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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明，湖北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特殊

群体，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时不仅认识到生态建设应是新农

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有效模式，这

是农村经济得到有效发展的基础。基于社会学视角，笔者在

调查的基础上以恩施市新农村建设的“生态家园”模式为

例，详细分析了其具体做法和效果，旨在为其他少数民族地

区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

1 新农村建设中生态建设的理论基础

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有效发展生产，使农民真正

脱贫致富，但是新农村建设应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

前提和基础。如果农村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环境

质量恶化，即使农村经济一时发展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不

会得到较好改善。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把发展农村

生产力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摆在首位，这是促使民族地

区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美化农村面貌的坚实

基础。经归纳整理，其现实依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1.1 可持续发展原则 新农村建设要坚持“资源-人-环
境”协同的基本思想，以实现“经济、社会、自然、人口、环境、

资源等”的协调发展，从而构建一个“生态良好、人居环境舒

适、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村。

1.2 “小康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构建原则 新农村建设

是“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其“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就直接对应于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文明，这是推进新农

村建设时加强生态建设的直接依据。同时，胡锦涛同志在

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到二茵二茵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将成为

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

的国家”[1]。这又给农村的生态建设指明了方向。
1.3 因地制宜原则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进行新农村建

设时一定要基于自身的自然地理区位和气候特征“因地制

宜”地搞好科学规划，实施发展模式的多种具体形式，建设

独具特色的乡村风貌，从而为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

好的生态环境。

1.4 层次性原则 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全

方位性，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规划及其建设是分层次的。这

是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系统功能进一步得到调整优化的过

程，在具体建设时一定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安排、

科学规划，广泛听取基层和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扎实推进”[2]。当然，要
有效加强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建设，应把这些原则有机结

合起来，不能有所偏废，这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基于生态建

设有效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

2 “生态家园”建设：恩施市新农村建设中生态建设的实践
湖北省恩施市是隶属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 2个

县级市之一，这样一个居住着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等多

个民族的丘陵地区不仅是恩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而且被国家多次列为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市）之一，位于

湖北省的西南角。自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以来，恩施市基于

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恩施州委州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自身

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区位优势，实施了以“生态家园”建设为

核心的新农村生态建设模式[3]，目前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2.1 “生态家园”建设模式的内涵 基于实地调查和分析

研究，恩施市委市政府根据该市的自然地理特征、气候状况

和市情提出了在全市以“沼气池”建设为龙头的生态家园文

明新村的可行性构想，其实践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5改
3建 2提高”的新农村生态建设模式。
（1）“5改”就是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改水就是

通过“建蓄水池、安装自来水等”解决人畜饮水与用水的困

难，以改善农民的用水状况；改路就是基于村组公路（水泥

路或石子路等）的修建，改变村民长期以来走山路的状况，

为村民的运输提供交通条件；改厨就是改变农户长期以来

烧木柴而引起的烟熏黑色及脏乱状况，通过使用“节能灶、

卫生厨柜、自来水等”使厨房变得明亮、整洁、卫生；改厕就

是通过修建“有浴室的卫生厕所”改变人畜共厕的状况；改

圈就是把原来的老式畜圈（猪、牛、羊、鸡等）改造成通风、卫

生、干燥的新式畜圈。

（2）“3建”就是建沼气池、建农家房舍、建致富园。建沼
气池就是修建利用人畜粪便产生沼气的封闭粪池，它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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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利用沼气炉来烧水、做饭，又可以用于照明，从而节

省电、煤等能源，以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农家房舍就是利用

“水泥、砂石及白色涂料等”改造房屋，使农户居家室焕然一

新；建致富园就是通过家庭建设搞好家园建设，基于家庭成

员整体素质的提高推行以主导农业特色产品为主的多种经

营方式，根据家庭成员特长分工，大力发展家庭特色经济以

实现农民的脱贫致富。

（3）“2提高”就是指新农村建设要基于科学发展观和
“三个代表思想”来提高村民的自治水平和管理水平。一是

要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村务公开，依法治村，以提高村级

组织的管理水平和民主参政意识；二是要通过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的改善，整治村容村貌，引导农民学会现代健康的生

活方式，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提高农村的现代文

明程度。

2.2 “生态家园”模式建设的成效 恩施市在新农村建设中

自实施“生态家园”模式以来，全市上下基于新农村建设的

总体要求，以“5改 3建 2提高”为核心内容，扎实推进新农
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不仅生态

环境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改善，而且全市经济运行从整体

上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实践及调查表明，恩施市新农

村建设的“生态家园”模式不仅切合实际，而且效果显著，这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面。

（1）改善了生态环境，使生态功能得到了优化和增强。
恩施市在推进生态家园文明新村建设中，秉承“生态文明”

的理念，以沼气池建设为核心，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增强了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如沼气池可以经营养殖业，也

可以为种植业服务，有效探索了农村循环经济的新模式。

（2）农村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和优化，有效促进了农
民增收。恩施市在推进生态家园文明新村的过程中，始终坚

持“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目标，把增加农民增收作为基本

立足点，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农民的增收。目前，恩

施市已基于“沼气池”的使用总结出“猪-沼-茶”、“猪-沼-
芋”、“猪-沼-烟”等生态农业模式，有效促进了茶叶、烟叶、
魔芋、玉米、畜牧业等产业的发展，初步走上了农业发展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3）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农村现代文明程度明
显提高。调查表明，恩施市“生态家园”建设模式的实践，一

方面，不仅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且促使农民

学会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破除了落后的习俗和生产生活

方式，使得农村居民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较大改观；

另一方面，通过“三下乡”活动及“广播电视、电话、图书室

等”的普及，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变和

提高，这不仅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而且基于农

村文明程度的提高加快了农村现代化的步伐。

3 结论及其建议

综上所述，恩施市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家园”模式是

比较成功的，它不仅体现了新农村建设中生态文明的要求，

而且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逻辑。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进

新农村建设伟大实践时，必须要基于“科学发展观”来正确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这是实现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根本。笔者在调查的基础上经理性分析，认为少数

民族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要想真正搞好生态建设，少数民

族地区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前提下，应着力做好以下几

件事情：淤基于“生态文明”的理念科学进行农村生态保护
规划，这是新农村建设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提高农
民文化素质，强化农村居民的“生态意识”，建设具有农村特

色的“生态文化”[4]；盂有效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
发展特色农业，实施生态农业战略，合理把握经济发展与生

态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以实现二者的协同发

展；榆完善有关生态保护的政策法规，这是搞好新农村建设
中生态建设的制度保障；虞加强农业生态科技创新，为发展
农村生态经济提供科技支撑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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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菊科植物区系主要与北半球温带各地区之间联系为

多。此外，在属级水平上还有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区系成分

的渗入。

（3）河北坝上天然草地菊科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
等各个器官的形态特征多种多样，构成了河北省高原干草

原、高原草甸草原、山地干草原、山地草甸草原等多种植被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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