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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本报讯 10 月 20 日上午，在杨
家界索道公司邀请下，来自张家界
市康籁星残疾儿童听力语言康复中
心的孩子们和老师、家长共计 80 余
人来到杨家界景区开展秋游活动。

当天，孩子们跟随、老师和家
长乘坐专车来到杨家界。在杨家界
索道工作人员帮助下，他们顺利通
过绿色无障碍通道乘坐索道。在索
道运行途中，孩子们不仅观赏了寿
星迎宾、神犬护寨、金鸡报晓等惟
妙 惟 肖 的 “ 杨 索 八 景 ”， 还 了 解 到

“张家界地貌”形成等科普知识。抵
达索道上站，他们在工作人员陪同
下来到“天然长城”观景台。一排
排、一堵堵气势雄伟、鬼斧神工的
峰墙让孩子们格外喜欢。一旁，精
美的土家族、苗族服饰也吸引了他
们，许多孩子和家长都开心地装扮
起来，合影留念。

游览结束后，杨家界索道还邀
请部分人员开展主题为“童行杨家
界，幸福童享”的座谈会，大家就
当天的活动进行交流，还为杨家界
如何打造无障碍通道，确保特殊群
体更加便利地游览提出建议。

康复中心教师刘娜对杨家界索
道的爱心之举表示感动和感谢。她
说：“孩子们上课都比较局限，很少能
真正融入到生活中去，听说要来杨家

界景区他们非常开心和激动。这样
的活动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让他
们能看到、听到、感受到另外一个真
善美的世界！”

“他很早就起床了，一直催我说
‘妈妈，快点起来去学校，今天我们
要去杨家界。’”一位学生家长在谈
到 孩 子 来 这 次 杨 家 界 时 潸 然 泪 下 。
她 说 ，“ 很 少 带 孩 子 参 加 这 样 的 活
动，今天看到他接触大自然，那么
开心、快乐，对新的世界的那种渴
望，感到很内疚。我想以后在忙碌
之余一定找机会多带他出来看看。”

完善无障碍设施建设，为残障人
士提供必要的休息设施，完善相关标
识标牌⋯⋯中国生命之歌公益网张
家界站联络员张国林、张家界市康
籁星残疾儿童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负
责人伍湘云等分别给出具体建议。

杨家界索道公司党支部书记杨
再发表示，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公
司时刻牢记使命和担当，在做好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不忘履行社
会 责 任 ， 关 注 和 支 持 爱 心 公 益 事
业 。 当 了 解 到 康 复 中 心 的 情 况 后 ，
公司党支部高度重视，决定邀请孩
子们来秋游。未来，他们还会持续
关 注 残 障 群 体 ， 不 断 完 善 服 务 设
施，让他们可以开心畅游杨家界。

（本报记者 潘鑫 实习生 江小芳）

“与爱同行，一个都不能少”
——杨家界索道公司为听障儿童提供秋游暖心服务

电视里正播着时政新闻，65 岁的老
人高德荣坐在家里的小板凳上目不转
睛地盯着屏幕，火塘的光忽明忽暗，映
着他黝黑的脸庞。这位退而不休的老
人扎根西南边陲，在深山峡谷中带领
群 众 奋 斗 数 十 载 。 如 今 ， 梦 想 实 现 ，
独龙族“一跃千年”告别了贫困。

他不仅是独龙族的带头人，也是
全国的一面旗帜。大家都亲切地称呼
他“老县长”。前不久，这位“依然在
路上”的独龙族老人被授予“人民楷
模”国家荣誉称号。

“作为党员，我只是做些应该做的”
独龙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从

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
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地处深山
峡谷中的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这
里自然条件恶劣，仅有一条公路通往
外界，一直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穷的
地区之一。

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独龙江
仍 没 有 一 寸 公 路 ， 独 龙 族 群 众 过 着

“过江靠溜索，出门走天路”的艰辛生
活。每年 12 月到次年 5 月初的大雪封
山 期 间 ， 独 龙 江 就 成 了 与 世 隔 绝 的

“孤岛”。
读小学时，每天早晚要走 3 个小时

山路的情景深深印刻在高德荣的脑海
里。“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高德荣
时常挂在嘴边，也落实在行动上。

通 向 外 界 的 路 需 要 翻 越 高 黎 贡
山。为了这条“天路”，时任贡山县县
长的高德荣上省城，进北京，使出浑
身解数筹措修路资金。

高 德 荣 经 历 过 数 次 泥 石 流 险 情 ，
经 历 过 雪 崩 被 埋 ， 颠 废 了 三 辆 越 野
车，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他只是轻
描淡写地说：“你不干，路就在天上；
你干了，路就在脚下。”

1999 年，全长 96.2 公里的独龙江
公路全线贯通，独龙江人背马驮的历
史宣告结束；2003 年，时为全国人大
代 表 的 高 德 荣 又 在 两 会 上 大 声 疾 呼

“修缮独龙江公路”。次年，道路修缮
后从县城到独龙江乡所需的时间由 10
小时减少到 4 小时；2014 年高黎贡山独
龙江隧道贯通，独龙族终于告别半年
大雪封山被束缚的历史。

“退了休也不安生，天天往外跑。
有的时候回来晚，就在沙发上躺几个小
时。”高德荣的老伴马秀英心疼地说。

长期奔走在河谷边，高山上，难免
落下了一些老毛病。看完新闻，高德荣
接过老伴递过来的药，一把塞进嘴里服
下。“作为党员，又不分退不退，我只是
做些应该做的事。”高德荣说。

“全面小康，独龙族没有掉队”
2018 年底，云南贡山传来喜讯：在

党和国家关怀扶持、社会各界倾力相助
下，独龙族宣告整族脱贫，告别延续千
年的贫困。而这一切，为改善独龙族
生 产 生 活 条 件 而 长 期 奔 波 的 “ 老 县
长”高德荣功不可没。

高德荣儿时的梦想和所有被高黎
贡 山 挡 在 峡 谷 深 处 的 独 龙 族 孩 子 一
样：吃得饱、有衣穿，走出大山。

经过几番寒窗苦读，终于走出大
山，当上干部的高德荣始终放不下贫
困的独龙江乡。他不顾家人劝阻，放
弃了在州府工作的机会，两次执意要
求调回独龙江。

“党培养我，读了书、明了理，独
龙江需要我，我就要回来。”高德荣说
得干脆，做得漂亮。

刀耕火种、烧柴取暖，曾是独龙
族世代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生
产生活方式导致“树越砍越少，山越烧
越秃”。高德荣痛心地说，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独龙江乡北部区域有成片的香
樟树，吸引了大批盗伐者涌入，他们挥
斧放倒一棵棵香樟，挖出根茎提炼香樟
油。直到 2011 年底，独龙族还过着住
在茅草房、出行靠溜索、生活靠低保
的日子，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1255 元。

“ 路 通 了 ， 电 有 了 ， 好 山 好 水 还
在，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发展产业。”这
是高德荣常对乡亲们说的话。

穷 则 思 变 。 随 着 国 家 天 然 林 保
护、退耕还林等政策实施，依托生态
资源优势，高德荣带领群众发展种植
草果、重楼和养殖独龙牛、招引独龙
蜂 等 绿 色 产 业 ， 走 出 了 一 条 “ 不 砍
树、不烧山”也能脱贫致富的路子。

聊到草果、重楼产业等话题，高
德荣立刻神采奕奕。“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发展草果、重楼能和生态
环境相适应。生态是独龙族的‘绿色
银行’。”高德荣侃侃而谈，“动植物基
因库”“生态文明思想”等新名词不时
脱口而出。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
在后头”

如今，独龙江乡 1000 余户群众全
部 住 进 了 新 房 ， 草 果 、 重 楼 、 独 龙
蜂、独龙牛、独龙鸡等特色种植养殖
产业遍地开花，4G 网络、广播电视信
号覆盖到全乡，6 个村委会全部通柏油
路，大病保险全覆盖，孩子们享受从
学前班到高中的十四年免费教育⋯⋯
几乎每一件事背后都有高德荣不懈努
力的影子。

“如今独龙族群众有吃有穿，有好
房子住，有病可医，有学可上，按照

‘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独龙族整族
脱贫了。”高德荣说，但脱贫只是第一
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要过上更
好的日子，必须坚持不懈奋斗。

“我们要把上级给的扶持资金当成
种子，靠我们自力更生来发芽结果。”
高德荣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输血
变成造血，娃娃这一代要读好书，到
知识里去找小康。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教育提升、交通改善、水土保持、
民 族 文 化 保 护 等 仍 然 是 这 位“ 退 而 不
休”的老人思考和牵挂的工作。

不久前，独龙江乡开通 5G 试验基
站，成为云南第一个开通 5G 的乡镇。

“有了这些先进的技术，能拉近独龙江
和世界的距离，更好地帮助独龙江发
展。”高德荣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国庆前夕，高德荣荣获“人
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当他走向领
奖台时，远在西南边陲，很多独龙族
群众围坐在电视机前，高兴不已。

获 奖 后 ， 回 到 独 龙 江 乡 的 老 高 ，
又 开 始 起 早 贪 黑 ， 跑 工 地 、 进 农 家 ，
奔忙在峡谷的山水间。

新华社昆明 10 月 17 日电

“老县长”高德荣：扎根西南边疆的一面旗帜
新华社记者 赵珮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