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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调研项目“村庄系列”调查之一。
该调研系列的主题是通过调查典型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反映56个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本书针对布朗族勐昂村的历史变迁，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景式调查研究，以
展示该村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本书由王玉洁、郭利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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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岩章伟家里的房子也是木板房，面积大概有75平方米。
与众不同的是，别人家的都是两层，楼下是仓库，楼上是居住的地方，而他们家的木板房只有一层，
这样的构造使得下雨的时候屋里会很潮湿，但为了节省成本，也为了避免老人和小孩上上下下时摔伤
，他们夫妇还是选择了只盖一层。
做饭和取暖都是用木柴靠火塘，喝水是靠自己家里挖的水井，厕所自己家没有，都是用村里的公共厕
所。
可以看出做饭取暖、用水之类的日常生活支出并不多，但这个家一年的总支出，相对于收入来说，却
是个不小的数字。
2008年家庭支出的具体情况为：茶叶地和水田、猪、牛、鸭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用于这些方面的支出
却为450元，其中包括农用拖拉机的油费、除草剂的费用、猪饲料费、鸭饲料费、兽医费等。
但支出最多的还是交通费用，由于山路崎岖，班车很少，骑自行车又太慢，所以勐昂村人的主要交通
工具就是摩托车。
岩章伟家经常去地里干活时或者回媳妇家串亲戚时骑摩托车，平均下来一个月就要用50元的汽油费，
偶尔的时候确实需要去城里办事，才坐班车，一年也去不了一两次，所以班车费一年最多用60元。
因为小孩的抵抗力弱，所以一年下来因为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打预防针之类的医疗支出也相对较多
，但由于有新农合的存在，医疗费还是省了很多。
父母亲现在年老，时不时地也会有一些小毛病。
尽管已经分户，但养老的责任和义务依然要承担，母亲在2006年时因为胃病和骨质增生而住院，
在2007年时又从阳台上摔了下来，在勐海县医院住了一个月，花了’7000块，除去合作医疗报销的部
分以外，自己和妹妹又分担了4000元。
2008年两位老人身体状况比较好，岩章伟家的医疗费用也减少了好多，一年才花去三四百元。
另外，平时看电视或者打电话之类的费用用到300元左右，电视一年固定288元，家里没有手机，只有
一部固定电话，话费一个月平均要花30元。
至于食品，其实吃主食和蔬菜并花不了多少钱，大米和蔬菜都是自家种的，就是买食用油、酱醋、味
精等和女儿买零食花一些钱，一个月也就平均30元。
穿衣服更是省钱，岩章伟夫妇很是节省，一般都不买衣服，只有过节时岩章伟才给妻子和女儿买新衣
服，但民族服装也很便宜，一年全家120元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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