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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型生态移民的实效、问题与对策


———宁夏西海固山区生态移民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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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民生问题和生态问题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宁夏西海固山区陷入了民生与
生态问题的恶性循环。为了使宁夏南部西海固山区的人民尽快摆脱生态环境恶化与民生贫困的两难困境，

国家在宁夏西海固山区实施了生态移民的扶贫政策。西海固山区的生态移民工程在环境治理与保护以及

改善居民生存状态和质量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在移民生产用地落实和生产方

式转变、移民安置资金和生产启动资金以及对移民的后期帮扶和对特别困难移民的经济支持等方面还存在

一些问题，影响了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质量和效果。因此，生态移民工程需要根据地区发展规划统筹安排；

不但需要进一步认真落实相关政策措施，还需要有完善的后续支持，才能保证生态移民的质量及其顺利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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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态移民 （ｅｃｏ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亦称环境移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系指原居住在自然保护
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地区、生态脆弱区以及自然

环境条件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区的

人口，搬离原来的居住地，在另外的地方定居并重

建家园的人口迁移。生态移民是由于迁出区的人

口规模远远超过区域生态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是

生态环境因素所致。生态移民通过将生活在恶劣

环境条件下的居民搬迁到生存条件更好的地区，一

方面可以减轻（或防止）人类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

境的破坏，使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和重建（或保护）；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异地开发，逐步改善贫困人口的

生存状态。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西北部地区的生

态移民工程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如刘学敏

（２００２）认为中国西北部地区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
是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举措，

并根据内蒙地区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过程，分析了

当地生态移民工程产生的积极效果。

生态移民可分为自发型生态移民和政府主导

型生态移民（张力威 等，２００５）。自发型生态移民是
指由于生态环境恶化造成人民生产、生活困难而不

得不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谋生的人口迁移；政府主

导型生态移民是指政府为了保护或恢复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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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地将自然保护区或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人

口迁移出来。本文研究的宁夏西海固山区生态移

民就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生态移民。由于自然环

境恶劣，民生问题和生态问题相互影响和相互制

约，宁夏西海固山区陷入了民生与生态问题的恶性

循环。为了使宁夏南部西海固山区的人民尽快摆

脱生态环境恶化与民生贫困的两难困境，国家在宁

夏西海固山区实施了生态移民的扶贫政策。

对于宁夏西海固山区的生态移民工程，研究者

普遍持肯定的态度，同时也提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

管理问题。如王治业和吴光春（２００３）根据对宁夏
中卫县和中宁县的实地调研资料，认为宁夏西海固

山区生态移民工程在恢复荒漠地区生态环境和发

展地区经济以及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方面有着

明显的效果，同时又提出：生态移民过程中存在资

金支持问题和贫困反弹问题，有必要在移民中加大

资金支持和后续管理；存在移民区水资源匮乏问

题，有必要在移民区引入滴水灌溉技术来解决移民

区农业发展问题。杜慧莹（２０１１）认为解决好相关
农业技术问题是宁夏生态移民过程成功的重要方

面，并且根据宁夏地区特点，从农业技术角度阐述

了宁夏生态移民过程中必须注意和解决的一些农

业技术保障问题。

为了对宁夏西海固山区生态移民现状有更加

深入、客观的了解，我们选择了宁夏地区最为贫困

和干旱的海原和固原山区进行调研，在移民区进行

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走访，与当地村民和政府官员进

行了大量的面对面的座谈，得到了大量的一手资

料。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最重视的是对生态移民工

程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的调查，发现了不少实际

存在的问题，并且就这些问题的产生的原因与解决

对策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能为政府主导型生态移

民的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提供参考。

二、宁夏西海固山区生态移民现状

宁夏西海固山区包括宁夏的原州区、西吉县、

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海原县、同心县、盐池县、

红寺堡区等９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区）以及沙
坡头区、中宁县的山区；国土面积４．３万平方公里，
占全区的６５％；人口２５６．３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４１％，其中回族人口１３３万人，占全区回族人口的
５９．１％，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

西海固山区处于我国半干旱黄土高原向干旱

风沙区过渡的农牧交错地带，生态脆弱，干旱少雨，

土地瘠薄，资源贫乏，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

重；北部干旱少雨，年平均气温 ５～８℃，昼夜温差
大，年均降水量２００～６５０毫米，大气降水、地表水和
地下水量少质差，区域水资源总量２．４３亿立方米，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１３６．５立方米，可利用水资
源总量只有０．７５８亿立方米，为全国最干旱缺水的
地区之一。同时，当地人口快速增长，区域内人口、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协调。截至２００９年
底，该地区ＧＤＰ为１５０．３亿元，占全区的１１．３％；地
方财政收入６．３７亿元，仅占全区的５．９％，财政自
给率仅为６．５％。目前，该地区还有贫困人口近１５０
万人，特别是有３５万人居住在交通偏远、信息闭塞、
外出务工不便、生态失衡、干旱缺水、自然条件极为

严酷、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干旱山区、土石

山区。长期以来，宁夏西海固山区，一方面由于生

态环境恶劣，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难以改善，生存

环境日益恶化；另一方面人们的生产生活又对生态

环境造成了持续性破坏。这里经济水平低，人口压

力大，生态系统十分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们

因缺乏必要的客观物质条件而处于非常贫困的

状态。

为了加快宁夏西海固山区经济建设，帮助当地

人民摆脱贫困，制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宁夏

回族自治区作为国家重点扶贫的省份，在西海固山

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工程。宁夏西海固山

区的生态移民目的是为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将生

态脆弱地区的生态超载人口迁到生态承载能力较

高的农（牧）业区或城镇郊区从事农、牧、农畜产品

加工业，从而在改善当地人们的生活条件的同时，

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创造条件。

１．宁夏西海固山区生态移民工程概述
宁夏西海固山区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主要面对

一些区域内生态环境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恶劣地

区以及地震断裂带和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地质灾

害地区。同时，为了保障移民生活的改善和生计，

移民的迁入地一般选择水土资源比较充足、适宜集

中农业开发的区域，或者选择经济相对发达、就业

容量较大的地区。宁夏西海固山区生态移民扶贫

开发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８３—２０００年的“吊庄移民”阶
段。１９８３年宁夏区党委、区政府制定了“以川济山、

５４

孙燕一，王振洲，刘　懿，崔　丽，韩　瑾：政府主导型生态移民的实效、问题与对策



山川共济”的扶贫开发政策，每家人出一两个劳动

力到引黄灌区有灌溉条件的荒地上开荒种植，同时

在当地建一个简陋的临时栖身的家，一家人在两个

“家”之间跑，像钟摆被吊起来两边摆动一样，所以

被称为“吊庄移民”方式。

第二阶段是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的“易地生态移
民”阶段。该阶段的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区域与扶

贫开发的重点区域相互重合，主要是六盘山水源涵

养林区、重点干旱风沙治理区和水库淹没区。“易

地生态移民”大部分实行整村（自然村）搬迁，目的

是彻底解决影响区域生态环境恢复的根本问题；并

且对迁出农民实行“属地管理”政策，即移民搬迁

后，注销原驻地户口，收回承包土地，使移民能够安

心地在迁入地生活和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的中部干旱带“县
内生态移民”阶段。宁夏中部干旱带涉及 ８个县
（市、区）６４个乡，总面积２．８５万平方千米，总人口
１４３．４万人，分别占宁夏的４３％和２３．８％。这里自
然条件恶劣，干旱缺水，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是贫困

面广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为了摆脱贫困，２００７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通过了《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移民

规划（２００７—２０１５）》，确定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对中部干
旱带同心县、海原县、盐池县等六县不具备生存条

件的５５３个自然村２７．１８万的贫困人口实行县内移
民搬迁，规划总投资４６亿元。

为了搞好生态移民工作，宁夏区政府有关部门

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生态移民的基本政策，包括生态

移民的土地政策、住房政策和支持移民发展生产的

鼓励政策等。宁夏各级政府对经济困难的生态移

民给予了特别的经济支持，还对移民给予了优惠的

生产贷款和相关技术支持，引导和支持生态移民进

行劳务输出和自主创业。同时，政府制定了相关政

策，在生态移民地区的居民进行生态移民搬迁后，

规定与新的定居点的当地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医

疗卫生、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和慈善等社会保障政策。这些都有效地解决了生

态移民的后顾之忧。

２．宁夏西海固山区生态移民工程的成效
从调查结果来看，宁夏西海固山区的生态移民

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通过生态移民工程

的实施，移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都得到了明显

的改善。以固原地区为例：“十二五”期间生态移民

５３４６４户２３２４７５人，占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总
规模的６７．２％；其中县内安置１９２４０户８３１５４人，
县外安置３４２２４户１４９３２１人。２０１１年，固原市计
划移民１６４３２户６８５１８人，占宁夏“十二五”生态
移民总规模的 １９．８％；其中县内移民 ５８９１户
２５１１８人；县外移民１０５４１户４３４００人。

（１）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移民之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恶劣，

生产力低下，生活困难。我们在固原的实地调查过

程中，在蔡川村、官厅村和丰泽村的移民原住地看

到的是长满荒草的土地上零星的有几座麦秸垛，据

当地村民介绍，这一垛的麦子便是一亩地的收成。

由此可以想象干旱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制约是十分

严重的。村民们在原居住地所拥有的土地每户从

几十亩到上百亩不等，大部分农户都种植有小麦和

土豆，其余土地种植胡麻、葵花等作物，还有一些土

地在休耕。种植小麦一般每亩撒２０斤种子，施１０
斤肥料，肥料价格大约在 ２００元／袋。由于气候干
旱，小麦产量低下，大旱的年份甚至收不够种子

的量。

在西海固山区的生态移民工作中，政策给予了

移民生产和生活很大的支持。以固原地区为例：截

止到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３日，固原市内４３个安置点建成
生态移民住房 ４１６７套，完成 ９１．１％；建成围墙
６１３９９米；开发农田４２３８．５亩，建成２座调蓄水池
共２０万立方米，铺设人畜饮水工程管道５３公里；开
展产业技能培训４６２１人次，上岗就业１８１１人；建
成日光温室４９７亩、大中拱棚 ８８９．１亩、养殖圈棚
８８１座；开工建设幼儿园１９６９平方米、小学３０７０
平方米、村级活动场所７１７平方米、活动广场９１００
平方米；架设１０千伏供电线路９．５公里、３８０～２２０
伏供电线路５７．９９公里，安装变压器１２台；建成通
村油路７．６公里，整修主干道及巷道４２．１３公里；建
成农家店２个，新村大门３座；建成垃圾点３２处；完
成安置区绿化１０３．１亩；搬迁生态移民１２７２户共
４５８２人。在县外２２个安置点建成生态移民安置房
５７９７套，完成７３．０％；建成围墙６６９２５米；开发农
田２０５９５亩，置换农田 ７４５亩；开展产业技能培训
１６２９人次，上岗就业１１４人；建成日光温室７４３亩、
大中拱棚９２亩，建成调蓄水池３座３０．６万立方米；
发展特色种植３２２０亩；架设１０千伏线路２２．１３公
里、３８０～２２０伏线路２７．５公里，安装变压器１４台；

６４

孙燕一，王振洲，刘　懿，崔　丽，韩　瑾：政府主导型生态移民的实效、问题与对策



建成通村油路１１．６公里，整修主干道及巷道３３．３２
公里；发放太阳能热水器３９０台；开工建设幼儿园
２６１０平方米、村级活动场所 ３０９４平方米、小学
５４００平方米、活动广场８８９平方米；完成安置区绿
化１７５０亩。同时政策规定，生态移民每户建设 ５４
平方米的住房，政府每户补贴２．５万元，其余由农户
自筹，产权归农户所有①。关于生产用地，固原地区

政策规定，在全区范围内，鼓励支持采取各种措施，

充分挖掘利用现有国有、集体、企业及个人经营的

各类耕地资源，同时，根据水资源条件改造、开发

耕地。

（２）移民的住房条件
在固原的实地调查过程中，在蔡川村、官厅村

和丰泽村，我们走访移民以前居住的村庄时，看到

的是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岌岌可危的房梁用一根柱

子顶着防止房顶塌陷，房子阴暗，没有像样的窗子，

甚至一年四季都采不上阳光。在现在的移民新村，

村民们的房子都是自治区规划局统一规划设计、县

建设局统一施工的砖瓦房，屋顶上的瓦是时下最为

时兴的大红瓦，水和电在搬迁之前都已经配备好，

村民们只要搬进去就立即可以住了。

（３）移民的交通状况
生态移民对于搬迁农户的生活带来最大改观

的是交通，村民从偏远闭塞的山里搬迁到交通相对

方便的移民新村，交通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以

海原红古新村为例，原郑旗乡村民以前如果要从村

里去乡里需要先步行５公里，然后乘坐汽车走近３
公里，如果遇到雨雪恶劣天气，乡村土路就会无法

通行，村庄基本就与外界失去联系，村民的生产生

活会遇到极大困难。现在通过移民工程，移民新村

共建道路８２０７米主干道，这方便了村民之间的交
流。现在海原县红古新村到邻近的同心县城只需

要１５分钟车程，上小学的学生在十分钟内就可以走
到学校，这就大大方便了村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

交通的改善为村民出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也有利

于村民生产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４）移民的用水状况
由于西海固山区属于常年干旱地区，每年的降

雨量很少，村民的饮水主要靠买水解决，买水费用

成为农户家庭重要开支，解决居民用水问题是生态

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调查的村民中，大部

分农户原住地的饮水问题都很突出。他们原来在

原住地的生活用水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一是在

自家水窖收集雨水，二是到村外买水储存在自家水

窖中。

生态移民工程大大改善了搬迁农户的用水状

况。以海原红古新村为例，新村建设为农户们提供

了方便的饮用水。红古新村位于固海七干渠支流

沿岸，用水方便，也降低了村民用水成本。同时，在

饮水设施建设方面，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水窖是

当地农民的储水池，红古新村的农户打水窖用的材

料由政府提供，具体的工程施工由农户自己承担，

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为保证居民的饮水

健康，政府还将水窖饮水改为进行适当净化处理的

自来水，以便更好地保证农户的饮水健康。

（５）移民孩子的教育条件
生态移民前，村民居住于交通极为不便的偏僻

地区，儿童上学极为不便。以海原红古新村为例，

在搬迁前，学龄儿童从他们的居住地到最近的小学

要走５～１０公里，到最近的中学要走１５公里左右。
上小学的孩子要每天早上五点出发，晚上七八点才

能回来，午饭都靠早上带干粮过去；上中学的孩子

则只能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生态移民改善了村

民交通状况，孩子上学不会再走那么远的路，村里

就有新盖的小学，窗明几净；而上中学的孩子则可

以去较近的高崖乡中学。不仅上学近了，而且教学

条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

善了移民们的孩子的教育条件。

三、宁夏西海固山区生态移民存在的问题

目前宁夏西海固山区的生态移民工作取得了

很大成绩，对改善当地民生和改善当地生态环境都

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调

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宁夏西海固山区的生态移

民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生态移民工作的质

量和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

１．移民生产方面的问题
对移民来讲，生产问题是影响他们今后生计的

重要问题，也是影响他们在新的移民地安居乐业的

根本性问题。在这方面，宁夏各级地方政府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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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努力，做出了比较全面的安排，但是的确也存

在一些问题。

（１）生产用地落实问题
根据政府相关政策，在宁夏西海固山区，政府

鼓励支持采取各种措施，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的国

有、集体、企业及个人经营的各类耕地资源，原则上

要安排移民人均１亩水浇地作为其农业生产用地，
同时收回其原承包的土地的使用权。但是在我们

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在生产用地落实方面还存在

一些问题。

在固原的丰泽村，我们访谈了一位赵姓村民，

他今年３８岁，家里一共有４口人：赵姓村民、母亲、
爱人和还在上小学的女儿。在移民前，赵姓村民住

在山区，用水比较困难，有２０亩左右的旱地，生活比
较困难。生态移民后，政府给他落实了５４平方米的
房子以及房前的一块空地作为政府补贴的一亩耕

地，但是这块地实际只有约８分左右。赵姓村民称，
由于自己岁数偏大，没有任何技能，不能外出打工，

目前自己只有不到１亩的补偿地，养活一家很困难。
赵姓村民说假如不能尽快地将政府许诺的地补齐

的话，他宁可回去继续种那缺水的２０亩地。
在海原县的红古新村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移民

生产用地问题。由于每户所分的８亩耕地大部分是
未经修整好的沙石地，高低不平，地力瘠薄，需要一

定时间的平整、熟化过程。因此，目前红古新村的

村民们都没有在新分到的８亩土地上耕种。搬迁之
后该种什么、怎么办，大家还不确定。而土地又是

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不能采取相应措施加快

土地改造、熟化过程，势必造成新的贫困问题。

（２）生产方式转变问题
在移民之前，因为自然条件恶劣，气候干旱，村

民们原来的生产方式十分粗放，基本上是靠天吃

饭。由于气候干旱，土地灌溉基本上靠天；而且当

地土壤贫瘠，种植过小麦或玉米的土地都要休耕一

年，进行轮作，休耕土地上的荒草就成了农户牲畜

的食物来源。

生态移民搬迁到新的居住地后，由于当地自然

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同时土地面积也大为减少，就

要求农户的农业生产方式也要随之改变，由靠天吃

饭的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

生产方式转变，由广种薄收转变为精耕细作，同时

还需要采用节水技术，这些对习惯于粗放农业生产

方式的农民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变。由于目前

移民普遍缺乏新的生产方式的相关种植知识和技

术，在短时期内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移民的生产能

力，不利于其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２．移民中的资金问题
政府主导的生态移民工程必然涉及政府扶持

资金问题，这也是影响移民生活与生产质量的最重

要因素。在这方面，宁夏地方政府做出了很大努

力，但是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

（１）移民安置资金问题
生态移民中迁入地的建设资金的筹集采取的

是“国家财政出一部分、地方各级政府补贴一部分、

农户自己筹资一部分”的办法。在西海固山区生态

移民中，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除了各级政府的补

贴之外，还需要当地移民群众自筹１５０００元住房建
设费用，这对于经济条件拮据的移民群众来讲是一

个不小的负担，也给他们今后发展生产造成了困难。

（２）生产启动资金问题
在移民到新的居住地后，从事新的生产需要一

笔启动资金。但是由于目前政策规定移民专项资

金不能安排生产经营性项目，所以移民搬迁至新村

时普遍面临着生产启动资金困难的问题。在西海

固山区生态移民中，由于生态移民迁出地区属宁夏

中部干旱地带，自然条件严酷，移民经济条件很差，

灌溉农业的生产投入（种子、肥料等）费用要远高于

原居住地的旱作农业，加上投入初期产出率低等原

因，会使已几乎家徒四壁的移民群众无力发展生

产，造成新的贫困。

（３）对特别困难移民的经济支持问题
生态移民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出一部分、地方

政府出资一部分、村民自身出资一部分组成。在海

原县红古新村的移民过程中，除各级政府出资之

外，要求每户要出资１５０００元才能迁入红古新村，
对一些特别困难的农村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

资金。一些家庭较贫困的农户，因家中无积蓄，又

无法向亲人筹集资金，只能靠借高利贷交上房款，

且高利贷的利息是２～４分，高额的贷款使贫困村民
的境遇雪上加霜。由于当地政府在制定生态移民

规划的时候并没有对他们区别对待，从而造成他们

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有违生态移民的初衷。

３．移民后的相关问题
生态移民工程的质量与成败，不仅取决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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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过程之中，也取决于移民之后的后续问题的

妥善解决。西海固山区生态移民在这方面也存在

一些问题。

（１）移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根据《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移民规划（２００７—

２０１５）》规定，在移民过程中移民安置区的设施建设
包括移民建房、饮水工程、水窖、低压电网、沼气和

太阳能灶这五个方面。在西海固山区，当地政府除

了承诺以上设施全部帮助建设外，还承诺政府项目

单位会指导农户完成拱棚的定植任务，并根据移民

点土壤的理化性状及适宜栽培的作物类型，合理安

排玉米，油葵、小麦等作物的种植。

但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在西海固山区一

些生态移民区存在相关规定不落实、基础设施建设

不达标的问题。例如在海原县生态移民红古移民

新村，县政府投资的红古新村的自来水系统已开始

投入使用，但是自来水的水源是邻近的蓄水湖里的

湖水，自来水的过滤池设备简陋，并不满足卫生标

准，当地自来水的生产管理也十分粗放，自来水的

质量堪忧。同时政府曾经许诺为每户盖院墙、牛棚

和太阳灶以及其他一些搬迁后的生产生活配套设

施，但目前也有部分没有着落，影响了当地移民的

正常生活。上述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确实也

影响了生态移民工程的完成质量。

（２）移民后的后期帮扶问题
为确保生态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宁夏地方政

府前期制定了完善的规划并且按照规划为村民完

成了房屋、饮水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移民迁

入后能基本上解决生存的难题。但是由于政府对

移民群体的支持帮扶政策仅限于移民过程，是一种

一次性的支持，对于移居后村民面临的长久生存和

发展问题，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划显然是不到位的。

在经济上，移民在移民过程中往往已经花掉了大量

的积蓄甚至还负债累累；在生产上，他们面临着迁

入地的耕地多为尚未平整熟化的生地、相关的配套

设施不到位以及生产技能欠缺等一系列问题，这些

都需要当地政府进行规划、支持和帮扶。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宁夏西海固山区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无论是

从当地经济发展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宁夏西海固山区实施的

生态移民扶贫政策目前对改善当地民生和改善当

地生态环境都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

种种原因，在宁夏西海固山区的生态移民工作中也

存在一些不足，尽管是一些非主流的问题，但是毋

庸置疑其存在影响了生态移民工作的质量和移民

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这些问题需要当地政府给

予重视，统筹解决，以利于宁夏西海固山区的生态

移民工作的质量保证和顺利进行。

１．生态移民工程需要根据地区发展规划
统筹安排

生态移民工程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工程，它涉

及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在生态

移民工程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到移

民在迁徙过程中的问题，而且应该考虑到移民在新

的居住地的长期生产和生活问题，需要将移民工程

与地区的整体发展规划的设计与实施结合起来，并

将地区的农业发展、产业布局、城镇规划以及水资

源的调配等相关问题进行统筹安排，全面考虑，只

有这样才可能避免在生态工程实施过程中顾此

失彼。

２．生态移民计划的相关措施需要认真
落实

对移民来讲，生态移民工程不仅仅要看起来很

美，而且要实实在在地改善移民的生活条件，为他

们的长期发展创造条件。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不

仅仅是生态移民规划要做好，更加重要的是需要切

切实实地将生态移民工程中的相关政策与措施落

到实处，解决好移民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

困难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和生产用地问题

等，而这些也正是目前宁夏西海固山区生态移民工

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因此，在这方面，

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做出更大努力，统筹规划，全面

安排，切切实实地将生态移民工程中的相关政策与

措施落到实处，为移民落户解决好实际问题。

３．后续支持是生态移民工程成功的关键
对移民来讲，他们不仅需要政府在生态移民工

程中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更需要政府在移民后为

他们解决一些在新的移民点生产和生活中所遇到

的新问题，如生产启动资金缺乏和新农业技术缺乏

等关系到他们今后生产和生活的重大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移民今后的

生产和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是否能够在新的

定居点长期定居下来，影响到宁夏生态移民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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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败。因此，当地政府有必要将生态移民工程

的后续支持工作置于重要地位，认真为移民解决生

产启动资金和新农业技术等问题，做好资金调配和

技术培训工作，帮助他们度过移民后的最困难的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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