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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甘肃酒泉移民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

2005-9-20  葛正芳 蒋江川  阅读298次

     今年７月底、８月初，笔者专程赴甘肃省酒泉市，深入到移民比较集中的安西、玉门、敦煌三县

市的１１个乡镇、１６个移民村（点），了解到了许多真实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移民问题

的认识也逐渐清晰。 

    

    移民问题的由来 

    

    近半个世纪以来，酒泉市境内有计划、有组织的规模移民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

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下，部队成建制地拓荒屯垦，形成了“农垦移民”；第二次是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兴西济中”战略，大规模开展“两西”建设，把以定西

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和南部高寒阴湿地区２０多个县的部分贫困人口迁移到河西地区，形成了“两西

移民”；第三次是９０年代后期，随着疏勒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陇南、定西、临夏、甘南４个

市州１１个县的部分贫困人口有计划、有组织地迁移到疏勒河流域灌区内，形成了“疏勒河移民”。 

    

    这三次大规模移民特别是后两次移民，都是采取按项目安置移民的方式实施的，即在建设水利农电

基础设施和农林牧服务体系的同时，完成省上统一安置移民的计划。除上述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外，

这些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和自发进入酒泉市的移民也为数不少，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计划外移

民”。 

    

    截至２００４年底，酒泉已累计安置移民２６６１３户、１１１０４０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１

９．９％。其中，计划移民１８１２３户、８２４９９人，占移民总数的７３．８％，“计划外移民”

５１８８户、１９１７８人，占１７．３％。 

    

    在上述移民中，已办理户籍迁移手续的２０２９４户、８７７６８人，占移民总数的８０．５％；

未办理户籍迁移手续的５８１６户、２１２７２人，占移民总数的１９．５％。未办理户籍手续的主要

是疏勒河项目新灌区内的移民和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酒泉市境内的“计划外移民”。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在酒泉市境内的移民耕种各类土地４７．３万亩。从上世纪８

０年代到本世纪头３年，移民数量的增长呈现出逐年加快的趋势。 

    

    多年来，酒泉市对移民的安置基本上是采用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种模式。“两西移民”和“疏勒

河移民”为集中安置，主要是在１５个农林场站、１０个村级移民基地和２３个移民点集中安置，同时

还建立了金塔羊井子湾、安西腰站子、玉门小金湾等３个乡级移民基地，集中安置移民数量占移民总数

的５１．９％。分散安置主要是在各县（市、区）各乡（镇）的村组中进行，其数量占移民总数的４

８．１％。 

    

    对移民问题的再认识 

    

    如何看待移民问题？怎样评价移民的功与过？回答这样的问题，既要尊重历史，又要面对现实，不

仅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还需要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移民在酒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给这片土地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也减轻了移民输出地的社会承



载压力。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酒泉市地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荒地和弃耕地比较多，随着移民的迁入，这部分土地被利用起

来。据不完全统计，移民已累计开垦各类土地４０多万亩，对农业生产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走访的移

民村（点），大部分是建在戈壁滩上，经过多年的艰苦创业，有的村（点）已是“田成方、树成行、渠

成网、路通畅”，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移民安置

工作，这就为移民安置地争取资金，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创造了机遇。例如，

“两西移民”就是随着农业建设项目而迁入的。从１９８３年到２００４年底，国家先后投入酒泉市

“两西”专项建设资金３．８亿元，主要用于水利农电基础设施建设、农林牧服务体系建设和以移民安

置为主的扶贫开发建设。“疏勒河移民”也是随着疏勒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而迁入的。该项目已

累计完成投资１４．２１亿元，全部用于酒泉市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移民安置工作。这些资金的投

入，大大加快了酒泉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如昌马灌区、双塔灌区、

赤金峡灌区等大型水利设施，都是用移民资金修建的，而受益的就不仅仅是移民了。 

    

    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也是甘肃省委、省政府实施“兴西济中”战略，打好扶贫攻坚战的一项重

大举措。从“两西”建设到疏勒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和南部高寒阴湿地区２

０多个县１０多万贫困人口先后迁入酒泉市，现在大部分已经解决温饱，摆脱了贫困。 

    

    在充分肯定移民对酒泉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毋庸讳言，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

已经超出了酒泉市的承载力，给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矛盾与问题。 

    

    一是加重了水资源危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酒泉市水资源比较缺乏，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由于

大量移民，水资源显得越来越紧缺。在疏勒河灌区，上下游群众争夺水资源的矛盾比较普遍，解决水事

纠纷已成为当地政府最头疼的问题。由于上游来水日益减少，下游经常处于有渠无水的尴尬境地。下游

地区又多是移民，在争不到河水灌溉的情况下，只能打井浇地。这样一来，一方面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

降，自然生态植被大面积枯死。另一方面，井水含碱量高，加剧了土地盐碱化，农作物产量逐年减少，

群众苦不堪言。安西县１９８５年以来，由于移民过度开荒，天然草场面积减少２７．６万亩，湿地面

积减少２８７万亩，戈壁荒漠草原减少３９１万亩，盐生草甸草原减少３５．２万亩，农田插花草原减

少１１．７万亩。由于移民的生活普遍比较困难，为了生存，他们滥挖甘草，乱打红柳、白刺、梭梭

等，使大量的野生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大风扬沙天气频频出现，仅安西县近两

年沙尘暴天气出现的次数就比过去有明显的增加，５级以上的大风扬沙天气达４１天次。我们在安西县

三道沟镇看到，移民村周围没有树木，街道上和农户的房前屋后堆满了一个个的小沙丘，就连水渠也被

沙土淹没了，这种场景看后让人心情异常沉重。笔者在走访移民村（点）时，听到谈论最多的是关于水

的话题。 

    

    二是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首先是户籍问题。由于疏勒河新灌区移民和计划外移民的户口没有及时

迁入，这部分移民在信贷、婚育、子女上学、参军、就业等方面均受到限制，生产生活很不安定。其次

是社会发展问题。有些移民村（点）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设施落后，移民适龄子女辍学率居高不下，

新生的文盲、半文盲越来越多；移民有病不能及时医治，疾病预防能力弱，一旦出现疫情，很难控制；

文化生活相当匮乏，移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普遍不佳。第三是计划生育问题。主要是新迁入移民和计划外

移民，处于“原地管不上，当地管不了”的失控状态，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很大。在这些移民村（点），

早婚私婚、多胎生育现象十分普遍，妇女节育措施落实率低的问题相当突出。第四是宗教问题。随着移

民的增加，宗教成分也日趋复杂。第五是社会治安问题。据统计，近年来在酒泉市发生的刑事案件中，

由移民引发的占到１５％；在群众上访案件中，涉及移民问题的占到５０％以上。 

    

    三是直接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酒泉市移民均来自贫困地区，迁入后耕种的土地又是新开

垦的荒地，加之河水灌溉不足，多用含碱量高的井水浇地，土地盐碱化程度比较严重，效益低下，大部



分移民依靠土地的收入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解决温饱，无论是在收入上还是在生活水平上与当地农民均

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截至２００４年底，酒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１７４元，而移民人均纯收入只有２

０７０元，不及前者的一半。有些移民村 点 特别是计划外移民村（点），农业基础设施普遍比较落

后，生态环境比较恶劣，尽管已定居多年，但相当一部分移民生活仍处于贫困线以下，脱贫解困的难度

很大。同时，大量的计划外移民也给社会管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工

作增加了难度。 

    

    几点建议 

    

    （一）高度重视移民问题。移民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事关改革、

发展、稳定的大局。 

    

    （二）禁止计划外移民。通过各种渠道安置的计划外移民，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不仅掠夺

资源，破坏生态，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应该禁止。酒泉市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了《关于禁止农

村无序移民的决定》，各县 市、区 也正在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三）严格控制新的移民开发项目。“两西”建设和疏勒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实施以来，酒泉市已

接收安置移民超过１０万人，开垦荒地超过４０万亩，无论是水资源还是自然生态的承受能力均已接近

或超过极限。因此，甘肃省在规划实施项目中，只要涉及移民问题，必须在讲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

高度重视生态保护问题，特别是水资源保护问题。在这方面，历史上已有过不少沉痛的教训。建议有关

部门多深入实地考察了解，多倾听基层的意见，科学论证，慎重决策。鉴于目前酒泉市的生态状况，我

们的意见是，今后酒泉市不能再上新的移民开发项目了。另外，为减轻疏勒河项目后续移民给酒泉市可

能造成的压力，建议考虑将酒泉市现有的计划外移民纳入疏勒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统一规划安置和管

理。 

    

    （四）加大对移民的管理和扶持力度。无论是对计划内移民还是对计划外移民，都应本着尊重历

史、面对现实的精神，实行属地管理。应以户籍管理为重点，加强对移民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更重

要的是，要加大对移民的扶持力度，主要是从提高移民的生产能力和综合素质入手，加快移民基地

（点）农业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加大对移民特别是移民中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逐步缩小移民

与当地群众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作者单位：甘肃省政府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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