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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难点及成果研究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杨兰香
1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 要】：在我国民族地区传统扶贫机制中,诸多问题仍然存在，如贫困现状不清晰、扶贫目标不精准、扶贫

措施不全面、扶贫资源较为分散等。研究分析当前凉山彝族自治州精准扶贫现状，在此基础上探寻精准扶贫的难点

问题以及目前取得的成就，并最终力求找到全面系统的破解之策，助力全面脱贫。 

【关键词】：精准扶贫 凉山州 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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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凉山彝族自治州精准扶贫现状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四川省最大的彝族聚集地区，与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羌族自治州一起，作为四川西南部仅有的三个少

数民族自治州，是四川省居住地方最偏、交通条件最差、经济发展最落后、扶贫难度最大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四川省实现脱

贫攻坚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凉山州有 1 个市 16 个县，其中有 11 个县属深度贫困县，而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需要立足于

凉山州各地区的具体实际，要紧紧抓住州内最贫困的农村地区，深入研探出行之有效的精准扶贫方案，以踏石留印、抓铁留痕

的狠劲和韧劲深抓扶贫工作，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消除凉山贫困问题，实现凉山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1凉山彝族自治州旅游扶贫的瓶颈 

发展旅游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特别是像凉山这样深度贫困的地区，发展旅游业既能促进经

济的增长，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族地区生态恶化的矛盾。但就目前而言凉山州旅游业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闭塞的交通。凉山位于横断山区的核心地区，地势陡峭、奇山大川广布。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

了有利的自然资源，但同时也是导致凉山地区交通闭塞的重要原因。其次，有限的宣传。凉山作为彝族的聚居地，拥有丰富的

彝族文化特色。彝族的饮食习惯、风俗习惯、居住习惯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以及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这些都为

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并且独特的人文景观。但就目前凉山州旅游业而言，宣传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景

点知名度还非常低。最后，孤立的旅游产业链。凉山州旅游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孤立的景点，未能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实现区域资

源有机整合，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链。凉山彝族地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不齐全，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仅要加强旅游宣传，还要完善基础设施，结合当地文化背景开发特色旅游项目，才能真正地突破当地旅游业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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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凉山彝族自治州扶贫搬迁的现实困境 

凉山州内不少村居民宅难以满足当地村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仍有部分村民将房屋建在易发、多发的地质灾害地带或十分艰

险的环境之中，因此，实施“易地搬迁”是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和打赢特困区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武器。 

解决好“易地搬迁”中“易地”的问题。选择“易地”是搬迁面临的首要现实问题。在选择搬到何地之时，搬入地的容纳

能力，迁出后原有的土地问题，农村人口搬入“易地”之后，是否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及土地的分配问题等，都成为了当前扶贫

搬迁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只有处理好“易地”的选择等一系列问题，才能解决好搬迁所面临的困境。 

妥善处理好搬入地及其搬出地的环境问题。首先，对于搬出地，当人们搬出后原有房屋的拆迁问题，拆迁后土地的恢复问

题，特别是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高发地的环境恢复问题，都是扶贫搬迁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其次，对于搬入地，大量的

人口迁入，生产、生活所需的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搬入地的环境承载能力是否能够满足搬入人口的需要等问题，也都是搬

迁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最后，要实现搬迁，随之而来的便是人口的流动，建筑物的修建，这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地表

进行一定的破坏，这也是推动扶贫搬迁的又一现实困境。只有处理好这一系列问题，才能最大程度上减少搬迁带来的环境问题。 

自愿搬迁与政策搬迁难耦合的问题。凉山州内居住的大多为彝族，在原居住地的居民彼此之间语言相通、习俗相同、血缘

相近，这些都使得他们拥有浓厚的恋乡情结，从而导致很多人都不愿搬迁，尤其是年长者。根据调查，年轻人对于搬迁表示出

强烈的积极性，而年长者通常不愿意搬迁。 

1.3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扶贫的薄弱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在推及九年义务教育、改善乡村教师生活状况、加

强成人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仍然存在很多薄弱的环节，特别是像凉山州这样落后的地区，

问题更为突出。在对凉山州教育发展的调查过程中，总结了州内教育的几个薄弱环节，具体如下。 

首先，教育资源区域分配不均。凉山州各县之间、县域内、城乡间的基础教育发展明显不平衡，特别是很多偏远山村严重

缺乏教育资源。其次，落后的教育基础设施。凉山州的教育设施建设非常落后，教学环境、教学设备都急需改善。州内很多村

镇小学都没有多功能教室、计算机教室，甚至没有食堂和浴室，这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凉山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最后，师资

队伍的缺乏。凉山州内很多偏远地区自然环境恶劣、教学条件差、教师工资待遇低并且教学任务重，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

了优质教师引入的难度。因此，缺乏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当前凉山州教育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导致凉山彝族自治州精准扶贫难点问题的成因 

导致凉山州贫困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从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凉山

州的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要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首先必须要明确引发贫困的各种因素，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才能找到

可行性的解决措施。 

2.1历史因素 

凉山州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历史上凉山州长期处于落后的奴隶制社会统治下，新中国建立后，州内很多地方

是直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大的跨度是需要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支撑的。再者，长期的奴隶社会留下了

大量的成规陋习，有部分人仍然保留着“苦熬不苦干”“男人不干活，女人主内又主外。”的落后思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

弱了人们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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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经济因素 

落后的社会物质生产是凉山贫困的根本原因。凉山州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业，因此单一的经济来源也是凉山州长期贫困

的重要原因。凉山州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没有便利的交通，这就限制了凉山经济发展的广度。再者，凉山工业、服务业的

发展都比较落后，在很大程度限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3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导致凉山州贫困的重要因素。陈旧的思想文化传统、落后的教育基础、毒品较多、艾滋病的扩散这些都在很大

程度上加重了凉山的贫困。凉山是云南通往四川的重要通道，致使凉山州成为金三角毒品输入四川的必经之路。大量的毒品输

入促使较多人开始种植鸦片烟，贩卖毒品。因此，凉山州自然而然成为毒品种植的重灾区。“有种就有吸”，随着毒品的大量

种植，较多人染上了毒瘾。而大量的吸食毒品又加重了艾滋病的传播。毒品的吸食和艾滋病的高发使得本来就贫困的地区更是

雪上加霜。 

2.4自然地理环境 

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凉山州长期处于贫困的重要因素，凉山州位于横断山区，地势陡峭，州内很多地方的海拔在 2000m

以上。陡峭的地势阻碍了当地的交通和对外的交流，从而导致该地长期处于闭塞、封闭的状态。 

3 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探寻破解之策 

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在脱贫过程中很多措施仅仅是国家提供资金，对贫困地区进行的

一个输血过程，一旦结束国家的资金输入，贫困地区又很快再次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要实现真正的脱贫，必须完善脱贫

的长效机制，完成由“造血”向“输血”的转换过程，让贫困地区形成自己的“造血”系统。脱贫是关键，但是在脱贫后建立

预防返贫的长效机制才是永久脱贫的良药。 

3.1凉山彝族自治州旅游扶贫的优化路径 

旅游扶贫是扶贫的有效策略。发展旅游业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不足、土地缺乏等

难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优化路径： 

3.1.1农旅结合——多方位促发展、增收入 

农业是凉山州的主要产业，作为州内主要的经济来源，必须时刻重视农业的发展。农旅结合、以旅促农、农旅互动，是当

前发展的可行性策略。多山的地形特征成就了凉山的果树种植，也为农旅结合提供了契机。例如会理县就大面积的种植石榴，

并且县政府在打造“会理石榴”特色产业的同时重视打造“石榴园——农家乐”一条线旅游服务。因此，石榴的种植既增加了

农民的收入，也为当地提供了特色景点，让游客在春季观赏到动人的石榴花花海，秋季参与到石榴的收获。石榴园集旅游、观

光、农业为一体，旅客在其中能玩、能吃、能参与，不仅增加了当地人民的收入、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

上提升了“会理石榴”的知名度，推广了“会理石榴”的销售渠道。 

3.1.2游工结合——打造专业旅游产业链 

旅工结合、以工促旅也是凉山州旅游扶贫的优化措施。凉山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地区，工业发展较为落后，但是有其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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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特色。凉山最有特色的工业旅游资源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设备技术最先进、

承揽外星发射最多、并且具备发射多型号卫星能力的新型航天器发射场，被誉为东方的“休斯顿”，西昌也被誉为“航天城”。

西昌作为我国重要的卫星发射中心，也吸引了很多游客。但是当前还未形成专业的旅游产业链，缺乏宣传力度、相应的旅游配

套设施建设较为落后以及旅游景点单一。因此，只有不断优化，将凉山的工业旅游资源不断开发完善，才能真正形成一条专业

的旅游产业链。 

3.1.3民旅结合——展示独特的民族特色 

凉山州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风情是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一大优势。凉山

聚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彝族，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还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节日，其中著名的有彝族的

火把节、彝族年等，传统节日和节日期间举行的盛典，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此外，彝族有自己的文字、优美的民族服饰、独

特的建筑风格和饮食文化，这些都是推动旅游开发的潜在因素。凉山旅游发展的潜力巨大，尤其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化、建筑、

习俗、服饰等方面，这也为旅游扶贫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3.1.4红旅结合——弘扬经典助力扶贫 

凉山州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如在长征过程中，红军同彝族完成“彝海结盟”的彝海之滨——冕宁县彝海镇彝海村，还

有红军召开会理会议的会理县等。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这些遗址的保

护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遗址周边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红色遗址的宣传力度都不够完善，这些都是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只有

解决好这些问题，大力开发、保护凉山的红色旅游资源，才能真正助力精准扶贫。 

3.2凉山彝族自治州扶贫搬迁的优化路径 

要优化易地扶贫搬迁的路径，必须处理好“造血与输血”的关系。政府出资修建住房、推动搬迁，这只是一个输血的过程，

如果不帮助当地居民形成自己的造血系统，扶贫就不可能真正的形成长效机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脱贫。因此，在落实易

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必须要解决好人民的“造血”问题。 

首先，新建筑可以尝试融合彝族特色，如屋檐修建牛头形状的斗拱，还有涂上彝族纹路的墙体等，都能保留一定的彝族文

化特色。并且农村的新建筑还应该适用于“农用”，如果全部修建成钢筋混泥土的“洋楼”，不仅丢失了民族特色，还不适用

于农村粮食的储存、牲畜的养殖等。其次，新建筑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成农家乐的形式，在此昭觉县的

三河村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三河村搬迁地的建筑大多采用了农家乐的建筑风格，这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民的住房问题，

而且还有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最后，易地扶贫搬迁必须要与周边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步进行，只有健全的基础设施才能最大

程度上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3.3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扶贫的优化模式 

实现教育扶贫，推动凉山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优化、完善相应的措施和方案。首先，引进优良

的教职员工是实现教育扶贫的前提，保证教职工的素质和数量是开展教育事业的前提和基础。凉山州特别是在幼儿教育方面存

在很大的短板，很多落后乡村都严重缺乏专业教师。其次，加大对教育设备的投资和建设。完善的教学设备既有利于提高教育

的质量，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吸引优质的教师资源。特别是在偏远的乡村，落后的教学设备已经成为了学生学习的限制性因

素。再次，充分利用互联网，落后的教学设备和匮乏的师资在短期内都难以得到解决，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通过

互联网让更多的学生通过网络，听到一些优质课程。最后，借智助力，补资源短板。用好用活教育帮扶政策，借助其他地区的

优势资源，加强教育合作。西昌市、会理县是全州内教育水平相对较好的地区，因此可以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加强合作。如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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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会理几个中学办了“布托班”，即“会理中学布托班”，专门收纳布拖县家庭贫困且学习优秀的学生。这是一个优化教育

的可行性方案，但是目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仅仅是州内的合作，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还应该加强与省内更多的优秀中

学合作，更好的借智助力，补好教育资源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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