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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加强我省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中心首席专家、齐齐哈尔大学伊全胜教授等指出，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支持各民族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要求，针对我省少数

民族村落发展现状，应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高

质量发展，积极探索少数民族乡村振兴新途径，促进民族村落实现

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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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省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现状与问题

我省共有 63 个民族乡，730 个民族村，常住少数民族人口 137
万，约占总人口的 3.6% ，少数民族分布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特点。
我省少数民族村落在实现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部分少
数民族村落推进乡村振兴中依然存在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迟缓、
农业科学技术应用滞后、农业农村发展资金投入不足、乡村社会治
理信息化水平不高、农业农村发展优秀人才短缺等问题。

二、我省少数民族乡村发展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的可行性

一是群众基础牢固。通过调查问卷、走访显示，尽管大多数少
数民族村落农民观念相对保守落后，但对参与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均表现出浓厚兴趣，发展少数民族村落新型村级集体经济有较好
的群众基础。

二是经济合作组织助力凸显。我省“十四五”规划强调着力发
展新型村级集体经济，调动农民积极性创办农民合作社、经营家庭
农场等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经营主体，补齐农业专业化、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的短板弱项，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为
少数民族村落发展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提供了行动指南。现有合
作经济组织为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股权
确认、股权分配，股份分红均有较成熟范例可供借鉴。

三是党组织引领力强。少数民族村落党组织可引领新型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少数民族村“两委”作用发挥好的村，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快，大多有望转型为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即社区股份合作
社）。反之，集体经济组织实力相对较弱，解决乡村基础设施、改
善村居环境、提高村民生活水平能力也不够强。

三、对策建议

一是借鉴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于
西安市蓝田县董家岭村提出的 51：49 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借
鉴国有企业股份划分经验，在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土
地以公有为主，非集体所有为辅”的新土地集体公有制，将农地产
权按集体占 51%、农民占 49% 的比例分配后再进行市场流转，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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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董家岭村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我省新型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赋予少数民族农民集体股权，增加少数民族农民财产
收入，探索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并投入试点，创新推动乡村振兴。

二是加强农业科学技术应用。我省是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主要以生产水稻、玉米、大豆、马铃薯等农作物，相比省内经济较
发达地区，我省少数民族村落农业生产仍然存在较多科学技术瓶颈，
只有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从种植、培育、防御等全方位提升农业发
展质量，通过引进实用科学技术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生产体系，
才能更高更快地促进农民产业向前发展，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少数
民族村落乡村振兴。可采用现代科学育苗技术，把控农业生产第一
环节。普及推广农业微生物菌肥使用，引进免耕覆秸精量播种机，
运用先进农业耕作设备使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引进无人驾驶自动导
航低空低量施药飞机，积极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治技术。

三是提升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建立“互联网＋少数民族村落
社会治理”治理模式，打造少数民族村落综合社会治理信息服务平
台。通过服务群众 QQ 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网络平台等，实
现少数民族村落社会治理及农产品销售的现代化、科学化。

四是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在全省少数民族村落加强信息技术培
训，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尤其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基层干部信息
化技能的专门培训。利用农业职业院校有针对性地培养农业合作社
人才；邀请农业理论专家深入农户，使农民了解掌握更多国家涉农
政策；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平台培养合作社人才。

五是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结合边境少数民族传统习俗，有
针对性地发展民族地区产业，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各民族思想、文
化、经济多向互动。同时，将边疆民族事务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依
法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合法权益，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在保障边境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向好发展同时，打造生态改善、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边疆稳定的良好局面，进而实现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全方位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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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省重点培育智库—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中心首席专家、齐齐哈尔大学伊全胜教授、陈桂芝教授；

智库专家、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院唐守祥教授）

请将领导同志的批示反馈编辑部 联系电话：0451-53635257

报： 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同志， 

省委副秘书长，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各市（地）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送： 中宣部办公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省新型智库建设指导协

调委员会成员单位、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省有关厅局及高校、各

市（地）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省重点培育智库负责同志，省委办公

厅信息处、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处，省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各处室

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社科工作办编 共印 5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