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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大学第九届（2023 年）研究生暑期学校田野点简介

一、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勐库镇城子村

调查主题：中国式现代化与云南边疆社会发展

带队教师：黄彩文 汪洋

勐库镇位于双江拉祜族佤

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北部，距县

城 20 公里，全镇国土面积

446.91 平方公里，有耕地 55369

亩（水田 15784 亩、旱地 39585

亩）、林地 456525 亩，森林覆

盖率达 72%。境内最高海拔勐库

大雪山 3233 米，最低海拔 1040

米，年平均降雨量 1600—1800

毫米，年平均气温 22℃；辖 16

个村委会103个自然村160个村民小组11261户 37779人（其中：农业人口7444户 29461

人），茶农占 90%；境内集居着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等 12 种少数民族，有少数

民族人口 14250 人（其中：拉祜族 7780 人、佤族 1651 人、布朗族 944 人、傣族 2551

人、其他民族 1324 人），占总人口的 43%。全镇设党委 1个，党总支 16 个，下设党支

部 45 个，有党员 1107 名。2022 年全镇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 63442 万元，增长 13%；农

民人均纯收入 16757 元，增长

15.6%。

勐库素有茶乡之称，是勐库

大叶种茶的原生地。勐库大雪山

1.27 万亩野生古茶树群，被认定

为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广、

密度最大、原始植被保存最完整、

抗逆性最强的古茶树群落，被授

予“世界古茶原乡第一标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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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土古茶树种质基因宝库”、“云南省双江古茶山国家森林公园”；勐库大叶种

茶农产品地理标志通过国家农业部认证，云南双江勐库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被列入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6 年，冰岛茶在广州茶博

会荣获金奖。2015 年，冰岛水利风景区被授予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冰岛村先后被国家和

省级评为“恒春小镇”“2014 年中国十佳避暑小镇”“全国生态文化村”。

城子村位于勐库镇北部，距离镇政府所在地 1公里，全村辖 14 个自然村 15 个村

民小组，有常住农户 1255 户 4171 人，是一个以汉族、傣族、拉祜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

村，有汉族 668 户 2457 人，傣族 289 户 841 人，拉祜族 255 户 774 人、布朗族 28 户

58 人，佤族 15 户 41 人。全村国土面积 24.37 平方公里。目前，城子村委会共有茶叶

面积 4016 亩，可采摘面积 3625 亩，其中古茶树（60 年）1919 亩 50854 株。2021 年，

干毛茶产量 357 吨，产值 584 万元，平均亩产 98.5 公斤，亩产值 0.164 万元，均价为

16.4 元/公斤。2022 年，干毛茶产量预计 411 吨，产值预计 678 万元，平均亩产预计 114

公斤，亩产值预计 0.187 万元，均价为预计 16.4 元/公斤。

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春县大兴镇牛弄村

调查主题：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实践中哈尼族村落历史文化变迁调查

带队教师：郭飞平 颜克成 王嘉淳

牛弄村民小组隶属红河州绿春县大兴镇迷克村委会，全村有 76 户 342 人，辖 1 个

支部 16 名党员。有耕地 211 亩、

林地 640 亩，山恋环绕，风景秀

丽。改村区位优势突出，距县城

15 公里，距离一号桥特色产业园

区 2公里，距勐绿高速只有 10 分

钟路程，驱车半小时即可到达县

城区。境内自然条件好，“森林

一茶地一村庄一梯田一水系”生

态体系健全，周边林木茂密，生

物种类繁多，植物药材丰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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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亩连片茶叶，家家种植果蔬，民族风情浓厚，党组织坚强有力，民族团结进步，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素有“生态鸟”之称的白鹭鸶也安居于此，把牛弄村造就成为一个“天

然氧吧”。

2022 年牛弄村被列入

“党建引领、六村同创”乡

村振兴示范村，紧紧围绕基

层党建、产业振兴、民族团

结、平安和谐、文明新风、

生态宜居“六位一体”，通

过“保护、修复、改造、新

建”四种策略，建设了村巷

文化、民俗广场、儿童娱乐、

小菜园小花园、文化墙、村史馆、红色基地等一批基础设施。

近几年来，牛弄村形成了多元化产业振兴模式。一是依托乡村振兴“一县一业”茶

叶发展思路，通过茶园改造，提升产值产量，促群众增收；二是科学规划，发展养殖业，

实现创收；三是探索发展刺头苞、树头菜、香椿、小米辣、稻田鱼、莪术种植等短平快

产业，力促群众增收；四是依托牛弄村“六村同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契机，着力打

造茶叶、旅游、文化、民族为一体的美丽乡村，实现牛弄村产业兴旺，文化旅游活村，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五是积极响应“开展院坝协商，建设文明村寨”行动。按照“有事

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协商要求。协出共识、商出成果，不断激活“N+”

基层协商活力。积极探索“N＋”乡村治理模式，助力基层治理促进乡风文明。

三、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尚勇镇

调查主题：乡村振兴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带队教师：高登荣 巴丹

尚勇镇位于勐腊县东南部，北纬 21°10′-21°26′、东经 101°27′-101°41′。

镇政府办公地距县政府所在地 51 公里。尚勇镇东与老挝接壤，南与磨憨边境贸易区相

连，西邻勐满镇，北与毗邻勐腊镇。东与老挝接壤，国境线长 174 千米；南与磨憨边境

https://upimg.baike.so.com/doc/2786309-29409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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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区相连，西邻勐满镇，

北接勐腊镇。尚勇镇辖区面

积 803 平方公里，以傣族为

主，汉族约占总人口的 18%，

傣族约占总人口的 41%，哈

尼族约占总人口的 13%。辖

磨憨、尚勇、尚冈、曼庄、

磨龙、龙门 6个行政村，66

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 2581

户，乡村人口 12423 人，其

中：农业人口 12412 人，劳

动力 7572 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 7401 人。镇政府驻尚勇，距县城 51 千米。境内

有保存完整的热带原始森林，森林覆盖率 87%，珍稀动植物品种多，矿产资源和水力资

源极为丰富。是我国重要口岸。曼庄-磨憨公路连接县城，并通老挝。是自治州与老挝

的陆上通道。盐矿采盐历史悠久，运销老挝。

尚勇镇属于半山区

地类，多种经济并存，以

傣族、哈尼族、瑶族、拉

祜族等多种民族和谐相

处的综合乡镇，世居民族

主要以傣族为主。傣族一

年之中有三个重大节日，

即“傣历新年”(又名：

泼水节)、“关门节”和

“开门节”。关门节傣语叫“豪瓦萨”，时间在每年傣历九月十五日(阳历七月中旬)，

开门节傣语叫“翁瓦萨”，时间在傣历十二月十五日(阳历十月中旬)。从关门节到开门

节的三个月，是傣族的关门时间，是佛教节日集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许婚嫁。在

关门节和开门节这两天时间里，各村寨傣家人民都要去佛寺兴行盛大的“赕佛”活动。

向佛爷佛像奉献美味食物、鲜花和钱币。在佛爷佛像面前经、滴水以求今身平安幸福，

来身能过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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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春县戈奎乡虾巴村

调查主题：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创新实践调查

带队教师：丁桂芳 李萌

“虾巴”，哈尼语意思为荒

田，村寨建在荒田上故取名为“虾

巴”。虾巴村隶属于红河州绿春县

戈奎乡埃倮村委会，村庄地处高寒

山区，距离村委会 12 公里，距离

镇政府 31 公里，国土面积 0.91

平方公里，海拔 1820 米，年平均

气温 16℃，年降水量 1756 毫米，

适宜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有

耕地 147.82 亩，其中人均耕地

1.23 亩；有林地 2013.5 亩。全村辖 1个村民小组，有农户 24 户，有乡村人口 149 人，

全部为哈尼族。其中农业人口 149 人，劳动力 80 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 80 人，农

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主。

2016 年以来上海市长宁区结

对帮扶红河州绿春县，累计投入 1

亿元帮扶资金用于绿春县基础设

施建设。双方围绕项目实施、巩固

提升等工作共同努力，坚持上海所

能、绿春所需，全力推动沪滇东西

部协作向纵深发展。在长宁区的帮

扶下，虾巴村聚焦生态定位，做实

“绿色”经济，持续发挥境内绿水

青山、生态优美的环境优势，着力

做大做强本土茶叶产业，打响“绿色食品牌”的实践。目前种植茶叶 250 余亩，为了提

升群众收入，乡党委政府引导村民建立茶叶园，为群众提供技术指导，进一步对茶叶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1%E5%A7%94%E4%BC%9A/61380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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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提质增效，巩固壮大传统产业，以提面貌、兴产业为引领，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步伐，

从打造特色村庄、村庄清洁行动等方面着手，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五、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户撒阿昌族乡

调查主题：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与稳边固边兴边现状调查

带队教师：张力尹 李兴福

陇川，傣语称“勐

宛”，意为太阳照耀的

地方。隶属云南省德宏

州，位于中国西南边陲，

与缅甸山水相连，阡陌

相连，是中国西南边陲

的最端。境内少数民族

主要有景颇族、傣族、

阿昌族、傈僳族、德昂

族和回族，为中国景颇族和阿昌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县。户撒阿昌族乡位于陇川县西北部，

是一个以阿昌族为主体的民族乡，也是全国最大的阿昌族聚居地，全乡辖11个村民委员

会，136个村民小组，居民依山环坝而居。东与清平乡、城子镇毗邻，南与陇把镇接壤，

西与缅甸联邦相邻，北与盈江县弄璋镇为界。国境线长 4.35公里，是一个风光秀丽、

景色迷人的边陲宝地，享有“佛祖花园”“宝刀之乡”等美誉。

本次暑期班调查主

要围绕“现代化边境幸

福村建设与稳边、固边、

兴边现状调查研究”展

开。2022年，在现代化

边境小康村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的基础上，云南

提出推动现代化边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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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村建设向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迈进，力争将374个沿边行政村初步建成“基础牢、产

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的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本次调研力求收集、

整理并分析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实例，并从中挖掘出具有启发

性的发展路径与方法。

六、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八宝河野村

调查主题：乡村振兴视域下边疆少数民族村落农旅融合发展

带队教师：吴晓琳 黄晓赢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广南县八宝镇以八宝

米这一农产品品牌闻

名，同时其优良的生态

条件与水乡自然风光促

成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

条件。八宝镇地处广南

县东南部，距富宁站高

铁站26 公里，行政区域面积569平方千米，户籍人口83790 人，壮族与苗族是人口构成

的主要部分。八宝镇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雨量丰沛，热量充足；境内山脉呈东西

走向，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地形山地、丘陵、盆底、河谷兼有；境内最大河流为

八宝河，从东至西流经河野村、牙龙村、牙英村、江中村、对河村、八甲村、八宝、田

房村、三腊村，全长26.5 千米，流域面积167 平方千米。基于良好的气候和水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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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镇的生计模式主要以农作物种植为主，其中水稻产量高达12311 吨，八宝米作为其

优特农产品享誉云南。另一方面，基于八宝河所衍生的水乡景观、稻田景观、壮乡人文

景观，于1998 年经云南省政府批准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八宝镇全镇打造八宝乡村

振兴示范园（田园综合体）项目，综合体定位为“国家级八宝米田园综合体示范区”，

乡镇下辖村寨践行“一村一品”规划，以一河（八宝河）、两瀑（三腊瀑布、戈丰瀑布）、

五古（古崖画、古人类遗址、古文字、古文物、古桥）等多个大小景点共同构成整个八

宝水乡田园综合体景区。

河野村位于八宝河上游，是八宝河流经的第一个村落，距离八宝镇县城10公里。村

内共有300 多户人口，均为壮族。河野村早期的生计模式以水稻等农作物种植为主，随

着旅游产业在地化发展，多元经营主体在河野村汇聚，例如外来资本经营主体、由村集

体组织成立的经营主体、村民回流后成立的个体经营主体（民宿、餐饮）、一直驻守村

庄的村民所成立的个体经营主体（划船），这使得河野村的生计变迁呈现出复杂情态。

另一方面，除了旅游也的多元主体汇聚之外，在农业方面也表现出土地承包、政府主导

的八宝米培育示范田建设、小农户农耕的交错情况。河野村的旅游规划主要经过了两个

阶段的变迁，第一阶段从2018 年起，在广南世界稻作文化旅游节的影响下，河野村启

动“七彩村庄•人在画中行”项目，引入绘声彩绘工作室协助开发，在村子的房屋墙体、

树皮等物体上作画，意图打造彩绘村。第二阶段从2023年起，将河野村旅游建设融入至

整个八宝镇田园综合体项目中，践行一村一品，建设八宝米培育示范田，促进农旅融合，

并由政府主导进行房屋风貌改造，将原来的墙体彩绘统一改造为印有壮族铜鼓图案的白

色墙体。在第二阶段，河野村的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程度加深，村内的游客服务中心处

于建设中并开发了较多的旅游项目，例如划船、民宿、餐饮等，更多村民从外地回流，

逐步参与到旅游开发之中。除了村民参与农旅融合开发外，河野村还引入了外来资本，

村内负责旅游建设的公司为成都环美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房屋风貌改造以及道路硬

化的施工队为文山施工队。

七、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巨甸镇巨甸村

调查主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乡村振兴

带队教师：彭泽军 张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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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市玉龙县巨甸镇，位

于金沙江畔，最早在隋唐时期

即见诸于史书，是一个历史沿

革近千年的古镇，也是蒙古大

军西路军“元跨革囊”之地与

“花马国”故地。全镇下辖8

个村委会，120个村民小组，总

人口22460人(不含集镇流动人

口)。纳西、藏、傈僳、普米、

蒙古、白、彝、汉等民族在此

交往频繁，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纳西族谷气调、纳西族勒巴舞、藏族勒巴舞、汉族江

边调、汉族麒麟舞等多种传统民族文化形式一直流传。全镇呈现“五河一江夹一坝，坝

区、山区、半山区为一体”的特殊地理特点，是丽江有名的“鱼米之乡”。巨甸坝子面

积近6平方千米，是金沙江上下游五百千米内最大的坝子，属金沙江干热河谷气候，是

水稻、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的种植区。山区、半山区区域则主要种植烤烟、中药材等

作物。镇域农村经济蓬勃兴盛，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兴市场主体发展具有典型性。

历史上，巨甸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马帮商贾云集。近期，举办了首届

巨甸乡村商贸文化旅游艺术节暨金沙江江边地区农特产品展销会、“乡村拍客拍巨甸”

线上宣传推介视频展播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效益。目前，巨甸集镇

已成为丽江市农村地区最繁华的乡镇集镇和丽江市西部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有效辐射

带动周边乡镇十余万人口，是观察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结构的理想地点。

巨甸村地处巨甸镇

中东部，距镇政府所在

地0.5公里。辖18个村民

小组，其中有属于中国

传统村落的拉市坝自然

村。面积13.79平方公

里，有耕地总面积3011

亩、林地9349.5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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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有农户946户，乡村人口3360人，其中农业人口3360人，劳动力2461人，以第一产业

为主。目前，巨甸村正依托优越地理区位、丰富自然资源、良好生态环境、多彩民族文

化与浓厚商业氛围等优势，竭力实现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八、曲靖市罗平县板桥镇

调查主题：沪滇东西部协作背景下乡村振兴调查

带队教师：欧阳洁 陶迪

板桥镇，隶属云南

省曲靖市罗平县，地处

罗平县东部，东与钟山

乡相邻，南与旧屋基彝

族乡接壤，西南与大水

井乡、罗雄镇相连，西

北与九龙镇毗邻，北与

长底布依族乡为邻。全

镇行政区域总面积

181.88平方千米。截至2019年末，板桥镇户籍人口为56358人。曲靖市罗平县板桥镇发

挥独特区位优势、挖掘特色资源，坚持农民的村庄农民建设、农民经营、农民享受，以

壮大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推动“云上花乡”乡村振兴示范

园建设。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沪滇两地携手并肩，如期打赢了脱贫攻

坚战。2021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两地紧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任务，实现“十四五”沪滇协作工作良好开局。2022年，两地共建更加紧密，年度协

作协议、计划指标全面完成，产业、教育、医疗等协作持续加强，沪滇协作向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更广空间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沪滇两地着眼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强战略协同，继续坚持把东西部协作作为加强区域合

作、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两地合作

续写新篇章，实现“山海共赢”。



11

在东西协作框架下，曲靖市与上海市宝山区建立对口帮扶关系，重点围绕政府援助、

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才支持等主要协作方式，涌现出各具特色的帮扶模式。立足云

南资源、区位、开放等综合优势，依托上海科技、信息、企业等优势，双方选取特色种

植养殖、生物医药、文旅康养等一批主导产业重点发展。自2017年宝山与曲靖开展结对

帮扶以来，上海市、宝山区共投入曲靖对口帮扶财政资金11.971亿元，累计建设项目448

个。2022年投入资金2.499亿元。相继助力罗平县、师宗县、富源县、宣威市、会泽县

脱贫摘帽。自2021年起，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宝山加大扶持

资金力度，聚焦人才培训，努力探索产业合作、劳务协作的新途径、新模式，不断扩大

社会各界参与对口帮扶工作，真正形成从“大扶贫”到“助力乡村振兴”新格局。

本次调查基于此背景，以宝山区对口帮扶的云南罗平县板桥镇为调研目的地，重点

关注罗平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振兴与乡村振兴模式，采用多点调查方式，重点关注云南

曲靖的“百千万工程”与罗平“互联网+农文旅”特色民族村寨的田野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