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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沙乡位于中国云南省剑川县西南部，是多民族分散

杂居的高寒山区农业乡，距离县城 73公里，是扶贫攻坚乡

之一。下辖有大邑、西庄、文新、东庄、岩曲、弥新 6个村

委会，42个自然村，属于白族、汉族、彝族、傈僳族、纳

西族、哈尼族六个民族杂居区。弥沙乡以农业人口为主，经

济生产方式单一，受气候地形影响，农业产量低，曾是脱贫

攻坚的重要对象。交通、水利、电力、通信、教育、医疗等

社会事业发展都相对滞后。

弥沙乡南面与洱源县乔后镇接壤，地势地形复杂，交

通不便。2020年初，全乡共有9365人。其中农业人口 8634人、

少数民族 8553人，儿童 1531人（不满 16周岁计）。全乡

建有初级中学 1个，完全小学 2所，校点 4个，公办幼儿园

1所。

随着脱贫攻坚的步伐，国家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不断

落地见效，弥沙乡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

众的经济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教育教学水平

有了长足发展，每年初级中学升入普通高中学生达 50%以

上，高中阶段升学率达 90%以上；农村医保险和养老保险

已经实现全覆盖，就医方便；民政救助政策为特殊困难群众

解决了后顾之忧 [1]。

过去，弥沙乡因多大山川，交通不便利，信息闭塞，

群众思想保守，外出务工起步较晚，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

多达 91.3%，其中以白族人口最多，日常语言几乎使用白族

话。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外出打工现象出现较晚且规模不大。

近年，随着交通信息的快速发展，通讯工具的快速普及，多

余劳动力能比较准确、迅速地查询到外部的社会发展信息，

外出务工人员在逐年增加。

根据弥沙乡社保数据统计显示，弥沙乡 2019年外出务

工人数是 700多人，外出单独务工的已婚男性 236人，外出

单独务工的已婚女性 104人，夫妻双方共同外出务工 102对。

弥沙乡外出务工人员 100人中务工地在本州县内 16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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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除本州县外）43人，省外 41人。

根据弥沙乡相关部门统计数据，弥沙乡下辖 6个村委

会 42个自然村，留守儿童共有 178人，占儿童总数的 1.2%，

是一个数量较大的群体。从留守儿童年龄分布上看 6~14岁

的留守儿童比例较高；从教育程度上看，年龄 3~6岁阶段

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较低，6岁适龄儿童按时接受小

学教育的比例相对高，6~12岁儿童基本能顺利完成小学学

业，完成基本的阅读理解。

弥沙乡留守儿童的数量与已婚已育外出务工的青壮年

数量基本匹配，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减与农村留守儿童数

量的增减成正比。弥沙乡下辖 6个村委会中，留守儿童数量

分布有所差别。其中西庄村委会、东庄村委会、文新村委会、

弥新村委会留守儿童占全村人口比例高于大邑村委会、岩曲

村委会。农村留守儿童比例较大的村委会多数是居住环境较

为恶劣，粮食产量低距离县城远，交通不便；以单一农作物

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西庄村委会、东庄村委会留守儿童占比明

显高于其他村。

年龄分布

弥沙乡 0~5周岁年龄段的留守儿童有 39人，占比

21%；6（含）~14岁年龄段的留守儿童 81人，占比 46%；

14（含）~16岁年龄段的留守儿童 58人，占比 33%。其中

14~16年龄段的男女比例差别较大。

监护情况

由于经济压力、户口迁移、孩子上学等问题限制，外

出务工无法带领孩子举家迁移，因此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

弥沙乡出现了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或是跟随在家务农的母

亲或父亲一方，或是跟随爷爷奶奶在家生活，甚至寄养在亲

戚家中常住，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监护占比达 60%以上。

根据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不同，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身

心健康等方面得到保障的好坏程度有差异 [2]。

受教育情况

弥沙乡没有九年一贯制的学校，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初

中阶段，占比 41%，受教育比例较高。22%的留守儿童在课

余时间选择玩玩手机、电脑，侧面说明弥沙乡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一些，家庭配备电脑和父母单独为小孩购买手机的情况较少。

从学习态度来看，有 84%的儿童表示自己喜欢学习，

6%儿童明确表示不喜欢学习，10%儿童对是否喜欢学习持

无所谓的态度。留守儿童心理孤独，希望融入集体生活，对

学校学习生活有很高的期待。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时，有大部

分的儿童会向学校老师寻求帮助，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

的学习有一定影响。

生活情况

目前，弥沙乡留守儿童不存在温饱问题，随着外出务

工父母经济的增长，留守儿童的物质生活能得到较好保障。

大部分儿童认为自己吃得很好，表示对饮食、衣着等比较认可。

由于家中无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留守儿童做家务活

比例下降，大部分孩子偶尔做家务，整体上生活自理能力较

高。大部分留守儿童的零用钱不多，大部分监护人对留守儿

童的零用钱控制严格。留守儿童健康指数较好，其中没有残

疾儿童，没有患重大疾病。这说明了农村建设正在向好发展，

给村民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提供保障。

弥沙乡留守儿童父母的回家频率较低，回家频率三个

月及以下的比例是 18%，一年以上频率的比率为 52%。工

地点在外省的基本就是一年春节才回家团聚。随着经济的发

展，手机等通讯设备让父母与留守儿童取得联系相对容易，

但这种联系与普通家庭儿童与父母之间的言传身教也是无

法相比的 [3]。

从年龄分布来看，弥沙乡留守儿童年龄层次相对分散，

大多分布在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阶段。父母认为在户口所

在地上学更能节省成本，减少压力。

受教育是儿童成长中重要的环节，弥沙乡政府、学校、

家庭都较重视教育问题，留守儿童受教育权利得到很好的保

障，但与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存在教育资源落后，师资薄弱，

校点多，分布散等情况，普遍和优质资源配置有差距。留守

儿童课余活动中与学习有关的项目占比低。自律性以及主动

性较弱，监护人缺乏对其学习相关方面的督促，留守儿童对

于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喜欢程度都不够，少数漠不关心，持有

很大的消极负面情绪。

孩子在生活中不善表达自己的情绪、思想变得敏感脆

弱却又不善梳理情绪，表现到学习中最明显的是学习动力不

足，甚至心里羡慕着在大城市打工的家人，学习目标不明确，

集体荣誉感不强，游离在集体之外。

总之，随着脱贫攻坚胜利，中国弥沙乡经济发展变快，

生活水平提高，留守儿童能进学校接受教育，物质生活基本

得到满足。同时，在心理方面，父母的缺失对孩子在学习以

及心理上的影响较大，多数留守儿童精神生活欠缺，受关注

度低，不能用正确的方式排解自己的情绪，对待学习生活情

况消极的因子较多，需要引起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多方

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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