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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位藏东南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群山之中，属林芝行署墨脱县境。1976—2003年我有

幸在30余年里，三次在峡谷里深入村寨，对世居那里的门巴等边境民族进行了经济与民族文化的跟踪调

查。 

    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各民族的巨大变化 

    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前进的步伐，峡谷里各民族闭塞和落后的状态有了较大的改变。1、生

活条件变化。过去极端贫困，现在衣、食、住、行和医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善。2、交通有所改善。从波

密到大峡谷内，1980年就修了毛路，因屡修屡垮而停工。从2000年开始，干季到来时，将机耕路进行修

补，用汽车将物资运到县府所在地墨脱村，物资匮乏的状态已经得到改变。已建各种桥、索34座

（处），解决了群众过河问题。3、文化生活的改善。1989年有了电视。2001年能看21套节目。占全县

12•8%的农户能看电视了。4、通讯改善。1994年安装了全县的第1部单向电话。2000年11月安装了卫星

程控双向电话。 5、学校教育发展和民族干部成长。各乡都有了小学，全县入学率达到80％。6、硬件

设施的建设及袖珍小镇的发展。 县府机关已经从数十间房屋发展到数十栋房屋。县府2001年有了电脑

和传真机，办公现代化。有了20多家小店铺，形成了街道。 

    二、 经济发展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与30多年前比，大峡谷的变化是大的。与西藏腹心地区相比，这里发展仍然滞后，有许多问题亟待

解决。1、刀耕火种地的不断扩大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耕地在无序增加，2003年全县耕地播种面积

中，刀耕火种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64.5%，比1978年全县耕地总面积还多。这是对土地资源过度索取。 

2、交通闭塞问题仍然制约着大峡谷的社会经济发展。公路季节性通车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交通闭塞的状

态，封山期间常常影响到边防要务和党政大事。土特产难以变成商品，农民不能富裕。3、严重缺医少

药。患病要到县里治疗，危重病人因经受不了路途的折磨而死去。 

    三、大峡谷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措施的思考 

大峡谷生态环境正处于变化的十字路口，杜绝对资源的超量索取，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走生态文明

发展的道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1、科学修路。修路能改变闭塞状态，必须修。但要按照干线公

路的标准，施工要把握一个原则，能防止严重的路基垮塌，特殊路段需特殊处理。2、进一步退耕还

林。刀耕火种地开垦已经超量，生态环境已经失去自然修复能力。刀耕火种地应大幅度缩小。3、保护



好森林和珍稀野生动物是维护生态环境的关键。大峡谷生态环境保护要以保护森林为核心。保护好老虎

等珍稀野生动物也是重要任务。4、种植经济林木，实行建设性开发。5、开展生态风光和人文旅游。

6、自然灾害频繁，适当搬迁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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