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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Selec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Northwest Yunnan—
Taking Guangming Village in Yongsheng County, China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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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va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which determines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adapting to the times. The ethnic regions 
in northwest Yunnan are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with uniqu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ethnic patterns. There is 
clearly no ready-made standard answer for how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uch a region, and experience must be summarized 
in practice. This paper takes Guangming Village in Yongsheng County, northwest Yunnan, as an example.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special situation of rural area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of northwest Yunnan, and explore a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 situ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the people, avoiding a one size fits all approach. We should explore and develop a targeted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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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地区乡村振兴路径选择——以中国永胜县光明村为例
方进

丽江师范学院，中国·云南 丽江 674199

摘　要

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这就决定了乡村振兴必须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滇西北民族
地区系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民族格局，这样一个地区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显然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
不得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论文以滇西北民族地区永胜县光明村为例。要考虑到滇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的特殊情况，从实际
出发，探索适合于村情、民情的乡村振兴之路，避免“一刀切”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探索和开拓适合于本地区实际的乡村
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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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按照中央部署，五年过渡期内要“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

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

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过渡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

在这一阶段，一方面要巩固好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坚

决防止规模性返贫，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探索实现乡村振兴

的路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但我们

不能满足于已有成就而止步不前，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1]。

笔者作为一名驻村工作队员，在驻村工作的亲身实践

中，进一步认识到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绝非易事，各地的情况

不同，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照抄。每个地区，甚至每个

村都要努力探索适合自身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具有特色

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光明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概述

光明村系丽江市永胜县光华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

地处永胜县北部的山区，村委会距光华乡人民政府所在地

5km，距永胜县城 47km。光明村委会下辖 13 个村民小组，

13 个村民小组分布较为分散，这是由于光明村所处地域没

有面积较大的平坦地带，不具备大量人口聚集居住的地形条

件。截至 2024 年 7 月，光明村常住人口 443 户 1738 人，其中，

少数民族人口 1647 人，占比 94.3%，以彝族（具体为彝族

支系之一的水田人）、傈僳族为主，全村耕地面积 3379.74

亩，有效灌溉面积 2314 亩，林地面积 26132 亩，牧草地面



14

财经与管理·国际学术论坛·第 03卷·第 08 期·2024 年 08 月

积 22597.13 亩。光明村产业以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为主，

特色产业为沃柑种植，共计 350 多亩。

截至 2024 年 7 月，光明村共有脱贫户 174 户 689 人，

监测对象共 33 户 135 人。其中，脱贫不稳定户 17 户 68 人，

边缘易致贫户 8 户 34 人，突发严重困难户 8 户 33 人；风险

消除户 20 户 85 人，风险未消除户 13 户 50 人；低保户 95

户 111 人，特困户 10 户 10 人，残疾人 62 户 67 人。近年来，

光明村村民的收入总体上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但也存在少

数农户因特殊原因而收入降低的现象。2024 年度，永胜县

防返贫监测线为年人均纯收入 8700 元，也就是说，当农户

在本年度的人均纯收入低于 8700 元时，即认为该户返贫。

从光明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该村脱贫的基础还不稳

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

然存在，一系列乡村振兴工作的难点、痛点问题，亟待破解。

3 实现滇西北地区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

3.1 有利于增强边疆地区民族团结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

也并非今天才出现，我们要客观看待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不平衡的现状。民族团结是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

障，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本前提，千方百计推动边疆地

区乡村振兴，是民族平等的必然要求，是促进边疆地区民族

团结的有效举措 [2]。民族团结是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的重要政治保证，离开了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也就无从谈 

起 [3]。推进滇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有利于巩固西南边疆

地区的和谐稳定，增进民族团结。

3.2 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乡村相比，城市的

医疗、教育、就业等条件更为优越，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

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随之不断拉大 [4]。乡村和城镇不能

割裂开来，必须将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统筹起来，形成城乡协

同发展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

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在光明村这样经济发展

滞后的滇西北山区农村推进乡村振兴，有利于缩小该地区与

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缩小乡村与城镇的经济发展差距。

4 光明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4.1 交通条件较差
交通条件落后是滇西北山区农村发展的痛点，光明村

也不例外，其下辖的部分村民小组交通条件还很差，村民出

行十分不便。衣食住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交通条

件的优劣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息息相关。改善乡村交通条件

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之一。

4.2 “村两委”班子缺乏青年人才
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简称“村两委”）在“三农”

工作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必须建

好、建强“村两委”班子 [5]。然而，当前很多偏远山区农村

的“村两委”普遍存在青年人才缺乏的问题。人才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资源，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像光

明村这样的滇西北山区农村，如何吸引有科学文化知识、有

新观念和新思维的青年人才进入“村两委”工作和回乡创业，

服务乡土，助力乡村振兴，无疑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4.3 土地资源较少且产业类型单一
光明村地形崎岖，耕地以坡地为主，平地较少。光明

村人均耕地面积仅 1.94 亩，虽然略高于全国从事农业生产

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但是耕地质量总体不高，位于山坡上

的耕地普遍贫瘠，且交通条件不佳，灌溉成本高，相当一部

分坡地甚至无法灌溉，高标准农田占比较少。光明村灌溉较

为便利的耕地用于种植沃柑——一种晚熟杂交柑橘品种，是

光明村主要的经济作物。虽有特色产业，但光明村产业类型

单一，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强，村民期待能够探索出新的

产业发展道路，以增收致富。

4.4 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突出
外出务工是光明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据笔者

统计，光明村 2023 年度前往省外务工的有 202 人，省内县

外务工的有 79 人，县内务工的有 699 人，外出务工人数占

全村总人口的 56.4%，其中，县外务工的占全村总人口的

16.2%，县外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人口为主。青壮年劳动力大

量外出务工，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进

而产生了关于农村养老和留守儿童教育的一系列问题。例

如，由于子女外出务工，一些空巢老人因病需前往医院就医

存在困难，年老体弱，出行不便，而且不会操作智能手机，

到了医院也难以独立完成就医问诊。由于长时间缺失父母的

陪伴，留守儿童往往会表现得自卑、孤僻，出现一些心理健

康问题。守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无疑是乡村振兴工作中的

一件大事 [6]。

4.5 部分陈规陋习尚未革除
到光明村参加驻村工作以来，我注意到，该村存在一

些需要改变的陈规陋习，简要叙述如下：其一，宴请时铺张

浪费，人情攀比严重。在光明村，村民遇婴儿满月、满周岁、

新居落成等事宜，往往要大宴宾客，兴师动众，婚丧嫁娶则

更甚。其二，重男轻女思想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受传统的

所谓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光明村部分村民也存在重男轻女

的落后思想，男女平等的观念尚未真正深入人心。其三，不

良饮酒风气。光明村饮酒、劝酒风气盛行，成年男性村民大

多爱好饮酒，其中不乏酗酒者。饮酒过量不仅对身体健康有

害，而且还会导致醉酒闹事、醉酒驾车、酒后家暴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

5 推动滇西北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

5.1 维护好民族团结
滇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绝大多数的村庄都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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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民族交错杂居，因此，在滇西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

过程中，要始终注重维护民族团结，以民族团结促进乡村振

兴。以光明村为例，该村主要居住着彝族、汉族、傈僳族等

民族，各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不同，要相互尊重，和睦共处，

为乡村振兴而携手奋斗。民族团结是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政

治保障，多民族聚居的村庄要致力于打造民族团结示范村，

以民族团结为动力，推动乡村振兴。

5.2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基础设

施的健全程度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质效。完善基础设施，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改善乡村交通条件。全面硬

化乡村干道和入户支道，提升交通设施质量。其二，完善水

利设施，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其三，要确保农民

住房安全，保证农民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其四，要完善农

村医疗卫生、基础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满足村

民基本的生活需求。

5.3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乡村产业的经营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发展的

质量和水平，而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需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力：其一，当地政府和乡镇相关站、所要加大

对农民的生产经营指导，积极开展技术培训，提升乡村产业

发展的科学化水平，节约生产成本，同时避免生产活动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实现绿色发展。其二，要推动乡村产业规模

化、市场化，积极加入农村电商平台，开拓农产品互联网销

售渠道，打造产业振兴乡村的示范样板。其三，要构建乡村

物流网点，促进乡村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市场经济网络。其四，

乡村产业的发展要紧跟科技前沿，推动农业现代化。其五，

要吸引青年人才回乡干事创业，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 [7]。

5.4 发挥好“村两委”的作用
在农村基层治理中，“村两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光明村坚持以党建带动村建，发挥好村党总支和村

民委员会的作用，做好村中矛盾调解工作，维护乡村和谐稳

定，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及时上报，形成了一整套矛盾纠

纷解决机制。事实证明，发挥好“村两委”在农村基层治理

中的关键作用，可以大幅提升农村治理效能。抓好农村基层

党建工作，强化“村两委”在“三农”工作中的作用，是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政治抓手。“村两委”要将党的正确决策

落实到基层一线，最终转化为人民的福祉。

5.5 保护好乡村生态环境
乡村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

影响到村民生活的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切实保护好村

庄生态环境，杜绝脏乱差现象，营造美好乡村环境 [8]。在光

明村，光华乡人民政府和驻村工作队派出单位丽江师范学院

设置了公益岗，从村里收入较低的农户中选聘公益岗人员，

受聘人员每年与设岗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设岗单位按期发

放工资，受聘人员按合同约定履行职责，每人每月工资 800

元。光明村公益岗分为三类，即保洁员、护路员、护林员。

设置公益岗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一方面为村民提供了就业

岗位，增加了村民收入，一方面可以有效保护村庄的自然生

态环境。

5.6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加大农村精神文明的构建力

度，塑造新时代农村文化面貌，营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家风、

民风。针对光明村这样的滇西北山区村庄，构建良好的农村

精神文化风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重视文化遗

产，保存和维护好当地的历史文化遗迹。其二，要传承和弘

扬当地优秀的民族文化，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风格。其

三，要坚持推进移风易俗，更新村民的思想观念，改革落后

的风俗习惯，如通过村规民约规定婚丧嫁娶的酒宴规模、标

准以及人情往来的金额，倡导饮酒有度、杜绝酗酒等。其四，

当地政府要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服务力度，推进城乡文化

交流、融合，并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化、市场化。

6 结语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滇西北山区农村实现乡村振

兴的难度很大，需要迎难而上，久久为功。此外，乡村振兴

必须坚持因地制宜，要考虑到滇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的特殊情

况，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于村情、民情的乡村振兴之路，

避免“一刀切”的情况。滇西北虽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

区，实现乡村振兴任务颇重，但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下，滇西北乡村振兴一

定能够实现，并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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