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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白及采挖
季，走进东回镇千亩白
及种植基地，一垄垄
整齐的白及苗郁郁
葱葱，长势喜人，
各族群众正穿梭
在田间地头除
草，现场一派忙
碌景象。

“2019 年
起，我们夫妻
俩从澜沧良宝
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良宝生物科技”）
承包了 45 亩地种植

白及，在公司的技术指
导下，种植的白及每亩产

量提高至 3.6吨，3年种植周期
下来有 40多万元的收入，与公司合作，

不仅降低了我们的种植成本和风险，收
入也很可观。”正在种植基地管理白及的
李团凤高兴地说。

良宝生物科技是东回镇易地搬迁群
众实现就地就近就业的主要企业之一，
从 2018年开始，良宝生物科技就在这里
开展中药材种植开发和推广，雇用当地
的各族群众进行日常管理和养护。良宝
生物科技采取“公司+党支部+专业合作
社+农户”模式，成立“东回镇就业帮扶车
间”，辐射带动周边 2480 户农户参与滇
黄精、白及良种繁育和林下种植培训，在
提升种植管理水平的同时增加各族群众
的务工收入，让各族群众共享科技产业
发展红利。

“目前，在公司通过承包基地种植管
理的农户有 40多户，其中管理得好的农
户 3 年周期下来可实现 40 万元至 50 万
元的收入。此外，更多农户通过长期或

短期务工的形式从公司获得稳定收入。
公司日常稳定雇佣 80 人至 100 人，提供
每月 3000元的固定工资。在滇黄精、白
及等中药材进入大批量采挖的时节，公
司的日用工量可达 300 多人，有效带动
当地老百姓就地就近就业。”良宝生物科
技总经理王力川表示，公司通过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助农增收。

1988 年，在第一次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大会上，东回镇就被表彰为全国
民族团结先进集体，东回镇始终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主
线，推动全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
得新突破、开创了新局面。特别是近年
来，东回镇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在稳步推
进甘蔗、茶叶和玉米等传统产业的同时，
大力推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蓝百旺数
字蓝莓产业园、良宝生物科技和云天化
有机蔬菜园等企业在东回镇落地生根，
让老百姓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良宝生物科技是真正将真金白银
分到老百姓手里的企业，通过培植这类
新兴产业，进一步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增加的同时，团结带领各族群众闯出
一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致
富之路。”东回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魁
说，通过打造创新创业工作新路径，开创
各族群众共融新局面。

拉祜山乡焕新颜，团结奋斗谱新篇。
一直以来，澜沧县各族干部群众像爱护
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
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丰富形式、创
新方法，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
交融，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如
今的澜沧县，在团结中奋进，在和谐中前
行，一幅幅各民族水乳交融的生动画面
随处可见。

“最美丽的地方，就是拉祜山乡，清
晨鸟语欢歌，让心放松；共产党政策好，
拉祜人勤劳，团结友爱，让我们一起走。
四面八方朋友，请到拉祜山来……”每当
有游客来，澜沧县东回镇班利村“拉祜族
摆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郭玉兰和

“摆舞队”队员们总会唱响《最美丽的拉
祜山》，用热情的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
人。

提到东回镇班利村，或许大部分人
会感到陌生，但提到《摆出一个春天》这
个在虎年春晚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拉祜族
舞蹈，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深刻。短短 5
分钟的节目，让全国甚至全球的观众感
受到了独特的拉祜族优秀文化，生动刻
画了拉祜族人民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摆舞是拉祜族最具代表性的舞蹈，
有着“拉祜摆舞之乡”美誉的班利村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杜帕密
帕》的传承基地。

2020 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
下，班利村成立了澜沧班利拉祜啵喋演
艺有限公司，汇聚了 210 名群众演员。
公司以传承“拉祜摆舞”为切入点，引导
各族群众把传统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动
能，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
子”。

“我们一起演出的不仅有拉祜族群
众，还有佤族、哈尼族群众，大家在载歌
载舞中，促进了民族团结，传承了民族文
化。”澜沧班利拉祜啵喋演艺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郭玉兰热心地把摆舞教给周边乡
镇的各族群众，带动大家共同增收。

在澜沧县，致力于民族文化传承和
传播的还有一位当地家喻户晓的拉祜族

歌者——李娜倮，她也是“拉祜族摆舞”
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带领酒井乡
勐根村老达保村民小组的村民用歌声唱
出幸福生活。

为做好民族文化传承工作，李娜倮
还受聘到酒井乡勐根村完小担任双语教
师，每周到勐根村完小向孩子们讲授民
族文化，教孩子们跳摆舞、弹吉他，把文
化自信的种子种进孩子心中。同时，她
还带领各族村民开展民族贺歌、礼仪歌
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学唱活动。

按照“保护文化—挖掘资源—打造
品牌—构建产业—促进增收”的思路，
2013年 6月 29日，以老达保村民小组村
民为经营主体的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
艺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李娜倮任副董事
长。通过打造《快乐拉祜》歌舞实景演
出，将全县丰富的文化资源、优秀的歌舞
节目和拉祜族独特的风情在舞台上集中
展现出来，让广大观众充分感受到了“快
乐拉祜”的文化艺术魅力。

“节假日的时候，来的游客比较多，
我们不仅组织自己村寨的群众参与演
出，还提供摊位给周边村寨的哈尼族、傣
族群众展销土特产，让游客既能观看到
独具拉祜族风情的文艺演出，又能品尝
到各民族的特色美食，进一步带动了周
边群众增收。”李娜倮表示，在国庆假期，
通过演出和摆摊，助力各族群众增收 3
万余元。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与
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
之魂。澜沧县各族群众在“拉祜族摆舞”
里找到文化认同，在传承民族文化中坚
定文化自信。

       “普洱澜沧古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澜沧古茶公司’）坚守‘以茶养企、以
茶富农’的目标，在推动‘万企兴万村’行
动中，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紧
密结合，积极参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
援。截至目前，累计带动全县合作社茶农
9000户 4.5万余人，每年每户可增收 3000
多元。”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的澜沧古茶公司，于 10 月 12 日澜沧县召
开的普洱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现场
推介会上作交流发言。

澜沧古茶公司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
彰的好消息传遍澜沧县，全县各族干部群
众备受鼓舞，激发了大家积极参与创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的新热潮。

澜沧古茶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
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茶叶企业，坚持党建
引领，凝聚创建合力，其党支部与惠民镇
芒景村党总支、景迈村党总支深入实施

“村企联建”项目，通过“党支部+公司+基
地+茶农”的紧密合作模式，有效带动各族
群众增收致富。2021年，澜沧古茶公司党
支部荣获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云南省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称号。

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澜沧
古茶公司以茶为媒、以茶聚情，把全国茶
友引进来，带领边疆各族群众走出去，联
动各民族茶农和全国甚至全球茶友，共融
共生，共同发展。“澜沧古茶公司连续 16
年组织了‘回家之旅’活动，促进各民族广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并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开展各类公益事业，用爱心和
实际行动助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
发展。”澜沧古茶公司董事长杜春峄说，澜
沧古茶公司将以此次荣获全国模范为鞭
策，续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的辉煌。

民族团结，是加快各民族和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多年
来，澜沧古茶公司紧扣“中华民族一家
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把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擦亮普洱
茶“金字招牌”，唱响民族团结“进步曲”，
打造高品质民族品牌，先后获得“中国茶
业百强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云南省普洱茶十大影响力企业”等
荣誉称号，“澜沧古茶”品牌成为边疆民族
地区一张亮丽的产业名片。

景迈山地处澜沧县惠民镇，是全球
首个茶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
在党的惠民政策支持下，生活在这里的
布朗族、傣族、佤族等各族群众紧紧围绕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争
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苏国
文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

“布朗族有句古话：单翅不会飞、独
脚不会跑、手足要团结。我们只有团结
起来，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家园、建设好我
们的家园。”被当地布朗族群众称为“更
丁”（唯一尊敬的人）的苏国文在父亲苏
理亚的教导下，倾尽一生为布朗族的幸

福生活而奋斗。
1943年出生的苏国文是惠民镇芒景

村走出去的第一位人民教师，他致力于
扫盲工作 32年，成功帮助澜沧县近 10万
名青壮年摘下了“文盲”的帽子。2004
年，苏国文从澜沧县教育局光荣退休后，
重返景迈山，投身于两项重要工作：一是
搜集各方资料编写布朗族文化历史；二是
为布朗族的“茶祖”帕哎冷兴建纪念馆。
在他的努力下，2005 年帕哎冷纪念馆建
成，芒景村也逐步恢复了“山康茶祖节”

“开门节”“关门节”等布朗族传统节日。
“布朗族文化的主旋律就是茶文化，

过布朗族传统节日，目的就是把大家团
结起来，共同守护好布朗族的‘茶魂’，守
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古茶园、古茶树。”
作为云南省级非遗项目“普洱祭茶祖习
俗”的传承人，已经 81岁高龄的苏国文仍
一心扑在布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工作上。
在苏国文以身作则的示范带动下，

布朗族先祖帕哎冷留下的遗训从口口相
传的故事转化成景迈山上各族茶农共同
信奉的人生哲学。一代又一代景迈山各
族村民怀揣着对自然、对茶树的敬畏之
心，用实际行动悉心呵护这份自然的馈
赠。

“申遗成功后，景迈和芒景两个村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守护这份来
之不易的成果，村民们的保护意识也大
幅提升，特别是在古茶园的管理和保护
上，大家都自觉遵循村规民约，科学管理
茶园、科学采摘茶叶，以保护为主、采摘
为辅，一年中仅采春、秋两季，也让古茶
树得以休养生息。”芒景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科哎华表示，世代传承的茶
祖信仰，是景迈山各族村民融入血脉中
的生态伦理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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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
到世界文化遗产景迈山，从“快乐
拉祜”唱响的地方老达保到“拉祜
摆舞之乡”班利村，从空港小镇东
回镇到全国模范普洱澜沧古茶股
份有限公司，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
心，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携手共
建幸福美丽家园，澜沧拉祜族自
治县呈现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和谐景象。

近年来，澜沧县委、县政府始
终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殷 殷 嘱
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
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
部群众凝心聚力打造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升级版”，促进各族
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
融，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美
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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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扬名一座城

做好“茶文章”  唱响“团结曲”

一个舞蹈摆出一个春天

以非遗之力  焕民族之光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李晓维、苏陈、刀剑龙，澜沧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一个先进集体带动一方产业

镇企共建合作  手拉手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