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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云南德宏州的首府芒市，

亚热带的气息扑面而来。给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街道两旁种满了果

树，芒果大道、菠萝蜜大道、桂圆

大道等，街道被挂满累累硕果的果

树装点。

据说这些水果摘下后，会拿到

养老院分送给老人们，其余的会依

次送给市民。在这个花开四季、果

结终年的花果城市，从景观树到爱

心行动，树始终是一个美丽而温暖

的载体。

随着采访行程的铺开，我发现

云南人对树尤其是古树有一种特殊

情结。在芒市采访后谷咖啡，听到

的不仅是全产业链的生态方式操

作，也知道了在邻近的瑞丽市有一

棵百年的咖啡树。咖啡树一般树龄

只有 30 年，对百年咖啡树的探寻，

成 了 后 谷 咖 啡 文 化 节 上 的 一 大

亮点。

到了瑞丽市后，我曾在麻稞村

见到这棵百年咖啡树，景颇族村民

勒旺说，他们 1972 年把这棵树从弄

贤村移植过来。这棵百年老树比一

般的咖啡树茂盛高大许多，上面缀

满了绿珍珠一样的咖啡果。

在滇西南的德宏州和保山市采

访，见得最多的还是榕树，几乎有村寨的地方就有榕树，

据说傣族都是依榕树而居，古榕树也是傣族人心目中的

神树。在盈江县采访，听说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的亚热

带雨林之中生长着一棵榕树王，已有 300 多年的树龄，它

的树冠覆盖面积达 5.5 亩，远远望去，犹如一片小树林。

人们认为只要大榕树枝繁叶茂，生活就会风调雨顺。

在腾冲市，有一家做高黎贡山生态茶产业的企业，更

是把千年古树茶作为自己企业的一张“王牌”。十几年

来，该企业一直巡访腾冲境内的深山老林，寻找百年古茶

树。还曾组建了一支 20 人的探险队，去神秘莫测的高黎

贡山腹地寻找大山深处德昂山寨的千年古茶树。德昂族

被誉为“古老的茶农”，他们世代种茶，寨子里的茶树都是

上千年没有移栽过的古茶树。“这里的每一片茶叶都有了

穿越千年时空的香气与灵性”，一位当地人这样描述千年

古树茶。

让我更为震撼的是腾冲市固东镇的银杏村，这里的

银杏王有 1300 年的历史，全村有 3 万多株银杏树，上千

年的就有 60 多株，在村里的房前屋后、道路两旁全是

银杏树，每到秋季，一片金黄掩映着村庄人家，风光绝

美。在村里，从祖辈开始就有种银杏树的传统，新娘嫁

来这里，也要种一棵银杏树。银杏村早已成为当地最有

名的旅游景点，村民们也已因银杏树走上了增收致

富路。

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必然被自然所眷顾。云南人用

绿色的生活方式，淬炼出绿色的发展方式，而绿色的发展

方式又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对面的缅甸人很羡慕我们，说你们
的 田 一 块 一 块 很 大 ，田 里 都 能 开 汽 车
了！”7 月 6 日下午，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瑞丽市姐相乡贺腮村委会弄沙村
民小组的傣族党支部书记喊良塞说。

在喊良塞的身后，是一大片绿油油
的水稻田，中间还有一条笔直的水泥路，

田园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弄沙村民小组
组长吞棉也是傣族人，他告诉记者，2014
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水汪汪的冷浸田，根
本不能种庄稼。“那时就算能种的田，也
是高高低低不平整，一小块一小块的不
好种，还经常被水淹。种田却吃不饱肚
子的现象很普遍。”

2013 年，国家农田整治的兴地睦边
项目分给瑞丽市 6 个，建设规模为 6.3 万
亩 ，总 投 资 1.5 亿 元 。 经 过 2013 年 至
2016 年的实施和验收，瑞丽共新增耕地
0.39 万亩。同时，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大
大提升，整治后的耕地让农民们增产又
增收。

喊良塞和吞棉所在的弄沙村民小组
的土地也在整治当中，那片令人绝望的

冷浸田有 1000 多亩。既无肥力也难有
收成的田是这次农田整治的重点，涉及
姐相乡贺腮村委会和俄罗村委会 212 户
836名群众。

瑞丽市国土资源局规划耕保股的侯
超参与了兴地睦边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他回忆，那时的土地遍布砾石，有些土地
始终被无法排出的水淹着，变成了撂荒
地。当时要把土地先交上来再统一整
治，许多村民不理解、不配合，国土部门
的人就和当地乡镇及村委会的干部一家
一家去做工作。

“整治工作也异常艰辛，要从 500 米
外的地方取土进行客土回填，进行平田
改土；要修机耕路，要建能排能灌的水
渠，要把一块块小田变成方方正正的大

田。等土地整治完工交到农民手里时，
那片水浸田已变成高产稳产的丰产田，
水稻亩产达到 800斤。”侯超十分兴奋。

吞棉和侯超算过一笔账，整治过的
农田一年可以种三季，一季水稻、两季玉
米，毛收入 7000 元到 8000 元。而且过
去每亩地播种、施肥、灌溉、收割，要投 20
个工，人扛马驮，现在农用车直接开到田
地旁，只用 12 个工就够了；修了水渠，不
仅节水而且灌溉方便。各项成本都下降
了，农民的收入稳步提高。

“2015 年以后，我们的收入越来越
高。现在政府的政策真的很好，村民遇
到困难有人帮，缺化肥农药了有人送上
门。”喊良塞和吞棉家现在不仅都买了摩
托车，还都盖了大房子。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

冷 浸 田 变 丰 产 田

在德宏州采访，经常会听到一个词，
叫“直过民族”，该词特指新中国成立后，
未经民主改革，直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社
会主义社会的民族。记者在盈江县太平
镇雪梨村委会石梯村民小组见到的景颇
族和傈僳族就是这样的“直过民族”。

7月 11日上午，记者乘车从盈江县城
出发去石梯村，一路山多弯急，约 62 公里

的路用了两个小时。快进村时，道路明显
宽敞起来，村口立柱上雕饰的犀鸟头，彰
显着景颇族的民族特色。“这条 14 公里直
通村里的路，是国家 2016 年的边境转移
支付项目投入 1600 万后，在去年 10 月修
通的。”盈江县太平镇镇长李学军说：“石
梯村的旅游现在是太平镇的一个亮点。
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有犀鸟、红腿小隼、孔
雀雉等 550 多种鸟类，还有国家级保护植
物 26 种，过去只是观鸟探险的人来，现在
路通了，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石梯村拥有 24.7 公里的边境线，是
一个景颇族和傈僳族杂居的边境山区村
寨，共有 45 户、185 人。石梯村海拔最高
1300 米，山下的洪崩河吊桥从大盈江上
横跨而过，海拔 300米左右。

“这儿的生态环境这么好，是因为附

近的村民们这些年转变了发展观念和方
式，从砍柴人变护林人，从打鸟者变爱鸟
人。所以鸟越来越多，风景日益秀美，已
被设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2015 年建起
了犀鸟谷。”太平镇党委副书记杨宏飞说。

阁龙农家乐的主人徐小龙是景颇
族，家里有 6 口人。他家祖上 7 代都住
在石梯的山崖上，以前刀耕火种，靠一
点薄田种些旱谷、香草，一年的毛收入
只有 1 万多元。当年住的是茅草房，没
有路，出寨子到山下的芒允镇去赶集，
每次都要 3 天才能回来。“路修通了以
后，骑摩托车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集市
了。看着来村里观鸟的人越来越多，我
今 年 3 月 份 开 办 了 农 家 乐 ， 能 住 5 个
人，到现在毛收入有 3 万多元。现在我
家还养一些政府扶贫的二代野猪，与过

去相比，我家的收入高了三倍多。”徐小
龙掰着手指头边算边说。

村党支部书记排中华同是景颇族，他
最深的感触是：“这几年党的政策特别好，
政府送来种子、化肥让我们种咖啡、坚果，
在房前屋后种茶叶、荔枝、芒果等。收入
增加不说，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观鸟游
客来得越来越多，每年 10 月到第二年的
4 月是观鸟旺季，一年最多有 400 多人来
观鸟。寨子里又有四五户村民要开办农
家乐，石梯村民会过得越来越好。”

“还有，今年国家的兴地睦边项目还
投入了 100 万元，对全村 230 亩旱地进行
整治和改造，等这个项目实施完，旱地变
水田，村民还会再增产又增收。今年比
2016 年每户预计可增收 4000 元至 5000
元。”排中华兴奋地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太平镇石梯村：

古 寨 通 了 幸 福 路

“我们西沙河的治理是破例列入兴地
睦边土地整治规划的。”云南省腾冲市滇
滩镇原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李定国说。

2009 年，腾冲国土局将滇滩镇山寨
等 11 个片区中低产田地改造项目纳入了
云南省兴地睦边项目规划。当时，水患年
年泛滥的西沙河却因是水利工程而进入不

了土地整治的项目规划。为此，李定国和
项目指挥部的乡镇干部们多方奔走。

水灾泛滥的西沙河是滇滩镇西沙河
两岸人民的心腹大患。每年，一到六七月
份的雨季，都是村民们抗洪排涝的日子，
年年加固河堤，抗洪救灾年年都要投入近
百万元。2004 年雨季，洪水冲毁了河堤
两岸的 300 亩烤烟、水稻和玉米，周边村
民损失达 200 万元。村民李仲威家的 4
亩地，每年都因水患有 1 亩绝收。村民收
入连年下降，生活日益艰难。

后来，国土资源部工作人员来到滇滩
镇实地勘察发现，只有治理了西沙河，才
能整治土地，“治水就是兴地”。于是果断
决 定 ，拿 出 兴 地 睦 边 项 目 工 程 总 资 金
8068.03万元中的一部分用于治水。

滇滩镇位于腾冲北部边陲，北与缅甸
克钦邦板瓦毗邻，国境线长 24.7 公里，是
腾冲对外开放的前沿，素有“极边第一镇”
之 称 。 全 镇 共 115 个 村 民 小 组 ，截 至
2016 年末，有总人口 29217 户，当农民因
水患而陷于贫困状态时，无奈选择了到毗
邻的缅甸去打工，挣钱少又不安全。

治 水 项 目 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 竣
工。治理后的西沙河筑起了 12 公里的生
态河堤，河道最宽达到 80 米，最窄只有
50 米，从此杜绝了水患，极大改善了西
沙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后的西沙河
两岸，兴地睦边工程顺利推进，1.5万亩
耕地经过中低产田改造，稻田由过去的
每亩单产 400 斤至 500 斤，达到 800 斤
到 1000斤。

“国家的兴地睦边工程真是一个富民
兴边的实干工程。”村民们这样说。通过
对项目 2.67 万亩土地的整治，区内耕地
小田并成大田，统一修了机耕路、排灌沟，
形成了旱能灌、涝能排的农田灌溉系统、
完善的田间道路网络，肩扛马驮变成了机
器劳作，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土地产出
率以及耕地复种指数也大幅度提升，新增
耕地 1900 亩，可供养 1741 人，人均纯收
入增加量为 174.41元。

于是，过去在外打工的村民又回到村
里开始种地，尤其是近两年，由于大力推
进调整种植产业结构，推广反季特色农
业、经济作物种植及特色水果、蔬菜、烟叶
种植，经济效益更加显著。如今，全镇农
民人均纯收入 9841.5元。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橙子林，旁边一大
片正在整治的土地，是国家农田整治重大
工程计划兴地睦边项目的一个实施点
——位于云南保山市龙陵县勐糯镇褚橙
基地的 1300亩土地。

据龙陵县国土局负责人介绍，从
2010 年起，龙陵县共实施兴地睦边项目
5个，国家预算总投资 3亿多元，项目涉
及龙山、勐糯、龙江等 8 个乡镇。龙陵
是一个有着 19.71 公里国境线的国家定

点扶贫农业县。因此，龙陵县把兴地睦
边这一重大工程与精准扶贫、兴边富民
和新农村建设等工作融合在一起统筹
安排。

勐糯镇褚橙基地是云南恒冠泰达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勐糯
的田坡村，云冠牌冰糖橙(褚橙)基地建
设项目规划区达到 3 万亩，是全国柑橘
类水果生产种植基地里最大的单品基
地。基地推行‘公司+品牌+农户’的模
式，已带动就业 1.5 万人。流转土地的
农民可以拿到土地租金，参与管理果树
的农民每月可领取工资，果树挂果后农
民们还有分红。除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农民们能在公司学到种植果
树的各项技术。”恒冠泰达有限公司总经
理褚一斌说。

带动农民收入成倍增长，这是龙陵县
将 1300 亩基地纳入国家兴地睦边项目，

投入 500万元进行农田整治的缘由。
“现已完成冰糖橙种植 8000 亩。其

中一期 3600 亩已种植完成，共 18 万多
株，二期也有 18 万多株。三期土地流转
2300 亩（其中 1300 亩列入国家兴地睦边
项目），正在进行土地整改。我们已建成
占地 40 亩年产 2 万吨的有机肥厂。”7 月
16 日上午，勐糯褚橙基地的业务主管郭
嘉贤告诉记者。

在橙树林里穿行，记者发现有些果树
已经结果，大部分则没有结果子。“挂果的
树只有 1000 棵，这是试验挂果，因为我
们要检测果子的质量是否达到标准。”

那如何控制别的果树不结果呢？“我
们用人工将不让其结果的果树上的花蕊
抹去，以保证将来果树的树冠健壮，等果
树符合各类标准时再让其挂果。”郭嘉贤
介绍说，标准化管理、品牌化经营体现在
每一个细节中。3 年多的时间，他们种植

37 万多株果树，流转了 395 户农户的 1 万
多亩土地。据介绍，勐糯基地通过政府引
导，企业运作、群众参与，可带动龙陵县柑
橘类水果种植面积 10 万亩以上，有望成
为全县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当 3 万亩
果林种植完成后，还可促进龙陵县旅游观
光休闲产业的发展。

国土部门在做褚橙基地项目时还进
行了创新，“国土局根据我公司种植要求
和标准，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在整治标
准上配合褚橙公司模式，满足我公司水
肥一体化、农业机械化的要求，采用坡
改梯的整治方式，台面设计个性化处
理，以利于橙树的生长和鲜果丰收时的
批量运输”。褚一斌对保山市、龙陵县和
国家给予基地的支持非常感谢，由于离
基地橙树的丰产期还有 4 年时间，他希
望国家及各级政府持续地给予基地关注
和帮助。

腾冲市滇滩镇：

治 水 兴 地 定 民 心

保山市龙陵县勐糯镇：

褚 橙 丰 收 农 家 富

瑞丽市整治后的冷浸田让农民增产又

增收，水稻亩产达到 800斤。

通往石梯村宽阔的道路两旁立柱上雕

饰的犀鸟头，彰显着景颇族的民族特色。

治理后的西沙河河道最宽达到 80 米，

最窄只有 50米。

保山市龙陵勐糯褚橙基地业务主管

郭嘉贤介绍橙子生态种植情况。

千百年古树的启示

腾冲市江东社区银杏村村委会主任黄超金介绍乡村

旅游发展情况。

德宏州芒市菠萝蜜大道两旁的大树枝头果实累累。

后谷咖啡德宏州盈江县分公司咖啡基地总经理杨春

才介绍当地农民通过种植咖啡树增收的情况。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佳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