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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党和政府已经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农村 , 作为西
部欠发达的彝族地区 , 历来是党和政府所关注的焦点, 抓住机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快发展, 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试从生态
移民的角度论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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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Immigration———the Solution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Yi Nationality People
YANG Zhong-xiu et al  (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Our country is based on agriculture and more than 80 %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in the countrysi d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plays an i mportant role inthe whole nation .“San nong”problemis al ways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in our country . With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
tional economy and the strengtheni ng of power ,our government’s center of gravity switche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much more money has been devoted into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Yi Nationality Area has beena focus of the government because of poverty .Capturing the opportunity ,liberating the idea ,chang-
ing the concept and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are the most difficult yet glorious tasks .Inthis essay the way of continu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c-
cording to ecological emigrant to the people was analyz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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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山彝族居住的生态环境

彝族聚居区地处西部地区 ,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自然条

件和居住条件都属特殊类型。由于历史原因, 凉山彝族多数

居住在高山和二半山区 , 最初是为了防御外来民族的侵略 ,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民间所说“居住半山腰, 白云

脚下飘, 坐在家门口, 一览群山小”, 是高山彝族把房子盖到

山上的一种真实写照。千百年来高山彝族就这样生活在没

有路、不通电、不通水的生存环境里, 高山彝族不得不在山上

开垦荒地进行种植。高山彝族居住的情况有以下四个特点 :

1 .1 居住的分散性  由于高山彝族是以山为居住地, 山上

可耕的土地有限, 能够适合庄稼生长的地更少, 即便是找到了

适合种植的土地, 也是面积很小。因此高山彝族的居住不得不

随土地的分散而分散, 在整个大山中呈现出零星、条形的分布

状态,出现了森林中种植庄稼, 庄稼被森林包围的现象。

1 .2  房屋建筑地以高险著称 高山彝族的居住多选择在海

拔较高的高山和二半山区, 房屋的建筑地多选在险要的地

方。这在战略上具有难攻易守的作用, 但在生活上无疑带来

了巨大的困难, 各种生活物资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运

到山上, 就连饮水也必须到山下往返几个小时才能背到家

里, 甚至有人为了把物资运到家里而不小心摔下山去, 为此

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3 居住以家支为中心  虽然高山彝族居住分散, 但是在

某一个居住地或某一个山寨, 多数都是以家支作为纽带联系

在一起。一旦哪一个家庭遇到特殊事情, 可以一呼百应、相

互帮助 , 从而确保这个家支成员的生活安全和兴旺发达。

1 .4 居无常所, 随耕地而居  由于高山彝族的居住地山高

路陡, 沟壑纵横 , 能够适宜耕种的土地十分有限, 由于坡度

大、海拔高, 表土只有薄薄的一层, 土壤中的养分极其有限 ,

加上雨水冲刷, 大量表土顺流而下, 种不了几年, 庄稼就颗粒

无收。如果遇到大风暴雨把所有的庄稼冲毁, 岩石就露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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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土地被沙化 , 这个地区的彝族就必须迁徙到另一块能够

提供必要生存物资的地方生存, 周而复始形成一种恶性循

环, 越搬家越穷 , 越搬家对生态环境、森林资源的破坏就越

大, 水土流失也就越来越严重。

2  高山彝族居住的特殊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 .1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高山彝族的生活长期处于封

闭和半封闭状态, 生产力落后, 生产方式原始 , 是处于一种极

其落后的小农经济体系。生产和生活的物资只能勉强糊口 ,

遇到自然灾害, 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物质

的有效积累, 生活在高山和二半山的彝族已经失去了扩大再

生产的基本条件, 长期处在一种封闭式的生产环境中, 基本

上失去了和外界交流的机会, 更谈不上发展生产了。

2 .2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凉山彝族地区地处长江中上游金

沙江流域 , 面积约60 000 多km2 , 境内山地面积多达70 % 以

上, 高山林立, 沟壑纵横, 山高路陡是彝族地区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特别是对高山森

林的破坏, 林木一旦失去则永远不能恢复, 岩石就会裸露出

来。再经过雨水的冲刷, 仅有的一点表土也难以保存, 大量

的泥沙顺流而下, 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环境, 每年的雨季都

要发生山体滑坡的自然灾害, 泥石流更为频繁。大量的泥沙

流入金沙江和长江, 对二滩水电站和三峡大坝带来了巨大的

潜在危害。改善环境, 达到人与环境的和谐 , 既是当前生存

发展的需要 , 也是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片青山绿水的长远大

计。关键是要改善高山彝族的居住环境, 从高山和二半山搬

迁下来 , 才能恢复生态环境, 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的。

2 .3 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由于彝族居住在高山和二半山

上, 且分散, 加之学校少, 自然村离学校很远, 学生在山间羊

肠小路往返一次需要几个小时, 甚至需要十几个小时。有条

件的在学校住宿, 没有条件的只能起五更睡半夜, 条件差的

孩子连入学机会都没有, 高山彝族地区条件差的占多数。即

便是能够办学的中心学校, 教学质量也是很差的。由于路、

电不通, 教学条件不能得到改善 , 教师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

所以外地的教师多不愿来彝区教书, 只能在当地找一些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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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的人来教书。这样的教学就是“瞎子牵瞎子”, 也就是

文盲教文盲。由于教育发展受限, 农村人口文盲的比例很

大, 虽然经过多次的扫盲工作, 但文化水平仍然很低 , 这种状

况很大程度受限于高山彝族的居住条件。要想从根本上改

变就必须先改变居住条件, 变分散居住为集中居住, 教育才

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2 .4 对脱贫致富的影响  要想富先修路, 没有路脱贫致富

就成为泡影。高山彝族居住区不但没有路 , 连电和水都不

通, 信息更加闭塞, 完全过着一种远离现代文明的生活。在

这样的条件下除了维持生存以外 , 其他多余的想法都属于幻

想。可见由于居住条件的限制 , 根本无法解决“三通”( 路、

电、水) 的问题, 即便是再有钱也不能为每家每户修一条路、

架一根电线、为每户引水上山。由于没有路 , 生产条件相对

好的彝族地区, 农产品不能转化为商品进入市场, 即便能够

出售, 价格也非常低廉, 出现了农产品生产得越多反而越亏

的现象。可见交通闭塞已经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同时也限制

了现代文明进入村寨。解决的办法只有进行生态移民 , 才能

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3  生态移民的现实意义

遵循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 坚持以人

为本, 把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做为重要内容 ,

立足发展, 保护开发并举, 重在科技, 政府引导, 群众自愿, 稳

步推进, 共建美好家园。生态移民就是把长期生活在自然条

件十分恶劣、生态环境不适宜居住的高海拔地区的人们搬迁

到生态环境较好的, 能够通水、通电、通路的地方居住。在不

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 达到人和自然高度和谐, 使生态环

境向着有利于人的生存方向发展。生活在高山和二半山的

彝族只有实行移民搬迁才能解决温饱问题, 才能从贫困线上

解脱出来, 改善山区的生态环境 , 恢复山区的植被, 减少水土

流失。因此实行生态移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 .1 有利于保护自然 , 恢复生态平衡  凉山地区地势高昂 ,

高山陡坡随处可见, 森林覆盖率不足20 % , 水土流失相当严

重。每年有上千亿 m3 的泥沙流入金沙江和长江, 其中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生活在高山和二半山区的人们不断开山种地

造成的, 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 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导

性原因。实行生态移民就是要克服资源的不足所带来的弊

病, 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平衡、恢复自然植被提供

可靠的保障。居住的自然条件差, 对不宜开垦的荒山进行大

量的垦荒种田, 造成生态严重失衡, 其结果是森林植被越来

越少, 土地的沙化面积越来越大, 生态环境向着不利于人们

生存的方向发展。因此,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生态移民, 把高

山和二半山地区的人们搬迁出来, 然后封山育林, 尽快恢复

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

3 .2  生态移民是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

高山彝族居住在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的地区, 完全处于封

闭或半封闭状态, 由此束缚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实行生态移

民才有可能发展经济, 使山区封闭的社会系统转化为开放的

社会系统, 迈出走向现代化社会的重要一步。

3 .3 生态移民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保障 凉山州有17 个县

市, 其中10 个是国贫县, 贫困面积之大, 在全国都很少见。

只有实行生态移民, 才能改善高山彝族的生存条件、生产条

件和生活条件, 才能为脱贫致富提供先决条件。根据其他地

区的移民经验来看, 生态移民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

3 .4 实行生态移民可以促进彝区文化的发展, 转变观念, 开

阔视野 , 解放思想  生态移民能够把人们从旧的观念中转变

过来, 改变等、靠、要的观念, 改输血机制为造血机制。在封

闭式的条件下观念要改变是很难的, 只有在生态移民这个新

天地里, 抓好彝区的文化教育才能开阔视野, 看到美好的未

来和希望,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建设彝区美丽的新家园。

4  生态移民应遵循的原则

4 .1  坚持生态环境建设和脱贫致富有机结合的原则  生态

移民的目的是要促使环境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保护好现有的

森林资源, 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 , 特别是要停止在山上开荒毁

林种植农田的做法, 恢复森林植被; 另外努力使搬迁的人尽

早致富。两者缺一不可, 必须同时抓好。

4 .2 坚持政府引导, 以点带面的原则  生态移民关系到千

家万户的利益, 绝不能靠政府的命令行事, 必须要有群众的

积极参加, 在群众自愿参加的基础上才能把生态移民工作做

好。抓好示范典型是关键, 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 以点带面

全面展开。在抓好生态移民新区建设的同时, 要把群众所关

心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全部安排好, 让移民群众满意。

4 .3 坚持统筹安排, 政策保障的基本原则 生态移民工作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政策性强、环节多、操作复杂、

涉及面大, 还关系到民族方面等诸多因素, 决不可掉以轻心、

粗枝大叶、敷衍了事。在实施过程中 , 一定要统筹规划, 全面

安排, 把工程方面的建设和群众关心的土地调整好, 按政策

给予保障, 使移民工作顺利进行。

4 .4 坚持开发与搬迁并举的原则  关键是要坚持开发在

先, 搬迁次之, 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搬迁的群众到了新区以后

能够有生产和生活的条件, 解决搬迁移民的后顾之忧, 在初

步具备搬迁的前提下就应组织群众进行搬迁, 完成开发与搬

迁并举的工作。开发重点应放在今后的发展项目上, 搞好农

田水利建设, 使搬迁群众能够做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4 .5 坚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的原则  凉山州的搬迁移民

面积大、范围广, 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都不相同。移民工作

决不能搞一个模式, 用一种办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一定要

遵照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能够集中就集中, 不能集

中可相对分散; 移民新区能大就大, 能小就小 , 只要有利于移

民搬迁 , 能解决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 都是有效的。

4 .6  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移民搬迁工作关系到党的政

策落实和移民的切身利益, 艰巨而又复杂, 决不能急于求成 ,

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和充分论证, 根据现有的财力和物力, 有

组织、有计划、分阶段地逐步推进。

5  生态移民的方法和步骤

5 .1 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生态移民是事关高山彝族生存

和发展的百年大计, 是走出贫困的重要举措, 也是一项德政

工程, 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它不仅使贫困地区的人

们摆脱了贫困, 同时也为保护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提高认识、统一思

想才能做好生态移民的工作。各级领导和部门应通力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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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布局, 为生态移民创造有利条件, 使生态移民工作有组

织、有计划、稳步实施。

5 .2 加强移民新村建设, 为提前搬迁做好准备  建设好移

民新村是移民的关键性措施, 也是生态移民的最终目标。生

态移民工程就是要加强建设移民新村的基础设施和自然环

境, 在确保自然资源不被破坏的前提下 , 建设好移民新村, 做

到开发一片、建设一片、移民一片、巩固一片、受益一片。要

在“三通”的基础上做到“四有”( 有耕地、有住房、生活有保

障、有组织管理) 和“五配套”( 医院、学校、计划生育、治安、农

贸市场) , 使移民愿意搬进来、留得住, 安居乐业。

5 .3  移民搬迁工作必须以说服教育为主  俗语讲“金窝银

窝不如自己的土窝”, 虽然生存环境艰苦, 但高山彝族对山区

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故土难离的思想是必然的。

必须做好说服教育工作, 不能靠一纸行政命令草率行事。

5 .4 优化资源, 立足于现实和长远  移民搬迁是百年大计 ,

必须考虑到现实和长远两方面的问题。在土地的分配上, 要

保证自耕有余, 又有利于长远, 将现实和长远发展有机结合 ,

既要有利于脱贫致富, 又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5 保护生态资源, 综合治理环境  移民搬迁到新区要把

环境建设放到首位 , 资源的开发必须放在环境能够承受的范

围以内, 坚决防止滥砍、滥垦、滥伐、滥牧、滥挖的现象, 从而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经济的稳步增长。

6  生态移民要处理好的关系

6 .1  要正确处理好迁出和迁入的关系 在条件好的山区虽

有些住户 , 但仍可以接纳大量的搬迁移民。这些村庄有汉族

居住, 有彝族居住, 还有彝汉混居。要正确处理迁入人口和

当地群众的利益关系 , 解决出现的问题, 保持稳定团结。

6 .2  要正确处理好政府的投入和自力更生的关系  凉山州

的移民工作量大, 需要的资金也大, 除了政府的投入以外, 还

要多渠道争取资金的投入, 确保生态移民的顺利进行。与此

同时, 要教育和动员搬迁的群众, 坚决克服等、靠、要的思想 ,

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 引导移民用自己的双手去

创建幸福家园。

6 .3  要处理好多种经营和粮食生产的关系 长期生活在高

山和二半山的人们初到平原时难以适应那里的生产劳动, 必

须从头学起; 另外 , 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 必须处理好牧业与

农业的关系 , 做到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 生态条件

适合什么就发展什么。

6 .4  正确处理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 生态移民的目

的就是保护生态环境, 促使其向良性方向发展 , 新的移民区

也必须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 把开发新的移民建设和

当地环境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进行开

发和建设,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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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的乙醇, 浸泡1 h , 进行超声波提取45 min , 提取液离心

( 4 000 r/ min) 10 min , 用少量70 % 乙醇洗涤药渣后, 再次离心

5 min。合并离心液置100 ml 容量瓶 , 加乙醇溶液定容。取

0 .5 ml 提取液按“1 .2 .2”项进行显色反应 , 在510 nm 处测吸光

值 OD= 0 .172 , 柿叶总黄酮得率为3 .54 % , 与正交实验分析

结果相符。

2 .5 超声波提取法与常规回流法比较  由表3 可知, 与常

规回流提取法比较, 超声波法柿叶总黄酮的提取得率提高

77 % , 缩短提取时间195 min , 料液比( 提取溶剂用量) 降低

一半。

  表3 超声波提取法与常规回流提取法情况对比

提取方法 时间∥min 料液比 提取率∥%

常规回流法   240 1∶55 2 .00

超声波提取法 45 1∶25 3 .54

4  结论

超声波提取柿叶黄酮的最佳工艺条件是 A3B3C3 , 即乙醇

浓度60 % , 超声时间45 min , 料液比1∶25 。与常规回流法相

比, 超声波提取法可提高柿叶总黄酮得率77 % , 并且可大幅

度缩短提取时间, 降低提取溶剂的用量。因此, 超声波提取

法具有提取效率高、成本低的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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