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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当前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

重要战略。边境民族地区历来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屏障，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边境地区走向

现代化和维护边境稳定。滇越边境地区集“边疆、

民族、山区和贫困”为一体，在推进新型城镇进程

中，应注重解决贫困问题，使边境少数民族由“乡

里人”向“城镇人”转变，逐步走向富裕才能戍民固

边。笔者以红河州“美丽家园”建设为例，对滇

越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加快滇越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对策，旨

在为促进边境地区建设提供借鉴。

1 新型城镇化理论的提出

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

代化社会转变的必由之路。城镇化不是一个简单

的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化，它本质上是人类现代化

的过程和结果［ 1］。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

出，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也是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城镇化是一个国

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

促进第三产业在农村发展，从而使农村人口不断

向城镇转移，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向农村传

播的过程。在以往城镇化发展实践中，由于受城

乡“二元”制结构传统模式的影响和制约，不仅无

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面临的一

系列问题，片面的“造城”运动，也未切实解决农

民由“乡里人”向“城镇人”转变的问题。同时，由

于城市有限的承载能力，无法充分接纳向城市流

动、转移的农民，导致农民陷入无地可耕又无工

作的失业局面。有学者提出，即使到 2020年中国

的城市化率达到 70%，仍将有 5亿农民滞留在农

村，村庄仍将是农民守望的最后据点［ 2］。因此，

新型城镇发展除了人的城市化外，还应包括让农

村人口享受与城镇均等的公共服务等内容。在当

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发展应当打破

二元结构，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2014年公

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

我国应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规划指出，“坚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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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

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

进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可见，新型城镇

化的实现难度更大，应从以下 4个方面进行深入

研究。

1.1 着眼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首要解

决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各级政府应着眼

解决“三农”问题，把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作为

重点，杜绝片面地把农村变为城市，把农民变为

市民的简单过程。在城镇化进程中应重点解决好

粮食和农产品供求问题，保住耕地红线；解决好

农村土地问题，避免征收土地的纠纷，合理规划

农村建设用地；解决好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由

“乡里人”向“城镇人”转变的过程。切实解决就业、

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

1.2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应着眼于统筹城乡发展，突出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建设，在农村扎实推进“房、村、镇、城”4个

层级的建设，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

体化的推进。强调城乡协调发展，城镇居民与农

村居民、工业与农业、财政和土地等整体推进统

筹规划，注重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发展，加快农村就地城镇进程。

1.3 突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因地制宜，以地方自身

的文化和特色为出发点，保护当地优秀的民族文

化，防止在城镇化建设中毫无民族特色、千镇一

面的现象和民族特色文化的消失。

1.4 推进农村的全面改革和发展

新型城镇化应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发

展。既要解决城镇化的空间布局，使少数民族由

“乡里人”向“城镇人”转变；又能促进城乡在规划

建设、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等统筹协调发展。

2 滇越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状

滇越边境地区特指云南省与越南毗邻的特殊

区域，主要包括红河州的金平、绿春与河口 3个

边境县。3个边境县世居 12个少数民族，少数民

族众多，部分少数民族跨境而居。2013年红河州

在推动城镇化建设中启动实施了“美丽家园”行动

计划，计划到 2020年完成红河州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但是滇越边境的金平县和绿春县属于“边疆、

山区、民族、贫困”四位一体的国家重点扶贫县。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推进难度最大，尤其

是金平县的拉祜族、布朗族（莽人）等较少人口的

民族基本属于特别贫困的民族，在经济、生活和

社会适应方面与其他民族的差距巨大。

2.1 金平县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

自 2013年红河州“美丽家园”行动计划启动以

来，金平县着重把美丽家园建设与“片区综合扶贫”

“美化边境”“民俗文化旅游”相结合。2014年全县常

住人口 36.8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达 7.69万人，城

镇化率达到 20.85%。根据各村自然条件、文化特

色、民族风情等具体情况，合理安排民房建设并配

套人畜饮水、村内道路硬化、产业发展和文体活动

场所等建设项目。重点打造“中国·红河蝴蝶谷”标

水岩村哈尼民俗文化村，培育休闲产业经济，延伸

旅游产业链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确定了

以边境沿线勐桥、大寨、马鞍底 3个乡 10个自然

村作为“美丽家园”行动计划重点示范村。

2.2 绿春县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

绿春县在新型城镇建设中，以“做优集镇”为建

设重点，围绕打造“生态、特色、旅游、宜居”集

镇的目标，结合“热区、河流、民族”等地域文化，

推进戈兰滩电站移民搬迁安置和开展大黑山的小

集镇建设。同时，通过“兴边富农行动”试点县项

目，拓宽了集镇建设融资渠道，建成了设施配套

化和环境园林化的新型集镇。在山区综合开发中，

根据全县总人口、农业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城

镇承载能力等实际，结合美丽家园行动计划、易

地搬迁、重大工程移民等工作，确定重点转户区

域和群体。重点把在城镇有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

的农民工、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农村籍退役士兵、

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作为转户的

主要对象，逐步引导农民转化为市民。

2.3 河口县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状

河口县针对当地山高坡陡、宅基地普遍较窄

的实际，充分考虑群众现实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

切实采取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完成对坡脚、马

古坡等一批项目村危旧房拆除重建。截至 2015

年，初步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向东西、南北辐

射的小城镇体系，城镇化率达 34.6%。此外，河口

立足边境口岸，发挥口岸城市、边境城市的优势，

抓住国门形象建设的机遇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建

设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法式异国情调的现代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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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边城。同时努力把中国河口—越南老街跨境

经济合作区打造成为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和

我国沿边开放的典范。

3 滇越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滇越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发展难度大

滇越边境是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城镇化建设

起步较晚，财政、金融、投资体制和公共产品供

给不足，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在城乡二元

制和户籍制度的制约影响下，严重阻碍了城镇化

的发展。云南省提出了“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

建设路径，但由于基础设施条件不足、缺乏完整

的规划设计、资金缺口大等原因，阻碍了城镇化

建设的推进。尤其是金平和绿春县，区域条件较

差、基础设施薄弱，县域产业发展滞后，影响着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3.2 边境地区住户分散，城乡一体化推进难度大

红河州针对边境地区的美丽家园建设，提出“散

户并成寨、小村归大村、四山迁朝路、边远靠集

镇”的要求。但由于边境三县边境线过长，住户分

散，集中连片打造存在困难，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难度较大。如金平县边境线长

502 km，占全省边境线的 12.4%，占红河州边境线

的 59.2%，居全省 25个边境县第 2位。由于边境

线过长，边境村寨较多且大部分少数民族跨境而

居，几户农家是一个族群从而构成一个村寨，并且

各族群之间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各有不同，在推进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很难集中连片打造美丽家园。

同时，在边境线上生活的少数民族，实际也是国家

边境安全的守护者，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既

保障在边境线上生活的少数民族的权益，又维护国

家边境安全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3 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虽然使当地少数民族

住进现代化楼房，但由于原居住地的少数民族在

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

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有的年

老的少数民族无法适应现代生活，认为在钢筋水

泥楼房里传统的生活习惯必须改变，并且邻里之

间的交往联系随之减少。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资

源遭受冲击和破坏现象的出现，部分民族的优秀

文化遗产由于缺乏保护措施面临着消失的可能。

如有的青年少数民族虽然能很快地适应城镇化带

来的生活改变，但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在崇尚现代

文化的同时可能会消减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因此，在边境地区提高各民族的生活水平与保护

民族优秀文化是必须处理好的现实性社会问题。

3.4 少数民族对新型城镇化理解不到位

边境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程度低和所处地域位

置上的劣势，对美丽家园认识不到位，片面认为

把房子盖起来就是美丽家园。过度依靠政府的扶

持，一些少数民族“等、靠、要、拿”思想严重，未

考虑到收入来源、职业适应、子女教育、生态环

境和社会管理等具体问题；甚至有的拉祜族、哈

尼族民众不会汉语，在精神文化生活上比较单一，

对美丽家园认识模糊。在金平县的一些特少民族

地方，政府把房子建好后，拉祜族和布朗族解决

生计仍然困难，仍处于贫困状态。政府针对边境

三县的危房拆除重建的贷款给予贴息，但是，对

于部分靠低保维持生活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更

担心今后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此外，在土地流转

中部分少数民族重短期效益，成为失地农民，将

钱花光后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3.5 政府制定制度不完善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制定相关配套保护

措施和制度不完善。如对传统旧民居的保护制度

不到位，传统的土坯民居濒临灭绝。随着我国城

镇化趋势逐渐向农村转移，各地政府在改善城乡

面貌的同时往往忽视对传统特色民居的保护。一

些地方政府采取简单地拆除重建或改造提升，部

分有价值的传统建筑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4 加快滇越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对策

4.1 努力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

针对滇越边境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

扎实推进“房、村、镇、城”4个层级的建设。①应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以农村社区化为导向，通过农

村宅基地置换和少数民族住房改造来促进农村人

口向中心村寨的聚居；引导农村农业向规模化产

业化经营发展，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覆盖

和社会保障完善来提高少数民族融入城镇的积极

性。②努力提升人均居住环境，极力推动农村集

镇化建设。如绿春县的托牛村、河口县的上甘塘

村和大田村通过在原址疏密扩建的方式，既保护

古村原有的村落风貌格局，又有效整治村庄环境，

缓解村庄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整合各类项目资金

完善水、电、学校、医务室和文化娱乐场所，努

力提升美丽家园建设的工作水平。

8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3 20162016 年 第 3 期

4.2 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应将开展少数民

族特色文化保护和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

为重点。应鼓励少数民族在融入现代生活的过程

中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在共享现代社

会发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保持其固有的

优秀文化。其次，有效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大力发掘与实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培育相结合

的公共文化工程。加强以村寨为依托的民族传统

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避免因城镇化建设而使传

统村落破坏甚至消失。

4.3 调动少数民族的主动性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广泛地调动少数民族建设

美丽家园的积极性，通过引导和宣传克服以往

“等、靠、要、拿”的思想。可以结合当地特色产业

加强少数民族生产技能的培训，以提高少数民族的

收入。同时在房屋建设、公共服务、生活环境改

善、医疗和教育等重大问题上听取当地少数民族的

意见。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尊重民意，尊重各个少

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才能调动主动性和积极性，建设

美丽家园。如绿春县推行“十户联建”的邻里间互相

帮助建房模式，既节约了建房成本，又调动了少数

民族的积极性，利于民居建设的整体推进。

4.4 政府应统筹规划，完善制度

政府应全面统筹规划城镇化建设，因为城镇

化是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 3］，应避免城镇化建

设中重复修建和不合理布局。同时各级政府还应

制定相关配套保护措施和完善的制度，大力支持

边境地区各项事业的开展，在行业支持、资金支

持、产业扶持、政策导向、教育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和边境管理等方面加快推进步伐，进一步推

动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边疆发

展和民族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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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种来源

冬小麦新品种天选 53 号经甘肃省天水市农

业科学研究所小麦育种中心以中 94177 作母本、

92R-178 作父本进行有性杂交，采用系谱法经

连续多年的定向选择而成［ 1 - 6］，原系谱号为

S98351 - 2 - 2 - 2 - 1，于 2014 年 1 月通过甘肃省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甘审麦

201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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