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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布拖县阿布洛哈村

迎来第一个愿意嫁进村的外省女孩

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越这5年
了不起的我们

2021年4月22日，四川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成都举行，宣告我省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省委书记彭清华在讲话中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攻
坚胜利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仍然任重道远。今年初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把做好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整个“十四五”时期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关键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贵州毕节姑娘罗玉玲在凉山州布
拖县拉果乡阿布洛哈村住下半个月
了。如果一切顺利，也许用不了一年，
她将成为第一个嫁进村的外省女孩。

从翻山越岭跋涉几小时才能走到
乡镇买些油盐，到住进新房、出门就可
以搭车，这个曾经有人一辈子没去过
县城的遥远村庄，在脱贫攻坚的时代
凯歌中，只用了几年时间就迎来巨变。

2020年6月，阿布洛哈通村公路建
成，宣告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建
制村成为历史。

近两年过去，阿布洛哈村发生了
许多变化。不只是更多人走出去，还
有更多人走了进来。来往之间，曾经
不为人知的寨子，与外面的世界有了
更紧密的连接。

进村
阿布洛哈村村民阿达拉日的早

餐，不太符合外界对当地的想象。
坐在自家小院里，阿达拉日熟练

地拌好火鸡面，未婚妻罗玉玲在厨房
里煮螺蛳粉。这些食品是罗玉玲网购
的，阿达拉日去镇上时，顺便从快递点
取回。

罗玉玲说：“以前他不喜欢吃这
些，我们在一起后，我给他买了很多款
火鸡面，现在他都会主动买来吃。”

阿达拉日和罗玉玲是在短视频平
台上认识的，网恋4个月后，两人“奔
现”成为情侣。在一起一年多，两人感
情稳定，目前已着手准备结婚。

这个普通的爱情故事，在阿达拉
日的家乡是新奇的。

阿布洛哈村坐落在大凉山腹地
——金沙江峡谷深处的布拖县拉果
乡，村庄建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半山坡
上，三面环绕着高山，面前是悬崖。

在彝语中，阿布洛哈意为“人迹罕
至的地方”。

通公路前，要离开村庄只有两条
羊肠小路：往上，要翻山，路又窄又险，
差不多要走3个小时才能到乡上；往
下，要到金沙江边坐溜索过江。村里
一些年长的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城。

直到2020年6月30日，阿布洛哈村
才通路通车，成了中国最后一个通公
路的建制村。

公路修通的同时，按照帮扶规划，村
里的33户人家搬进了新建的彝家新寨。

2021年4月，第一次带罗玉玲回家
前，阿达拉日坦诚地告诉她，家乡很偏
远也很贫穷。罗玉玲从小在贵州毕节
的城镇长大，抱着游玩的心态来阿布
洛哈村，“真的没有想到，去村里的路
会这么长，这么危险。”

阿达拉日的姐姐阿达么友杂说，
通车后，也有村里的男孩带外地女朋
友回来过，但罗玉玲是第一个即将嫁
进村里的“外面的姑娘”。

适应
城里长大的罗玉玲对阿布洛哈村

的生活适应得很快。

2020年6月，村民拎包入住的新
房，建在村里稍微平整的一片崖壁背
后，带着院落的小白楼干净宽敞。按
照家庭需求，一些新房足够八口之家
居住。房内厨房、卫生间齐全，水电网
络全通，楼顶安装了太阳能，洗浴很方
便。

阿达拉日家的院子里有一小块菜
地，旁边是鸡笼，黑色的护院狗在楼梯
上跑上跑下，“我家还养了马，在老房
子那边。”阿达拉日说。

从新建的村委会往山下约1公里，
便是阿达拉日家的老房子。

罗玉玲也跟着阿达拉日走了许多
趟回老房子的山路，步伐和当地人一
样轻快，一路上阿达拉日总会给她介
绍一些植物。

寨子里物种很丰富。“蔬菜水果都
是种来自己吃，以前去镇上赶集也只
是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村子里有些
人，一辈子没有吃过外面的菜。”阿达
拉日说。

阿达拉日家的老房子荒废了两
年，土墙已开裂，屋顶和墙之间有两指
宽的缝隙，茅草和瓦片之间的防雨玻
璃纸也裸露在外，被风撕扯成碎片。

阿达拉日指着老房子说，“我就出
生在这里。如果现在还住在这里，罗
玉玲肯定无法适应。”

罗玉玲笑着说：“如果没有修公
路，他或许都不会带我回来。”

沟通

今年24岁的阿达拉日，穿着黑色
短袖和牛仔裤，短发做过锡纸烫，打扮
和城里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15岁
时，他辍学跟着姐姐、姐夫到广东惠
州，多年来辗转上海、广州、厦门、杭州
等数十个城市，去过工地也进过工厂，
收入不错时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元。

在罗玉玲眼中，阿达拉日是个成
熟的小伙。她第一次在短视频平台上
注意到阿达拉日，是在一个女孩讲述
打工经历的短视频里。阿达拉日在评
论区说，自己在车站，正要出去打工，
对视频里的人讲述的辛苦感同身受。
当时罗玉玲正处于对未来十分迷茫的
阶段，想出去打工，但又不知道能做什
么。“看到他的评论后，我就去请教他，
他都逐一回答。”罗玉玲说。

后来，罗玉玲到浙江台州找到一
份工作，阿达拉日去浙江找她，两人就
在一起了。

相似的经历让两个人有很多共同
话题，但不同的成长环境也会带来一
些小摩擦。

罗玉玲曾对阿达拉日说，将来一
定要让孩子到大城市读书。阿达拉日
起初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在偏远的乡
村长大也很好，两人还曾因此吵架。
后来经过罗玉玲的劝说，阿达拉日改
变了想法，觉得还是读书好。

“他是了解之后就会有转变的人，
但如果一直待在山里，他的思想也会停
留在这里，只有出去看了外面的世界，
才知道还有新的尝试和选择，就像他喜
欢上吃火鸡面一样。”罗玉玲说。

听到罗玉玲对自己的评价，阿达
拉日腼腆地笑了。他说，这就是罗玉
玲吸引他的地方，“她是个聪明的女
孩，懂得很多，性格也很好”。

融入
罗玉玲和阿达拉日的家人相处十

分融洽。她猜想，或许因为他们也了
解过村子外面的世界。阿达拉日家有
兄弟姐妹五人，但罗玉玲希望自己最多
有两个孩子，要给予孩子更好的教育。

对罗玉玲的想法，阿达拉日的父
母也表示尊重。“就连吃饭也是，最开

始，我吃不习惯这里的饭菜，他们对我
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以前这里的
男孩子是不做饭的，都是女孩操持家
务，但是我来了以后，阿达拉日会去镇
上买一些我喜欢的菜，也学着炒菜，并
且越来越好吃了。”罗玉玲说。

阿达拉日的母亲几乎不说普通
话，但罗玉玲却没有因为语言不通觉
得孤独，相反，她喜欢这个家庭的和
睦，也喜欢邻里的热情，“整个村子都
相处得像一家人，而且姐姐普通话说
得也不错，可以经常聊天，她很好相
处，人也很有趣。”

姐姐阿达么友杂看着弟弟和罗玉
玲时，总是笑眯眯的。

听罗玉玲说，通村公路让村里的
人更了解外面，所以她到来后才很容
易和大家交流。

将来
搬新家、住新房、搭乘通村的公交

车外出打工、通过每周进村两次的物资
车购买生活用品，阿布洛哈村的村民再
也不用冒着严寒酷暑去翻山越岭……

两年来，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和
生活品质的提升，让村里人真切体会
到了国家、省、州对老百姓的真切关怀
和帮扶，体会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带给老百姓的幸福。

全省的发展，阿布洛哈村也没有
掉队。

为了持续增加收入，让村民们在
小康路上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村里、乡
里和县里，一直在科学谋划和布局。

4月19日，阿布洛哈村村支书吉列
子日说，该村地处悬崖边，在这里发展
规模化的种植业有一定难度，养殖业
也受地域限制，但是这里气候宜人、星
空很美，未来在旅游业方面有较大的
发展空间。

这两年来，村两委不定期对村民
进行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方面的培
训。在生活习惯方面，也做了规定，

“除了村庄整体的卫生，就连家庭内部
卫生，我们都在做引导。”吉列子日说，
目前，村里正在规划星空野营地，希望
以此来吸引游客。村里近几年种植的
水果、土豆等特产，将来可通过采摘体
验，供游客品鉴和购买。

“到我们村确实远了一些，从布拖
县城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沿江高速
（宜宾至攀枝花）从河对面的金阳县经
过，我们正在一级一级向上申请，希望
能在临近阿布洛哈村的地方设置一个
出口。”吉列子日说，如果这个愿望能
实现，下高速公路后到村里不会超过
40分钟，村庄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县里
甚至州里很好的旅游目的地。

“规划旅游不是异想天开，去年我
们村里搞了一场迷你马拉松和农民运
动会，吸引了全县3000多人参与。全村
人都参与接待，反响非常好。”对于打造
旅游目的地，吉列子日有很大的信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郝莹张奕丹肖洋刁明康凉山报道

阿布洛哈村的彝家新寨。

阿达拉日（右）和罗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