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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宁民族地区返贫风险调查及“阻断”策略研究
姚庆荣  张铃玲

一、研究缘起及问题的

提出

2020 年我国彻底消除了绝对

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全国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

部退出。目前，我国正处于巩固

脱贫攻 坚 成 果、防止贫困户返

贫、解决相对贫困的关键时期。

甘青宁民族地区曾是我国深度贫

困集中区，也是少数民族主要聚

居区。由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和

抗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该地区

的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依然面临

返贫和致贫的潜在风险。因此，

在巩固脱贫攻坚战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如何阻断返

贫风险是当前各级政府最现实和

最紧迫的任务。

本研究重点选取甘青宁部

分建档立卡户为研究对象，通过

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等方式考

察该地区返贫风险现状，在对基

本特征和发生机制进行全面掌握

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层

摘  要 ：本研究重点选取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青海省乐都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的部分

建档立卡户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等方式考察该地区返贫风险状况。在全面掌握和深

刻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提出“阻断”甘青宁民族地区返贫风险治理策略和破

解方案，以期为其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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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社会层面以及个人层面提出

“阻断”甘青宁民族地区贫困代

际传递的治理策略和破解方案，

以期为其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

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科学依

据和政策参考。

二、样本总体概况及数据

采集

（一）样本总体概况

甘青宁三省（区）位于我国

西北部， 当地自然环境相 对恶

劣，整 体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

后。当地分布着 56 个民族，其

中有 10 个民族人数总量已经超

过了2000 人，比如回族、哈萨克

族、东乡族等，不同的民族构成

了不同的聚居区。就分布详情来

看，宁夏、甘肃和青海回族所占

比 重 分 别 达 41%、20%、17% ；

藏族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 ：青海

约有 80%，甘肃约有 20%。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基于研究策略考虑，本文抽

取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青

海省的乐都县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的固原市为调研样本。之所以如

此选择，其因主要在于这三地与

其它地方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

性，具有典型代表性。其调研对

象主要是该地区的区域性脱贫状

况和所属建档立卡户中（子辈、

父辈和祖辈）三代人的返贫风险。

三、甘青宁民族地区返贫

风险现状考察

在中国西 部 12 个 省（ 自治

区 / 直辖市）中，甘青宁三省在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等方面

具 有相似性和典型性。就甘肃

而言，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占全省

总人口的 9.43%，共计 241.05 万

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少数民

族的人口数量为 245.99万，占比为

36.89%。在青海，有 46.98% 的人

口属于少数民族，共计 264.3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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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片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多，

易返贫人群占比大，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难度高。

（一）甘肃省临夏州脱贫攻

坚现状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青

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地

形复杂，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受

到国家重点扶持。这些年，临夏

州委、州政府通过采取优化基础

设 施、促 进产业 发展、科 技扶

贫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当地生产

总值不断上升，旅游业发展成效

显著，农民增渠道拓宽，食品以

及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加工业

产值以及绿色生态产业增加值大

幅度提高，贫困人口数量持续下

降。2020 年底， 全州实现 全面

脱贫。

（二）青海省乐都区脱贫攻

坚现状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地处青

海省东北部，区内地形主要为平

原和丘陵，是青海省的主要农业

区。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乐都区分别从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就业扶贫、技能培训、基础

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方

面全方位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在

教育领域 联控联保，严密监 控

学生流失情况，控缀保学 ；在医

疗扶贫 方面，加强配备农村地

区卫生所基础设施，并提出“六

减”“先住院后结算”等农村贫

困人员就医政策，极大地解决了

农村贫困人员看病难、治病难的

问题 ；就业扶贫方面，设置公益

岗、实施技能培训，并通过劳务

输出，逐渐打造“高原电建”“蒲

台水暖工”等劳务品牌。在基础

设施扶贫方面，安全住房、易地

扶贫搬迁等重要政策和扶持资金

等都向深度贫困地区重点倾斜。

2021 年，区内贫困户和贫困村实

现全部脱贫。

（三）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

市脱贫攻坚现状

宁夏固原市处于六盘山山

区， 干旱少雨， 地 表 覆 盖率 较

低，可取生活资源较少，生态体

系脆弱，生存条件、交通条件均

较差，是宁夏唯一一个全域贫困

市， 汇 集了区内 50% 的 贫困人

口，是打赢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这些年，全市在脱贫攻 坚工作

机制上狠下功夫，出台了“四查

四补”方案，动态管理贫困人口

收入、教育、医疗健康、贷款等

方面工作，检测贫困人口收入问

题，预警贫困人口教育、医疗致

贫等重大风险问题，动态帮扶出

现较大致贫风险的贫困人口。截

至 2021 年， 固 原 市 624 个 贫 困

村全部出列，10 万户 39 万贫困人

口脱贫，贫困洼地终于迈向大发

展。 

四、甘青宁民族地区返贫

诱因分析

（一）受教育程度较低

1. 父代教育水平存在代际传

递情况

根据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

据 库（ 简 称“CHNS”）， 子 代 贫

困的可能性与子代学历的高低呈

负相关关系。当子代学历为小学

时，有57.69％的个体为低收入水

平 ；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子代陷

入相对贫困的比例逐渐降低，当

子代学历为研究生时，有 60% 的

个体收入为高收入水平，分别有

6.67%、6.67% 的个 体为低收 入

及较低收入水平。

父代的受教育水平大致与子

代的受教育水平正相关。一般情

况下，拥有较高学历水平父代的

子代受教育水平较高，拥有较低

学历水平父代的子代受教育程度

一 般 较 低。 据 CHNS 数 据， 当

父代的学历为研究生及本科时，

80% 的子代拥有本科以上学历

水平 ；当父代的学历为高中时，

60% 的子代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水

平 ；当父代的学历为初中时，仅

有 20% 的子代拥有本科以上学

历水平 ；当父代的学历为小学及

以下时，仅有不到 10% 的子代拥

有本科以上学历水平。其中，值

得注意的是，当父代的学历为小

学及以下时，其中有 3% 的子代

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水平，这也

体现出部分贫困家庭想通过提高

子代学历走出贫困的想法。

2. 财政教育经费较低

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甘肃

省、青海省、宁夏教育经费逐年

增加，其中甘肃省教育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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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青海省次之，宁夏最少，

与广东等教育经费投入较大的省

（区）相比，甘青宁三省（区）教

育经费投入明显较低。经走访发

现，甘青宁三省（区）农村教育

普遍存在村小学教师资源少、流

动性大，硬件设施差，撤校合并

导致上学路途远等问题。

（二）基础条件薄弱

临夏州、固原市、海东区均

地处中国西北内陆，水土流失面

积大，土地沙漠化严重，森 林

覆盖率低，农村居民居住环境压

力持续增大，自然灾害频发，且

分布范围较广；耕地资源总量不

足，质量不高，大量优质耕地被

占用 ；水资源总量严重短缺，时

空分布不均衡，开发利用潜力有

限。走访中发现，三地农民拥有

的自然资源较差，大部分田地都

是山地，山地贫瘠、浇水灌溉等

诸多不便，只能“靠天吃饭”，其

山地坡度较大，大部分是 15 度

以上的地，存水不易。由于投入

不足、管理粗放，农作物产量低

而不稳定，形成“广种薄收”传

统耕作方式，加之 农用物资价

格上涨，有时会增产不增收。同

时，群众居住、交通、饮水等条

件差。

（三）因病返贫

走访调研发现，因病返贫是

导致返贫风险出现的主要原因。

由于健康管理的观念意识不强，

农村居民突遇重大健康风险的可

能性较高。同时重大健康风险导

致农村居民突然承受灾难性医疗

支出，严重超出农村家庭的经济

负担能力。农村家庭中，每个家

庭成员都存在一定的劳务付出，

重大灾难性疾病的出现，导致家

庭劳动力缺乏，灾难性医疗支出

加之劳动力缺乏，更加重了农村

家庭的贫困。

（四）因灾返贫

干旱、暴雨洪灾和风灾是农

户主要面临的自然风险。西部地

区山多地少，资源禀赋差，自然

环境较恶劣，是灾害频发地区，

9 成以上的集中连片贫困县遭受

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90% 以上

贫困县重复遭受自然灾害 5 次以

上。甘肃省等地伏旱突出，气温

高，降水少，对农作物灾害影响

严重，其中甘肃省受灾面积是其

他省区的两倍以上。

五、甘青宁民族地区返贫

风险“阻断”对策

（一）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加大农村教育扶贫建设，把

教育扶贫作为阻断返贫风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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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努力实

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

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加

快推进建设内优外联的交通网

络，推动建设“四好农村路”，加

快铺设自然村（组）硬化路。加

快推进农村医疗设施配备建设，

设置专用农村医务人员资金拨款

体系，保证村村都有医疗所，都

有医疗员。加大 对有用农 业技

术、农业营销策略、农业电商、

农业保险等农业技术人员的补

充，全面引导农户生产经营。

（二）加大易地扶贫搬迁推

进力度

易地扶贫搬迁是彻底解决自

然灾害危害地区、自然条件恶劣

地区农村受灾影响的一大有力武

器。对临夏州、固原市受灾严重

的地区及自然条件无法满足农业

经营需要的地区进行易地扶贫搬

迁。做好事前充分调研、事中安

排合理，事后善后妥当。进行登

记造册，根据当地村民意愿以及

受灾严重程度安排搬迁顺序，并

结合搬迁居民意愿及相关地理环

境合理选择迁入地。保障迁入

地的水、电、排污等相关基础设

施配套，让农民“迁得来，落得

下。”甘肃省的兰州新区已有张

家川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案例，

可借鉴经验。

（三）强化宣传，形成教育

合力

充分重视脱贫群众所持有

“教育无用论”观念的危害性，

加大对辍学儿童的引导，对教育

的宣传。加大对医疗保险、农业

经营性保险及“有病及时治”等

观 念的宣传引导。加大依法治

教、依法控辍的执行力度，建立

控辍保学国家信誉体系。法定监

护人不送适龄生入学的，在办理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各项政策

等方面采取制约措施。制定更严

格的措施处罚雇佣适龄儿童的企

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积极构建

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的脱贫学生资助机制，动员鼓励

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捐资助学，

帮助脱贫学生顺利完成义务教育。

（四）加强对留守妇女儿童、

空巢老人的关心和呵护

以政 府为主导， 充分发 挥

村 民自治 组 织 作用， 建 立“ 留

守儿 童 托 管 中心”“ 留 守儿 童

之家”“留守儿童校外辅导站”

等，努力构筑学校、家庭、社会

相结合的教育监 护网络。动员

全镇干部对留守儿童实行“一对

一”的帮扶，联系并教育留守儿

童的父母，通过电话、书信等途

径，及时全面了解孩子的生活、

学习、 成长 情况， 加 强与孩子

的感情沟通。做好留守妇女“两

癌”普查和“两癌”脱贫母亲救

助工作，关注留守妇女的身心健

康。定期组织辖区内的留守妇女

进行刺绣、编织、月嫂、家政等

培训，积极协调解决留守妇女的

就业问题。

（五）逐步建立农村养老制

度，探索推行新的养老模式

加强 老 年日间照料中心建

设，兴办农村养老福利事业，采

用“专业 + 志愿”的模式，为 60

周岁以上的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

料、医疗保健、文体娱乐、精神

慰藉等多项服务，改善留守老人

生活单调问题，减轻他们的寂寞

感。改善村级卫生室医疗设施条

件，加强乡村医生的职业管理和

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水

平和人员整体素质，保证农村留

守老人“病有所治”，减轻留守老

人们生活中的痛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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