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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上三轮车，巴木来到离
家4公里的“家家福超市”，货
架林立，货品丰富，巴木选购
了新鲜的菜品和调料，扫二维
码结账。

“春节好啊！”老板娘周炳
英跟巴木打招呼。周炳英是
湖南人，2021 年来越西县新
民镇大寨村开店。“村子里的
消费很旺，新开了四五家超
市。”周炳英说，以前在昆明，
近年来看到这里的发展，对凉
山农村的购买力充满信心。

距离巴木家不远的越西
县中所镇陶家营村，曾经都是
土坯房，而今都是两层小楼
房。43岁村民罗国芹在张罗
客人吃饭。2023年2月，她在
村里开了一家名为“罗家豆花
饭店”的农家乐，最忙时一天
接待 20 多桌客人，平均月收
入达两三万元。她的老本行
是做豆腐，短短几年，她就从

“骑着三轮车卖豆腐”变成了
“坐在家里卖豆花”的老板娘。

通过妇女交流活动认识
后，巴木很羡慕罗国芹，自己
的做饭手艺也不错，寻思能不
能也试试餐饮行业。

巴木发现，现在来越西的
游客明显多了。越西古名越
嶲，在三国故事中就很有名，人
文景点、自然风光众多，但过去
曾是不通高速公路、不通铁路
的交通死角，到成都得七八个
小时，“好酒也怕巷子深”。脱
贫攻坚战深刻而全面地改变了
凉山的面貌，交通、医疗、住房、
电力、金融等全方位补强，特别

是新成昆铁路的开通，让越西
成了凉山州的北大门，进入了
成都“两小时经济圈”。文昌窖
酒、甜樱桃、越西苹果等系列特
产荣获国家地理认证标志，“中
国避暑旅游目的地、中国天然
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
巴蜀气候康养地”等名片，引来
了越来越多的八方游客。

一些客人专为巴木而来。
2023年，她经常会遇上登门问
候的客人。“只要看到你们的日
子过得好，我们就开心了。”客
人们说。有位贵州的网约车司
机，曾拜托记者转交200元给巴
木，这是他全天的收入，“看到
巴木们的奋斗，给我增加了无
穷动力。”这位司机说。

“没想到大家这么关心我
和乡亲们。”巴木十分开心，

“谢谢所有人对我们的爱！”巴
木说，不管是种地还是做餐
饮，都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一定会把日子越过越好。

走在桃园村里，记者看到，
有农户新养殖了十头黄牛，刚
下的牛崽哞哞叫着，跪在母牛
跟前吃奶。村子不远处，新建
起了大凉山食品产业园……一
切都显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院子里，孩子们跳起了流
行的“科目三”，看着他们，巴木
露出了温柔的笑容。在巴木眼
里，“铧头尖”雪峰正融成一条
溪水，沿山而下，浇灌着翻耕好
的土地。土地上播种的希望，
必将收获新生活的甜蜜。

今日立春，凉山阡陌有春
意。

彝族山村的元气“勃发”

2 月的天空澄净，上午 10 时，月亮还悬
在覆着残雪的山尖上，与日同辉。数千年
来，巴木的先辈们就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

如今，“巴木们”的生活正在改变。
巫其石且的大哥巫其拉铁家有好几个女

儿。正是拉铁的二女儿巫其小梅在社交媒体
上认出新华社记者发布的照片拍的是巴木，
才让新华社记者最终找到了巴木。2日，是
小梅的姐姐巫其小冰出嫁的日子，青年男女
载歌载舞，给新人以祝福。

小冰帮着父亲在打理深圳的劳务事宜。
巫其拉铁在深圳12年，先后帮助上百名乡亲
介绍信誉好的企业务工。小冰遗传了父亲的
精明，“我们不断提升乡亲们的素质，如果晚
上不好好休息、酗酒的，要送回老家请父母教
育。有了长期的好口碑，才能让乡亲们找到
好厂家，也让好厂家找到好工人。”

小冰对婚后未来充满自信：“我俩一步一
个脚印来，生活一定会过好。”正在为她梳头
的巴木听见，不停地点头。

巴木经常用同村脱贫户俄什木呷的女儿
俄什五加木的故事教育孩子们。五加木初中
毕业读中专，自考大专、本科后，在成都一个
职业学校担任辅导员，现在正备考初级会计
证。白天她帮父亲翻耕土地，夜里捧着厚厚
的会计教材复习。

现在生活好了，五加木的学习也一直没
停下来。“国家发展这么快，如果停下来，我怕
自己被淘汰！凉山旅游资源丰富，我觉得大
有前途，本科就有目的地学旅游管理，一定用
得上。”

有这样的榜样，巴木的孩子们早早地立
下了志向。二女儿名叫王雪医，因为出生那
天，天下着大雪，而她是巴木第一个在医院里
生的孩子。巴木希望小雪医长大了当医生帮
助乡亲，而小雪医的理想是成为带领乡亲们
发展产业致富的“总裁”。年幼的她在墙上写
下志向：“王总的梦，我想了很久。”

“春运母亲”们的生活在改变

巴木家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板
桥镇桃园村，这里是一个山脚下的小村落，4700
多米的大凉山北部最高峰“铧头尖”紧靠村子，
一条季节性河流将村子和外界隔开。

2月2日，记者赶到巴木家。见到老朋友，
巴木意外而开心。杀鸡、炖肉，热气腾腾的饭菜
上桌，一家人热情地招呼大家一起吃。

巴木说，过去来了客人，彝族村落里将肉煮
好，砍成大坨，大家席地围坐，抓着吃。“你看看
现在，村里发生大变化。脱贫攻坚让彝族村寨
战胜了贫困，我们这儿液化气灶台取代了火塘，
饭桌取代了席地而坐。”

坨坨肉也切得小块了。记者夹起一块，一
口咬下去，肉质挺厚，膘皮挺硬，居然没有咬动
——这一幕在网络直播中被上百万网友看见，
纷纷点赞：“‘春运母亲’硬气，上的全是硬菜！”

看到留言，丈夫巫其石且和巴木笑了，走南
闯北的他们，能理解北方方言“硬菜”的意思。
他们说，现在有了上“硬菜”的底气。

“最早那张照片就是在南昌务工，后来我又
去过广东、福建，进过电子厂、捞过海参，干了好多
活。每到年底赶火车回家都很辛苦。”巴木说。

眼前的巴木是一名清秀美丽的彝族女子，
个头不高，肤色健康，脸上总是浮起笑容。与
14年前拍摄的照片对比，简直是“逆生长”。

她说，最后一次外出是2022年5月底，到深
圳一家电子厂务工，工厂包吃住，计件发薪，她每
个月挣近4000元。丈夫在深圳建筑工地务工，月
收入也有4000元左右。夫妻俩尽量把钱攒下来。

2023年春节后，丈夫和巴木决定就留在家
乡工作。他们流转20亩土地种植烤烟，年底一
算账：“年纯收入约9万元。在家的开销少，还
能照顾老人孩子，春运也不用操心车票了。”

“为啥原来不种烤烟？”记者问。
“原来没有产业嘛，村里是土路，到县城坐

马拉车……党和政府打响脱贫攻坚战，给我们
修好了公路，配置了烤烟房，对接好销路，还提
供技术指导。为我们铺好路子，我们才能发
展。”巫其石且说，脱贫后他的干劲越来越大。

他带着记者，来到屋后新平整出的 7 亩
地。“我们这里日照强，种葡萄很甜，而且现在交
通好了，有高铁直达越西，县里旅游很红火。”巫
其石且说。

“春运母亲”实现了“兔年在家门口务工”的
愿望，赚得比外出务工多，这让我们意外，更让
我们惊喜。

“春运母亲”的“硬菜”

新华社记者 谢佼 周科 薛晨 王曦

14 年前的南昌火车站，一位年轻母亲，身
背比人还高的巨大行囊，一手拎着双肩包，一
手抱着襁褓中熟睡的孩子，眼神坚毅地望着前
方……这一场景被新华社记者记录发布后，感
动了很多人。她叫巴木玉布木，被称为“春运
母亲”。

3 年前，巴木被拍摄者新华社记者周科找
到。她在家门口务工的愿望实现了吗？一家人
日子过得怎样？龙年春节到来之际，新华社记
者再次来到她的家乡四川大凉山，得到了一个
令人欣慰的答案：

2023 年，她在家乡种地，照顾子女、老人。
收入比在沿海地区务工赚得还多！大凉山里，
处处春意浓。

“春运母亲”们开启新生活

2月2日，巴
木玉布木（中）
和 侄 女 巫 其 小
冰（左）、大女儿
巫 其 拉 布 木 一
起唱歌。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