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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北方民族大学与中

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参观

红寺堡区移民博物馆

束锡红教授陪同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张翼副所长等一行

在大河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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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乡中心学校食堂

大河村民主管理规范运作流程图 大河村妇女少生快富新面貌

大河村枸杞特色产业 大河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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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节 村落的确定

“百村经济社会调查”项目要求选择的调查地点具有代表性和

典型性，能够充分体现当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红寺

堡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

计划和自治区“双百”扶贫攻坚计划，为从根本上解决宁夏南部山

区贫困群众脱贫问题建设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宁夏扶贫扬黄

灌溉工程的主战场。作为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区，红寺堡区与其他

地区相比，有着很强的特殊性，其开发建设历程、发展现状及未来

走向关乎宁夏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而大

河村作为红寺堡区诸多行政村之一，其代表性主要体现在其一般

性上，它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与红寺堡区其他行政村都较

相近，而其典型性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1.生态移民村。大河乡位于红寺堡西北部，是“1236”扬黄灌溉
工程建设的第一乡，大河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1236”工程指挥部
于 199愿年从原固原原州区西吉县和彭阳县首批搬迁的移民试点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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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发展———宁夏红寺堡区大河村生态移民经济社会变迁考察

村，前身为大河村和扬黄村。搬迁后，大河村移民逐步实现了由“解

决温饱”向“脱贫致富”转变，而且在基层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发展、

民族宗教关系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成为红寺堡区的移民典

型村。 先后获得“红旗党支部”“民主法治示范村”“精神文明先进

村”等称号，多名村干部获得全国及自治区等各类荣誉称号。

2.经济贫困村。经过 10多年的发展，至 2012年，大河村农民人
均年收入已接近 4000元，相比搬迁初期的 300元，移民收入水平
实现了量的突破，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但从整体来

看，与红寺堡区及宁夏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村落经济发展水平

不高，农村内部也呈现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贫富差距较大，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利益差别明显。

3.回汉杂居村。大河村是回汉杂居村，经过初期的政策移民后，
陆续有许多人自发迁入。但经过 10多年的发展，民族结构始终未
发生大的改变，截至 2012年，回族人口约占全村人口的 38.84%。宁
夏南部山区是回族集中聚居的地区，回族内部教派门宦众多，历史

上形成的不同教派门宦之间的边界依然存在，以清真寺为中心的

教坊制根深蒂固。移民搬迁后，大河村回民教众主要属于哲赫忍耶

和虎夫耶两个门宦，其中以哲赫忍耶信众居多，每个教派都有自己

的清真寺。所以，大河村的民族宗教关系比较复杂。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目标

一、研究方法

本书参考的文献资料主要由红寺堡区政府、大河乡政府、大河

村村委会等相关部门提供。此外，为保证本书所需数据资料的丰富

性和完整性，我们在一些方面使用网络资料予以补充。本书研究内

容多涉及大河村社会现实的微观领域，因此，除上述文献资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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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还以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利益集团、宗教人士、宗族首领、

普通民众为对象，做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和人物访谈，从政府和民间

两个层面掌握宏观和微观背景资料，以求数据资料的真实、客观、

全面。问卷资料具体收集方式为聘用北方民族大学学生作为调查

员进行入户访问收集。数据资料的分析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

方式。其中，文献资料和访谈资料的分析主要运用定性研究的方

法，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纳；问卷调查数据主要采用定量的统

计分析方法。

本书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

所于 2012年 5月至 2012年 10月组织实施的问卷抽样调查，该调
查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获得有效样本 400个。本调查将大河
村内 18耀69岁的住户人口作为推论总体，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如下
表所示。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类别 比例（豫）
性别

男性 0.64
女性 0.36

民族

汉族 0.47
回族 0.52

其他少数民族 0.01

年龄段

18耀29岁 0.26
30耀39岁 0.31
40耀49岁 0.24
50耀59岁 0.11
60耀69岁 0.08

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 0.37
小学 0.19
初中 0.25

高中及以上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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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发展———宁夏红寺堡区大河村生态移民经济社会变迁考察

二、研究目标

“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大河村）以宁夏农村地区移民社会与经

济发展为切入点，回顾发展历程，总结发展经验，同时，深入探究发

展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进一步完善不足。“大

河村经济社会变迁调查”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一是通过回顾大

河村在基层组织建设、特色优势产业、社会事业、民族宗教关系等

多个方面的发展历程，总结取得的成绩及经验。二是深入发掘大河

村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遇到的困难，充分利用现有

优势条件，针对如何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与

建议。三是根据大河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预测其发展走向，规

划其发展前景。

004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目 录

第一章 大河村的形成与演变 / 001
第一节 扬黄灌溉移民工程与大河村的形成 / 001
第二节 村落的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00缘

第二章 村民自治与基层组织建设 / 0圆猿
第一节 基层组织发展 / 0圆猿
第二节 民主管理建设 / 0猿缘
第三节 村官素质考察 / 0源圆

第三章 村落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 / 0缘圆
第一节 农业经济的历史演变 / 0缘圆
第二节 非农产业的发展 / 0缘远
第三节 特色优势产业的形成 / 0远缘
第四节 大河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调研与思考 / 0愿园

第四章 移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 / 0怨员
第一节 移民的经济状况 / 0怨员
第二节 移民的生活条件 / 园怨愿
第三节 移民的社会身份 / 员园圆

目 录

001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生存与发展———宁夏红寺堡区大河村生态移民经济社会变迁考察

第四节 移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 员园缘
第五章 移民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评价 / 员员远
第一节 移民的社会网络 / 员员远
第二节 移民的社会评价 / 员圆猿

第六章 乡村精英与移民村落发展 / 员猿猿
第一节 乡村政治精英 / 员猿源
第二节 乡村经济精英 / 员源圆
第三节 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发展 / 员源苑

第七章 社会事业的不断进步 / 员缘圆
第一节 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 / 员缘圆
第二节 计划生育服务的完善 / 员远远
第三节 移民的自发流动 / 员愿员
第四节 村级教育的持续发展 / 员怨园

第八章 家庭制度与婚姻观念 / 圆园园
第一节 家庭制度的变迁 / 圆园园
第二节 婚姻文化模式的转变 / 圆园源

第九章 村落文化的变迁 / 圆园怨
第一节 节日习俗 / 圆园怨
第二节 婚嫁习俗 / 圆员猿
第三节 丧葬习俗 / 圆员愿

第十章 民族关系与宗教信仰 / 圆圆猿
第一节 民族关系 / 圆圆源
第二节 宗教信仰与回族伊斯兰教派 / 圆源远

第十一章 移民政策与反贫困行动 / 圆远园
第一节 大河村贫困成因分析 / 圆远园
第二节 移民政策的实施与脱贫致富 / 圆远远

002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http://www.fineprint.cn


目 录

附录一 大河村村规民约 / 圆苑员
附录二 大河村第一届党支部换届选举办法 / 圆苑缘
附录三 大河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五年发展规划 / 圆愿员
附录四 大河乡 2009年党建目标管理责任书 / 圆愿源
附录五 大河村人民调解程序 / 圆愿远
附录六 红寺堡区大河乡 2012年度支部党建工作考核细则 / 圆怨园
附录七 关于在大河村党员干部中开展“一帮一联，双挂双创”

活动的安排 / 圆怨源
附录八 大河村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法规 / 圆怨苑
附录九 “少生快富”工程项目 / 猿园园
附录十 大河乡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 / 猿园圆
附录十一 大河乡 2010年劳务输出目标管理责任书 / 猿园源
附录十二 2010年大河村举办并参与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情况 / 猿园远
附录十三 大河村开展“民主议政日”活动工作实施方案 / 猿园愿

后记 / 猿员园

00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占据宁夏“半壁河山”的西海固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

生态环境恶劣，十年九旱，加上自然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经济社会

发展长期滞后，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素有“苦瘠甲天下”

之称，是全国有名的“三西”贫困地区之一。扬黄灌溉移民工程正是

党中央、国务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为改变宁夏西海固地

区贫困落后的面貌而开创的一条脱贫之路。

第一节 扬黄灌溉移民工程与大河村的形成

宁夏扬黄灌溉移民工程是 圆园世纪 怨园年代立项的国家重点项
目，是党和政府为保障宁夏南部山区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切实改善宁夏南部山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从根本上解决农

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而脱贫致富奔小康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

举措，是宁夏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扶贫项目和目前国内最大的以

扶贫为宗旨的移民项目。大河村是典型的生态移民村，它的形成、

发展与扬黄灌溉移民工程息息相关。

第一章
大河村的形成与演变

第一章 大河村的形成与演变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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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发展———宁夏红寺堡区大河村生态移民经济社会变迁考察

1993年秋，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来宁夏考察，当他了解到宁夏
南部山区群众的生活状况后，立即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

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在有条件的地方搞扬水灌溉，成片移民。

1994年 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受李瑞环主席的委托，带领水
利专家组来宁夏实地考察，并与自治区领导就从根本上改变贫困

地区生存条件等问题进行座谈研究，提出了利用黄河两岸广阔平

坦的干旱荒原，扬黄河之水，建设 200万亩灌溉区，将山区不具备
生存条件的 100万人口迁往灌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构想。
计划建设投资为 30亿元，建设工程为 6年时间，后来把这项工程
简称为“1236”工程。这是一项一劳永逸，解决贫困带上群众温饱和
稳步脱贫致富的富民工程，这是一项让长期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的山区人民从精神和心理上获得新生的希望工程，这更是一项影

响宁夏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民心工程。1995年，国务院批准了宁夏
扶贫扬黄规划，同年 12月，立项并列入了国家“九五”计划，确定开
发 4片扬黄灌溉区，其中，红寺堡为 75万亩。1996年 5月 11日，红
寺堡区扬黄灌溉工程正式开工建设。1998年 12月，自治区党委政
府批准成立了红寺堡生态移民区工委、管委会，全民领导统筹红寺

堡生态移民区移民安置、开发建设工作。

“有水赛江南、无水泪亦干，引黄造绿洲，万民俱开颜。”中共中

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在红寺堡视察时曾赋诗

一首，印证甘甜的黄河水给红寺堡带来的巨变。伴随着红寺堡移民

开发奋进的槌音，在罗山脚下的亘古荒原上，第一批建设者扎起了

帐篷，他们顶风沙，冒酷暑，风餐露宿，向大自然发起了挑战，书写

了一篇壮丽的开发史诗。建设者以“宁可苦自己，绝不误移民”的高

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忘我工作，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完成

了 7个泵站 5条主干渠 116公里支渠的建设任务。红寺堡生态移
民区的主干渠全长 104.4公里，每秒钟可取水 25立方米，从中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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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泵站到红寺堡，穿越了一座又一座的山丘、跨越了一条又一条的

壕沟。1998年 9月，甘甜的黄河水终于流入了沉睡千年的土地，红
寺堡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为了让移民群众能够尽快地发展生产，红寺堡生态移民区坚

持“边开发、边建设”的原则，实施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先后平整土地 50万亩，建设农田配套渠道 1200公里，纵横交错的
渠系网络，就如同分布在红寺堡大地上的血管一样，为红寺堡的开

发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红寺堡的开发建设，党和政府不仅

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在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还在项目上给予

适度倾斜，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李岚清、田纪云、邹家华、回良

玉、盛华仁、白立忱等先后亲临红寺堡视察，指导开发建设工作，自

治区历届党政领导黄璜、毛如柏、陈建国、马启智、王正伟都多次深

入红寺堡生态移民区调查研究，协调解决移民搬迁、开发建设问

题。1999年 1月，中共红寺堡开发区工委正式挂牌成立，主要搬迁
同心、海原、原州、彭阳、西吉、隆德、泾源 7县（区）生活在贫困带上
的贫困户，是全国最大的扶贫移民开发区；2001年，设立红寺堡镇、
大河乡、沙泉乡、白墩乡、买河乡 缘个乡镇，下辖 48个村委会和 2
个居委会；2002年 10月，红寺堡开发区划归吴忠市管辖，辖红寺堡
镇、大河乡、沙泉乡、新庄集乡 3乡 1镇和石炭沟开发区，81个行政
村，是时有人口 16.4万人，形成 2.4平方千米的城市规模；2005年
3月，红寺堡开发区区划整理为 2镇 2乡：红寺堡镇、太阳山镇、大
河乡、南川乡，并对村级组织进行改革，将原来的 94个行政村合并
为 42个；2009年 10月，吴忠市红寺堡区成立，以吴忠市红寺堡镇、
太阳山镇、大河乡、南川乡的行政区域为红寺堡区的行政区域，区

人民政府驻红寺堡镇。

大河村是大河乡的行政村之一，也是大河乡政府驻地。大河乡

位于红寺堡西北部，是“1236”扬黄灌溉工程建设的第一乡和红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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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发展———宁夏红寺堡区大河村生态移民经济社会变迁考察

堡开发区移民搬迁建设第一乡，行政区域面积 560.6平方公里，下
辖 12个行政村。大河乡作为红寺堡开发区开发建设第一乡，为红
寺堡灌区移民搬迁起到了试点带动、积累经验的作用。1998年，由
自治区“1236”指挥部、宁夏南部山区七县和中宁县扬黄工程指挥
部在大河乡试点搬迁麻黄沟、龙坑、大河、扬黄、开元、红河、香园等

愿个村，共计搬迁移民 1697户 8413人，开发耕地 15333亩。1999
年 11月，开发区原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姚建国代表红寺堡开发
区与各迁出县签订了移民接管协议。2000年 5月，大河乡工作委员
会、管理委员会成立后正式接管试点八村。2001年 12月，根据自治
区人民政府宁政函［圆园园员］圆圆怨号文件精神，大河乡人民政府正式成
立。2002年 9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宁政函［圆园园圆］员猿苑号批复，
将石炭沟开发区成建制划归红寺堡开发区管委会管理。2003年 5
月，开发区又先后接管新圈项目区红崖、白路、龙泉、龙兴、新圈 缘
个村，成立红崖乡。2003年，开发区进行第一次行政区划调整，将
红崖乡划归大河乡，2005年 12月，开发区进行第二次行政区划调
整，将石炭沟开发区划归大河乡。2007年、2009年，大河乡又先后
调整成立河西村并接管乌沙塘村，形成了现在大河乡 12个行政
村，区域总面积 560.6平方公里，开发耕地 7.13万亩，搬迁安置宁
夏南部山区 7县和中宁县贫困群众三万多人的规模。大河村是自
治区“1236”工程指挥部于 1998年从原固原原州区西吉县和彭阳
县首批搬迁的移民试点村，前身为大河村和扬黄村，2005年 6月，
红寺堡开发区工委、管委会实行村级组织调整，将两村合并为大

河乡四村，后更名为大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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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村落的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一、红寺堡区

（一）区域概况

从 1998年起，国家在西部地区对一部分生活在自然条件严
酷、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我们称之为“生态移民工程”，通过对生活在不适宜人类生存和发

展地区的贫困人口实施搬迁，达到消除贫困和改善生态的双重目

标。红寺堡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八七”扶贫

攻坚计划和自治区“双百”扶贫攻坚计划，为从根本上解决宁夏南

部山区贫困群众脱贫问题建设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宁夏扶贫

扬黄灌溉工程的主战场，也是全国最大的生态移民扶贫区。1995年
12月，国务院批准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立项，工程规划搬迁安置
宁夏南部山区贫困群众 100万人、配套开发水浇地 200万亩、投资
30亿元、利用 6年时间建设，简称“1236”工程。1997年 12月，经国
家计委批准建设宁夏扶贫扬黄灌溉一期工程，1999年 1月正式开
工建设。2009年 9月 30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吴忠市红寺堡区。
目前，全区已开发水浇地 50万亩，搬迁安置宁夏南部山区海原、西
吉、原州、隆德、彭阳、泾源、同心和中宁八县区贫困群众 20 余万
人，其中回族人口约占 60%。行政区划总面积 2767平方公里，现辖
4个乡镇、55个行政村和 2个城镇社区。
红寺堡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05毅43忆45"耀

106毅42忆50"，北纬 37毅28忆08"耀37毅37忆23"。北临吴忠市利通区和青铜
峡市、灵武市，南至同心县，东至盐池县，西北与中宁县接壤。北距

首府银川市 127公里，南距固原市 220公里，西距甘肃省兰州市
360公里。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交通优势明显。境内盐中高速、福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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