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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大学第八届（2022 年）研究生暑期学校田野点简介

一、楚雄州武定县插甸镇古普村

调查主题：乡村振兴与民族社会发展

带队教师：郭飞平、颜克成

插甸镇地处武定县城北部，辖

区总面积 320 平方公里，距县城 25

公里，是 5 个乡镇入县必经地。最

高海拔 2887 米，最低海拔 1570 米。

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97% ，有耕地

25713 亩，人均耕地 1.1 亩，林地

32.5585万亩，年平均气温 13.9 度，

属典型的山区冷凉贫困地区。2015

年，插甸镇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小城镇，2018 年被云南省爱卫会命名为省级

卫生乡镇。2021 年 2 月，中共武定县插甸镇委员会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镇

辖 12 个村委会、142 个村民小组、6463 户 24128 人，百人以上民族有汉族、彝族、傈

僳族、苗族和哈尼族，少数民族人口占 58%。

古普村委会距插甸镇政

府所在集镇 3.5 公里，下辖 9

个自然村、10 个村民小组，农

村常住人口 444 户 1658 人，

以汉族、彝族为主，其中汉族

861 人，彝族 710 人，其他民

族 87 人。古普村国土面积为

22.21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2060 米，年平均气温 13.9℃，年降水量 1100 毫米，9个自

然村有 4个属彝族聚居村，有耕地 1988 亩，其中旱地 754 亩，水田 1234 亩；林地 34185

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青豌豆、玉米、核桃等；养殖业以猪、牛、黑山羊、鸡为主。

农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为种植业、养殖业和外出务工。2020 年全村经济总收入 3765.88

万元，人均有粮 300 公斤，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4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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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河州石屏县宝秀镇郑营村

调查主题：移民社会与文化交流

带队教师：高登荣、李灵慧

云南第一历史文化名村——郑营，

隶属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宝秀镇，地

处宝秀镇南边，距镇政府所在地 2 公

里，交通方便，距县 10 公里。东邻异

龙镇李家寨村，南靠郑家山麓，西邻

张向寨村委会大田坝心、龙口冲村，

北邻赤瑞湖。辖郑营、张本寨两个自

然村 12 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 934 户，有乡村人口 2976 人。村子依山而建，面水而生；

东邻李家寨村，南向郑家山，西面宝秀镇，北接赤瑞湖。郑营东位于东经 102.35 度、

北纬 232.9 度，海拔 1435 米，为中海拔温热坝区，年平均温度 18℃，四季光照量充足、

质好。有“春夏秋冬无寒暑，一年四季百花香”的美誉。

1999 年 1 月 19 日，云南省红河

州石屏郑营村被云南省委、省政府

命名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郑营村

位于云南石屏县城西边10公里的宝

秀镇赤瑞湖边，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1999 年，郑营村被命名为省级历史

文化名村，因而有“云南第一村”

的美称。

郑营民居占地 248 亩，分为三街力九巷，恰似一座军营稳稳安扎。由东向西的三条

大街，分下街、中街和上街。又由南而北呈井字形辟九条巷道，以姓氏和地理环境命名，

街道是青石路面，民房多是坐南朝北的大四合院。全村有 403 座四合院，保存完整的四

合院有 28 幢。民居多为青瓦青砖土木结构建筑。村中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陈氏宗

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氏民居、郑氏宗祠、秀山寺。村中著名的建筑陈氏宗祠、郑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6%B0%8F%E5%AE%97%E7%A5%A0/2421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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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祠规模宏大，建筑装饰的木雕工艺精湛，雕刻、书画均展示了较高文化水平。村内的

宗祠、楼阁、学校和典型的民居建筑，集宝塔古刹的巍峨壮观，宫殿寺庙的气宇轩昂，

楼阁亭台的玲珑别致，古典园林的幽静淡雅，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特色风貌。郑

营的历史文化可通

过民居建筑、宗祠、

道观和学校、街道布

局和自然环境反映

出特有的人文思想，

是儒家文化和滇南

土著民族本土宗教、

历史相结合的体现，

是人与自然高度和

谐共存的典型。郑营

村被建设专家称为“我国明清民居建筑的博物馆”。

三、丽江市永胜县期纳镇清水古镇

调查主题：边屯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带队教师：黄彩文、王玉琴

清水古镇（清水村委

会）隶属于丽江市永胜县期

纳镇。期纳镇位于丽江市永

胜县南部，宾永高速及祥宁

二级公路均从境内通过，距

离永胜县城 55 公里。东与

鲁地拉镇和东山乡接壤，西

南与涛源镇和顺州镇相邻，

北与程海镇毗连，地处永胜

县南片五个镇的中心区域。

下辖期纳、满官、街西、清水、文凤、大沟、刘官、习朗和半坪 9个村委会，143 个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6%B0%8F%E5%AE%97%E7%A5%A0/242182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7%E7%A5%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6%A0%A1/6827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5%BC%E9%98%81%E4%BA%AD%E5%8F%B0/1103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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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组，共有农业人口 8893 户 34984 人，其中，劳动力 19760 人。境内居住着回、彝、

傈僳、壮等 10 余个少数民族，人口数达 3847 人。国土面积 264.9 平方公里，其中，耕

地面积 60498.9 亩，平均海拔 1430 米，年平均降雨量 600 毫米，年平均气温 17.2℃。

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为主，经济作物有冬早蔬菜、红花等，经济林果以软籽石榴、沃

柑为主。

清水古镇（清水村委会）

坐落于距永胜县城50公里的期

纳镇北端。现有居民约 1000 多

户，5000 余人，辖 11 个村民小

组，总面积 1.32 平方公里，耕

地面积 2510 亩，经济林果面积

67 亩。明洪武二十八年在永胜

设澜沧卫时，在今清水设百户

伍，因此清水古镇在明清时期

市场繁荣、商贾云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才辈出。清代以一村四进士名镇滇西，被

誉为“丽江第一村”。2012 年被国家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四部委评定

为云南省首批传统村落。2014 年被评定为全国历史文化名村。

清水古镇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期纳古建筑群”一处（7个点），明代建筑

6栋：瑞光寺大殿、黄家宗祠、袁家宗祠、阮家宗祠、阮家大院、阮家佛堂，清代建筑

1处为东岳庙，此外，清水村还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处：几山书院、刘家宗祠、阮家

宅院，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9处：刘慥故居、彭家宅院、南北照壁及南阁楼门洞、王家宗

祠、彭家宗祠、彭树山故居、清水刘家宅院、黄星海进士院、胡家宅院。清水的民间文

娱活动多种多样，除特爱唱滇戏外，还可唱“花灯”、“调子”、“小调”等。明代以

来均有“洞经”班子。特别是清代及明国时，这里有阵容整齐的洞经班子，流行的小调、

长调近二百首。清水因明初在此设置驿站，为南接宾川、大理、鹤庆，北连三川、永北，

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驿站，在明清时期逐步形成集市，因而清水古镇的居民多以学习手

艺为主，清水的染布、造纸、丝窝糖、雕版印刷等手工艺到现在都还有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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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洱市镇沅县恩乐镇玻烈村

调查主题：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工作现状调研

带队教师：马勇、杨长玉

恩乐镇玻烈

村距离县城 13.3

公里，国土面积

5.58 平方公里，

辖 19 个村民小

组，有户籍人口

569 户 2218 人，

劳 动 力 1178 人

（其中：男劳动力 662 人，女劳动力 516 人）。村党总支下设 8 个党支部，有党员 92

人（其中女党员 22 人，男党员 70 人）。

全村人口以

彝族、汉族、哈尼

族、白族、傣族、

拉祜族等 11 个民

族为主，其中汉族

413 人，占总人口

的18.6%；彝族911

人，占总人口的

41.1%；哈尼族 255 人，占总人口的 11.5%；白族 267 人，占总人口的 12%；傣族 172 人，

占总人口的 7.8%；拉祜族 140 人，占总人口的 6.3%。其他 5个民族共 60 人，占总人口

的 2.7%，其中布朗族 36 人，回族 13 人，苗族 7人，佤族 3人，布依族 1人。

玻烈村平均海拔 1300 米，年平均气温 22.9℃，产业收入以传统种养殖业为主，全

村成规模经济作物有沃柑、核桃、烤烟、坚果、芒果，其中种植沃柑 1.24 万亩、核桃

1.2 万亩、烤烟 1960 亩、坚果 7000 亩、芒果 2000 亩。畜禽方面肉牛存栏 484 头，生猪

存栏 7142 头，羊存栏 1249 只。2021 年度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3039 亩，总产量 1600

吨。2021年末经济总收入75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5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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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玻烈村紧紧围绕全县“4+5+1”特色产业体系，充分利用区位优势，积极盘活土地

资源，引进普洱绿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种植“沃柑”。通过“党总支+服务部+公司

+农户”的发展模式，以“农户入股土地、投资方出资开发、村级参与协调、农户参与

管理”的合作形式，搭建村级农业综合服务部、土地托管委员会平台盘活农户 376 户，

栽种沃柑苗 84 万株，共 1.24 万亩，建成玻烈村“万亩沃柑”种植示范区。公司负责技

术管理和销售，沃柑销售所得按年度进行分配，按公司 80%，村集体和入股土地农户 20%

（其中 2%作为村集体收益，18%作为入股农户收益）的比列分配利润，去年沃柑产业创

造收入 1530 万元。

村辖区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玻烈河桥，桥碑记载该桥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837

年），由 164 名群众集资修建，后因河水猛涨被冲垮，道光十七年（1873 年）第二次修

建。该桥对研究镇沅古驿道有极深历史价值。

玻烈村依托区位优势、历史资源，紧扣沃柑产业，积极打造“玻烈特色小镇”，开

发基地观光、民宿、餐饮等乡村旅游，实现从种植园到观光园、从农产品到旅游商品、

从一产到三产转变，助推乡村振兴。

五、楚雄州楚雄市子午镇以口夸村

调查主题：经济转型与民族交融

带队教师：彭泽军、张峻

子午镇地处楚雄市南部边缘地

带，东与鹿城镇相邻，南与双柏县妥

甸镇接壤，西与大地基乡、东华镇相

连，北与东华镇、鹿城镇毗邻，行政

区域面积 364.17 平方千米。有楚

（雄）双（柏）公路和元（谋）双（柏）

公路过境，公路运输村村通达率99%。

子午镇主要以亚热带季风气候

为主，立体气候明显。子午镇主要有

大箭石山、打鹰山、大尖山等，境内最高峰位于大箭石山主峰，海拔 2392.7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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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9 年，子午镇有工业企业 12 个，其中规模以上 1 个，有营业面积 50 平方

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 24 个。子午镇有耕地面积 4.56 万亩，粮食作物主要是以水稻、

玉米、小麦为主，畜牧业以饲养生猪、羊、牛、家禽为主，渔业以淡水养殖为主，可用

于水产养殖的淡水面积 2.1 平方千米。

子午镇有彝、苗、白、哈尼等 17 个少数民族，以彝族和汉族为主，截止 2019 年末，

子午镇户籍人口为 34438 人。子午镇各族群众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模式居住，各民族相互

交融，是研究民族交融和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好田野点。

以口夸村属于楚雄市子午镇的

行政村，毗邻镇政府所在地，是各民

族交往交流的重点地区。其距离镇 2

公里，国土面积 4.50 平方公里，海

拔高为 1870 米，有耕地 4016 亩，其

中人均耕地 1.38 亩；全村辖 7 个村

民小组，有农户 335 户，农民收入主

要以种、养殖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

烤烟等作物，拥有林地 7257 亩，其

中经济林果地 25 亩，主要种植桃、梨等经济林果。

以口夸村虽以汉族为主，但该村以彝汉交融为主的历史文化遗迹保存完好，被列为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该村文化能很好地展现民族杂居地

区民族交流交往和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在研究民族交融方面有优势。

同时，以口夸村正面临经济转型，该村以保护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地方文化为核心，

打造“以口夸”古村的旅游开发品牌。正在修建的楚雄新机场也位于以口夸村，对该村

今后的经济发展方向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该村不仅可以展现历史上民族交流交往

交融的特点，其目前的状况也对于研究转型过程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现实基

础。

六、西双版纳州（具体地点待定）

带队教师：高朋、王亚文、张丹丹

调研主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