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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畲族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早期开展扶贫实践的地方"三十多年的扶贫"发促进了畲族 

地区现代转型，表现在：加快完善畲族地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建立 

了可持续的脱贫机制，为缩小民族之间差距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度、深度增 

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村民文化自觉增强，畲族区域文化多样性、生态多样性得以强化" 
宁德畲族扶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从中得出的启示是：注重畲汉共建全面小 

康，注重培育内生发展动力，是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注重引导畲族群众增进 

“五个认同”，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又注重民族政策 

的完善和创新，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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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①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虽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自然、地理、 

历史等诸多原因，民族地区总体发展还滞后”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重点 

加强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文通过对福建省宁德畲族地 

区扶贫开发的的经验总结和实地调研，"探讨从加快民族地区自身发展步伐，尤其是提升内生 

发展动力的角度出发，走具有区域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科学发展路子,促进民族地区现代转 

型，对于完善民族政策、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的宁德畲族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早期开展扶贫实践的地方，三十多年的扶贫开 

发促进了畲族地区现代转型，为新的民族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畲族地区民族关系朝着更高层 

次的有序化演变，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宁德畲族地区扶贫开发充分体现 

了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总体规划在实践层面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与维系，突显了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可以说是各族人民共同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② 笔者先后于2015年,2017年多次实地调研宁德市d浦县崇儒畲族乡，蕉城区金涵畲族乡、飞鸾镇，福安市穆云畲族 

乡、康k畲族乡以及这5个乡镇所厲的21个畲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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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一个缩影，可以为其他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参考。

一、宁德畲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实践历程

福建省的少数民族以畲族为主。自唐代中期至清代末期，畲族先民历经近千年的游耕迁 

徙，从闽、粤、赣交界处广袤山区聚居的族群，逐渐演变为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农耕民族，主要分 

布在福建宁德与浙江南部。宁德市现有畲族18 9万人，约占全省畲族的1/2、全国畲族的 

1/4,是全国畲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全市设1个畲族经济开发区、9个畲族乡，共有237个 

畲族村。①宁德畲族大部分位于欠发达革命老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985年宁德全 

区畲族贫困户高达1.6万户，占畲族总农户的50% ;《福建省民族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1988 

年）表明，“闽东一带少数民族收入水平较低，人均纯收入在200—300元居多，少则只有100多 

元，这些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温饱问题无法解决

宁德畲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宁德畲族扶贫开发因地制宜迈出坚实步伐

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是这一时期扶贫战略的特点。1986年国务院成立“贫 

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开始以区域为单位实施开发带动脱贫。宁德畲族扶贫始终秉承习 

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致力“摆脱贫困”的思想精髓、倡导“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弱鸟先 

飞”的进取意识和“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发挥畲族“忠勇担当”“智慧勤劳”“不屈不挠”的优良 

传统，在此期间牢牢打下了扶贫开发的坚实基础。习近平同志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 

（1988—1990年（第一次调研活动就选在福安市甘棠镇过洋畲族村，此后在任上又陆续实施 

畲族“造福工程”、③茅草房改造、“五通五改”等民生工程。他指出，“旧社会由于民族歧视，畲 

族都找那些偏僻边角的地方落脚，自然条件上首先就差了很多。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在现实 

工作中要解决这个问题”，“考虑闽东的脱贫问题不能不考虑畲族问题在《摆脱贫困》一书 

中，他对加快民族地区繁荣发展、扶持畲族群众脱贫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双向开放” 

“双向开发”等系列工作思路。⑤20世纪90年代，宁德地委、行署始终把畲族乡村列为扶贫攻坚 

重点，加大对畲族地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文教卫生事业投入。据1997年统计，宁德全区 

“造福工程”中有1942户10,258名畲族村民搬迁到环境较好的地方定居，有719户2859名畲 

族村民完成茅草房改造，畲族乡村新建62个文化站、150个医疗站。&

（二）2000—2014年宁德畲族扶贫开发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此阶段国家扶贫战略实施，着重鉴别、确定贫困村，帮扶乡村最低收入者。以实施《福建省 

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为契机，采取挂钩帮扶、保护畲族传统文化、发展畲族特色经济等政策 

措施,确保加快发展。例如，2012年福建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帮扶民族乡加快发展五条 

措施+宁德畲族扶贫形成了输血帮扶与造血帮扶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典型

①⑤参见中共宁德市委统战部课题组：《新形势下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若干思考》，《调研文稿》第9期，2016 

年7月15日°

"④⑥参见宁德市民族宗教局：《宁德市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情况汇报+ 2015年°

③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宁德对一些基础差的贫困村、受灾村、草房村（户）实施搬迁"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 

间，倾力推动这项工程°这一为民惠民之举，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造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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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与补足短板相结合、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的良好局面。主要做法有：

1. 对畲族贫困乡村采取重点挂钩扶贫方式。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大力倡导 

的，它一直是省、市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的重要举措。自2003年开始，省直有关部门、沿海 

市（县）帮扶挂钩9个畲族乡，宁德市也建立了“两挂钩一扶持”制度。仅2012*2014年，省、 

市、县各挂钩单位共投入帮扶资金达1. 1亿元，实施项目130多个,带动社会投资2亿元。①

2. 加大畲族乡村“造福工程”搬迁力度，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通过集中安置、插花安 

置、梯度安置、进城安置和跨区域安置等形式，多渠道筹措资金，让搬迁村民真正“搬得出”“留 

得住”“能致富”。1998—2014年，全市“造福工程”累计搬迁畲族村民达5. 6万人，占畲族人口 

的26.7%，落实搬迁补助款2300万元。与此同时，按照“一乡一优势产业、一村一优势产品” 

的思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到2014年底全市畲族乡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232个"

（三）2015年以来宁德畲族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实施精准扶贫是国家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与脱贫攻坚现实需要所做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德市赤溪畲族村扶贫开发作出重要批示，指出: 

“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③宁德市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为 

契机，注重城乡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协同，建立综合性贫困治理机制，促进由“大水漫灌”向 

“精准滴灌”转变，由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例如，实行精准扶贫“六到户”，即干部包 

户、龙头带动到户、造福搬迁到户、信贷扶持到户、能力培养到户、社会保障到户；实行精准扶贫 

“六到村”，即领导包村、资金项目扶持到村、扶持集体经济发展到村、农业龙头企业结对帮扶到 

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完善到村、党建扶持到村；实行精准扶贫“四到县”，即资金扶持到县、 

山海协作到县、交通改善到县、城镇化推进到县。截至2018年底，宁德市贫困发生率从2016 

年的3.2%降至万分之一以下，尤其是深度贫困的畲族贫困人口脱贫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市58 

个畲族贫困村整体改变面貌，10,810名畲族贫困人口基本稳定脱贫。④主要做法有：

1. 进行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实施分类开发。组织入户调查，对贫困对象精准识别、建档立 

卡。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对贫困对象强化“一对 

一”指导帮扶，不搞政策“一刀切”。

2. 坚持资源开发与政策落实相结合，找准脱贫切入点。抓住政策落实的“窗口期”,统筹扶 

贫项目、资金、人力，扩大外界“输血”效应。扶持畲族乡村发展茶、果、蔬、水产等特色产业，增 

强畲族经济自主“造血”功能，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例如，崇儒畲族乡觉下村葡萄专业合作 

社，由101个畲族村民发起成立，初始阶段由省财政立项补助合作社资金80万元，合作社通过 

流转土地334亩，种植巨峰晚熟葡萄，每年产出鲜葡萄200多吨，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葡萄种 

植基地。

3. 强化畲族乡村精准扶贫的组织保证。注重建设“三支队伍”。第一，加强畲族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强调打造一支能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永不离乡村的工作队伍。第二，加强扶贫工作 

队伍建设，省、市两级实行下派干部驻村任第一支部书记，有33个畲族村被列为省、市两级整

①②参见宁德市民族宗教局：《宁德市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情况汇报+,2015年°

③ 参见王一彪、蒋升阳、赵鹏、李波：《脱贫路上的赤溪村+ ,人民网,2016年2月1日°

④ 参见赵巧红、张颖珍：滴水穿石奔小康**写在寿宁、古田、屏南三县脱贫"摘帽”之际+ ,宁德网，2019年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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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推进帮扶对象，宁德市还向所有畲族贫困村派出一名以上驻村干部，铸牢带动脱贫的中坚力 

量。第三，加强畲族乡村实用技术人才建设，完善贫困群众培训帮扶政策，确实做到每个畲族 

贫困家庭至少有一名劳动力接受培训，并能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技能。

二、宁德畲族地区扶贫开发的特点与经验

宁德畲族扶贫的实质在于把贫困地区发展置于整体国家计划基础上，同时整合社会资源， 

推动基层工作人员不断创新，上下通力合作，完善发展资源运用的管道，体现了政府主导原则 

以及发展的计划性特点。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有利于把发展落实到解决区域性共同问题、促 

进民族团结上，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促进了畲族地区现代转型。

（一）从经济层面看扶贫开发对于畲族现代转型的促进

宁德畲族大都地处山地、丘陵地带，传统农耕是畲族最主要的生计来源，包括梯田型水稻 

耕作、定耕型旱地杂粮耕作。①显然山区条件不利于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于 

中心地具有偏远性或边缘性。山区地势变化急剧性导致空间承载格局碎片化，无法进行规模 

布局与空间集聚，导致长期以来畲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在人地关系的冲突与适应过 

程中，畲族形成了显著的山地适应性，具有深厚的农耕传统与习俗。传统耕作收入并不足以满 

足生产生活需要，须有一定的副业为补充，如将狩猎猎获品、木炭、柴草、扫帚、竹子、蓝靛、木 

材、药材、筐箧及蜂蜜、鱼、猪、鸡、鸯等作为小商品出售，以换回铁农具、盐、米等必需品。"20世 

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民族之间经济交往日趋频繁，利益纽带和相互依存度增强，畲族与所在区 

域经济发展的分离性以及畲村无工业等滞后现象开始扭转，起初形成了“种田吃饭、打工挣钱” 

的畲族经济模式，当时学者将其归纳为：畲族村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农业生产比较落后 

仍处在自给阶段、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中青年的主要经济活动等。③此后，随着扶贫开发的 

逐步推进,从经济层面看，畲族地区现代转型有了深入发展。

1.扶贫开发将民族政策优惠照顾与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紧密结合，加快完善畲族地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实现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明显改善。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关系和文化逐步深入畲族地区，传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 

弱化，经济结构的重心逐渐从传统生计模式转向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各种产业。东 

南沿海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促使畲族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从封闭向 

开放转变，区域城乡关系逐渐从割裂向融合转化。例如，随着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外 

出打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就是畲族村民谋生的普遍现象。根据穆云畲族乡统计，全乡 

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所占比重，2000年为10. 22% ,2010年增至36. 93%。④从笔者2017年调研 

的21个畲族村来情况看，外出打工仍然是畲族村民的主要经济活动，多数家庭青年几乎都要 

外出打工（具体情况可参见表1）,只有极少数畲族村本身处于宁德中心城区边上，如蕉城区的 

亭坪村，所在区域经济实体项目多，带动了村民就业，外出打工者比例较低。打工者外出的时 

间一般为半年，属“候鸟式”季节性打工，大体上是春耕农忙结束之后外出，农忙季节回到老家

①②参见施联朱、宇晓：《畲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福建论坛+ 991年第1期°

③ 参见龙远蔚：《关于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思考+《民族研究+ 1999年第4期°

④ 参见蓝炯熹《穆云畲族乡志》，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4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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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收获。也有常年在外打工的，多数还只是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边缘人。部分打工者赚到 

钱后，在城里买房定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回村里。例如，洋坪村210个外出务工者中，有将近 

80人在外面城镇买房定居。外出打工者主要从事石材加工、泥水工、木工、五金工以及建筑 

业、运输业等行当。有熟练技术的人打工范围广，除了到省内的福州、泉州等地，还有到北京、 

上海、湖北、新疆等外省（市），没熟练技术的人一般只在宁德市区或当地县城做临时工。

表1 21个畲族村村民外出务工情况统计表（2017年）

乡（镇） 行政村 村人口数 外出务工村民数
外出务工村民 

所占比例

崇儒畲族乡

溪坪村 613 180 29 4%

新村 806 320 39 7%

霞坪村 535 110 20. 6%

上水村 762 330 43. 3%
觅下村 503 200 39 8%

金涵畲族乡

金峰村 900 250 27. 8%

院后村 498 150 30. 1%

亭坪村 935 30 3.2%

中前村 728 180 24 7%

上金贝村 327 90 27. 5%

琼堂村 1900 130 6.8%

飞鸾镇
向阳里村 608 360 59 2%

南山村 686 130 18 9%

穆云畲族乡

虎头村 900 110 12. 2%

溪塔村 633 150 23. 7%
洋坪村 768 210 27. 3%
燕科村 916 210 22. 9%

科后村 340 80 23. 5%
王楼村 685 120 17. 5%

康厝畲族乡
金斗洋村 1160 400 34 5%
凤洋村 1400 430 30. 7%

注：数据为笔者调研所得"

扶贫开发注重依托畲区资源禀赋，立足传统与现代整合，畲族原有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 

化，已从传统生存型农业向“专、精、优”的现代农业转型，确保了畲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 

也是宁德畲族地区脱真贫、真脱贫的内在动力所在。原有依靠“种田吃饭”的传统生存型农业， 

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单一种植业生产面临着自然灾害、疫病虫害等多重风 

险，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导致贫困人口收入难以提高。一 

方面，扶贫开发根据畲族的文化生态背景，因地制宜地发展多元生计模式，从以粮食种植业为 

主的单一经营向以经济作物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转变。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能适应国内 

外多样化、优质化的市场需求，进而实现畲族村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另一方面，实施“畲族乡村 

特色经济发展扶持增收工程”,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重视“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 

色产业发展（本文所调研的畲族乡村特色产业大体情况可见表2）,选择一批产品有特色、市场 

前景好的产业重点扶持，走产业支撑的开发式扶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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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畲族乡村特色产业基本情况表

崇儒畲族乡 金涵畲族乡 穆云畲族乡 康厝畲族乡 飞鸾镇

特色农业

形成茶叶、绿 

竹、芙蓉李、高 

山晚熟葡萄、生 

猪、辣木等种养 

业为主的格局" 

专业化龙头企 

业有：东孚农

、、

、

茶叶、万家福合 

作社、从农合作 

社等"

、

蔬、畜禽、水产、 

食用菌、花卉、 

中药材等26项 

37种特色优势 

产业"重点扶 

持院后三红蜜 

柚、毛竹高产垦 

复、蔡洋山闽东 

山羊、蕉城畲家 

黄兔、中闽山哈

31 家 

专业合作社，其 

中仅南阳公司 

畜牧业产值就 

突破10亿元°

形成茶叶、刺葡 

、水

桃、枇杷、杨梅、 

柑橘、毛竹、油 

、中 种

为主的

局"专业化龙 

头企业有：溪塔 

刺葡萄、泽清茶 

叶、溪塔畲药生 

态园 42 家
业合作社°

形成竹4、黑木 

耳等食用菌、晚 

熟葡萄、百香 

果、蜜雪梨、红 

梨、寿桃、紫芭 

乐等台湾水果、 

肉鸡养殖、水牛 

养殖、闽东山 

羊、洋溪小种花 

生、高台生姜、 

芙白种植等为 

主的格局"专 

龙头

有：健宝农业发 

展公司、彭洋晚 

熟葡萄园、杜家 

湾 水 种 

、彭

水牛养殖、苏坂 

村本地山羊养 

殖、界竹村芙白 

种植等°

畲族主要分布 

在南山、向阳里 

等四个村"形

谷、 、

甘薯、毛竹、晚 

熟龙眼、荔枝、 

水 桃、 柚、 

反季节蔬菜种 

植等特色农业。

龙头 

业有:南山水蜜 

桃、金桔蜜柚、 

畲药种植、向阳 

里牛羊养殖 4 
家专业合作社"

特色旅游业

古龙岩生态旅 

游、溪西水库生 

态旅游、樟坑蓝 

氏大厝民俗风 

情、畲族武术 

“盘柴槌”、传统 

畲族歌会等"

闽东畲族文化 

园，宁德工艺博 

览城，上金贝民 

族特色村寨，后 

溪传统村落，金 

峰美丽乡村等"

白云山世界地 

质公园、龙亭峡 

谷、穆阳溪景

、 云 畲 

态旅游、虎头村 

民族 、

溪塔葡萄沟、南 

民族 

村寨等。

金斗洋村、凤洋 

民族

， 斗 畲族 

拳非物质文化 

遗产，东山、半 

山、竹沃等畲村 

“三月三”畲 

歌会O

白马山、凤凰山 

生态旅游，南山

畲旅 

游，南山“罗连 

调”对歌（国家 

非文 

遗 畲 族 民 

传习点）等"

实践证明，围绕具有畲族资源优势的特色农业这个核心，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 

的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手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虽然多数规模较小，但大 

都具有市场需求，可以实现畲区脱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带动当地农民增收。目前在宁德 

畲族地区，福鼎的］门、佳阳和霞浦的盐田畲族乡山上“绿色产业”、海上“蓝色产业”，福鼎的方 

家山白茶，霞浦的大坝雷竹、西胜晚熟葡萄，蕉城的上金贝特色村寨旅游、雷东水产，福安的溪 

塔刺葡萄、虎头水蜜桃、王楼立体农业，寿宁的坝头紫玉淮山等现代特色农业已成为畲族村民 

重要的增收手段,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加快。据统计，早在2014年全市9个畲族乡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279元，同期宁德市为11,302元、福建省为12,650元，呈现赶超发展 

态势。其中金涵、坂中、康厝、穆云、盐田、］门、佳阳等7个畲族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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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所在县（市、区）整体水平。①笔者调研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可参见表3。

表3 2016年部分畲族乡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 单位：元

院后村 亭坪村 上金贝村 琼堂村 南山村 虎头村 洋坪村 金斗洋村
金涵 

畲族乡

康厝 

畲族乡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10600 15700 14800 13000 8900 19500 11000 14672 14374 15027

注：数据为笔者调研所得；宁德市为13,516元，福建省为14,999元。

2.健全扶贫开发长效机制，构建“市、县、乡、村、户”各层面联动，“党委、政府、部门、社会” 

全方位发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扶贫开发格局。随着宁德市实施港口、 

产业、城市、生态“四位一体”联动发展，构建环三都澳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畲族地区扭转了边 

缘性参与状况，更加主动地参与主流开发，逐步改变畲区经济落后状况。扶贫开发立足于推动 

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强化政府的经济互助功能，既将畲族经济转型纳入整体视野中，又对畲 

族发展进行重点倾斜，形成政府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可持续脱贫机制。

可以说，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过程就是把民族政策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发展优势的过程。 

省、市、县建立挂钩帮扶畲族乡村的机制，通过对口支援、横向经济联合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 

协作，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搬迁扶贫等，加快了畲族地 

区经济转型发展。

（二）从社会层面看扶贫开发对于畲族现代转型的促进

畲族长期与汉族杂居，畲汉互通有无、互补共生，历史上早已形成了相互关联补充的利益 

共同体。畲族村落一般都与汉族村落交错分布，既与汉族村落保持一定的距离，又相距不远， 

有些村落还逐渐变成了畲汉共居村落。②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巩固了民族之间相互嵌入式 

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了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

1.扶贫开发加快畲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扶贫 

开发有效促进了畲族地区交通、水利、信息、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支持通乡镇、建 

制村公路升级改造，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网络建设，构建了安全、便捷的城乡出行服务体系。 

省道、县道、乡村道路和机耕路的建设，根本改变了畲族乡村原有步行、肩挑的运输模式。宁德 

市还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实施农村公路改建，例如，崇儒畲族乡中心到上水村的乡道改扩建项 

目，改善了公路沿线5个村约1. 5万人的交通状况，也有利于保持上水村及周边畲族村民原有 

文化特性的社会生活。

扶贫开发加快畲族乡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消除民生建设上的短板，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历史上畲族教育较为落后，仅靠家庭教育与祠堂教育，畲族人口识字率低。目 

前宁德畲族地区，无论是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均已发生根本变化。宁德畲 

族地区还立足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平台，发展各类技术和职业教育，大大提高了畲族人口的文 

化素质。据统计，宁德已设置独立民族中学6所，设置民族小学45所，2000年以来被高等院 

校录取的畲族大学生累计达7000多人浮扶贫开发还着力改善畲族乡村医疗条件，实施“沿海

①③参见宁德市民族宗教局：《宁德市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情况汇报+,2015年。

②参见施联朱、宇晓：《畲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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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对口帮扶”工程,加强乡村医务人才队伍建设，消除医疗卫生服务空白村，实现了畲族乡村 

公共医疗全覆盖。

2.扶贫开发加强民族之间社会流动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度、深度增强。民族间社会流 

动性增强，促进了畲族村民发展意识、开放意识、公民意识以及市场经济观念、法制观念等形 

成。由于历史上畲族长期的边缘化，畲族村民具有自卑与自尊共存的“族群”意识。随着扶贫 

开发的推进，畲族发展意识、公民意识得到明显强化，加快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成了畲族村 

民共同的愿望。此外，随着法制观念逐步确立，传统习惯法逐渐淡化，畲族村民普遍转向靠诉 

讼来解决各类纠纷矛盾。传统畲族邻里纠纷在宗族中调节，现在则是找村委会，大的经济民事 

纠纷则走司法渠道，畲族乡村治理体制正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随着扶贫开发的推进，畲族村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衣食住行变迁方面表现出 

衣着时尚化、饮食居住现代化、出行便捷化等普遍特征。传统的畲族服饰仅在祭祀、节庆、表 

演、走亲戚等民俗活动时使用。番薯仍是畲族村民的主食之一，但已逐渐转变为以大米为主， 

食品结构渐趋合理。畲族社会生活形态从封闭转向开放，还体现在具有多元的就业观念、自主 

的婚姻观念等方面。历史上畲族一般不与外族通婚，本民族异姓或同姓不同祠堂者方可通婚。 

现在畲族青年男女基本上都是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畲汉通婚已十分普遍。例如，崇儒畲族乡 

的新村有806人，改革开放以来娶进汉族女子约70人，嫁给汉族的畲族女子约60人。畲族村 

民不再固守狭隘的家园，积极拓展生产生活的地域空间，表现为具有民族身份的工人、农民以 

及新的社会阶层。青年一代逐步认同城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形成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逐步 

背离。外出打工的畲族村民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技术、增长了才干，促使其生活方式迅速发生 

现代变迁。

随着扶贫开发的推进，畲族地区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例如，1990年崇儒畲族乡 

总户数5810户，总人口 2. 38万,2015年总户数6338户，总人口 2. 60万;2001年穆云畲族乡总人 

口 2. 64万,2012年总人口 2. 95万。①畲族乡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总体上仍维持传统的亲缘、血 

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血缘关系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虽然传统宗族观念已淡化，但宗祠、 

房的组织还存在,村民社区归属感的维持仍需这些血缘组织的运转。此外，畲族地区通过深化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开展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切实保障社会公平。

（三）从文化层面看扶贫开发对于畲族现代转型的促进

畲族传统农耕经济、封闭的生活环境，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畲族传统文化，可概括为以祖 

宗崇拜和多神崇拜为主干的，以祖图和畲语畲歌为标识的，兼具自然价值与人文价值、历史意 

义与现实意义、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的区域民族文化。②一些传统文化要素早已失去了社会 

功能,③在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中，许多文化要素未能进行价值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畲歌传人 

断层、畲族医药、武术、手工艺濒于失传等问题突出。宁德畲族扶贫开发，有利于发挥政府在加 

强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导性作用，促进畲族村民的文化自觉，进而在认同基础上自觉传承。

1.发挥政府主导性作用，加强畲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畲族区域文化多样性、生态多样性得

① 参见蓝炯熹：《穆云畲族乡志+第123页°

"参见徐永志：《福建宁德畲族（聚居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调査报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005年第4期°

③一些畲族传统技艺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典型的如畲民制作蓝靛"早在19世纪后，蓝靛随着洋靛的输人逐渐失传， 

畲民"家家种芒、户户织布”的习俗完全消失"再如，畲民的编织刺绣工艺也随着老年妇女的离世而难以传承，畲族流行的传 

统彩带也只作为文化遗产而收藏，并不具有大众消费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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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化。面对文化传承困境，政府发挥决策、组织、统筹的主导性作用，并协调其他各种力量形 

成保护合力。2004年宁德市启动畲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工程，2011年以来福建省实施少数民族 

文化“双十一”繁荣发展工程，重点打造“三月三”畲族文化节等项目。尤其是鼓励社会力量投 

资开发畲族乡村文化旅游项目，加大畲族文化产业扶持。畲族文化资源优势向特色产业转化, 

畲族茶叶、服装、银器、美食等产业得以发展，畲族文化产业已步入创意化的新阶段。注重保护 

畲族文化多样性，以推进畲区特色村寨建设为载体，建立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动传统 

村落保护。例如，2013年将崇儒畲族乡上水村列入畲区特色村寨建设，整体以博物馆的方式 

进行保护，获得国家级生态村称号。类似上水村的还有上金贝、溪塔、虎头、白露坑、赤溪等一 

批列入特色村寨试点的畲族村，它们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保护特色民居、培育特色产业、传承 

民族文化和民族团结进步“五位一体”发展上发挥示范作用。

2.扶贫开发促进畲族村民文化自觉，提升了民族精神气质。畲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内生 

力量来自于村民本身的文化自我觉醒。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与现代生产力要求不 

相适应的消极要素。随着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传统的宗教神秘主义已淡化，世俗化逐渐成为 

主导趋向，取代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地位。传统“耐劳杂作、弗事商贾”、“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 

族群封闭心理逐渐破除，民族之间多维度地进行族群互动，村民在实践层面的文化自觉，构成 

了畲族社会转型的内在推动力。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各种风俗节庆得以保存，每年“二月二” 

“三月三”“四月八”“九月九”等传统节日，村民自发举行歌会等活动，畲汉群众共同参与，营造 

浓厚文化氛围。在“造福工程”搬迁后形成的畲族聚居地，已成为文化传承的新空间，基于原有 

共同体社会关系的延续，畲族村民之间食物分享、礼物流动、换工互助等传统习惯仍得以延续。 

政府还注重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闽东畲族博物馆、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中华畲族宫 

等设施，全市畲族村级文化站增加到103个。编写《畲族文化简说》等民族学校课程，促进畲族 

语言、民歌、传统体育走进民族中小学课堂，加深畲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理解与认同。扶贫开 

发还进一步强调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建立文化传承与村民经济利益的联系，激发其对本民族 

文化的内在需求，而基于畲族文化传统与新获得的文化资本又可以进一步生产出多样化、地方 

化的畲族文化特色。

三、宁德畲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几点启示

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促进了宁德畲族地区现代转型，其整体过程实质就是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程，是进一步改善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一）宁德畲族扶贫实践，注重畲汉共建全面小康，注重培育内生发展动力，切实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各族人民共同的经济联系、经济生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 

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步伐，确保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就指出，“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使他们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才能够解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的繁 

荣”，“目前，全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已开始转移到少数民族地区。20世纪90年代，闽东畲族 

地区开始从解决温饱问题为重点的摆脱贫困时期，进入以经济开发和开放为重点的实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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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①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促进了宁德畲族地区现代转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 

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是始终立足于畲汉各族共同发展，根本扭转了畲族地区发展差距拉大趋势，为民族地区 

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示范。宁德畲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依然保留传统的 

生产生活方式，畲族村民的贫困面比较大，既是福建经济最不发达地区，也是全国18个连片贫 

困区之一，属于深度贫困地区。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立足于畲族地区发展落后的现实，把调节 

发展差距和利益关系作为民族关系建构的立足点，实施了一系列旨在调整经济发展不平衡、公 

共服务不均衡问题的规划和项目，大力支持畲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效促进了畲族社会现代 

转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力支撑。尤其是在畲族地区实行整体性扶助与精准性扶 

贫，建立经济互助体制，完善发展成果共享机制，让畲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促进了整体畲族地 

区经济结构的均衡与协调，有效培育相互依存、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肯定宁德赤溪畲族村的扶贫工作，"强调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 

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 

任务，作为处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宁德畲族的发展变化轨迹，对内陆少数民族发 

展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

二是始终立足于提升内生发展动力，实现由“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根本转变。扶贫 

开发注重“扶志”“扶智”双管齐下，在发展中培育畲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习近平同志在宁德 

工作期间，十分强调“扶贫先扶志”，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和帮 

助，但国家的经济实力有限，闽东本身又是贫困地区，所以不可能有更多的外来力量来支持少 

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和帮助的意义主要在于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自身 

的'造血功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③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德市 

注重立足畲族地区整体发展，坚持产业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无论是扶持特色产 

业发展、推进特色村寨建设，还是出台优惠政策，都始终围绕构筑畲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 

例如，伴随“互联网+”农业蓬勃发展，基于互联网应用的商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格 

局日渐形成，畲族村民可结合当地的原生优势，直接对接到新的零售网络。村民通过生产创造 

特色产品或服务，通过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大力培育畲族区域性的农业公共品牌。此外，畲 

族山区承载的生态系统，往往具有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强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实行绿色发展。鉴于区域空间发展受到的诸多限制，宁德市立足畲族山区国土空间 

优化，建立了层级有序、协同协调、利益共享的区域发展共同体，带动畲族山区发展与区域发展 

同步互动互促、整体协调均衡，进一步凝聚了畲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宁德畲族扶贫实践，注重引导畲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 

思想基础

如果说上述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是属于实践层面的构建,那么引导畲族 

群众增进“五个认同”,则属于思想意识层面的构建。

一是注重增进畲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更好地

① 习近平：《摆脱贫困》，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② 主要指赤溪畲族村十年“输血”就地扶贫、十年"换血”搬迁扶贫、十年"造血”“旅游+产业”扶贫的成功经验"

③ 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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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畲汉各族大团结大进步"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 

本保证"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就重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脱贫攻坚组织保 

证。他指出：“在指导思想上、组织保证上使党组织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真正能站到前台, 

真正能居于'第一线'，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各级党政 

领导要经常过问民族工作，行动上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 

面，对少数民族都要有适当的照顾"切实帮助少数民族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①宁德畲 

族扶贫始终坚持“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把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作为扶贫的重要措施，促使 

党建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党建活力转化为攻坚动力，畲族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不 

断增强。尤其是2012年以来，全省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把脱贫攻坚作为极其重要的 

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困扰畲族群众多年的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通讯难、教育难、就医 

难等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通过畲汉各族共享发展，畲族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老百姓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也普遍从内心增强了对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同 

时，注重引导畲族群众牢固树立国情意识与“家底”意识，切实增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认 

同，有效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

二是注重增进畲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更好地建设畲汉各族共有精神家园。扶贫开 

发进程中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加强历史与国情教育，使畲族群众加深对 

中华文化的了解。在加强畲族传统文化继承和保护的同时，更为注重畲汉之间文化的互动性、 

联系性、共生性，大力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宁德畲族地区实现了多元民族文化的和谐 

共存。例如，每年“三月三”畲族传统节日活动，不但增进本民族成员情感的认同感，而且畲汉 

群众共同参与，营造了民族交往的浓厚氛围；尤其是福建省每年举办政府组织的“三月三”畲族 

文化节，通过畲汉各族文化相结合、畲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经济相结合、旅游娱乐与宣传教育相 

结合等形式，邀请海峡两岸各民族共同参与，更大范围地搭建了各民族沟通交流的平台，成为 

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类似的平台还有每年一届的“中 

国•福安畲乡桃文化节”等。实践表明，在尊重民族之间的社会差异与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积 

极推动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共享文化建设，引导各族人民增进对中华文化认同，才能真正筑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根基。

三是强调增强区域民族共同体特征，注重增进畲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是 

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必须正视民族特点的多样性，同时又增强民族地区的一致性。扶贫开 

发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强调畲汉各族之间内在联系以及互动中的共生关系,既强调畲族 

的特殊性，同时也重视区域内经济社会文化的共通性，既认同畲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更 

认同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中既充分尊重每一个畲族群众在民族认同基础 

上产生的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又注重培育他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强调增 

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总体做到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强化特 

性，在尊重畲族文化、风俗习惯的同时，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宁德畲族扶贫实践，紧密围绕“两个共同”目标，注重民族政策的完善和创新，为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党的民族政策是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是民族发展的保障。宁德畲族扶贫在紧密围绕

①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61、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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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共同”目标的同时，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情况，注重民族政策的完善和创新，及时满足 

民族地区实际发展需要。

一是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民族政策在缩小民族区域差距、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等 

方面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宁德市历届党委、政府秉承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的扶贫思路， 

久久为功、滴水穿石,探索出一条脱贫攻坚的“宁德模式”。无论是实施挂钩帮扶制度，还是实 

施畲族村分类开发，都突出民族政策的真正落实，扩大外界“输血”效应。福建省制定了一系列 

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法规条例，不断加大对畲族地区差别化扶持政策的落实，使民 

族关系在市场经济整合功能的作用下，聚合得更为充分和紧密。尤其是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以及福建省的实施意见，这些政策措施是畲族扶贫开发最有 

力的保障。扶贫开发在发挥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建立了可持续的脱贫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参 

与，为缩小民族之间差距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例如，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 

间，曾重视通过山海协作促进山区发展，以消除连片贫困，并亲自促成福州与宁德两市间的对 

口协作；同时，福建省也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推进山海协作的若干意见》（2001年）， 

通过财政、金融等具体的帮扶政策，大大加快了宁德畲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脱贫攻坚步 

伐。实践表明，国家实行的民族政策对推动落后民族地区发展意义重大，唯有通过帮助与扶持 

让民族地区快速发展起来，才能确保朝着“两个共同”目标迈进，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

二是立足畲族社会转型实际，地方民族政策既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时又不断完善 

创新，更好地适应畲族地区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政策运行外部环境不断发生变 

化，对民族政策的实施不断提出新要求。如原有针对民族地区的一些优惠政策，被国家的普惠 

性政策所抵消等。宁德畲族扶贫过程中，注重把党的民族政策同本地区实际密切结合，正确处 

理中央扶贫开发政策与地方配套政策的关系、综合性政策与专门性政策的关系、政策设计与政 

策落地的关系。实施中根据不同推进阶段出现的问题与任务，及时进行政策的更新调整，努力 

做到政策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使民族政策真正落实到村到户到人。如畲族扶贫改变 

了以往重视物质性帮助文化发展的传统,通过政策引导畲族文化创新，既鼓励畲族学习与掌握 

现代文化，又推动畲族传统文化形式与内容的全面创新。再如，在民生工程、环境保护等方面， 

倾向于应用区域性帮助政策来代替民族性帮助政策；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则倾向实行以民族 

划界的优惠扶持政策。地方民族政策的完善创新还表现在推进就业扶贫与金融扶持相结合，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与开展资产收益扶贫相结合,探索医疗保险精准扶贫机制，创新扶贫投入模 

式以提高资金使用精准性等方面。实践表明，民族政策只有不断完善创新，才能持续保证少数 

民族以平等的身份纳入国家现代化发展轨道，有效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为推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责任编辑马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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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1algovenmen1ande1hnc minri1yareas whch maximize 1h periormanceois1a1e 
gow:rnance , ranges from specialization to differentiation , from strategy to standardization , 
an8iromrestrainttoincentivean8restraint.Themainmaniistatinoiiisitsconiormaton 
totheregional8evelopmentstrategyan8supportstothe8evelopmentoiethnic minority 
areas.

Keywords: the finan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thnic 
minority ares； state governanc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state governance capability； 
Etategovernanceperiormance.

The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s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he She
Ethnic Minority Area in Ningde 宁德 City ............................. Lai Yangen (47)

Abstract: The She ethnic minority area in Ningde city is the place wher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actic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early tim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ver1hepas130yearspro o1ed1h m derniza1io in1h Shee1hnic minor1yare !which 
showsasi lows:1heis1improvem n1 iamodernmarke1economysys1emin1hisarea nd 
facilitation of major changes in its economic structure； the establishmei^t of a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narrowing the gap 
be1weene1hni groups； more communica1ion!exchanges and in1egra ion be1wen hnic 
group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enhancement of 
villager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intensific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di9rsityin h Sh9 thicminoityara.P v9rtyal9viatinofth9Sh minorityinNingd9is 
avividp ctic ofcratingastrongs9ns9ofcommuntyforth9Chin9s9 atin, fr m which 
w9candraw 9nlight9nm9nt as fo lows:by9mphasizing th9j int buildi g of a mod9rat9ly 
prosp r us soci9ty in a l r9sp9cts b th9Sh9 nd h9Hana focusingonth9int9rnalforc9s 
of development, we can firmly lay down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y guiding the She people to enhance the “Five
Identities", we can lay down an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theChines ntion； by dheringtodrawingablueprinttothe nd and c nce ratingonthe 
impov mentandinnovation of thnicpolicies!wecan provd a importantinstitutional 
guaranteeforstrengtheningthesenseofcommunityof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 povrty leviatin ofthe She ethnic mnority area in Ningde City；
communityoftheChinesenation； socialtransformation； ethnicpolici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Zodiac of Daimao 傣卯 People and ISs Influences 
........................................................................... Ma Chongwei and Wang Yang (59)

Abstract: A theimportantsignsofhumanbirthandtheestablishmentofvilages! 
the zdiac symbols of Daimao people! branch of th Dais!crucialy infuence the 
rlatio shipc structon betwen prson and pers !between viage and vilage!and 
between person and vilge.Thefive elatins mongzodacsymbols!which are mutual 
promotion!mutualrestrint!mutualpromotionandrstraint!non-mutualpromotionand 
restraint ,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normalizing local people's social activities and religious 
life. The unique zodiac culture profoundly impacts on the Dai people's concepts and behaviorr 
aswelastheoperaionofthirlcalsocity-Itsbeneficialtoundrsa dthecharcterisics 
of Dai society ^id the richness of Chinese Zodiac culture by presenting and revealing the 
@ep@esentationandinfluencesofDaimaozodiacoftheDaiPeople.

Keywords: zodiaccultu@e； DaimaoB@anch； Dai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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