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好民族政策：大花园建设的金钥匙

兰秉强

习总书记指出：畲族文化是一个闪光点 。浙江丽水和福建宁德是我国畲族重要的聚居区，丽水现有畲

族人口 9.1万，宁德 18.9万，丽水辖区内有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和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景宁畲族自治县。丽水和宁德都是习总书记十分牵挂的地方，习总书记在宁德提倡“滴水穿石”的精神，

在浙江工作的第一次调研就到了景宁畲乡，同样留下了“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加快发展，与全省同步

实现小康”的殷切期望。

(一)

丽水和宁德推动畲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做法是：

持续构建扶持政策法规体系。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畲民族的发展，浙江省和丽水市连续出台关于民族乡

镇、景宁畲族自治县加快发展的特殊扶持政策，逐步形成了省市县三级政策的叠加效应。在“山海协作工

程”等全省普惠性帮扶中对景宁和民族乡村予以特别的倾斜。2018年，全国民族自治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景宁召开。2017年，宁德市在获得地方立法权后制定的首部地方性实体法——《宁德市

畲族文化保护条例》，从立法层面推动畲族文化保护发展，《条例》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畲族文化保护工

作中的职责、畲族文化保护工作财政保障机制、畲族文化的具体保护措施和方式等方面都作了规定，成为

该《条例》的亮点。

全力打造民族经济集成平台。2008年，丽水市委市政府专门在市区划出 4平方公里“飞地”，支持景

宁探索发展生态工业，成功引进娃哈哈等知名企业，已增加税收 2.4亿元。在景宁外舍区块，景宁畲乡小

镇建设雏形初现，投资 24亿完成凤凰古镇建设，重点推进千年山哈宫、民族总部经济园等一批龙头项目建

设。2017年宁德市首个精品畲族文化产业园在蕉城区正式启动。文化园发展定位为“营造集祭祖、文脉传

承、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全国畲族圣地；搭建对台少数民族交流、民族产业发展融合的平台；延续畲族文脉，

提升宁德气质的城市特色名片；营建山清水秀、富有活力的体验式旅游休闲片区”。

积极推动文化繁荣和城乡融合。景宁“中国畲乡三月三”活动影响力逐年提升，被评为全国最具特色

民族节庆；《千年山哈》《畲娘》等精品剧目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屡获大奖。在城乡融合上，景宁

县环敕木山畲族特色村寨示范带建设列入国家《“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宁

德有 15个畲族村落被评为省级畲族文化生态保护示范点，蕉城区上金贝、猴盾，福安市溪塔、虎头，霞浦

县半月里等村已成为市民周末特色文化乡村休闲游的热门景点。

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交流的不断扩大，两地在畲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上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畲族的许多传统习俗和礼仪在逐渐消亡，大量畲族文化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二是

大部分民族村没有统筹规划和个性化设计，畲家特色不明显。三是中心城区缺乏畲族特色建筑和人口集居

区，特别是随着城西畲族村等城中心改造推进，畲族元素在加速消退。四是丽景民族工业园税收优惠仅限

于地方留存部分，上级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二)



浙江省委省政府赋予丽水建设全省大花园核心区的重大使命，畲族应该是丽水乃至全省大花园建设的

应有之义、特色内容，也是途径之一。要把用好民族政策作为大花园建设的金钥匙之一，让更多畲族元素

在丽水大花园建设中熠熠生辉。

积极争取国家级民族特色发展的试点。丽水是南方散居少数民族代表性地区之一，要以全国现场会胜

利召开为契机，加强和上级部门的对接，争取上升为国家级民族乡村振兴试验区或民族经济发展试验区，

在“飞地”经济、城乡融合，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特色村寨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进一步强化民族政策对

接和争取，比照国内民族自治地区，推动“飞地”民族产业园享受国家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享

受国家、省对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

建立厅市共建丽水民族大花园机制。丽水已经与 10个省级部门建立了共建大花园机制，要积极争取省

级部门支持，在部门推动下可争取：适当降低省重点项目门槛，优先将涉旅民族重点项目纳入省重点项目

盘子、重大布局和重大平台中，给予用地指标、建设资金等扶持，给予民族企业贴息政策。在省级开辟项

目招商平台，把民族重点项目列入省级项目招商库，或与省重点项目捆绑策划包装招商。

以标准化管控推进畲族特色村寨建设。出台畲族村寨建设标准，明确建设的基本样式、必备元素，明

晰负面清单，帮助民族乡镇、村做好规划，并强化规划管理。通过管控，将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单个的、

分散的项目保护提升到与其依存的文化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充分突出“原真畲族”的特性，将民族

生态文化遗产与其原生地和原住民一体保护，通过原住民提升村庄的温度和生存的活态土壤。

开展畲族文化传统拯救行动。建设畲族集居区，鼓励畲民讲畲语、穿畲服，过畲族传统节日，形成浓

郁民族风。争取设立民族事业发展引导基金，在加强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大中型企业合作的基础上，

争取加大省、市产业基金的扶持力度，定向投向民族旅游、休闲、养生等产业。

建设丽水民族文化产业园新“飞地”。学习宁德做法，在丽水中心城市建设丽水民族文化产业园，与

丽景民族工作园、景宁畲乡小镇相配套呼应，吸引民族特色产业入住，二三产融合发展，形成生产基地+

经营总部格局，成为丽水民族经济的新“飞地”。以民族产品科技研发、工业设计、品牌孵化、会展博览、

信息交流、休闲旅游、教育培训等为主要功能，开展畲族演艺旅游、畲族工艺品、畲族食品、畲医畲药等



系列产品开发，打造全国畲族文化产业发展和研究的制高点。

配套建设民族影视文化产业园。充分发挥丽水民族政策优势、畲族传统文化优势、山水资源优势，和

横店影视城互补错位发展，推进影视和旅游、民宿、民俗演艺共同促进。以中心影视城带动景点模式，在

市区建设集摄影棚集群、艺术家群落、配套酒店为一体的影视城综合体，全域建设山水和民俗文化影视取

景景区，改造建设影视特色村落等，发展影视文化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