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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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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一贯为党中央高度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少数民族地区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具

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有利于推进共享发展理念、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促进社会软治理、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在少

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面临着产业发展落后、高素质人才队伍缺乏、民族传统文化未能有效保护传承、主体意识不

强等困境。应从发展特色产业、加快人才振兴、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提升自主发展意识等方面加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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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has always been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not only a key but also a difficult poi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t has special histori-

cal significance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s, the protection of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ro-

motion of soft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

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aces difficulties such as backwar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ck of high-quality personnel, failure to effec-

tively protect and inherit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and weak subjective awareness. It should be optimiz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ccelera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alents,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ing the awareness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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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针对农村发展

短板的现实，党中央着眼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在

党的十九大上做出重要战略部署，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1]受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思想观念保

守等因素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长期落后于

其他地区。民族地区乡村的落后既违背了共享发展

理念，也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不相适

应。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着重关注少数民

族地区，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目前乡村振兴要重点研究解决

深度贫困问题，重点关注民族地区。[3]只有少数民

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才能补齐短板，真正实现各

民族共同繁荣。

一、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

（一）推进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共享

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有利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

裕。第一，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国家将精准扶贫工

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实施乡村振兴首先要

在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有助于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条

件，加快经济发展，缩小少数民族地区同我国其他

地区的发展差距。第二，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乡村

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文化、教育、医疗、

环境等方面，提升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综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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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助于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第

三，提高物质生活水平。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经济产业，提高经济发展水

平，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少数

民族地区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基因库”

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

途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乡村文

化。[4]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独具特色，但随着现

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乡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保护传统文化纳入乡村发展整

体规划，有利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5]第一、传承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振兴规划中明确将“乡风

文明”作为重要目标，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农

耕文化、艺术文化等文化形式的传承，使少数民族

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第二，保护

民族特色文化。乡村振兴战略中注重对民族地区特

色乡土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

特色文化村寨等的保护，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使少数

民族地区的文化特色得到保护，使之成少数民族地

区的重要精神财富。第三，增强少数民族对本民族

文化的认同感。通过对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特

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可以重新点亮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传统文化灯塔，唤醒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传

统文化的自我认同，丰富文化生活，符合乡村振兴

战略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同发展的要求。[6]

（三）促进社会软治理，提升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促进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尤其是推进社会软治理。对民

族地区实行社会软治理是相对于法律制度、司法制

度以及政治制度等制度治理而言的一种治理方式。

通过综合运用文化、经济以及情感等手段达到较好

的治理目标，能够有效克服“硬治理”的不足。通

过适当的政策倾斜和项目帮扶，促进全国各族人民

的紧密团结，提升民族地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7]在民族地区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对

软治理模式的升级和发展。第一，对少数民族地区

给予经济上的帮扶、政策上的支持以及人文关怀，

使各民族地区能够切身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

的牵挂和关怀，增进各少数民族地区对国家的政治

认同。第二，通过推进少数民族乡村地区文化建

设、生态建设，实现和谐宜居的美丽乡村目标，增

进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使民族

地区人民安居乐业，共享发展成果。

（四）完善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乡村振兴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

乡村地区的全面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

治理，从而促进国家整体社会治理的完善与发展。

健全社会治理格局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

一，少数民族地区多位于边疆地区，是我国深化治

理体系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提高国家

整体治理能力。第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少

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由于发展的不足，少数民族

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居民生活水平长期保持在较低

的水平，贫困发生率较高，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

大，教育水平落后，加上宗教等原因是少数民族地

区社会治理较为复杂，现代化治理发展缓慢。通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在经

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现整体提升，缩小地区发

展差距，为社会治理发展奠定基础。

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

受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历史等因素影

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往往面临的制约条件更

为复杂，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将会面临

更多挑战和更艰巨的任务。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所遇到的困境进行梳理、总结分析，有

利于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振兴的优化路径。[8]

（一）产业发展落后，居民收入水平低

使农村地区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目标之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深入

开展，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逐年增加，但民族地

区产业发展落后，以传统农业、养殖业和自然资源

的简单开发为主，产业模式单一，技术落后，产业

附加值有限。[9]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区内产业

发展主要以农作物种植为主。产业发展的落后使宁

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2016年

至2018年，虽然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逐年增加，增幅也在不断提高，但与城镇人均可

支配收入相比，差距较大，也低于同期全国农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表 1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宁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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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区政府网站整理所得）。少数民族农村地区

长期低水平收入与较大的收入差距既不利于实现共

同富裕，又有悖于我国共享发展理念，也是少数民

族农村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

（二）缺乏高素质人才队伍，乡村振兴失去动力

人才队伍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关键

因素。少数民族地区新产业开发、农业升级创新都

需要高素质技术人才作为支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明确提出要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工作队伍，表明人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首先面临的就是文化程度低，缺乏高素

质专业人才，尤其缺少懂得农村经济和国家政策，

能够将少数民族地区潜在的、分散的的资源进行有

效整合，实现少数民族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专业人

才。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第六次湘

西州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州每10万人中，拥有大

学文化程度5 761人，比全省少1 834人；具有高中

文化程度 10 456人，比全省少 4 964人；具有初中

文化程度 36 233人，比全省多 525人；小学文化程

度 33 258人，比全省多 6 473人；文盲率为 5.76%，

高于全省 3.09个百分点，半文盲率为 35%；[10]每万

名职工拥有科技人员仅为 680人，每万名农村人口

拥有农业科技人员仅为18人，大大低于全省和全国

的平均水平。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少数民族地区人

才大量外流，外来人才既引不进也留不住，使少数

民族地区陷入“越落后越没有人才，越没有人才越

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产业发展和升级失去人才

力量的支撑。

（三）民族传统文化未能有效保护传承，文化特

色逐渐凋敝

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

延续和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面，也是真

正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我国少数民族经历了漫长

的历史发展过程，积淀了极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

化，是民族识别的标签和民族延续的血脉。少数民

族文化具有民族性、多样性、丰富性等特点，深受

少数民族人民大众欢迎，为少数民族人民代代相

传，对少数民族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少数民族

文化生活，建设和谐美丽乡村具有重要的凝聚功

能。但在实践中，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受现代化

进程的冲击，同化现象严重。如民族地区在民族语

言、民族服饰及民族节日，甚至民族建筑等方面逐

渐在城镇化发展中被同化。一方面，民族传统文保

护不充分，民族传统文化被现代时尚快文化所代

替，并逐渐走向凋敝，在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日常文

化生活中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逐渐下降。另一方

面，民族特色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资源未

能得到有效的挖掘和利用，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过

程中，民族传统文化被时尚文化同化的现象比较严

重。总之，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少数民

族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挖掘严重不足，民族文

化特色呈逐渐凋敝的趋势。

（四）乡村振兴主体意识不强

农民是乡村的“主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过程中本应发挥积极、主动、创新的主体性作

用，但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中，农村居民

的自主意识不强现象严重，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重因素，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遇到的

困境。第一，受农村发展凋敝的影响，少数民族地

区农村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或移居城镇，农村社区

居民老龄化现象较为普遍，老龄居民对乡村振兴的

愿望不强，自主意识比较弱。第二，农村社区居民

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较为模糊，将乡村振兴战略

认为是国家及政府的事，没有认识到居民自身在乡

村振兴实践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

作用。第三，农村居民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能

力不足也是影响自主意识的重要原因。农村的常住

居民文化水平较低，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农

村的发展，需要政府、新乡贤等力量进行引导和带

领，才能调动起积极性。

三、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
选择

（一）发展特色产业，实施精准扶贫

针对民族地区产业发展落后的情况，应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根据少数民族乡村地区优

表1 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全国农村

12 363
13 432
14 617

宁夏回族自治区
城镇

27 153
29 472
31 895

宁夏回族自治区
农村

9 852
10 738
11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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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产业发展模式，增加产业

附加值，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少数民族人

民收入水平。此外，在发展产业的基础上，还要针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情况，大力实施精准扶贫，

消灭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情况复杂，往往多种

因素共同致贫，需要准确、科学地识别出“谁贫

困”及“致贫因素”，确定“谁来扶”和“怎么

扶”。通过精准扶贫，使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

裕。[11]只有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才能真正使

乡村得以振兴。

1.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充分挖掘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资源禀赋，发展

特色产业。首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发挥区位

优势，发展外贸产业。通过寻求国家的政策支持和

基础设施的构建，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外贸经

济的重要枢纽。其次，利用少数民族特色的民族风

情和地域风貌，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少数民族地区

具有发展旅游业巨大优势，应充分挖掘本地旅游资

源，将旅游发展成为重要的产业。最后，少数民族

地区可以对本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和自然资源进

行深加工，发展“三品一标”农产品，提升产业附

加值。依托少数民族地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的特色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引进新技术进行深加

工，实现产业升级。通过发展少数民族特色产业，

催生乡村居民收入新动力。

2.精准识别，找准致贫因素

首先，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的识别需

经多轮筛选，公开公示。辖区政府以及村干部通过

走访、调查、核查、登记入册等方式严谨科学地识

别贫困人口，全面掌握贫困人口状况，同时符合条

件的贫困人口也可自愿申请。以村民代表大会的形

式开展民主评议会识别贫困人口，大会上通过识别

的贫困人口还需经过乡村工作队核实、乡政府审核

以及扶贫办复审，最后还需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

督。其次，找准致贫因素。贫困根源事关能否拔除

少数民族地区“穷根”，也制约着乡村振兴实施的

成效。乡村工作队以及扶贫办应实地深入调研各贫

困人口，排查致贫“病根”，摸清贫困群体的特征

以及脱贫之需。

3.精准施策，找准脱贫路径

国家应出台与少数民族地区相适应的扶持政

策，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有着更为特殊和

复杂的社会环境，应按照因村施策、帮扶到户的方

式，制定有针对性的扶贫路径。例如对于部分散居

于地势险峻山区的少数民族村落，常年遭受自然灾

害威胁的部分贫困人口，可采取异地搬迁的方式。

对于因病因残等因素致贫的人口，应为该类贫困人

口申请医疗救助，给予生活保障，摆脱贫困。对于

缺少脱贫资金的贫困人口，国家与地方政府政府可

以设立扶贫专项资金，为有担保贷款需求的贫困

户，解决发展生产和创业方面的资金难题。

（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振兴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短缺主要表现在内

部人才缺乏，外部人才引进困难。因此在加快少数

民族地区人才振兴时，需内外联动，解决人才困境。

1.发展壮大返乡创业队伍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外流严重，在少数民族

地区实施乡村人才振兴必须改善严重的人才流向现

象，重点围绕生源地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及乡贤

等，促进人才回流。首先，要吸引生源地大学生返

乡。选拔一批立志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服务的大

学生。生源地大学生对于家乡的发展更有认同感，

熟悉当地的状况，更易于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中。

应完善相关制度，如对因外出求学户口外迁的大学

生，应该允许户口回迁，使大学生积极投身家乡乡

村振兴。其次，支持各类返乡人员创业。少数民族

地区的农创客、退伍军人以及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流

向沿海城市，这些人思想较开放、接受新事物能力

强、受过技能培训，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乡村振

兴的重要的力量，但他们回乡创业往往会面临资金

短缺、创业风险以及人才等问题。当地政府可以通

过设立创业基金，为创业人员减少风险，提供创业

贷款，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通过建设农村双创

园，开展返乡创业培训，营造创业的良好氛围，鼓

励引导各界人才回归。最后，鼓励乡贤返乡，支持

乡村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风情浓厚，受传统思

想观念影响，乡贤在农村“德高望重”，具有一定

的地位，综合素质高、视野开阔、经济基础较好

等，受到村民的尊敬与爱戴。他们一般有时间有精

力能够投入到乡村的建设中，应多鼓励乡贤回乡振

兴家乡，投资创业。

2.多方聚贤充实人才队伍

首先吸引城市的专业人才下乡创业。通过完善

乡村地区的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以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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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消除下乡人才的心理落差和后顾之忧。吸引

医生、党政干部、企业家以及高校学者等专业人

才，通过在乡村开展志愿活动、开发项目、投资产

业等方式推进乡村振兴。围绕生态疗养、农村电

商、少数民族特色旅游等新兴产业，开发一批乡村

振兴项目，吸引专业人才。完善区域人才交流、培

养与合作机制，使区域间人才高效流转，使城市人

才下得了乡，公职人员能回乡任职。其次吸引专业

技术人员下乡创业。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与高校

开展合作，发挥民族地区高校较强的知识、技术、

人才优势，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支持高校技术

人才担任科技特派员，下乡开展技术、业务以及人

才培训等，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选派专业能力强

的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把技术引进乡村创业

园。同时乡村地区也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改进资源

分配和合作方式，允许下乡的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农

村的经济利益分配。

3.着力优化环境留住人才

在完善人才引进以及人才培育之后，还需为留

住人才做好准备。首先，要完善少数民族地区乡村

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教育、医疗卫生、网

络服务等，优化生态环境，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增

加人才对乡村地区的认同感。其次，要完善少数民

族乡村人才的晋升渠道。政府应该给予支持，在事

业编制、专业技术职称以及经济待遇等方面向少数

民族农村地区适当倾斜，把深入乡村基层锻炼作为

选拔干部的重要环节。

（三）多措并举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通过保护传统民族村落、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和

培育传统文化创承人等多种方式，保护与传承少数

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乡风文明

创造文化底蕴，促进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1.规划与保护传统民族村落

民族村落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涵养一个

民族多元文化的生态空间，也是民族文化生存与发

展的根基和“营养土壤”。少数民族村落是民族地区

重要的文化遗产，应对传统民族村落进行整体规划

和抢救性保护，对民族村中的传统古建筑逐一登记，

由政府、社会组织及民族村居民共同出资进行修缮

和管理，对于民族村落中的传统服饰、乐器、以及

节日等都应进行收集整理。对于面临失传的民族传

统技艺应该重点保护，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登记，

并寻找专门传承人对其进行资金支持，使少数民族

传统民俗、民艺在不断传承中得以创新发展。[12]

2.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与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相

结合

在保护少数民族乡村传统文化的同时可以进行

适度的开发，创立民族特色文化品牌，把民族文化

转变成经济收益，使民族地区人民能够感受到在文

化保护中带来的经济收益，有利于强化其保护的动

力和意识，用文化产业引领文化保护。文化产品进

入市场之后，消费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民族

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

文化。但在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同时，要避免对

民族文化的过度商业开发，使民族文化丧失“文

化”属性，异化为纯粹的商品，变成“伪文化”。

也不宜过于守旧，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予民族文化

新的内涵。

3.培育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文化继承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文化传承人是

文化继承的实践者，是文化传承中最基本、最活跃

的力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工业产品融

入人们的生活，年轻人流向城市，导致民族传统文

化发展以及续存所必备的市场和人才都陷入疲软状

态，民族传统文化后继无人的现象严重，面临凋敝

与衰亡。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加大对民族

文化的传承，通过乡村振兴的“顺风车”，制定相

关政策，培养一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使传统文

化能够得到传承和发展。培养一批善于文化市场的

运营的文化产业军，创立属于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

品牌。

（四）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自主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

“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

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表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要以农民为主体，在少

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着力提

升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自主意识，发挥农民作为主

体的积极性。

1.加快农村地区发展，增强农民获得感

加快农村产业发展，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

质量。只有让少数民族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感受到物

质利益的增加，才能使农民打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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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疑虑情绪。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坚持用物质利

益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使农民在乡村振兴实践过

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使农民通过物质利益认

识到乡村振兴战略不只是喊口号，也不只是国家和

政府的事，而是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一项政策，

只要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不断提升

自己的生活质量，从而提升少数民族农民在乡村振

兴中的主体性意识。

2.尊重农民意愿和首创精神

农民在农村发展和自身生活过程中具有较强的

首创精神，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坚持群众路线，

尊重农民群众的发展意愿和首创精神，使农民能够

根据自身愿望决定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具体事务。通

过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进行认真的考察和调研，把

握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发展愿望，在制定规划的过

沉重，尊重农民自身的愿望，只有从农民的自身愿

望出发，才能发挥农民的自主意识。避免出现扶贫

工作者代替农民自主选择，忽略农民意见和愿望的

现象出现。

3.对农村居民进行政策及技能培训，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整体落后，受文化

水平的限制，一方面，农民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

认识不全面，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农民对

现代化农业生产技能的掌握也比较贫乏，这也是导

致农村居民乡村振兴主体意识不强的主要原因。为

提高农村居民科学文化水平和生产专业技能，可以

分类别、分层次对少数民族农村居民进行文化和技

能培训。有针对性地按照年龄分批次培训，用易于

理解的语言风格展开专题政策宣讲，与职业中学及

高校开展合作，定期进行牲畜养殖、农作物种植、

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科技知识，提高少数民族农

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使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

和意愿不断提高。

四、结论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

价值和意义，但其过程也面临独特的困境和制约因

素。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少数

民族地区应抓住政策机遇，将自身发展优势同国家

乡村振兴政策相结合，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同

时，国家应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过程给予更多

的关注与重视，加大政策倾斜，将少数民族地区乡

村振兴政策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互相

推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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