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1日，正值凉山彝族
火把节期间，在凉山州昭觉县
沐恩邸社区的西尼吾商铺里，
站满了前来买零食的孩子们。

“过去谁能想到现在能过
上这种好生活啊，就跟做梦一
样。”老板吉克木果一边摆弄着
货架上的商品，一边回想着从悬
崖村上搬下来这5年间的变化。

2020年5月12日起，昭觉
县悬崖村村民陆续搬迁至县
城里的安置点。5年间，在沐
恩邸、昭美、南坪等安置社区
中，悬崖村村民们开始了新生
活，除了安居，他们又找到了
哪些“乐业”的法子？7 月 21
日，记者前往昭觉县，回访悬
崖村村民，了解他们这几年的
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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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本次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
省委党史研究室、教育
厅、文化和旅游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体育局、共
青团四川省委共同主办。

史料记载，阿坝州是
红军长征路上驻留最久
的地区，13个县、市均为
革命老区。1935年4月
至 1936 年 8月，中国工
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
三大主力相继经过、留
驻、转战在阿坝州境内，
翻越了夹金山、亚克夏山
等30余座平均海拔超过
4000米的巍巍雪山，三
次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
草地。召开了两河口会
议、巴西会议等10余次
重要会议。先后发起土
门战役、包座战斗等重
大战役战斗。毛主席曾
高度评价红军长征“爬
雪山过草地”时阿坝各
族人民的革命贡献，赞
誉其为中国革命史上特
有的“牦牛革命”。值得
一提的是，曾在松潘境
内召开的毛儿盖会议、
沙窝会议，作出了红军
北上抗日的正确决策，
迎来了中国革命事业走
向胜利的曙光。

接下来的4天，由媒
体记者、专家学者、青少
年学生、文艺工作者和志
愿者代表组成的“五支队
伍”，将从这里出发，分赴
阿坝州松潘县、若尔盖
县、红原县、汶川县，深入
红军长征在川核心区域，
以“沉浸式体验”和“互动
式交流”方式，在重温峥
嵘岁月和追寻先辈足迹
中汲取奋进力量。在雪
山草地之间感受红色文

化，见证阿坝发展。
近日，红色电影《天

宝》正在热映。活动上，
老红军天宝的后人天文、
红色土司安登榜后人安
德军为“五支队伍”讲述
了先辈的红色故事。四
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
山草地分院吴莹老师为
与会人员讲红色党课《雪
山草地铸忠魂》。

此外，在集结仪式
上，阿坝州文旅推荐官还
推介了两条红色主题线
路：

线路一：雪山草地·
长征丰碑之旅

成都—小金（达维会
师 桥、两 河 口 会 议 会
址）—马尔康（卓克基会
议会址）—红原（亚克夏
雪山红军烈士墓、雅克夏
雪山、俄么塘花海、月亮
湾、日 干 乔 大 沼 泽 遗
址）—若尔盖（班佑胜利
曙光纪念碑、巴西会议会
址、巴西会议纪念馆、包
座战斗遗址、牙弄寨周恩
来旧居、花湖、黄河九曲
第一湾）—松潘（红军长
征纪念碑碑园、黄龙）—
成都。

线路二：家国情怀·
红色燎原之旅

成都—汶川（汶川特
大地震震中纪念地）—茂
县（茂县苏维埃红军旧
址、三元桥）—黑水（芦花
会议会址、红色昌德、达
古冰川）—松潘（沙窝会
议会址、毛儿盖会议会
址、塔坪山红军战斗遗
址、松潘古城、黄龙）—九
寨沟县（九寨沟景区）—
成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王祥龙摄影报道

商店老板+网络主播
“小工”变身“斜杠青年”

从悬崖村搬到县城后，吉克
木果就和妻子在沐恩邸社区开了
一家商铺，店铺不大，却被勤劳的
夫妻俩打理得井井有条，小店生
意日渐红火。

沐恩邸社区是昭觉县易地搬
迁的集中安置点之一，这里有
1456户易地搬迁户，悬崖村村民
有28户。吉克木果还记得5年前
刚搬家时的情景，那是他们一家
人第一次住进楼房，而吉克木果
的父母更是第一次看见楼房。“简
直就跟做梦一样，根本没想过能
在县城里有楼房住。”吉克木果
说，搬进新房子时，他的心里无比
幸福。

“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去医
院太远了，家里人生病了，只能靠
熬。”吉克木果说，搬下来之后，不
论是就医还是孩子上学，都方便

太多了。这种便利带来的“安全
感”，让吉克木果愈发踏实。

“以前在外面做小工，现在不
想出去了，守在家人旁边也能赚
钱。”现在，吉克木果不仅是商店
老板，还是网络主播，平时卖卖悬
崖村上的蜂蜜，大凉山的山核桃、
花椒等土特产，给网友讲讲过去
在悬崖村的故事，一个月夫妻俩
收入能达到6000元至9000元，
这是过去在悬崖村压根不敢想
的。

从曾经的藤梯到钢梯，再到
如今的楼梯，悬崖村村民的居住
条件发生了质的飞跃，生活水平
和收入水平也有了不小的提升。

“2018年之前，全村人均收入不到
5000元，到2024年人均收入已达
到19600元，增长了292%。”昭觉
县古里镇党委书记帕查有格说。

从直播间到工厂
家庭妇女成职业女性

同一时间，在沐恩邸社区的
薇穆嘎扎非遗工坊直播间里，几
位绣娘正坐在直播镜头前，手里
的针线飞快地在布片上绣出花
纹。

悬崖村村民古比金牛就是其
中一位。“以前我在家里，就是带
孩子、干农活，没有什么收入。”在
昭觉县妇联的帮助下，古比金牛
成为一名专业的绣娘。

“现在我在家里就能实现一
边带娃、一边挣钱，每个月能靠做
绣品挣4000多元。”古比金牛说。

在昭觉县妇联主席马秀英看
来，彝绣已经逐渐从一项传统的
生活技能，变成了当地留守妇女
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份工作。“现在
昭觉县有1729名绣娘，她们靠着
自己的双手，真正实现了‘守着
家、抱着娃、挣着钱’。”马秀英说。

在凉山州恒驰服饰服装厂
里，悬崖村村民吉足什作和吉觉
石伍正坐在机床前，做着简单的
剪松紧带和包装工作。“我们是
今年3月来这里打零工的，现在
每天只要有时间，我们都会来工
作挣钱，补贴家用。”吉足什作
说，靠着简单的服装加工工作，
她们每个月可以获得2000多元
的收入。

近年来，为了让易地搬迁的

村民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昭觉县针对社区留守妇女就
业，搭建电子厂、服装厂、彝绣工
坊等7个帮扶车间，提供就业岗位
773个，296名留守妇女月均增收
2500元以上。

返乡的大学生
回到家找到自己的价值

7月21日，“再访悬崖村”新闻
发布会在昭觉县举行，会上，莫色
格服讲述了自己返乡的故事。

作为悬崖村走出的第二个大
学生，他现在在昭觉县昭美社区
担任文书。2020年悬崖村“搬家”
时，他还在上大学。

2017年，莫色格服考上了大
学。当时，他在心里暗下决心，未
来一定要将家里人接到山下，过
上更好的日子。没想到，莫色格
服还未毕业，这个愿望就在2020
年实现了。2020年5月12日起，
悬崖村村民开始陆续搬迁至位于
昭觉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

现在的悬崖村上，修起了酒
店、民宿，走上了农文旅融合的路
子，不少村民也可从中获得可观
的收入。“我深知，这一切都离不
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政
策支持，为了报答这一切，我想回
到家乡，尽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发
展作出贡献。”于是，莫色格服再
次回到了家乡，在昭美社区成为
一名基层工作人员。

同样回到家乡的，还有莫色
衣林，如今，这个悬崖村走出去的
第一个大学生，正在悬崖村“天空
之谷”项目里上班。入职后，莫色
衣林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转
岗为资产管理员，每个月能有一
笔稳定的收入。每次盘点完仓库
里的货物，他便会去看看钢梯上
的人来人往。

“要是在5年前，根本不会想
到会有人来悬崖村旅游。”莫色衣
林说。据了解，悬崖村天空之谷
项目为凉山州文旅集团投资设
计，计划投资3.33亿元，规划建设

“三区一谷”（北区、中区、南区和
古里大峡谷）。项目一期试运营
以来，接待游客6.8万人次、团队
56批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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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旗出发
“长征路上看四川”

阿坝行正式启动
▲ 绣 娘 们
正在薇穆嘎
扎非遗工坊
直 播 间 直
播。

◀ 吉 克 木
果正在给货
架补货。

“五支队伍”接旗。

7月 22日，“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宣传教育活
动·阿坝行集结仪式在阿坝州松潘县举行。在红军长
征纪念总碑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伟向“五支队伍”
授旗，“阿坝行”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