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及突破

———以广西隆林县德峨乡岩头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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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新农村建设面临很多困境, 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难点。该文详述了岩头村所面临的困境 , 重点介绍了岩头
村为突破困境而采取的相应措施, 并归纳出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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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

项重大历史任务, 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主题, 是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 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

局。通过几年的努力, 新农村建设由试点到推广, 各地都取

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一是各地建设速度极

不均衡。总体来说东部地区快于中西部地区, 发达地区快于

落后地区。二是各地在建设重点选择、资金投向方面“嫌贫

爱富”倾向严重, 导致富的地方越来越富、穷的地方越来越

穷。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的新农村建设由于自然条件恶劣、

基础设施太差、难出成效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难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基本特征是“大杂居, 小聚

居”, 而少数民族“小聚居”的区域, 绝大部分地处西部地区、

边疆地区、边远高寒山区和生态保护任务较重地区, 其中有

的还是革命老区腹地 , 有的还是人口较少民族。这些区域目

前还比较贫穷落后 , 与其他地区比 , 还存在着“四大差距”: 从

地区差距来说, 是贫困地区中最贫困的区域; 从城乡差别来

说, 是农村中最偏僻遥远的村寨 ; 从民族差别来说, 是当地各

民族中最后进的民族; 从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权力来说, 则因

为地处偏僻远离县城而很少享受民族照顾政策的实惠。如 ,

隆林各族自治县的主体民族苗族、黎族、仡佬族, 聚居在距离

县城新州镇50 km 以外的德峨一带千山万坡上。这些少数

民族聚居的区域, 因此也成为广西目前最贫穷落后的地方 ,

是广西未解决温饱或温饱不稳定人口集中分布的山区 , 是新

农村建设最难啃的骨头。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工作格局

是“省部共建、主抓靠县、行动在村、实惠到户”, 关键内容是

“建设中心农户、培育骨干农民、打造核心村屯”。因此, 加强

对少数民族小聚居区域自然村屯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研究

十分重要。

2  岩头村的基本情况

岩头村地处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乡东南部, 距乡府驻地

7 km, 平均海拔1 600 m, 属云贵高原余峰。该村总面积12 .33

km2 , 耕地面积77 .53 hm2 , 其中旱地60 .87 hm2 , 占79 % , 水田

16 .66 hm2 , 占21 % 。

该村共有10 个村民小组, 其中4 个村民小组为石山区,6

个村民小组为泥山区。2006 年底, 该村共有277 户1 249 人 ,

其中苗族人口1 010 人, 占总人口的81 % , 彝族人口238 人 ,

占总人口的19 % 。农民人均收入1 278 元, 人均有粮食247 .5

kg 。该村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水稻、玉米和烤烟为主, 其中

烤烟生产为特色产业 , 也将是未来发展的农业支柱产业。另

外还养牛、马, 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和山区运输。该村没有工

商企业。

3  岩头村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困境

3 .1 自然条件恶劣 岩头村处大石山区, 平均海拔高, 气温

偏低, 为多雾阴雨的高寒山区 , 无霜期短, 故素有“小东北”之

称, 不利于大部分农作物的生长。耕地面积少 ,2006 年底全

村人均有旱地0 .049 hm2 , 水田0 .013 hm2 , 林地0 .033 hm2 , 并

且多在陡坡上, 水土流失严重, 耕地质量较差, 利用难度较

大, 效益很差。全村的10 个村民小组中, 其中4 个为石山区 ,

终年干旱少雨。有6 个村民小组在一年中有4 ～5 个月存在

着背水喝的状况, 生产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同时, 由于生产

生活条件的恶劣, 乱砍滥伐现象普遍, 全村荒坡绿化率只有

20 % 左右, 生态环境朝着恶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导致石漠化

日趋严重,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3 .2 基础设施落后  岩头村地势崎岖, 村民居住地多在半

山腰上 , 交通闭塞, 目前尚有2 个村民小组未通屯级路。信

息不畅, 通信网络没有覆盖。生产、生活设施相当简陋。沼

气池入户率仅18 .1 % , 农户安全用水率20 % , 农户拥有电视

机率50 % , 基本没有水利设施。全村还有88 户特困茅草房

和部分泥土房。人畜居住没有分离, 大部分村民没有专门的

卫生间。村两委办公房、村卫生室、村中心学校建筑使用面

积不达标, 设备简陋,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造成农业经济发展

环境封闭, 信息严重短缺 , 从而导致市场可达性差, 商品生产

交换受到制约。

3 .3 农业生产落后  从农业的生产目标看, 目前岩头村的

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生存和消费, 属于自给或半自

给生产; 从农业的生产技术来看, 岩头村农业生产仍然以传

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为基础 , 在一些偏僻的山区至今仍

存在牛耕马驮、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从农业的生产决

策过程来看 , 岩头村的农业生产是凭农户的经验主观判断 ,

随意性强。缺乏对市场供需和资源配置的分析决策; 从农业

生产的微观经济主体来看, 岩头村的农业生产主要以分散的

个体农户为主体, 生产单一, 生产规模有限, 不利于形成有效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从农业生产的对象来看, 岩头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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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玉米、水稻、马铃薯、黄豆、烤烟为主, 没有比较明显的特

色优势产业。农业生产无法实现农民“有钱用”的目标。

3 .4  农民收入低,收入来源单一 2006 年, 该村农民人均纯

收入1 278 元, 只有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5 .62 % 。人均有

粮食247 .5 kg , 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5 .09 % , 贫困人口( 年人

均纯收入小于 924 元) 有 82 户 359 人 , 占全 村总户 数的

64 .25 % 。农民收入来源单一, 主要以外出打工为主。2006

年, 全村年外出务工95 户235 人, 外出务工人数占全村总人

口的18 .8 % , 年外出务工创收约10 万元。全村家庭财产5 万

元以上的中心农户没有。农户几乎无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

3 .5  农民的素质较低 一是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下。岩

头村拥有初中学历16 人, 高中或中专学历1 人 , 文化素质相

对低下。再说, 一些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村青壮年大多数都外

出务工, 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没文化没技术的农民。二是农民

对新农村建设意识不强, 对接受新产业有“恐惧心理”, 存在

着小农经济, 自给自足, 小富即安等落后观念。比如, 烤烟生

产是一项“短、平、快”的致富项目, 也是德峨乃至隆林农业产

业调整较为成功的农业支柱产业, 虽然有县、乡两级财力和

技术员的支持, 但在岩头村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 目前烤烟

生产只发展40 hm2 。而发展烤烟缓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民

传统的生产观念导致其怕失败的恐惧心理特别严重, 不敢接

受新生事物。三是农民法制观念比较淡薄, 很多事情通过家

规解决 , 地方家族势力较强, 与乡风文明相差太远。

3 .6 组织管理落后  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

由于村集体经济缺乏 , 农村党组织比较涣散。二是村干部对

新农村建设和本村发展认识不足 , 往往只注重村容村貌基础

设施建设, 而忽略支柱产业培育和发展。2006 年, 该村直接

用于烤烟生产和养羊发展的资金只有7 .26 万元, 占整个新

农村建设资金的 6 .7 % 。三是实行村务、财务和党务“三公

开”力度不够, 农民对之也监督不力。

4  岩头村突破新农村建设困境的主要措施

4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是生产发

展, 而生产发展的基础是要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岩头村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是屯级路建

设。通过修建屯级公路解决农民行路难问题, 同时也提高商

品的流通性, 为农民的市场经济行为提供基础条件。二是水

利建设。通过修建地头水柜、自来水管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和

部分农作物的灌溉问题 , 提高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生活质量。

三是电力建设。利用国家的农网改造工程将单相低压电改

为三相高压电, 同时还将过去不通电的屯实现通电。四是住

房建设。通过茅草房改造工程使农民居住条件大大改善。

4 .2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岩头村传统的农业产业主要

是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 , 这仅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可农

民用钱无着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该村在农业产业结构

方面进行大力调整。一是大力发展烤烟生产, 计划种植面积

从2006 年的40 hm2 发展到2010 年的80 hm2 , 人均烤烟收入

达2 000 元以上, 使之成为财政增长, 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二是加大经济林的发展力度。因地制宜 , 有选择地种植苹

果、梨、核桃、葡萄、花椒、板栗等经济林木。既增加收入, 又

保护环境。三是扩大黑山羊养殖规模。通过扶贫资金给每

特困户买2 只黑山羊以带动养羊业的发展, 引导养羊大户种

草圈养。

4 .3  因地制宜开发产业项目 根据本地农产品和民族产品

的特点, 该村开始加大对一些新兴产业的开发力度。如野蜜

蜂的养殖和蜂蜜的初加工、包装; 玉米的深加工 ; 民族服饰、

民族土特产的市场化经营等。

4 .4  加强农民的素质教育, 培育“新型农民” 一是新建村

部一栋, 同时配套建设有文化活动室、娱乐室、图书阅览室 ,

办公设备也备齐。通过文化活动和示范基地的辐射作用, 培

养55 岁以下有劳动能力的农民掌握2 门以上农业实用技术 ,

为农户发家致富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对外出部分打工者

通过“阳光工程”进行技能培训, 使之具有谋生手段。三是对

民族的某些传统陋习加以引导改进, 使之更科学、文明。

4 .5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一是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教

育, 不断提高农村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继续大力实施把“双

高型”( 在农民群众中威信高、家庭收入高) 农民培养成党员 ,

把“双帮型”( 帮群众致富、帮政府解难) 党员培养成村干部和

把“双强型”( 政治素质强、发展经济能力强) 村干部培养成村

党支部书记的“递进培养工程”, 进一步提升农村党员带头致

富, 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二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

建设, 进一步提高村务、财务和党务“三公开”, 积极推行村务

民主听证制度, 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

权, 建立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真

正实现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构建民

主和谐的新农村。

5  对岩头村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5 .1  少数民族少聚居区域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选择  根据

岩头村的实际, 再结合各地情况, 发现目前少数民族少聚居

区域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选择与其他地方基本相似即基础

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生存、生活

问题, 而对生产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支柱产业培育等方面关

注不够。新农村建设成为缺乏经济发展长久动力的“新农村

建设”。诚然, 在比较发达的地区, 农民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

较强, 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服务功能。而在少数民族少聚居区

域能否照搬, 值得思考。另外 , 像学校、卫生院等基础设施建

设好后 , 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和交通条件

改善后农民子女喜欢去乡镇或县城读书、看病 , 其设施利用

率将降低。

5 .2  村民房屋建设规划问题 很多地方在新农村建设时要

求房屋建设模仿城市建设, 整齐划一、美观大方, 没有考虑到

农户饲养家禽和各农户个性需求的需要, 导致贫困户因建房

而大量负债, 家禽饲养也没地方。少数民族传统的居住方式

也被破坏。

5 .3  资金筹集问题 新农村建设资金筹集一般采取政府给

一些, 农民自筹一些的方式。在政府资金支持方面, 来源有

“六小工程”、西部人饮、中小学改造、饮水安全、扶贫资金、县

乡道路等方面的资金。这些资金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 , 使用

起来较难协调。农民自筹部分也因少数民族少聚居区域基

础太差 , 资金很难到位。另外 , 按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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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m, 通高6 .0 m, 卷洞高4 .0 m, 宽3 .8 m, 其上有房屋式建

筑。过街楼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形式。由城门、城关的

建筑形式演变而来。过街楼通常横跨于街道、胡同式山涧之

间。它的基本功能: ①保障安全。过街楼往往设在村口, 安

装有大门, 夜间关闭, 白天打开, 使整个村庄宛如一座城堡 ,

可起到城门的作用。②拜神。城台上的殿堂往往供奉神像 ,

人们从神像下面的门洞通过时, 仿佛是在参拜神灵。③装饰

作用。过街楼建筑往往比较精美, 起到标志性建筑作用。门

头沟区政府于1998 年将其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军庄镇辖区有古树32 株, 分别生长在东山、孟悟、西杨

坨、灰峪、军庄5 个村及国有北四村郝房村中, 树种为侧柏、

国槐、银杏等。其中: 一级古树4 株 , 二级古树28 株。

( 2) 民俗文化。军庄镇的威风锣鼓阵容庞大、动作繁多、

锣鼓震天、震人心魄, 曾参加过“建国五十年大庆”、“庆祝澳

门回归”、“申办2008 年奥运会”等大型活动, 已成为军庄镇文

化的品牌。

2 .5  级差地租下的理性选择 级差地租的产生与土地的不

同等级相联系, 距离城市中心越近 , 地租越高。由于级差地

租的存在, 城郊土地比城市土地便宜许多, 这为城郊旅游开

发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城郊以距离城市较近、地租低成为旅

游开发商理性选择的区域; 而城郊以短途、消费低成为旅游

消费的理性选择区域, 因而城郊是旅游消费者和旅游开发商

的共同选择。城郊旅游能发挥旅游乘数效应, 促进旅游目的

地经济发展、调整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就业。城郊旅

游的合理规划可以协调、促进当地城市化进程 , 使城乡经济、

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3  问题与建议

3 .1 军庄镇地处山区, 发展空间有限  目前军庄各个村镇

均被山体所狭, 沿沟谷呈带状分布。全镇山地占比例较大 ,

镇区发展空间不多。建议合理进行空间布局, 集约高效地使

用土地。

3 .2 生态环境敏感而脆弱,城镇景观条件差 长期以来, 军

庄镇以采煤、采石等矿产开发与加工为主导产业, 对矿区环

境与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矿渣和扬尘对环境影响很

大, 使得城镇面貌较差。

目前, 军庄镇的产业虽具有如京白梨品牌的农产品 , 但

产值只占全镇产值的3 % 。主导产业仍然是水泥等建筑材

料, 对镇域环境影响较大, 且不符合全区的总体发展方向。

建议规模化发展以京白梨为主的都市型精品农业种植 ,

带动观光采摘与休闲度假产业。培育军庄京白梨品牌 , 服务

首都, 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3 .3  区域性市政基础设施布局制约城镇发展  军庄镇基础

设施主要存在以下3 个问题: 电网容载不够, 地区供电能力

受到限制,35 kV 变电所负荷率过高; 集中供水设施缺乏, 现

有供水网络老化; 排水设施不完善。企业及社会单位排污情

况严重且没有污水处理设备。

军庄镇已经把基础设施建设和旧村改造列为镇域“十一

五”规划, 为发展生态旅游和转变经济结构铺平道路。

4  结论

城郊拥有边缘地区独特的旅游资源 , 形成强烈的吸引

力, 拉动旅游消费。城郊旅游是在城市的推力与城郊的拉力

双重力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门头沟区军庄镇以其独特的资

源优势和优越的区位优势, 开发以观光农业和民俗文化为主

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在旅游进程中, 农户不仅获得了经济

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在参与旅游中提高了自身素质、实现了

自我价值, 由此也能自觉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从而构建更加

和谐的乡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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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条件 , 农民想贷款也是极为困难的。因此 , 新农村建设项

目启动很难, 有些启动了, 也容易变成“半拉子”工程。

5 .4 新型农民培育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而有

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管理的新型农民更是新农村建设的生

力军。但问题是现在农村大部分有文化、有知识、素质较高

的人基本外出打工, 留下来的是一些老人小孩 , 新型农民培

育缺乏对象。有些地方连专门为农民下山进城的“阳光工

程”培训都难找到对象。另外, 大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很少愿

意去农村发展, 农业科技推广很难, 农民想学实用技术比较

困难。

5 .5  乡风习俗问题 少数民族少聚居区域的农民因为与外

界接触少, 所以保留较多的民族传统习俗, 其中有一些对生

产生活有不良影响, 如苗族人去世后, 直系亲戚都要牵一头

牛来宰, 导致当地大量耕牛被宰杀, 对农业生产有较大的破

坏。如何既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 又实现乡风文明是一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5 .6  民主管理问题 由于少数民族少聚居区域的农民素质

较低、法制观念淡薄、村级集体经济基础太差, 因此, 如何选

举好村委干部, 如何发挥村委干部的职能, 如何提供其民主

管理的能力和效率都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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