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发自云南腾冲

元宵未至，“胡焕庸线”最南端的云南腾冲
已是暖春景象，油菜花灿烂开放。

2 月 6 日大年初九，长江日报记者跨越
2000多公里，从武汉来到腾冲清水镇三家村中
寨的网红村——司莫拉佤族村。

司莫拉村坐落在高黎贡山下，有500多年
历史。佤语中，司莫拉意为“幸福的地方”。
2020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
李发顺的家，还和乡亲们一起制作大米粑粑。

李发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村里日
均接待游客超 4000 人次，为历年最多。他家
的日子也一年一个台阶：农家乐生意越来越
好，女儿研究生毕业，儿子入伍当兵，“我也入
党了！”

农家乐里游客络绎不绝，“越忙越高兴”

6日，司莫拉村人流如织。游客敲响佤族
用来祈福的木鼓，孩子们在竹秋千上欢笑。到
处是大红灯笼和中国结。

李发顺家院子里人声鼎沸。这个名叫“发
顺佳德”的小院，一楼是一间正房、两间厢房，
中间围成天井，布置着七八张木桌矮凳，供游
客休息用餐。二楼是起居室，朝外的围栏铺着
满满当当的苞谷棒。

“总书记来的时候，夸我家格局不错，很聚
气。”李发顺笑着说。

他沿着总书记考察的路线带记者参观小
院。厨房的大灶台热气腾腾，一边蒸着用来做
粑粑的大米，一边煮着小锅米线。穿过厨房，
农家乐包厢干净敞亮。回到小院正房，习近平
总书记曾在这里和佤族乡亲围坐长谈。

不断有游客踏入小院，走走逛逛，或围在
火塘边烤大米粑粑。烤粑粑，煮米线，切凉粉，
李发顺和爱人杨彩芹忙个不停。

有游客问：“你们家热闹呀，一天来多少
人？”杨彩芹笑答：“数不清多少人，大年三十、
大年初一都没休息，忙不赢。”

“这么忙，这么累，你愿意啊？”“忙点好呀，
越忙越高兴！”

硕士生回乡，“有奔头有希望”

在李发顺的记忆里，儿时的司莫拉与“幸

福”相去甚远。小时候住茅屋，和牲畜“同吃同
住”。雨天道路泥泞，只能赤脚出行。

地处偏远，产业单一，2014年，这个人数不
到300人的村庄，建档立卡贫困户依然有16户
71人，他家也在其中。

李发顺初中毕业就外出务工。结婚后，他
在外工作养家，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孩子，日子
还过得去。2010 年春节前夕，他遭遇车祸受
伤，全家生活又陷入困境。

那几年，杨彩芹到广东打工，他在家休
养。恢复行动能力后，他买了一辆电动车，卖
水果、收废品、养猪，终于在 2017 年底脱贫摘
帽。

2020年，司莫拉佤族村建起旅游专业合作
社，李发顺家入了股。杨彩芹不再当“候鸟”，
留在家乡筹备农家乐。两口子潜心做大米粑
粑，售卖自家生产的茶叶、核桃等农产品。结
婚24年，夫妻俩终于不用再分隔两地。

2021 年，他们的女儿李连欢考上了研究
生。农家乐走上正轨，李发顺夫妻俩对厨房进
行改造，新添了两台大冷藏柜，展示新鲜食材，
方便顾客点菜。这一年，李发顺的妹妹李发果
也从腾冲市回到司莫拉村，重新装修房子，开
起了旅馆。

2022年，李发顺家将曾经的猪棚改建成木
屋，隔出两个农家乐包厢。

2023年，李发顺的儿子李连斌入伍，实现
了保家卫国的梦想。

2024年，李发顺在小院天井上方搭起一整
片玻璃天幕。无论晴天雨天，大家都能坐在天
井里，一边喝茶聊天，一边抬头观景。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大二学生蒋欣语
的母亲曾在清水镇工作，和李发顺相熟多年，
见证着他们家的变化。1月28日参加长江日
报与中南民大联合策划举行的《从冰雪到花
开，万里“胡线”共度除夕》直播时，蒋欣语特意
到李发顺家进行直播，展示了他家宾客盈门的
热闹景象。

“发顺佳德”小院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
李发顺一家六口身着红艳艳的佤族服饰，笑意
盈盈。李发顺骄傲地说：“这5年，我家里的日
子越过越顺，一年一个台阶。”

李连欢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都毕业于西北
民族大学，一心想留在家乡腾冲工作。她在电
话中告诉记者，这里一年比一年好，有奔头，有
希望。

成立合作社，村民既当股东又当员工

李发顺一家奋力向上的同时，司莫拉佤族
村也在蜕变。随着腾冲驼峰机场建成投用，当
地政府看准周边景区密集的优势，探索发展佤
族特色旅游。

腾冲市清水镇副镇长、三家村党总支书
记赵家清告诉记者，一开始，村民们不相信
会有人来村里旅游，他们组建了一支“乡村
主播”宣讲小分队，谈变化、讲未来，算发展
账、收入账。2020 年 6 月，村里成立了幸福
佤乡旅游专业合作社，每户村民都入了股，
既当股东又当员工。村里还引入外来企业
家，建起餐厅、客栈、农家乐，收入全村分
红。今年 1 月，合作社开始一年一度的分
红，60 户共分红 39.2 万元，是 5 年来最多的
一次。

李发顺家附近的特产店，店主赵仁芹 30
岁出头，2020 年 12 月从打工十几年的江苏
苏州回到司莫拉村，卖自家做的胭脂果、葛
根粉、木瓜干等特产。另一位“90后”姑娘陈
永彩来自司莫拉村旁边的三家村自然村，
2021年开起茶叶铺，卖自家产的茶叶，一天销
售额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比外出打工
强多了”。

采访中，李发顺还告诉记者，2022年，他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已经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今
年7月，他将正式转正，成为继女儿李连欢、儿
子李连斌后，家里的第三个党员。

“永远跟党走嘛！以前享受了党的好政
策，现在有能力，（应该）帮乡亲们做好事。”李
发顺说。

记者采访当天，李发顺家的客流量约为
2000人次，不少人从黑龙江、新疆、宁夏、甘肃
等地远道而来。一位安徽游客在品尝了他家
的手抓饭和土锅炖之后，留下李发顺的联系
方式，欢迎他们全家到安徽旅游。一位黑龙
江游客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让夫妇俩看看东
北的大雪。

“坐在家里就交到全国各地的朋友，这
种感觉挺神奇。”杨彩芹说。采访结束，记者
几次告辞，她都端起果盘递过来：“再坐一下
嘛，再吃点糖嘛！”记者说要赶不上车了，她
才松口：“你一定要再来，带着家人来，我等
你啊。”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发自黑龙江黑河市

“胡焕庸线”又称“瑷珲—腾冲线”，其北端
瑷珲，即今黑龙江黑河市的古称。2月5日，长
江日报记者从武汉出发，坐飞机到哈尔滨，次
日下午乘K5159 次火车前往黑龙江省西北部
城市——与黑河相邻、由其代管的嫩江。

从位于华中的重镇武汉到东北冰城哈尔
滨，航程为3小时25分钟。从同属黑龙江的哈
尔滨去嫩江，火车只有K字头，全程要坐7小时
42分钟。

车窗外是松嫩平原上茫茫无际的北大荒
农场。这个季节，粮食已经归仓，白雪覆盖的
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无数草垛。下午 5
时刚过，天暗下来，眼前的一切渐渐隐入夜幕。

6日晚9时许，火车抵达嫩江站。车厢门
一开，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记者打了个哆
嗦，赶紧戴好手套和帽子，裹紧棉衣。站台路
灯映照出飞舞的大片雪花，地面已覆盖了一层
积雪。手机显示，气温为零下23摄氏度。

扳道工消失了，火车站还在忙碌

7日上午，天气放晴。在嫩江市墨尔根古
道驿站博物馆，记者见到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大二学生马甜甜和她的父亲
——57 岁的马海。他们是记者在当地的“向
导”。

嫩江古称墨尔根，一直是边疆进入内地的
咽喉要道。中国北方最长的古驿路，清朝光绪
年间由墨尔根修至漠河金矿，主要为往来漠河
的淘金工人和向京师运黄金开设，后人称之为

“黄金之路”，墨尔根也被称为“黄金之路”的起
点。古驿站已没有遗存，当年的几间茅草屋只
能从博物馆的照片里怀想。

嫩江火车站始建于 1936 年，即“胡焕庸
线”提出的次年，是黑龙江省西北部重要铁路
交通枢纽之一。如今，嫩江还通了省道、国道，
墨尔根通用机场一年运输旅客超万人次。

马甜甜的爷爷是一名扳道工。她的叔叔
马英子承父业，在嫩江火车站工作了 40 年。
但他做扳道工的时间并不长。马英告诉记者，
以前站上有 30 多名扳道工，24 小时轮流值
班。后来随着自动化的普及，不需要人工操作
道岔了，他转岗成为后勤人员，负责乘客疏导

以及候车室的卫生清洁等工作。
马英说，近些年火车站旅客明显多了很

多，前往漠河旅游的人特别多。近段时间，哈
尔滨正举办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不少人乘
火车前往，“每天差不多有 25 个车次，而此前
只有十六七个车次”。马英还观察到，大家都
愿意买卧铺票，“现在每列车基本只有一节硬
座车厢”。

嫩江有丰富的煤、铜等矿产资源，盛产大
豆、红豆和木材。马英说，改革开放之前，矿产
和货物都通过火车运送至外面。现在大多数
农产品走公路运输，只有煤要用火车拉。

小时候冬天难熬，现在欢声笑语不断

嫩江市区面积不大，有四横四纵八条主干
道，街道横平竖直，楼房整整齐齐，街面非常干
净。

墨尔根大街上车水马龙。呵气成冰的天
气里，不时有姑娘、小伙儿和小孩停下脚步买
几根糖葫芦，边走边吃。马甜甜也买了，分给
记者一根，咬上一口，酸酸甜甜，冰爽劲儿顺着
喉咙沁入肺腑。

穿过福民大街、庆丰大街，来到嫩江市高
级中学，校园跑道在冬日里变成了滑冰的赛
道。男女老少在冰面自由驰骋，薄薄的冰刀划
出漂亮的曲线，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江边有广场，许多市民在健身器材上扭
腰、拉背、伸腿。

冰封的嫩江江面上，传统的冰钓、冬泳，近
几年时兴的冰雪碰碰车、网红坦克、钩机八爪
鱼、江上骑马、冰雪滑梯等冰雪项目，市民们玩
得热火朝天。

马海说，小时候冬天很难熬。那时都住平
房，每到冬天，家家户户拉煤做煤砖，冬天用煤
砖暖炕，一家人吃饭睡觉都挤在炕上。

“烧煤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集中
供暖，暖气通到家家户户，24小时都是暖烘烘
的。价格也便宜，10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供暖
季只需要 4000 元左右。”马海说，城市道路下
铺设了供暖管道，路面也变暖和了，积雪融化
更快。以前街上都是泥巴路，融雪时行人满脚
泥水，现在无论哪里都铺设有防滑的地砖，积
雪消融后路面干干净净。

过完春节，当地回民的下一个隆重节日就

是开斋节。嫩江除汉族外，还生活着回族、满
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 10 多个
少数民族。马甜甜说，政府很尊重回民，每年
他们还会收到“肉补”。

雷军来了，“大豆之乡”亮出新技能

嫩江地处黑龙江省的西北部，是我国的
“大豆之乡”。

富民路是嫩江的种子一条街。农历新年
还没过完，门店都已开业，来自周边农村的种
粮户络绎不绝前来问价。

“‘龙达137’什么价？”种粮户王晓勇在问
大豆种子的价格。

“3.2元一斤，生育期110天左右，百粒重20
克，蛋白含量39%。”门店老板回答。

“你们家种了几亩地啊？”记者问王晓勇。
他哈哈大笑起来。门店老板接过话头，“我们
这边的农户，每家少则种几百亩地，多则上千
亩地”。

王晓勇家种了 30 多公顷地。“种这么多
地，雇了多少人啊？”记者问。王晓勇又笑了，

“我一个人就种了。现在全部机械化了，从耕
地到播种，到施肥、收割，所有的农器具家里都
有，耕地用大马力，播种有播种机，一天就可以
播种20多公顷呢”。

在嫩江对岸，养殖大鹅的塑料大棚正在
“冬眠”期。只等开春回暖，这里又会鹅声四
起。近年来，嫩江市倾力打造出“北鹅”品牌，
鹅食品、鹅预制菜、羽绒制品等加工项目落地
开工，“看龙江山河、吃嫩江大鹅”口号频登媒
体。

年初，雷军带着小米新车到黑河进行冬季
测试，让黑龙江的寒区试车产业广为人知。他
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解锁“泼水成冰”新技能的
照片，“雷军黑河放烟花祝大家新年快乐”的短
视频登上平台热榜。他还玩了冰面漂移，吃了
东北铁锅炖，自称“南方土豆到了东北，真的见
世面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这片千里沃野、大豆摇铃的神奇土
地，不知道还能带给我们多少惊喜。

已经立春了，天气渐暖。到 4 月冰雪融
化，嫩江开江跑冰排，大豆也将要下种，又将是
一番壮丽景象。

黑龙江

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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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腾冲

一线穿南北，贫瘠之地向阳花开

溜索求学纳西女孩瓦年机：

从小到大，总有一双大手托举我家

嫩江姑娘马甜甜：

儿时难熬冰雪天变身流金淌银的欢乐季

腾冲村民李发顺：

女儿读研儿子入伍，小院日迎游客2000人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发自四川大凉山
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纳西族乡卡瓦村

在横断山脉的褶皱深处，金沙江与
无量河交汇处，藏着一座曾与世隔绝的
纳西古寨——俄亚。90年前，地理学家
胡焕庸把黑龙江黑河与云南腾冲连起
来，提出描述中国人口分布的著名地理
界线“胡焕庸线”，俄亚正在这条线上。

俄亚女孩瓦年机，就读于中南民族
大学医学信息工程专业三年级。瓦年
机在纳西语中寓意“平安”，但近两年，
她家中发生剧变，小康之家一下成了低
保户。2月6日大年初九，长江日报记
者跟随她的脚步来到俄亚。

两代人托举出
村里第一个“一本”大学生

瓦年机的家在四川大凉山木里藏
族自治县俄亚纳西族乡卡瓦村，海拔约
2000米。

以往她回家，要从武汉坐火车到西
昌，住一晚后转长途公交车到木里，再
坐长途车到俄亚，路上要花两天。这个
寒假，她从武汉飞云南丽江，再从丽江
坐顺风车穿越玉龙雪山到俄亚，一天时
间就能到家。两条线路费用差不多，但
新路线花的时间少了一半。

2月6日记者到俄亚时已是晚上 9
时，只能在民宿住一晚。次日租车前
往卡瓦村瓦年机家，沿着新修的水泥
路盘山而上，45 度的弯、30 度的坡随
处可见。记者被颠得七荤八素，感觉
像坐过山车一般紧张。9 公里路开了
50 分钟，记者向峡谷望去才知已到高
山山腰。

当地村民介绍，俄亚纳西族乡共有
6个村，大多数村位于河谷地带。卡瓦
村海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在6个村中
是最低的。司机说，几年前去卡瓦村只
能翻山越岭走山路，现在能开车进村，
快递也能进村了。

瓦年机是村里第一个“一本”大学
生。这个“第一”是爷爷和爸爸两代人
托举出来的。

瓦年机的爷爷巴交阿扎初中未毕
业，但已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曾
在村里教学点给30多个孩子当老师。

巴交阿扎最小的弟弟甲阿告诉记
者，山上有山泉，他们家族依泉而居，在
山上住了二三百年。父亲养育了4男2
女，年轻时全家经常吃不饱饭。30 年
前，他们家从海拔更高的地方搬到这
里，才有了现在村落的样子。过去山里
只有泥巴小路，去俄亚乡全靠步行，去
县城要走7天，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县
城。

“爷爷重视教育，但是我爸爸只上
到小学二年级就主动辍学了。他很后
悔这一点，就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子女
身上。”瓦年机至今记得小时候爷爷对
她的启蒙，还记得爷爷一直告诉父亲，
要把孩子送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

2009 年，瓦年机的爸爸巴交古马
次里拿定主意，要将女儿瓦年机和儿子
巴交克古衣下（意为“勇往直前”）送出大
山求学。他得知妹妹所在的泸沽湖有所
小学不错，决定送两个孩子去那里上学。

从卡瓦村到泸沽湖，直线距离只有
100多里，但得翻越多座高山峡谷。除
了牧民和牲口踏出的小路，没有像样的
路可走。

“阿布（纳西语：爸爸）脱掉鞋子，挽起
裤腿，先牵着马蹚水过龙达河，到对岸后
拉扯溜索，让我们坐进吊篮滑到对岸。”瓦
年机至今记得，第一次离家上学，第一道
关便是溜索渡过50米宽的龙达河。

3人牵着3匹马。山路崎岖不能骑
马，8岁的瓦年机和大她3岁的哥哥就
拽着马尾巴翻越一座又一座大山。天
色晚了，就在大山深处搭帐篷过夜，第

二天清晨继续赶路。
姑姑和姑父在泸沽湖边做小生

意。两个孩子借住在姑姑家，每逢节假
日由父亲骑马接回家。途中过夜要么
寄宿牧民家，要么搭帐篷住一晚，风里
来雨里去，3年从不间断。“阿布从不抱
怨。而哥哥跟我很不解，多次问阿布为
什么要上这么远的学校。”

2012年9月，巴交古马次里和妻子
英扎米到泸沽湖租了房子陪读。英扎
米在宾馆当服务员，巴交古马次里打零
工补贴家用，一家人总算安定下来。

“那时年收入达到七八万元，是家
里经济条件最好的时候，吃穿用没有发
愁过。”瓦年机说。2014年，爷爷摔伤离
世，父母把独自在卡瓦村生活的奶奶也
接过来一起住。

“写作业无论多晚，阿布都在我们
身边陪着。”瓦年机说，父母没法用知识
辅导他们，但陪伴从不落下。

2015年，兄妹俩小学毕业，巴交古
马次里又节衣缩食，将两个孩子送到
300 里外的盐源县读中学。“这里教学
质量更好，还可以住宿。”

2022年，兄妹分别考上成都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和中南民族大学。

“巴交古马次里把两个孩子都培养
成大学生啦！”不少村民碰到巴交古马
次里都会竖起大拇指。

家庭变故全村“垫底”
乡里县里来人帮扶了

2023 年初，47 岁的英扎米突然走
不稳路，送医后确诊为小脑萎缩，无法
上班。巴交克古衣下回忆，妈妈病重，
家里失去了每月 2000 元的固定收入，
父亲也一蹶不振。

家庭突然困顿，让在校的巴交克古
衣下坐立难安。回家后他发现，父亲的
颓唐日益严重，根本无力打零工。

巴交克古衣下跟妹妹商量后，决定
中断大专学业回家，一边打工，一边支
持妹妹先完成学业。

中南民族大学得知瓦年机的情况
后，连续两个学年都给她申报了国家助
学金帮扶，并为她提供校内勤工助学岗
位。瓦年机所学的医学信息工程专业
属于交叉学科，学习难度大，老师和同
学们在学业上也给了她很多的鼓励和
帮助。

2024年4月的一天晚上，48岁的巴
交古马次里突然倒下，送医后诊断为长
期过量饮酒导致多器官衰竭，不久就撒
手人寰。

一家人租不起房子，回到卡瓦村，
成了全村的“垫底户”。

回家的路从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
龙达河上也有了水泥桥，溜索成了游客
的体验项目。但老宅已经破败，无法挡
风遮雨。

得知她家房子不能住人，52 户村
民带来石块、砖头、水泥，你 50 元、他
100元地凑钱买来铁皮做屋顶，几天时
间就把房子修补好了。

卡瓦村也把瓦年机家的情况上报
到乡里和县里。很快，她家被列为农村
低保户，每人每月可领300元补助。县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送来
了“脱贫户帮扶联系卡”，从家庭产业、
就业到医疗保障等各方面都安排了帮
扶，村网格员、村支书、副乡长、县委政
法委书记点对点帮扶。

卡瓦村第一书记冯伟林告诉记者，
政府打算为巴交克古衣下提供护坡员
或保洁员岗位，进行就业兜底保障。

妹妹上大学哥哥开直播
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第三场直播什么呢？”
“应该是体现我们纳西族民族特色

的东西吧，这样更能吸粉。”
“我觉得山上那棵古树也可以播，

很罕见。”
2月6日中午，巴交克古衣下在准

备他的第三场抖音直播，瓦年机在一旁
当技术指导。

2024 年 4 月，送走父亲后，中断学
业的巴交克古衣下外出打了两次工：
一次是在村口做防护坡，每天工钱180
元，赚了2000多元；第二次是在西昌市
当搬运工，干了 60 多天，赚了 1 万多
元。

“买了一台洗衣机，余下都还了外
债。”巴交克古衣下说，父母因病先后欠
下了5万元外债，现在还有4万元，他希
望两年内能还清。买洗衣机是为了方
便奶奶洗衣服。奶奶今年 67 岁了，单
独照顾妈妈有些吃力。

巴交克古衣下必须留下来撑家，没
法外出打工赚钱。但地里的庄稼只够
自家吃，留在家里又赚不到钱。他陷入
两难。

他家隔壁的儿时玩伴在视频号直
播当地民俗，粉丝突破6.5万，“不出村
就赚到了打工钱”。这让他受到了启
发，“既能留在家里撑家又能赚到钱，搞
直播也许行”。

俄亚有独特的纳西族文化，有“活
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各村寨石头垒
起的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宛如巨
大的蜂巢，独具魅力。

很多俄亚年轻人看到商机，开始直
播带货。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
体学院调研队的调查结果显示：6000多
人口的俄亚，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视
频直播，直播已经成为俄亚与外界联系
的重要窗口。

巴交克古衣下网购了自拍杆和耳
机，但又觉得自己“其貌不扬，笨嘴笨
舌，做直播毫无优势”。

2月4日，巴交克古衣下第一次上
播。明明认真准备了台词，半小时的直
播里，他还是结结巴巴，频繁忘词，憋得
满脸通红。一紧张，普通话也“拐”成了
纳西语。“一段自我介绍，加上家里蒸包
子的视频，仅仅收获了两个粉丝，其中
一个还是我妹妹。”巴交克古衣下觉得
很失败。

2月5日，在妹妹的鼓励下，他开启
了第二场直播，在自家麦地里直播了小
麦长势和周围环境。或许是高山深谷
吸引了网友，直播视频点击量达到
2000，但只增加了3个粉丝。

直播受挫的巴交克古衣下打算放
弃，停更了两天。瓦年机劝他再试一
次。兄妹俩从直播号名称到直播内容
都进行了激烈讨论，希望能抓住粉丝的
眼球。

煮腊肉、土豆丝、水捞豌豆尖、腊
子肉汤，2 月 7 日中午，瓦年机在奶奶
的指导下做了四个菜，特意给妈妈添
上一大碗米饭和蔬菜，一勺一勺喂给
她。

“希望我身体健康，能照顾儿媳更
长时间，减轻家庭负担。”经过瓦年机
翻译，67 岁的奶奶玛米用纳西语告诉
记者，今年春节家里杀了两头年猪，又
从隔壁家买来两头小猪崽，明年春节的
年猪也有了。现在困难只是暂时的，等
孙女大学毕业，一切都会好起来。

俄亚乡党委书记陈兴国说，纳西东
巴文化在俄亚保存着最原始、最本真的
形态。俄亚乡保护和利用双管齐下，想
把旅游产业发展起来，让古村落焕发新
活力，让俄亚家家户户受益。

瓦年机也对未来充满信心。她打
算本科毕业后就工作，以最快的速度
还完助学贷款，然后和哥哥一起把老
宅翻新重建，让家里搭上当地文旅发
展的顺风车。她说，从小到大，总有一
双大手托举我，我也应该帮忙撑起这
个家。

今年是“胡焕庸线”提出90周年。这条线从黑河到腾冲，以近45度贯穿中国，将我国分

成地理环境、人口密度和社会发展相差悬殊的东南和西北两大区域。

从2月5日大年初八起，长江日报记者陆续从武汉出发，分3路前往“胡焕庸线”北端附近

的嫩江、南端的腾冲和西南段的凉山，探访3个少数民族家庭的年味。

习惯了快节奏行动的记者，此行不得不“慢”下来。记者在东北古驿站和扳道工逝去的背

影里，看到极寒测试和冰雪文旅产业的火热；在大凉山深难至处，看到打猪草的姑娘满面笑

容，讲述多方“托举”的分量；也在高黎贡山下人声鼎沸的农家乐里，体味着忙年的幸福。

一线穿南北，冰封到花开，每一处的青年同样眷恋乡土，同样热诚地为明天努力，同样对

春天充满希望。

四川

木里

胡焕庸线
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云南腾

冲。1935 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通

过数万个数据，一点一点发现了隐藏

在中国地图上的一条“神秘线”。这条

线不仅划分了我国东南半壁与西北半

壁的人口密度，还与我国地势二三级

阶梯分界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

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经济

地理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反映了近代

以来中国经济空间的基本格局。这条

线也被称为“胡焕庸线”，是最早由“大

数据”得来的中国人口地理大发现。

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通过卫星，我们发现“胡焕庸线”

以西区域的夜光越变越亮。卫星夜光

数据显示，2013 年—2020 年，“胡焕庸

线”以西区域夜光面积增加约 55.3%，

夜光总量增加约 42.7%。夜光总量增

加最多的地区为四川西部和西藏，分

别增加了约104%和97.6%。增加超过

50%的地区有西藏、四川西部、黑龙江

西部、新疆、云南西部、青海。

瓦年机帮助哥哥做视频直播。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摄

瓦年机坐进童年时溜
索求学的吊篮，心中是满
满的回忆。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摄

马甜甜和爸爸马海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摄

嫩江市区
的中市街，百姓
扭秧歌迎接新
春。

长江日报
记者汪洋 摄

李发顺和爱人杨彩芹整理大米粑粑。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摄 李发顺家的小院常常坐满游客。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摄
（策划统筹 长江日报：谌达军 胡孙华 刘亮 翟晓林 汪鹃 中南民族大学：李从浩 贺展 徐其涛 邓俊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