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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为什么要给总书记写信？他们都经历和见证了怎样的山乡变化？

佤乡走上乡村振兴路，
老支书有话说

700 岁的大榕树下，71 岁的胡

德学眼角堆笑、声音洪亮，尽管普

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但他还是尽

力地让记者听明白他要说的内容。

岩翁 1984 年当上沧源县班洪乡班洪

村党支部书记，他是这次一起写信

的 10 位村支书中的一位。10 位老支

书中年龄最大的 82 岁，最年轻的也

有 65 岁，都是在村党支部书记岗位

上一干二三十年的老支书。

谈起为什么要给总书记写信，

老支书胡德学为我们展开了这封信

诞生的过程。

班老乡，是中国“最年轻”的

一个乡。解放前，班老乡曾被迫失

散在外，一度离开祖国母亲怀抱，

在佤乡群众持续抗争和国家关怀努

力下，1960年重新回归祖国。后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边境佤乡发生

巨变，在最偏远、最基层干了一辈

寻找给总书记写信的
佤族老支书

中国仅有两个佤族自治县，沧源

佤族自治县是其中之一。如果

以上海为圆心，向八点钟方向出发，

跨越 3000 公里，就到了沧源。《新

民周刊》此次要寻访的，是向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的 10 位佤族老支书。

沧源隶属云南省临沧市，俗称

阿佤山区，也称“葫芦王地”，全

县人口中 85% 为佤族。中国佤族人

口共有 40 余万人，而沧源的佤族占

了佤族总人口的 40%。沧源与缅甸

掸邦第二特区勐冒县和南邓特区接

壤，国境线长 147.08 公里。

今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

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他们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

家园，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

之歌。回信在佤族边疆引起了轰动，

也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曾经唱

响《阿佤人民唱新歌》的地方。沧

源还是上海市崇明区对口协作地区，

遥远的边境佤乡由此与上海有了特

殊的联系。

给总书记写信的 10 名老支书来

自沧源县两个乡的 9 个边境村。他

们为什么要给总书记写信？他们都

经历和见证了怎样的山乡变化？在

《新民周刊》的实地采访中，一个

个答案被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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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沧源县勐董镇

龙万村，与边境线最

近距离只有 200 多

米。摄影 /张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