的房子属于典型的独龙
族旧居。记者走进兰桂花家顿觉
漆黑一片，只有烧得正旺的火塘
散发着温暖昏黄的光。眼睛适应
黑暗之后，记者发现屋顶挂着干
肉，门口的大缸里扣着猪食，小
猫小狗蹲在火塘边，满屋跑的竟
然是一只黑乎乎的小独龙猪，还

很亲热地往客人腿上蹭。
旧 居 几 米 外 ， 就 是 用 木 头

墙、稻草装饰的新房。向导告诉
记者，游客一般都会来参观旧
居，住宿则在新居配套的接待
用房。

独龙族人不善经营，因此普
卡旺村成立了农村旅游专业合作
社，由一家浙江公司承包，村民
只等着收房租。“我家两间房，每
年给 5000 元租金，年底还有分
红。”兰桂花羞涩地连比划带说，
总算透了个底儿，“村里人还有在
公司打工的，能拿工资，我没有
去。”

王世荣的新家也建了一间接
待 房 ， 里 面 只 有 2 张 木 板 单 人
床，客人来了就跟他们在土砌的
灶房里吃饭，有时候还买不到

菜，条件相当简陋。即便这样，
上个月他家也有 1800 元旅游收
入。据说在条件更好的知子罗镇
和重丁、老姆登、百花岭、罗古
箐等旅游特色村寨，最好的农家
乐年收入可达 10 万元。与缅甸
交界的片马镇，凭借“出入境”
游和驼峰航线“历史游”，去年
吸引来 20多万旅游者。

2014年，怒江州实现旅游业
总收入 21 亿元，增长 22.2%，势
头喜人。但是怒江旅游基础设施
薄弱，环境承载量有限，旅游业
暂时还难以挑起经济的大梁。更
何况为了保护怒江生态，当地对
旅游业的定位是发展生态文化旅
游和科考探险等高端旅游，这些
都需要投入大量人财物打造，靠
时间慢慢积累品牌。

一个村一个村地精准帮扶

把生态和文化变成财富

绿色水电 幸福怒江

底图底图：：怒江以神秘美丽著称怒江以神秘美丽著称，，到到处是风景处是风景。。

上图上图：：普卡旺村新建的房屋普卡旺村新建的房屋。。

①

②

③

图①：怒江的孩子早早学会了放学拾柴回家。

杨宇明摄

图②：普卡旺村兰桂花家的旧房子，是典型的独龙

族民居。

图③：奔腾咆哮的怒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