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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李会芳  袁圣博  白 萍  邓 路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地区，

陆 地 边 境 线 长 度 达 到 全 国 的

1/4，与境外 8 个周边国家国土

交界相连，北疆阿勒泰地区、塔

城地区、伊犁州、博州主要与蒙

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

交界，南疆阿克苏地区、克州、

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主要与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

汗、巴基斯坦、印度五国交界，

边境县市担负着强边固防、维护

国家安全、增进民族团结进步的

重要职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边

境地区乡村建设，通过“兴边富

民行动”等项目，不断加大对边

境地区乡村支持，边境地区乡村

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善。然而，边

境地区的乡村多处于高寒山区、

沙漠边缘等自然环境恶劣的区

域，由于历史、地理、自然原

因，边境地区乡村生态环境脆

弱、经济实力薄弱、基础设施滞

后，发展不平衡、乡村衰落问题

逐渐突出。因此，探讨边境地区

乡村振兴实践研究，推动边境地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提出的着眼于解决我国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重大举措，擘画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推动新疆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既是巩固国防安全、

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也是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凝聚力的需要，更是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改善

民生的需要。本研究针对新疆边境乡村面临的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滞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偏

低、人才队伍建设困难较多等现实困境，提出了推动边境地区乡村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大边境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边境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边境地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边境乡村文化振兴、以

党建引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针对性措施，以期为新疆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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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乡村全面振兴，是解决新疆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新疆农

业农村振兴发展、维护祖国主权

完整的必然选择。

一、新疆边境地区推进乡

村振兴的必要性

新疆边境县市充分发挥着

国家安全屏障作用，一直处于国

家反渗透、反分裂前沿。由于边

境地区乡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

社会发展滞后、边民生产生活条

件相对艰苦，人口吸引力不足，

边境村落外出上学、务工人员逐

年增多，边境乡村出现了凋零趋

势。推进边境县市乡村全面振兴

发展，改善边境乡村广大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吸引劳动力和

人才参与边境县市建设，激发边

境乡村人民守边固边、维护国家

主权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是民心

所向、发展所需。边境乡村少数

民族分布较为集中，推进实施边

境地区乡村振兴，是促进边境民

族团结，增强边境乡村各族人民

群众对党和国家情感、凝聚党心

民心的现实选择。边境乡村长期

以传统畜牧业、农业为支柱产

业，生产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单

一，农牧业初级产品多，精深加

工少，加工转化率不高，农业、

畜牧业供给质量和综合效益需要

大幅提高。推进边境地区乡村振

兴，是提高边境乡村农业农村发

展水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激发边境乡村自我发展能力的需

要。

二、新疆边境地区乡村振

兴研究进展

目前，国内对乡村振兴研

究成果颇丰，而针对边境地区乡

村振兴路径选择的研究还有很大

空间。曹昶辉（2018）指出边疆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在产业

发展、生态建设、人才队伍建设

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阻碍

因素，建议从改善社会风气、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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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农村产业、繁荣边疆民族文

化、健全环境保护机制等方面加

以应对。徐俊六提出（2020）推

进边境地区乡村振兴，要从推进

不同民族间族际整合、促进各民

族和谐，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升

级等多方面入手。浦永（2020）

指出解决边境地区农村发展缓

慢、实现乡村振兴要选择多种途

径，如整合边境治理资源、强化

基层治理能力、加快新型城镇

化建设、促进人口增长等。韩

俊（2017）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刘合光（2018）指出踏

准乡村振兴战略路径，必须在深

化农村改革、加速产业发展、强

化科技引领、培育乡村人才等方

面着力推动。本文将在乡村振兴

战略发展背景下，结合新疆边境

地区特有的发展基础，对新疆边

境地区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提出

新疆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路

径选择。

三、新疆边境地区乡村振

兴的问题与困境

（一）经济基础薄弱

新疆边境乡村长期以传统

畜牧业、农业为主，生产方式粗

放、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社会和

产业发展水平偏低。农牧业仍处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产

业化水平亟待提升，边境县市一

产增加值占 GDP 比重 18.73%，

高 于 全 疆 平 均 水 平（13.10%）

6.63 个百分点，呈现一产比重

大、二产占比低、三产占比虚高

的产业结构，多数乡村以林果种

植、牛羊放牧为主 ；第二产业

中，少部分条件好的乡村发展民

族手工业 ；服务业大部分属于批

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

规模和结构迫切需要提升，经济

发展的基础仍然十分薄弱。

（二）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

长期以来，国家和新疆在

边境地区实施了大批基础设施项

目和民生保障项目，但诸多因素

制约下，边境乡村基础设施仍然

不能满足发展需求。一是边境乡

村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繁，在

高原、高寒地区，大风、洪水、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常发生，给

已建成的基础设施维护增加了挑

战。例如饮水工程管道冻裂，山

区乡镇公路经常受到塌方、雨水

冲刷等自然灾害破坏，难以保障

安全畅通。二是部分边境乡村地

处山区，海拔偏高，远离县城，

原材料等人力物力运输困难，基

础设施建设相对于非边境地区成

本高、难度大。三是部分边境乡

村自然村因地形特殊，居民点分

散，导致基础设施无法覆盖，部

分乡村电网线路老化、未通大电

网，部分边境乡村无线通讯信号

差，部分边境乡村饮水水质与水

质标准仍有差距。

（三）新疆边境乡村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较低

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需要

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方面，校

舍及教学设施不足，双语师资力

量不能满足教学需要 ；职业教育

方面，面临高学历教师、高素质

人才缺乏等问题。卫生医疗方

面，乡镇卫生院专业技术人才短

缺、全科医生少，村镇医院现代

化医疗设备不足，医疗公共服务

半径大，服务质量水平偏低。劳

动力培训能力不能满足需求，边

境县市群众就业面窄、就业渠道

还不够畅通。农牧民就业和技能

培训不足，缺少相应的技能培训

场地和技术人才，文化素质普遍

偏低，外出务工受劳动技能制

约，竞争力较弱。

（四）新疆边境乡村人才队伍

建设困难较多

边境乡村条件艰苦，年轻人

外出后受城市文化、生活影响，

不愿返乡，诸多因素造成边境乡

村人才外流多、引进少，后备干

部、专业技术人才缺失。除人才

队伍总量相对不足外，结构性问

题也较为明显，高层次人才严重

匮 乏， 科 技、 教 育、 文 化、 卫

生、金融、跨境旅游、外贸经济

等技术领域短缺问题凸显，不能

满足边境乡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教育、健康、科技、文化等需

求。

四、推进新疆边境地区乡

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针对新疆边境地区乡村振兴

面临的实际困难，探索其实现乡

村振兴的多元路径，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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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边境地区乡村产业发展，进

一步加大边境地区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边境地区乡村公共服

务水平，加快边境地区人才队伍

建设，推动边境地区加快实现乡

村振兴。

（一）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新疆边境地区受自然条件

和区域影响，产业发展的局限性

较大，但也有其自身优势。新疆

边境地区产业发展应依托其特殊

区位、自然风貌、民族风情、对

外开放等特点，以农牧业现代化

为核心，以口岸经济、边境旅

游、民族手工业为配套驱动力，

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支撑格局。农

牧业是边境地区广大乡村的支柱

产业，实现边境地区乡村振兴，

首先要振兴边境地区乡村农牧业

发展。要加大对边境地区乡村农

牧业的支持力度，兴边富民行

动、乡村振兴等项目及有关资金

应首先考虑向边境地区倾斜。切

实落实国家和新疆自治区关于支

持农村发展和边境地区发展的土

地、税收、金融政策，确保边境

乡村产业发展资金支持。大幅提

高边境乡村农牧业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支持边境地区乡村农

牧业适度规模经营，积极培育农

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引导边境

地区乡村发展“企业 + 合作社 +

农牧户”农牧业发展模式，推动

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利益

与农牧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对于

地处开放前沿并拥有国家陆路口

岸的边境地区乡村，可借助区域

优势，积极发展口岸经济和对外

贸易，带动乡村振兴发展。依托

边境地区特殊的自然风貌、民俗

风情、区域位置，引导边境地区

发展边境旅游、跨境旅游，带动

边境乡村第三产业发展。

（二）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

建设支撑能力

进一步提高新疆边境地区

的投资补助标准，为推动边境乡

村振兴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完善

能够带动边境地区县乡发展的铁

路、公路、航空等快速交通网络

体系建设，启动一批旅游景区、

矿产资源、农产品运输等公路建

设。加强新疆边境村镇农村公路

建设，推动农村公路改造、升

级，加大农村公路养护力度，提

高农村公路的技术等级，提升通

行能力，为边境村民生产生活提

供基础保障。加大新疆边境地区

大中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切实解决部分多年运行灌区的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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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渗漏和配套建筑物不足的问

题，发展高效节水工程，提高大

中型灌区等水利设施的运行能

力，提升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加强抵边村庄规划，开展边境乡

村一体化规划设计与综合整治，

建设风貌独特的美丽边村，提升

抵边乡村宜居水平。

（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

自治区不断加大对新疆边境地区

的建设力度，各个领域相关项目

的实施，使新疆边境地区乡村公

共服务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但

由于边境地区人口稀少、居民点

分散等特性，仍与非沿边乡村的

公共服务水平有着明显差异。在

推进新疆边境地区乡村公共服务

建设过程中，需结合边境地区特

性，加大边境地区资金支持力

度，不断缩小边境地区财政收支

缺口，在边境地区乡村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发展各类

教育，在各类学校校舍、设施设

备配置等方面给予边境地区乡村

特殊支持，确保边境地区乡村义

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

进，让边境地区适龄学生同全国

其他地区学生一样享受优质基础

教育资源。加快完善覆盖乡、村

两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重点推

进乡镇及村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建设，提高村医工资待

遇。加大边境地区乡镇职业培训

场所建设和设施配备，加强边民

实用技能培训、“两后生”职业

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增

强边民就业技能和创业致富能力。

（四）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根据新疆边境地区乡村需

求，强化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要

建立一批农村实用人才实训基

地，采取举办培训班、专家讲

座、现场教学等多种方式，培养

乡村的创业能人、技术能人，提

高乡村人才比重。鼓励引导教

育、卫生技术人员下沉基层，着

力解决专业技术人员紧缺的问

题。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全面落

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建立城乡

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

鼓励和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

设。加强边境地区乡村干部人

才队伍建设，整体提高边境县

（市）干部工资待遇水平，鼓励

广大干部在艰苦条件下安心守边

固边兴边。在人才引进、干部周

转房建设、提高人才待遇补助、

教育培训机会等工作及生活保障

方面，加大对边境乡村的支持保

障力度。

（五）推动边境乡村文化振兴

欧阳雪梅（2018）指出，当

前，我国乡村的乡土文化和乡风

文明，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衰败现

象，文化产品供给也不够充足。

新疆边境地区乡村的文化振兴要

注重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和意识形

态领域建设，引导边境地区群众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

边境乡村塑造健康文明的乡土文

化，促进乡风文明。推动公共文

化资源向边境乡村倾斜，强化边

境乡村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

设施配备，激发乡村文化创新活

力，提升农牧民精神风貌。依托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引导边

境乡村开展形式多样、积极健康

的民俗文化活动和传统节日庆祝

活动，促进边境乡村各族群众感

悟中华文化。在边境地区举办少

数民族为主体的赛事活动和节庆

活动，激发边境各族群众爱祖国

爱新疆的美好情感，进一步培养

健康文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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