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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1） 项目概况

第一批次子项目将在乳源瑶族自治县实施。主要项目建设内容包括：1）乳源桂头

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2）乳源桂头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级试点项目（开发新增

耕地），以及3）乳源全县补充和新增土地地力提升。

第一批次项目范围涉及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一六镇、桂头镇、洛阳镇、大布镇、

大桥镇、东坪镇、游溪镇、必背镇9个乡镇的95个行政村。

（2） 项目区少数民族概况

乳源瑶族自治县的世居少数民族为瑶族和畬族。2020年乳源瑶族自治县瑶族常住人

口为19916人，占总人口的10.63%；畲族657人，占总人口的0.35%。瑶族主要聚居在

必背镇、游溪镇、东坪镇三个镇；畲族主要聚居在洛阳镇深洞村下辖的蓝屋自然村；壮

族、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居民呈散居状态。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因为水库移民和生态移民等，瑶族陆续从三镇的山区迁出到

其他乡镇。政府给搬迁出来的瑶族分配了房屋和一定数量的耕地，但他们的户籍仍在原

居住地，并保留原有的土地、房屋等资产。一些瑶族农户仍然愿意到原居住地耕种。与

当地汉族一样，现在越来越多的瑶族从事非农工作，特别是年轻一代。从事农业的往往

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畲族也是类似的情况。

必背镇被称为世界过山瑶之乡。盘王节是瑶族最大的节日。当地瑶族有自己的语言，

但没有文字。他们有特殊的刺绣技术和图案，有不同于汉族的传统服装。他们的节日、

刺绣、服饰被列入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述三个瑶族镇和一个畲族村共

有19处一般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但在野外没有固定的用于宗教活动的圣林或神树。

（3） 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脆弱性

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项目区内少数民族在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群体比例、

耕地资源、种植作物差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经济方面与汉族相比不存在显著差距。

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镇和村的主要领导由少数民族担任，县政府领导干部中同样有少数

民族，可见少数民族的政治话语权较强。项目区内大多数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

用本民族语言和当地方言，在民族风俗活动中会穿着民族服饰，与汉族交往关系密切，

通婚比例高。当地政府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方面给与了积极支持，有力地维护和发展

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特色。在性别差异方面，项目区少数民族妇女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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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程度略低于男性，但在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等方面基本与男性持平，少数民族女

性群体不存在明显的脆弱性。

（4） 项目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第一批项目的活动主要包括对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补充和新增土地地力。这些

活动的开展不会影响到项目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习俗，同时没有牵涉到

目前已经官方认可的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环境和健康方面，具体如下：

正面影响：1）项目建设可以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通过整

治零散低效的耕地，提升土壤肥力，有效增加耕地面积并提高粮食产能，从而保障当地

少数民族的粮食安全；同时，项目实施过程中及建成后提供的多种就业机会，以及土地

流转带来的租金收入，将显著增加当地少数民族的收入来源。2）促进当地少数民族的

全面参与，项目遵循世界银行的相关要求，确保以文化契合、性别和代际包容的方式开

展有意义的协商。鉴于少数民族镇村中农业生产主要由中老年人和留守女性承担，项目

特别鼓励少数民族妇女积极参与，提升她们在项目事务管理、监督及设计和实施安排中

的决策权，确保少数民族群体的意见和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3）通过整治污染土

地、修复生态环境等措施，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减少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

影响。土地整治项目还可以推动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多样化，为居民提供更

多的健康食品选择。

负面影响及风险：1）项目建设涉及对现有土地的治理，可能存在地上附着物损失，

需充分协商并自愿参与，同时提供补贴弥补损失。2）虽然外来劳动力涌入风险较低，

但仍存在一定的外来汉族劳动力可能因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不了解而在社会交往

中和当地少数民族发生纠纷或矛盾的风险。3）项目活动可能产生扬尘、噪音、震动等

对距离较近的社区产生影响；当货物材料运输车辆经过村庄或人群聚集地时存在道路交

通安全风险。

（5） 信息公开、公众咨询与参与

2024 年9月以来，韶关市项目办协同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各级政府有关部门

组织在第一批次项目区域通过信息披露、问卷调查、实地踏勘、座谈和访谈等方式开展

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调查及公众意见咨询活动。在整个实地调查期间，共组织座谈和访

谈33场次，总参与334人次，其中少数民族67人次（20.1%）；共收集问卷75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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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少数民族问卷127份（16.9%），少数民族女性问卷56份（44.1%）。特别在三个

少数民族聚居镇和乡镇少数民族官员、村少数民族干部和村民进行了9场访谈和座谈，

其中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率为43.1%。大部分受访的少数民族居民对本项目持支持的态度，

但也提出了应选择适合的地块开展补充耕地的活动、制定合适的补贴标准、参与项目建

设等建议和期望。本计划为项目区少数民族制定了参与计划和抱怨申诉机制。

（6） 少数民族发展行动计划

基于世行要求和项目影响及风险分析，从以下四方面提出行动计划：1）确保少数

民族在项目中的充分参与；2）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项目给少数民族带来的负面影响和

风险；3）增强少数民族从项目中获得可持续的效益和机会；4）加强机构和制度建设。

具体包括9大项行动建议和22项具体行动内容，以及相应的监测指标、实施机构、时

间安排和资金来源。

（7） 监测和评估

项目办、各级地方政府组织及其相关机构，要定期监督、监测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

实施情况，确保计划能按既定目标实施。内部监测由项目办负责，每半年编制一份环境

与社会管理工作进展报告（含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监测内容），报送世界银行。项目聘

请的外部独立监测评估机构/个人，对少数民族发展活动进行外部监测和评估，每半年

一次编制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外部监测报告，并提交给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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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韶关市可持续土壤污染管理项目是世界银行贷款支持的中国应对土壤污染

的项目。本项目由韶关市负责实施，计划于 2025 年 3 月提交世行执董会审批。

项目建设核心区为韶关市仁化县、南雄市、乐昌市、乳源瑶族自治县 4个县

市区（见图 1）。本项目的建设目标是：（1）区域内土壤污染源得到有效管控，

污染源实施长期动态化管理；（2）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得到加强，农产品质

量明显改善，到 2030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3）土壤质量及

固碳能力得以提升，温室气体排放显著降低，到 2030 年核心区域耕地土壤质量

等级提升 0.5 等左右，有机质含量提升 10%左右；（4）区域土壤污染综合防治

能力显著提升，探索土壤污染融投资新机制初见成效。

项目的主要活动包括：

项目 1：加强可持续土壤污染管理的能力建设

 项目 1A：集成监测数据绘制风险图、构建通量模型；

 项目 1B：管理措施，土壤碳信用方法，和技术指南；

 项目 1C：加强机构能力建设和知识传播。

项目 2：重金属污染源消减

 项目 2A：历史遗留污染的管理，包括乐昌市长来罗村硫铁矿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工程（二期）、仁化县丹霞街道中心村土壤污染调查与修复（鑫

鑫科技）、乳城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及污染源头整治项目（乳源丽华选矿

厂历史遗留固体废物整治项目）、乳城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及污染源头整

治项目（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新兴村委木竹坝（原金泽华公司）地块整治

项目）、乳城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及污染源头整治项目（乳源瑶族自治县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治工程）。

 项目 2B：在产污染源管理，包括制定基于绩效的经济激励机制方面的技

术援助、在四个参与县实施制定好的经济激励机制。

项目 3：现场耕地污染管理

 项目 3A：受污染耕地的土壤质量和污染管理，包括乳源瑶族自治县桂头

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级试点项目(乳源瑶族自治县桂头镇受污染耕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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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利用项目)（第一批）、乳源瑶族自治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乳源

瑶族自治县乳城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及污染源头整治项目（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仁化市丹霞街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南雄市高标准农田耕地地力

提升项目（2025-2027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乐昌黄圃镇农田

土壤沙化治理项目。

 项目 3B：补充和新增耕地地力提升，包括乳源瑶族自治县桂头镇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国家级试点项目（开发新增耕地）（第一批）、乳源全县补充和

新增土地地力提升项目（第一批）、南雄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新增耕地的

地力提升）、仁化县耕地恢复项目。

 项目 3C：土壤酸化退化耕地地力提升，包括乐昌土壤酸化退化耕地治理

项目、南雄市高标准农田耕地地力提升项目（2025-2027 年）（地力提升项

目）、南雄市高标准农田耕地地力提升项目（2025-2027 年）（酸化耕地治

理项目）。

项目 4：项目管理以及监测和评估

图 1 韶关市项目参与区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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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准备阶段，由于部分子项目活动的具体细节（包括选址、规模、技术

方案等）仍在进一步确认中，因此项目将分批次进行准备和评估。与此相一致，

本项目和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管理文件按以下方式准备和评估：

（1）对于整个项目，准备环境和社会管理框架文件，包括：环境和社会管

理框架（含少数民族发展框架）、利益相关方参与框架（包含少数民族）及环境

和社会承诺计划（包含少数民族）；

（2）对于本项目确定的内容，按批次准备详细的环境和社会管理文件。与

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管理文件包括专门的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社会影响评价及社

会管理计划（包含少数民族）、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包含少数民族）等。

1.2 第一批次项目概况

（1）项目内容

第一批次子项目将在乳源瑶族自治县实施。主要项目建设内容包括：1）乳

源桂头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2）乳源桂头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国家级试点项

目（开发新增耕地），以及 3）乳源全县补充和新增土地地力提升。

表 1 第一批次子项目建设内容情况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简要说明

实施

机构
备注

1

乳源桂头镇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国

家级试点项目

（乳源瑶族自治

县桂头镇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项

目）（简称“子

项目 1”）

对桂头镇约 200 公顷（3000 亩）安全利用类耕

地农产品集中种植区实施分区分类科学治理

（安全利用措施：低积累品种、钝化调理剂施

用，叶面阻隔，水分管理等）；

乳源瑶

族自治

县农业

农村局

2

乳源桂头镇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国

家级试点项目

（开发新增耕

地）（简称“子

项目 2”）

1. 补充耕地，运用最新土地调查数据，将符

合条件的地块改造为耕地。在桂头镇的 8个村

（包括七星墩村、红岭村、大坝村、凰村村、

小江村、松围村、杨溪村、东岸村）开发补充

耕地， 开发补充耕地地块面积 93.84 公顷，

预计新增耕地面积 88.5000 公顷；2. 补充土

壤固碳能力提升目标（补充耕地培肥及固碳措

施）通过秸秆还田用作肥料、将秸秆中的碳储

存在土壤中，减少二氧气化碳的释放；合理施

肥、有机肥替代施用、绿肥种植可以增加土壤

中的有机质含量；作物轮作与间作和避免过度

乳源瑶

族自治

县自然

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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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减少耕作和连作的次数和深度对土壤的

负面影响，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和碳储存能

力；采用种子层覆盖的技术，提高土壤的多样

性，增加有机质，减少土壤的碳素损失；合理

管理农田的灌溉系统，采取节水灌溉技术等可

以减少水分蒸发和排泄，从而促进土壤水分和

碳的保持等措施在全域范围内减少对土壤有

机质的消耗，缓解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改善土壤质量和结构，提高土壤肥力，提

高农田的产量，促进农业可持续性发展。

3

乳源全县补充和

新增土地地力提

升项目（简称“子

项目 3”）

1、通过最新年度变更调查地类及三调数据结

合实地勘查筛选全县范围内园地、草地等非耕

农用地，开展补充耕地 2872 公顷，涉及乳城

镇、一六镇、桂头镇、洛阳镇、大布镇、大桥

镇、东坪镇、游溪镇、必背镇。选定补充耕地

地块后划分单元进行土壤采样检测，根据检测

结果提出地力提升增碳固碳方案。

2、 地力提升增碳固碳方施工方案，购置一定

量的有机肥、配方肥和土壤调理剂等肥料。通

过秸杆还田、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精准施

肥等措施，提升土壤肥力。

3、配方施肥技术示范推广试验监测评价。为

了检验测土配方施肥的效果，在配方施肥技术

推广示范区域内选取部分示范区设置监测点

进行监测，监测示范试验点作物产量及土壤肥

力前后变化情况。对比分析项目建设前和建设

后的耕地土壤肥力和质量变化情况。在作物收

获后测定各试验小区作物产量，对比配方施肥

的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验证和完善肥料配

方，优化施肥技术参数，使得配方施肥建议具

有科学性与实效性。

4、为检测土壤培肥实施效果，在项目区选取

监测点，监测地力培肥点的土壤肥力前后变化

情况。对比分析项目建设前和建设后的耕地土

壤肥力和质量变化情况。

5、通过新增耕地地力提升，生态建设，土壤

固碳。

乳源瑶

族自治

县自然

资源局

（2）项目影响群体

第一批次项目范围涉及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一六镇、桂头镇、洛阳镇、

大布镇、大桥镇、东坪镇、游溪镇、必背镇 9个乡镇的 95 个行政村（分布见图

2），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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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一批次项目涉及乡镇

镇区域 涉及行政村 受影响户数受影响人口少数民族
涉及村的数

量（个）

乳城镇

大东村、大联村、大群村、共和村、

河北村、健民村、岭溪村、前进村、

鲜明村、新民村新兴村、云门村

1649 5237 450 12

一六镇
东粉村、东七村、乐群村、罗屋村、

团结村
774 2473 502 5

桂头镇

草田坪村、大坝、东岸、红岭、凰村、

均村、莫家村、七星墩、松围、塘头、

王龙围、小江、阳陂、杨溪

2249 8494 62 14

洛阳镇

白竹、板长、半星、富塘、古母洞、

洛阳、坪溪、深洞、双坪、田螺坑、

月街、月坪

2538 6354 559 12

大布镇
白坑、埕头、坪山、夹水、钨莲、钨

英、英明
1259 3996 14 7

大桥镇

大岗、大坪、大桥、和平、核桃山、

红光、红星村、红云、均容、柯树下、

歧石、青溪洞、三元、深源、石角塘

村、塘华村、武丰村、新谷、岩口、

中冲

3564 10607 57 20

东坪镇
荼坪、东田、方武、龙溪、南水、汤

盆、梯下、下寨、新村、长溪
916 2514 1459 10

游溪镇
茨良坑、大寮坑、江背、冷水岐、烈

村、营坑、中联、中心洞
267 819 384 8

必背镇
半坑村、必背村、方洞村、公坑村、

桂坑村、横溪村、王茶村
204 466 381 7

合计 13420 40960 3868 95

注：表中为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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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一批子项目分布图

（3）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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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本项目建设工作顺利进行，韶关市政府已经成立世界银行贷款韶关

市可持续土壤污染管理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项目办设在市生态

环境局（简称“市项目办”），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为确保第一批项目的顺

利实施，乳源瑶族自治县针对项目活动性质及特点，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负责项

目的准备、实施及管理。第一批项目活动组织机构安排详见下图。

图 3 第一批项目组织架构

1.3 第一批次项目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编制的原则和目的

为了消除或减缓少数民族因项目建设而受到的负面影响，确保少数民族从项

目建设中受益，确定了本项目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编制的原则和目标。

（1）保证少数民族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2）保证项目会尽量避免或减少对少数民族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和风险：

（3）确保少数民族成员能从项目开发中受益；

（4）确保对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尊重；

（5）通过实施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为少数民族增加可持续的效益和机会。

1.4 第一批次项目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编制的过程和方法

根据世界银行的要求，社评团队为编制《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于 2024 年

对项目影响地区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和走访，并收集了项目影响地区的文献和统计

资料。在此基础上，按照以下方法和步骤，开展《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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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和分析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文献、政策和统计资料：了解项目影响

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特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特征以及当地

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

（2）实地调查：在项目影响地区通过实地踏勘、座谈会、关键信息人访谈、

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等基本信息，以

及少数民族妇女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独立、家庭地位等情况，同时了解当地少数

民族的对项目建设的看法、愿望和要求。特别是在三个少数民族聚居镇（必背镇、

游溪镇和东坪镇）和乡镇少数民族官员、村少数民族干部和村民进行了访谈和座

谈。在整个实地调查期间，共组织座谈和访谈 33 场次，总参与 334 人次，其中

女性 115 人次（34.4%），少数民族 67 人次（20.1%）；共收集问卷 751 份，其

中少数民族问卷 127 份（16.9%）。

（3）收集国家和当地现行的少数民族发展政策，分析这些政策与世界银行

关于少数民族的政策的一致性和差别，确定本项目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框架。

（4）从经济、社会、文化（包括文化遗产）和环境影响的角度评估第一批

次项目可能对项目区少数民族造成的影响及程度。

（5）在调查和协商的基础上，设计当地少数民族参与的机制，信息公开的

途径，建立少数民族抱怨和申诉的渠道，并制定少数民族发展计划。

2 法律框架

2.1 国内少数民族政策

2.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颁布，2018 年修订）

国家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帮助少数民族

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允许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

自己的风俗习惯。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

文化建设事业。规定在少数民族聚

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

书、布告和其他文书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在项目影响地区，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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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教信仰异同，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

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和根本政策，在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

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

压迫”。

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1970 年颁布，2020 年修订）

民族平等政策不仅表现为各民族公民广泛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

项平等权利，而且还表现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方面。在中国，各少数

民族与汉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而且少数民族

参与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受到特殊保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各少数民族都应选出代表本民族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口特别少的民族，即使达不到规定的产生一名代表的

人数，至少也有一名代表。实际上，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所占名额的比例，均高于同期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

例。这充分反映了对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尊重。

2.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 年颁布，2018

年修订）

本法规定在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应当

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

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

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 年通过，2001 年

修订）

该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它规

定了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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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自治权，以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促进各民族平等、

团结和共同繁荣。其中较为相关的条款为：

第二十三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招收人员时，优

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并且可以从农村和牧区少数民族中招收。

第六十五条 国家在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时，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

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

和生活。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

第六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为国家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国家

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时，

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六十七条 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当地自治机关的

自治权，遵守当地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性法、规章，接受当地自治机关的

监督。

第六十九条 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应当从财政、金融、物资、技术、人才等

方面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帮助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状

况，实现小康。

2.1.5 《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1993 年）

本条例旨在保障少数民族为主地区人们的合法权益，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

族经济、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本条例规定少数民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百分之三

十以上的乡，可以按照规定申请设立民族乡。民族乡在财政预算编制、生产性贷

款、资源开发、减免税措施、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人员招工等

方面可以得到优先安排。

2.1.6 《广东省促进民族地区发展条例》（2020 年）

《条例》最终目的是推动广东省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条例中促进广

东省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规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职责和

资金保障，以及交通、农业、供水和水利、环保、信息物流电商等基础设施建设；

规定特色产业发展及资金支持、资源开发和平台建设、特色农林产业、生态文化

旅游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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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规定政府职责、环境整治、产

业环保措施、发展绿色清洁能源、生态补偿等，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规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劳动力培训和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

政务服务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规定文化体育设施建设、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村镇

保护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机制、示范创建、宣传教育等。

（四）落实保障机制。明确财力保障、用地保障、人才保障、对口帮扶、评

估督查等。

2.1.7 《广东省杂散居少数民族工作若干规定》（1989 年）

《广东省杂散居少数民族工作若干规定》是广东省为确保杂散居少数民族在

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促进其全面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

保障与扶持措施。其中较为相关的条款为：

第二条 少数民族人口达到总人口 30%以上的乡，可建立民族乡，少数民族

人口达到总人口 30%以上的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可建立民族村（居）民委

员会，特殊情况可低于这个比例。民族乡的建立，由所在县、市人民政府审核，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民族村（居）民委员会的建立，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

民族乡乡长由建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民族乡人民政府配备工作人员，应

照顾到本乡内各民族，建乡的少数民族工作人员的比例应不低于其人口比例。

民族乡的工作人员编制，可略多于同类规模的一般乡。

第三条 辖有民族乡和杂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市、县（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应有少数民族公民。

第四条 辖有民族乡和杂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较多或者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

市、县（区）人民政府，可设置管理民族工作的机构和配备民族工作干部，安排

专项民族工作经费。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街道办事处的领导成员中，应有少数民族公民。与

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部门，要配备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并注意选

配少数民族干部参加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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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民族乡和杂散居城镇、农村中生活无依靠，丧失劳动能力的少

数民族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员，民政部门应优先安置和给予必要的救济。

2.1.8 《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1988 年）

《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是为确保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教育、

文化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为自治县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确保了自治

县在行使自治权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中较为相关的条款为：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瑶族公民所占比

例可以高于其人口比例，并应当有瑶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六条 自治县内的各级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的时候，优

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员和在瑶族地区工作二十年以上的汉族工作人员子女；经

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从农村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人员。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的财政管理体制，设立乡镇一级财政。

自治县对汉族地区的乡镇财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超

支不补”的包干办法。对瑶族地区乡镇的财政实行“定额包干，差额补助，超收

全留”的办法。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积极发展民族教育，对经济困

难、居住分散的瑶族山区，有计划地设立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的小学高年级

班，办好教学点，提高教育质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努力办好民族中学、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小学逐

步扩大以寄宿为主、助学金为主的民族班。

自治县的瑶族中、小学学生免收学费。

自治县的中学在招生的时候，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逐

步做到在校民族生的总人数与民族人口的比例相适应。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健康的文化艺术，

增加文化、广播、电视设施，加强文化馆、文化站、广播站建设，开展群众性的

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加强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

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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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提高各类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六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广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健全和充实县、乡、村三级医疗网，充实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发展妇幼

保健事业，对儿童实行全面计划免疫，积极防治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提高

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第六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民族政策教育，经常检查民族法规和民

族政策的遵守和执行，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互相尊重，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第六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内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团结各

民族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自治县。在处理民族之间的

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六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鼓励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互相学习语

言，以利于工作和增进了解，密切民族关系。

第七十条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健康

有益的文艺体育活动。

2.2 世行少数民族政策

世行认识到少数民族的身份和愿望与国家社会中的主流群体不同，常常在传

统的发展模式中处于劣势。很多情况下，少数民族是整个人口中经济最边缘化、

最脆弱的群体。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地位限制了他们捍卫土地、领地、自然

资源和文化资源权益的权利，并可能限制了他们参与发展项目并从中受益的能力。

很多情况下，他们没有平等享受到项目效益，或者效益的设计或提供在文化上不

合适，对于将对他们的生活或社区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在设计或实施过程中没

有与他们进行充分磋商。世行还认识到男女在土著文化中的角色不同于主流群体，

女性和儿童在其所在社区和外部发展过程中常常被边缘化且可能会有特别需求。

世行《环境和社会标准 7》适用于任何涉及少数民族1的情况。该标准要求确

保开发过程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权、尊严、愿望、身份、文化和基于自然资源

1 在我国可以将少数民族理解为“原住民”的不同术语表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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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方式；避免项目对少数民族造成的不利影响；如无法避免，应将此类影响

减轻、降至最低和/或给予补偿；以少数民族容易接受、文化上契合且具有包容

性的方式为少数民族增加可持续发展的效益和机会；通过在项目周期内进行的有

意义的磋商建立并保持与受项目影响的少数民族的持续关系，完善项目设计并获

得地方支持。确保在该标准所述三种情况下获得受影响的少数民族的自由、事先

和知情同意；承认、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知识和习俗，以其能够接受的

方式、在可接受的时间内为其提供适应条件变化的机会。

2.3 世界银行与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比较

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在促进少数民族发展方面的目标、理念和原则是一致的，

都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尊严、权利、经济和文化；注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和发展，

并在经济、社会、文化各项事业发展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以维护少数民族权益，

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但在项目层面世界银行和中国政策的具体方

法和要求有一定的差异。下表比较了这些差异并提出了弥补差异的措施。

表 3 项目层面世行和中国政策要求的差异分析和弥补差异的措

施

世行政策要求 中国政策要求的差异 弥补差异的措施

借款方需要评估预期对居住

在项目区域的少数民族造成

的直接和间接经济、社会、

文化（包括文化影响）影响

的性质和程度

没有专门要求对居住在项目

区域的少数民族开展社会影

响评估

本项目将遵守世行政策要求，

对居住在项目区域的少数民

族开展社会影响评估。

借款方需要制定磋商策略，

确保与受影响少数民族进行

充分磋商；确定受影响少数

民族参与项目设计和实施的

方式，保证他们有机会积极

参与项目设计，确定项目的

实施安排。

没有专门要求针对少数民族

制定磋商策略

本项目将遵守世行政策要求，

以文化契合、性别和代际包容

的方式为受影响少数民族制

定有意义的磋商策略，并包含

在利益相关方分析和参与计

划里。

在和受影响少数民族磋商

后，借款方需要制定一份有

时限的《少数民族发展计

划》，包含需采取的措施和

行动。

没有专门要求针对少数民族

制定发展计划

本项目将遵守世行政策要求，

制定包含时限要求的《少数民

族发展计划》，尽量避免和减

少项目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

的不利影响，以文化契合的方

式采取缓解措施，并提供平等

的项目获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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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区少数民族概况

3.1 人口和分布

3.1.1 韶关市

韶关市是广东省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之一。2023 年少数民族总人口 5.6 万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66%。世居少数民族为瑶族和畬族，其中瑶族 3.4 万人、

畬族 0.6 万人，主要分布在乳源瑶族自治县和始兴县、南雄市、曲江区、翁源县、

仁化县、乐昌市、武江区 8个县(市、区)的 51 个乡镇 130 个行政村。辖有 1个

自治县即乳源瑶族自治县和 1个民族乡--始兴县深渡水瑶族乡。外来少数民族人

口约 1.6 万人,有壮族、苗族、土家族等 41 个少数民族成分。

3.1.2 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源瑶族自治县辖乳城、大桥、桂头、大布、东坪、洛阳、游溪、一六、必

背 9个镇，共 103 个村民委员会，13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1183 个村(居)民小组，

县行政区域面积 2299 平方千米。根据韶关市 2020 年人口普查年鉴数据，总人口

为 187276 人，汉族 165819 人，占总人口的 88.54%，少数民族 21457 人，占总

人数的 11.46%。其中最多的是瑶族，有 19916 人，占总人口的 10.63%，占少数

民族总人数的 92.82%；其次是畲族，有 657 人，占总人口 0.35%，占少数民族总

人口的 3.06%；第三少数民族是壮族，有 404 人，占总人口的 0.22%，占少数民

族人口的 1.88%；第四少数民族是苗族，有 136 人，占总人口的 0.07%，占少数

民族人口的 0.63%。项目涉及各镇少数民族详细数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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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项目区域内常住少数民族分布情况表

项目 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城镇 一六镇 桂头镇 洛阳镇 大布镇 大桥镇 东坪镇 游溪镇 必背镇

总人口 人 187276 101349 12609 27756 3628 7261 19160 4693 6656 2452

少数民族人口 人口（人） 21457 8706 2557 1793 319 26 103 2723 3123 2005

比例 比例 11.46% 8.59% 20.28% 6.46% 8.79% 0.36% 0.54% 58.02% 46.92% 81.77%

瑶族
人口（人） 19916 7592 2523 1734 167 11 59 2686 3097 1994

比例 10.63% 7.49% 20.01% 6.25% 4.60% 0.15% 0.31% 57.23% 46.53% 81.32%

畲族
人口（人） 657 479 / 3 126 / 3 21 / 1

比例 0.35% 0.47% / 0.01% 3.47% / 0.02% 0.45% / 0.04%

壮族
人口（人） 404 300 10 25 8 7 13 9 6 12

比例 0.22% 0.30% 0.08% 0.09% 0.22% 0.10% 0.07% 0.19% 0.09% 0.49%

苗族
人口（人） 136 84 15 4 9 4 4 2 2 /

比例 0.07% 0.08% 0.12% 0.01% 0.25% 0.06% 0.02% 0.04% 0.03% /

土家族
人口（人） 109 88 2 4 2 1 7 3 / 1

比例 0.06% 0.09% 0.02% 0.01% 0.06% 0.01% 0.04% 0.06% / 0.04%

数据来源：韶关市 2020 年人口普查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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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项目涉及乡镇

第一批次项目涉及乳源瑶族自治县 9个镇，分别为乳城镇、一六镇、桂头镇、

洛阳镇、大布镇、大桥镇、东坪镇、游溪镇和必背镇。

乳源瑶族自治县的瑶族主要聚居在必背镇、游溪镇、东坪镇三个镇，其中必

背镇总共 7个村，瑶族集中在王茶村、桂坑村、方洞村、半坑村、公坑村、必背

村等 6个行政村；游溪镇总共 11 个村，瑶族集中在茨良坑村、上营村、营坑村、

大寮坑村、连塘边村、冷水岐村、大村村、中心洞村等 8个行政村；东坪镇总共

10 个村，瑶族集中在东田村、新村村、茶坪村、下寨村等 4个行政村。畲族主

要聚居在洛阳镇深洞村下辖的蓝屋自然村；壮族、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居民呈零

星分布，未形成聚居行政村或自然村。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移民、水库移民、生态移民等行动的开展，

瑶族陆续从必背镇、游溪镇、东坪镇三镇的山区迁到了乳城镇、桂头镇、一六镇

等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 2010 年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搬迁的瑶族分配

房产和少量耕地，2010 年以后搬迁移民基本仅分配房产，不再提供耕地。搬迁

到乳城镇、桂头镇、一六镇等镇的少数民族户籍仍在原居住地，在居住地仅有治

安受当地管理，农村医保、低保、户籍等服务办理仍在户籍地，并保留原有的土

地、房屋等资产，享受户籍地的一些收益，如水库后期扶持金等。目前搬迁出来

在其他镇生活的瑶族大多数从事非农工作获取经济收入，少部分人仍到原居住地

种植农作物。

3.2 社会经济

3.2.1 韶关市

韶关市土地面积 1.84 万平方公里，拥有耕地资源 330 万亩，韶关市农业人

口 208.28 万人。韶关市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光

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生长。水稻是韶关市的主要粮

食作物，种植面积广，产量高。此外，还有玉米、红薯等粮食作物。韶关市的经

济作物种类繁多，包括蔬菜、水果、茶叶、油茶、中药材等。其中，蔬菜种植面

积大，品种多，产量高，是韶关市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韶关市盛产沙田柚、柑

橘、荔枝等优质水果。茶叶也是韶关市的重要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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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年末韶关市全市户籍人口 336.01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51.35 万人，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45.04%。年末常住人口 285.77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170.45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9.65%；乡村常住人口 115.32 万人。韶关市的

性别比例相对均衡。在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占比为 50.87%，女性人口占比为

49.13%，总人口性别比为 103.56（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2023 年韶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20.83 亿元，人均 GDP 为 5.66 万元。三

次产业结构为 14.7:34.5:50.8。韶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966 元。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305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603 元。

3.2.2 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源瑶族自治县总面积约 23.1 万公顷，拥有耕地资源 15373.33 公顷，农业

人口 15.7 万人。乳源瑶族自治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

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生长。水稻是自治县

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广泛，产量稳定。此外，还有玉米、红薯等粮食作物。

自治县的经济作物种类繁多，包括蔬菜、水果、茶叶、油茶、中药材等。

2023年年末乳源瑶族自治县户籍人口23.3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7.65 万人，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32.83%。常住人口 18.90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9.23 万

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48.86%；乡村常住人口 9.66 万人。乳源瑶族自治县的性

别比例相对均衡。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占比为 51.13%，女性人口占比为 48.86%，

总人口性别比为 104.66。

2023 年全年乳源瑶族自治县地区生产总值 115.55 亿元，人均 GDP 为 6.09

万元，高于韶关市的人均水平。三次产业结构为 10.1:49.4:40.5。全县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308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579 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1710 元，均低于韶关市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3.2.3 项目涉及乡镇社会经济概况

乳源瑶族自治县的瑶族主要聚居在必背镇、游溪镇、东坪镇三个镇（见表 4

中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必背镇常住人口最少，仅有 2452 人，但其人均 GDP 达 4.57 万元，居全县前

列。这主要得益于必背镇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和自然资源，尤其是高达

12362 公顷的森林面积，人均森林面积达 5.04 公顷/人，为发展生态旅游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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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东坪镇人口适中，为 4693 人，人均 GDP 为 3.41 万元，处于全县中上水平。

东坪镇的人均耕地资源和森林资源也很丰富，分别为 0.23 公顷/人和 7.06 公顷/

人。

相比之下，游溪镇人口较多，为 6656 人，但人均 GDP 较低，仅为 2.79 万元，

在全县处于中下水平。游溪镇的自然资源相对较少，人均森林面积为 1.75 公顷/

人，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0.07 公顷/人，这限制了其农业经济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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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乳源瑶族自治县各镇的人口、耕地等社会基线情况

镇级名

称

行政村

数量

（个）

农村户

数（户）

农村人

口（人）

户均人

口（人） 女性

女性占

比（%）

少数民族人

口（人）

少数民族人

口占比(%)

耕地面积

（公顷）

人均耕地

（公顷/

人）

森林面

积（公

顷）

人均森林

面积（公顷

/人）

2023 年全

镇生产总值

（亿元）

人均

GDP（万

元）

乳城镇 13 31912 101349 3.2 50609 49.94% 8706 8.59% 2247 0.02 12520 0.12 86.68 8.55

一六镇 7 3946 12609 3.2 6004 47.62% 2557 20.28% 1113 0.09 5140 0.41 3.3 2.62

桂头镇 14 9483 27756 2.9 13358 48.13% 1793 6.46% 1967 0.07 8000 0.29 8.22 2.96

洛阳镇 12 1449 3628 2.5 1559 42.97% 319 8.79% 3434 0.95 53800 14.83 2.75 7.58

大布镇 7 2287 7261 3.2 3327 45.82% 26 0.36% 1732 0.24 19400 2.67 2.42 3.33

大桥镇 21 6437 19160 3.0 9218 48.11% 103 0.54% 4372 0.23 20800 1.09 3.06 1.60

东坪镇 12 1710 4693 2.7 2251 47.97% 2723 58.02% 1097 0.23 33150 7.06 1.6 3.41

游溪镇 11 2172 6656 3.1 3198 48.05% 3123 46.92% 470 0.07 11616 1.75 1.86 2.79

必背镇 7 1075 2452 2.3 1129 46.04% 2005 81.77% 704 0.29 12362 5.04 1.12 4.57

注：表中为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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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会文化

本部分描述乳源瑶族自治县最主要的两个世居少数民族（瑶族和畲族）的社

会文化概况。

3.3.1 瑶族

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镇被称为“世界过山瑶之乡”。过山瑶是瑶族的一个支

系，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中心地区分布。他们在语言、文化、节日、服饰、信仰

等方面都有本民族的特色。

（1）民族节日

盘王节：瑶族盘王节迄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是瑶族人民祭祀其始祖盘王

的民间习俗。通常在每年春节初一、瑶族节庆二月朝、十月朝、农历十月十六日

的盘王节上，瑶族同胞齐聚祭祀大厅，进行共同祭拜，其中还包括千年坛、半路

坛、度界、挂灯等仪式。

图 4 乳源瑶族盘王节

（2）民族文化

瑶绣：乳源的瑶族刺绣为中国瑶族刺绣之一，主要分布在乳源的必背、游溪、

东坪三镇等地。乳源瑶族刺绣采用深色棉布为底，用红、黄、蓝、白、绿、黑、

紫等色的绒丝线绣出花纹，有“深山瑶”和“浅山瑶”之分。

瑶族服饰：乳源瑶族服饰是粤北地区过山瑶服饰的典型代表之一，乳源过山

瑶以居山岭地不同而有东边、西边两瑶之分，其中居于游溪、东坪、必背一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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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服饰仍保留了传统瑶族服饰的主体特征。

瑶医瑶药：乳源瑶族传统医药流传于乳源瑶族各乡镇，据传已有一千多年的

历史。瑶药种类繁多，据统计，其用药品种达 1200 多种，其中常用的有 100 多

种。

图 5 瑶绣 图 6 瑶族服饰

（3）瑶语

乳源瑶族自治县的瑶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是瑶族人民的主要语

言之一。但瑶族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

在三个瑶族聚居镇及其瑶族行政村，瑶语的使用较为普遍，老年瑶族也能听

懂和说当地方言（客家话），但对普通话的听说能力要弱一些。但在乳源其他地

区，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流动的增加，瑶语的使用相对较少。在搬迁到

其他镇的瑶族家庭内部，老年瑶族仍然讲瑶语，也能听懂和讲当地方言（客家话），

但对普通话的听说能力要弱一些；中青年一般能说瑶语、客家话和普通话；但更

年轻的一代，使用客家话和普通话的机会更多一些。为了维护和坚持瑶族传统，

在乳源瑶族自治县城和一些镇的中小学开设瑶语课作为一门兴趣课。

（4）信仰和禁忌

乳源瑶族的主要信仰是崇拜盘王。传统瑶族还会祭礼寨神、家神、水神、风

神、雨神、雷神、树神、山神等。但根据访谈，乳源的瑶族村现在并没有固定地

点的神树或圣地，瑶族家庭会在家里供奉祖先，瑶族的师爷会主持宗教活动。

乳源瑶族不吃狗肉，当地瑶族尊重并保护狗，因为犬是其图腾形象，在传说

中盘王曾化身为龙犬。

3.3.2 畲族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4%B9%B3%E6%BA%90%E7%91%B6%E6%97%8F&rsv_pq=9b799121003fcade&oq=%E4%B9%B3%E6%BA%90%E7%91%B6%E6%97%8F %E4%BF%A1%E4%BB%B0&rsv_t=567axAiu6Ohx2tTk+7kcg54aFJVQJxfxXKJQ6ekUlWg0LlVwMntVLGkFzIA&tn=baidu&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7%9B%98%E7%8E%8B&rsv_pq=9b799121003fcade&oq=%E4%B9%B3%E6%BA%90%E7%91%B6%E6%97%8F %E4%BF%A1%E4%BB%B0&rsv_t=567axAiu6Ohx2tTk+7kcg54aFJVQJxfxXKJQ6ekUlWg0LlVwMntVLGkFzIA&tn=baidu&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4%B9%B3%E6%BA%90%E7%91%B6%E6%97%8F&rsv_pq=9b799121003fcade&oq=%E4%B9%B3%E6%BA%90%E7%91%B6%E6%97%8F %E4%BF%A1%E4%BB%B0&rsv_t=567axAiu6Ohx2tTk+7kcg54aFJVQJxfxXKJQ6ekUlWg0LlVwMntVLGkFzIA&tn=baidu&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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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源瑶族自治县中的畲族和过山瑶一样，在多次迁移以后逐步定居在乳源。

有的学者把乳源的畲族也认为是瑶族的一个分支。

（1）民族节日

畲族传统节日主要有农历的三月三、农历四月的分龙节、七月初七、立秋日、

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其中农历三月初三，是畲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亦称“乌

饭节”。每年三月初三都要蒸制乌米饭，合家共餐，馈赠亲友。节日期间，还会

举办舞会、集体对歌等欢庆活动。乳源瑶族自治县深洞行政村蓝屋自然村畲族（蓝

姓）还以农历十月十三为拜祖节。

图 7 蓝屋村畲族庆典 图 8 蓝屋村畲族宴席

（2）民族文化

畲族服饰：畲族服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男子通常穿青色麻布短衫和长裤，

女子则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衣裳，并佩戴各种银饰和刺绣品。

建筑：畲族建筑通常依山而建，采用茅草房或木结构泥墙的瓦房形式。在乳

源瑶族自治县中，蓝屋村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的建筑风格，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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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蓝屋村畲族服饰 图 10 蓝屋村畲族建筑

（3）畲语

乳源瑶族自治县的畲语属山客话，此语言语根为汉语，保留了粤语的语音特

点。有汉族学者认为它是由客家话演变而来，是客家话的一个特殊方言。

（4）禁忌

忌穿白色服装参加节日庆典或做客，认为白色代表不吉利；忌打狗、骂狗，

更忌讳杀狗和吃狗肉。畲族人几乎家家养狗爱狗，有的地方不称狗，而称犬，或

称龙犬。

3.4 文化遗产

3.4.1 非物质文化遗产

（1）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瑶族盘王节：瑶族盘王节是瑶族人民纪念祖先盘王的重要节日，2006 年 5

月《瑶族盘王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瑶族刺绣：瑶族刺绣是瑶族妇女传统的手工艺，以其精美的图案和独特的技

法而闻名。于 2011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瑶族民歌：瑶族民歌是流传于乳源瑶族自治县勉语系瑶族群众中独特的山歌

形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于 2014 年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乳源瑶族服饰：乳源瑶族服饰以其独特的款式和色彩搭配而著称，是瑶族人

民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于 2013 年被列入广东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双朝节：双朝节是瑶族人民庆祝丰收和祈福的节日，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

地域色彩。节日期间，瑶族人民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如歌舞表演、体育竞赛等。

在 2018 年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苦爽酒酿造技艺：苦爽酒是瑶族人民传统的饮品，其酿造技艺历史悠久且独

具特色。通过独特的发酵和酿造工艺，苦爽酒呈现出独特的口感和风味。于 2018

年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9B%BD%E5%AE%B6%E7%BA%A7%E9%9D%9E%E7%89%A9%E8%B4%A8%E6%96%87%E5%8C%96%E9%81%97%E4%BA%A7&rsv_pq=f3a07a9a010a0eeb&oq=%E7%91%B6%E6%97%8F%E5%88%BA%E7%BB%A3%E5%93%AA%E4%B8%80%E5%B9%B4%E9%9D%9E%E9%81%97&rsv_t=7c32M02BX4RDy5QVIFXjfdGRbDkIPKt3fjgTtlER9DmglpjsabTQTYe9oP6YIQIjQILM1SXYD7Ml&tn=49055317_54_hao_p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B9%BF%E4%B8%9C%E7%9C%81%E7%AC%AC%E4%BA%94%E6%89%B9%E9%9D%9E%E7%89%A9%E8%B4%A8%E6%96%87%E5%8C%96%E9%81%97%E4%BA%A7%E5%90%8D%E5%BD%95&rsv_pq=89771cd9010983c7&oq=%E4%B9%B3%E6%BA%90%E7%91%B6%E6%97%8F%E6%9C%8D%E9%A5%B0%E5%93%AA%E4%B8%80%E5%B9%B4%E9%9D%9E%E9%81%97&rsv_t=d4bfcXMW1VjplE/287eajMASSz73p4dQHQmfknzYeV9IjcfPX9sE9sffvJQ/ZyN7vjvBq9FQK0Tt&tn=49055317_54_hao_p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B9%BF%E4%B8%9C%E7%9C%81%E7%AC%AC%E4%BA%94%E6%89%B9%E9%9D%9E%E7%89%A9%E8%B4%A8%E6%96%87%E5%8C%96%E9%81%97%E4%BA%A7%E5%90%8D%E5%BD%95&rsv_pq=89771cd9010983c7&oq=%E4%B9%B3%E6%BA%90%E7%91%B6%E6%97%8F%E6%9C%8D%E9%A5%B0%E5%93%AA%E4%B8%80%E5%B9%B4%E9%9D%9E%E9%81%97&rsv_t=d4bfcXMW1VjplE/287eajMASSz73p4dQHQmfknzYeV9IjcfPX9sE9sffvJQ/ZyN7vjvBq9FQK0Tt&tn=49055317_54_hao_p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B9%BF%E4%B8%9C%E7%9C%81&rsv_pq=f687dc6100179c81&oq=%E5%8F%8C%E6%9C%9D%E8%8A%82%E5%93%AA%E4%B8%80%E5%B9%B4%E9%9D%9E%E9%81%97&rsv_t=88d7fLYCK/7w7K5lqywz0sO+Q12qghO0uRecpouo14eUX+rWnSIAqp3qdhRttMQsGclIS/CEO/im&tn=49055317_54_hao_pg&ie=utf-8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5%B9%BF%E4%B8%9C%E7%9C%81%E7%AC%AC%E4%B8%83%E6%89%B9%E9%9D%9E%E7%89%A9%E8%B4%A8%E6%96%87%E5%8C%96%E9%81%97%E4%BA%A7%E5%90%8D%E5%BD%95&rsv_pq=97b82cc7010f22c2&oq=%E8%8B%A6%E7%88%BD%E9%85%92%E9%85%BF%E9%80%A0%E6%8A%80%E8%89%BA%E5%93%AA%E4%B8%80%E5%B9%B4%E9%9D%9E%E9%81%97&rsv_t=3d2365nyepX3iG8Z3t4btdMUclbZFczOdmxgmak2wFXn76LlwMxBkzlu2xKa5TN+i2hyIMqrIW/M&tn=49055317_54_hao_pg&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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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截至 2023 年 11 月，乳源瑶族自治县拥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2 项，如瑶

家烟熏腊肉制作技艺、乳源大布腐竹制作技艺、瑶族婚俗、瑶族医药（乳源药浴

疗法）等。

（4）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截至 2023 年 7 月，乳源瑶族自治县拥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项，包括武

操惊狮、大布番薯干制作技艺、盘王传说、乳源邓氏正骨法、侯安都卫国出征纪

念以及斗笠编织技艺等。

3.4.2 物质文化遗产

乳源瑶族自治县有着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古建筑、古墓群、古寺等众

多类型，全县不可移动文物共 170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1 处，一般不可

移动文物 143 处。其中和少数民族镇村相关的详细内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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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乳源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镇村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总

序

号

分

序

号

文保单位名

称
年代 类别 详细地址 公布机关

公布时间及批

次
级别

文物安

全 责

任单位

洛阳镇

148 4
蓝屋村蓝氏

祠堂

明-中华民

国
古建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洛阳镇深洞村委会

蓝屋村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洛阳镇

人民政

府

游溪镇

154 1 赵松二郎墓 明 古墓葬
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中心洞村委

会游溪卫生院后田埂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游溪镇

人民政

府

155 2 赵俊三郎墓 明代 古墓葬
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营坑村委会

柳坑河杉树坑沙坝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游溪镇

人民政

府

156 3 邓屋排屋 清代 古建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烈村村委会

烈村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游溪镇

人民政

府

157 4 邓屋围楼 清代 古建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烈村村委会

烈村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游溪镇

人民政

府

158 5 余屋围楼 清代 古建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烈村村委会

烈村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游溪镇

人民政

府

159 6 江背许氏祠 清代 古建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江背村委会 乳源瑶族自治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游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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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号

分

序

号

文保单位名

称
年代 类别 详细地址 公布机关

公布时间及批

次
级别

文物安

全 责

任单位

堂 江背村 县人民政府 动文物 人民政

府

东坪镇

160 1 庙下石拱桥 清代 古建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天井山林场古结洞

村委会结洞村左边的小溪上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东坪镇

人民政

府

161 2
岭下村朱氏

老祠堂
清代 古建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长溪村委会

岭下村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东坪镇

人民政

府

162 3
大屋林氏祠

堂
清代 古建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梯下村委会

大屋村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东坪镇

人民政

府

163 4
方武谢氏祠

堂
清代 古建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方武村委会

方武村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东坪镇

人民政

府

164 5 泉水大坝 1970 年

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

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汤盆村委会

南水河支流汤盆河上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东坪镇

人民政

府

165 6
龙溪林场礼

堂
1960 年代

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梯下村委会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东坪镇

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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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号

分

序

号

文保单位名

称
年代 类别 详细地址 公布机关

公布时间及批

次
级别

文物安

全 责

任单位

筑

166 7
南水水库大

坝
1969 年

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

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东田村委会

北江支流南水河上游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东坪镇

人民政

府

167 8 钱水烈士墓 1968 年

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

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南水村委会

东约200米处的公路内坡面上地中间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东坪镇

人民政

府

必背镇

168 1 盘安山墓 明 古墓葬
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镇桂坑村委会

桂坑尾村北约 1 公里的大坪山上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必背镇

人民政

府

169 2
板泉莫氏祠

堂
清代 古建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镇横溪村委会

板泉村右边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必背镇

人民政

府

170 3
桂坑尾村盘

良安宅
1926 年

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

筑

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镇桂坑村委会

桂坑尾村

乳源瑶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
2012 年

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

必背镇

人民政

府



29

3.5 政府对少数民族发展的支持

为了促进乳源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政府从支持少数民

族镇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项目、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培养少数民族

人才、推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开展活动。

（1）少数民族镇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项目

近三年乳源瑶族自治县累计投资 13234 万元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具体投

资项目见表 7。乳源瑶族自治县将中央和省级少数民族发展资安排在打造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扶持民族地区发展项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等 4个类别上。

乳源瑶族自治县持续推进县改善少数民族迁移村住房和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方案，持续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和瑶族迁移点发展环境；重点抓好瑶族迁移点住房

改造、饮水安全、道路硬底化和路灯亮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新建住房 502

套，整村推进游溪镇上坳村、亚锡坪村、新会村（瑶族）和洛阳镇深洞蓝屋村（畲

族）建设；东坪镇雕子塘瑶族新村被命名为第一批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广东

美丽乡村。

（2）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除了为瑶族盘王节、瑶族刺绣、瑶族民歌等申请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外，乳源瑶族自治县还开展《瑶族通史》编撰工作，深度挖掘、保护、传承少

数民族文化，并建立畲语语言档案、推广畲语教育、举办畲语文化活动等。

2022 年广东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乳源举行。本届民族运动

会共有来自全省 37 个民族、21 个地级市及广师大等 22 个代表团共约 2600 名运

动员参赛，设有 12 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竞赛项目和 3类表演项目。

（3）培养少数民族人才

乳源瑶族自治县设有民族特色学校，普通学校也开设瑶歌、瑶舞、瑶语等兴

趣课程。为了鼓励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乳源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大学生每年可以

获得 1万元助学金。

（4）推进民族团结

乳源瑶族自治县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工作，制定《乳源瑶

族自治县 2021 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总体方案》，指导县民族实验学校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教学活动。2022 年乳源被命名为第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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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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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近三年乳源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发展项目情况表

年

份

序

号

项目实施

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少数民族

发展资金

（万元）

202

2

年

1

游溪镇

游溪镇新会村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建设
污水管道设施和人居环境整治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350

2
游溪镇亚锡坪村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建设
污水管道设施和人居环境整治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200

3
游溪镇上坳村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建设
污水管道设施和人居环境整治等配套基础实施建设 200

4 洛阳镇
洛阳镇深洞村委蓝屋村特

色村寨建设
（畲族）新农村建设、污水管道设施和人居环境整治等配套基础实施建设 475

5 东坪镇
后冲塘迁移点特色村寨建

设
整村 30 套加建二层住房、拆除旧房新建文化广场及附属配套设施建设。 400

6 县供销社
县供销社扶农支农（农产

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县供销社扶农支农（农产品）加工基地建设 500

7 东坪镇
雕子塘茶叶加工厂改造提

升
购置生产设备、展厅提升。 380

8 必背镇 必背镇镇区展销中心 必背镇产业展销及游客集散中心。 60

9

县中医院

（民族医

院）

中医医院（民族医院）瑶

药瑶方发掘制备、临床研

究与应用

1、对县中医医院（民族医院）现已成熟的 5-6 个经验方进行开发应用；2、对民族医药

（瑶医药）验方，尤其濒临失传的瑶医瑶方收集、挖掘、整理、检验、临床推广应用与

研究；3、民族医药（瑶医药）验方生产制备，建设 3-4 条生产线，包括生产线设备购

置；4、对中医院闲置的手术室进行场地改造。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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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序

号

项目实施

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少数民族

发展资金

（万元）

10

县中医院

（民族医

院）

中医名医馆与瑶医堂项目
1、名医馆（瑶医馆）用房改造及文化建设，改造面积约 700 平方米；2、中医名医馆（瑶

医馆）设备设施购置。
190

202

3

年

11

必背镇

必背镇塘头迁移点瑶族特

色村寨提档升级建设项目

集中连片民族村寨整体规划建设，特色建筑保护利用，完善房屋周边的广场及其他附属

配套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等。
500

12
世界过山瑶祖居地文旅振

兴建设项目

修缮盘氏进山公盘安山墓公园及步道，建设过山瑶文旅驿站、文化展示宣传栏、拜盘王

仪式广场、停车位和空间绿化等综合工程，建设必背镇文化展示工程等。
200

13 游溪镇

岭南民族特色文旅廊道-

乳桂经济走廊乡村振兴示

范带

乳桂经济走廊沿线村庄村容村貌进行整治提升，建设内容包括农房微改造、外立面改造、

村巷道硬底化、排水沟建设、四小园建设、路灯安装等配套设施建设。
1000

14 游溪镇
游溪镇瑶族迁移点深庄村

整村推进建设项目
对该村 12 套住宅房进行原址拆旧建新、基础配套设施及村中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建设 350

15 东坪镇
岭南民族特色文旅廊道-

环南水湖乡村振兴示范带

建设瑶族文化广场改造、生态栈道、瞭望台、瑶药种植等旅游景区配套设施、千亩古树

茶园中转仓储、栈道、机耕路、大瑶山油茶，展销体验中心修缮，茶叶加工厂附属配套

设施；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发展等

1000

16 东坪镇

东坪镇美丽瑶寨新村建设

项目（方武大坑整村推进

建设）

集中连片民族村寨整体规划建设，特色建筑保护利用，完善房屋周边的广场及其他附属

配套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等。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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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序

号

项目实施

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少数民族

发展资金

（万元）

17 乳城镇
乳城镇大东“瑶乡·红”

农文旅研学基地项目

1.大东菌类体验式种植采摘。2.“绿韵瑶乡客”一体式观光旅游。3.大东炮楼红色教育

学习基地。
350

18 一六镇
一六镇瑶汉融合共建示范

点项目

村庄外立面改造、中心洞村（必背、游溪瑶族迁移点）部分房屋加建一层（按瑶族风格

打造），村巷道改造（硬底化、拓宽）、排污设施建设、人畜分离场所建设、村周边田

园风貌提升、路灯安装建设等。

250

19
县文广旅

体局

瑶医瑶药、瑶族非遗文创

特色街区（瑶街）公共服

务提升和氛围营造项目

设计建设瑶街主题精神堡垒 1 座，入口标识艺术装置 1 组，集市标识装置 2组，瑶族刺

绣造型小品 2 组，绿化带、花池、树池 1 批，休憩座凳 10 组（长石凳+短石凳），特色

化垂直店招 1 批。

120

20
县中医药

发展中心
瑶医药产业项目 发展大健康产业，珍稀瑶药驯化及种质资源圃建设等。 365

202

1

年

21
一六镇

东七村

大健康产业园入园道路建

设项目

规划建设一条主路进入工业园，长约 1.1 千米。
2634

22
桂头镇

松围村

仙湖工业园道路及附属设

施建设项目
园区道路 1.2km 及排水沟建设。 1400

23 均村村委
桂头镇均村马蹄食品加工

乡村振兴车间建设项目

利用原有废旧楼房和场地，建设 2 条生产线、厂房 1000 平方米、冷库 200 平方米、仓

库 500 平方米等基础设施。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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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序

号

项目实施

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少数民族

发展资金

（万元）

24
石角塘村

委

大桥镇石角塘村烤烟房乡

村振兴车间建设项目

新建 30 间烤烟房，有助于石角塘村发展烟叶规模化种植和加工；扩大烟叶种植规模约

500 亩，提高种植、加工能力。
380

25 英明村 大布桥建设项目 在靠近大布镇中心幼儿园及松树坝党建公园处增设桥梁。 500

26 乳城镇
乳城镇瑶侯公渡老石街文

旅综合体建设项目

第一期建设 200 ㎡左右民族大舞台，为居民休闲娱乐提供适宜空间，对镇政府所属闲置

地块（瑶绣乡村振兴车间周边）进行路段改造提升（联通乳江旁），升级进入路口街道

外观，预计投入 200 万元。第二期在老石街广场加设以党建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民族团结进步、民族文化等内容的宣传栏；提升改造老石街两旁 15 间商铺，打

造流动摊贩集中管理运营点，作为创文创卫示范区域，预计投入 100 万元。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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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区少数民族脆弱性分析

4.1 经济脆弱性

（1）收入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2023 年项目区域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家庭年收入

在 40001-60000 元区间内的人数最多，分别为 266人和 47人，占比分别为 42.6%、

37.0%，家庭年收入在 4万元以下的少数民族占比要略高于汉族占比，家庭年收

入在 6万元以上的少数民族占比也要略高于汉族占比。这说明项目区内少数民族

家庭的收入水平并不特别比汉族家庭的差。

表 8 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与汉族经济收入情况表

2023 年家庭总收

入

少数民族 汉族 合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小于 20000 13 10.2% 58 9.3% 71 9.5%

20001-40000 27 21.3% 121 19.4% 148 19.7%

40001-60000 47 37.0% 266 42.6% 313 41.7%

60001-80000 20 15.7% 89 14.3% 109 14.5%

80001-100000 12 9.4% 58 9.3% 70 9.3%

100000 以上 8 6.3% 32 5.1% 40 5.3%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2）低收入群体情况（低保、特困）分析

2023年项目区少数民族镇低保、特困人口与比重详见下表。在少数民族

镇中汉族特困人群占其汉族总人口的0.4%，高于少数民族的0.1%，汉族低保

人群占其汉族总人口的2.0%，低于少数民族的2.2%，但总体来说差别不大。

表 9 项目涉及少数民族镇低保、特困人口状况表

群体 民族 必背镇 游溪镇 东坪镇 合计

特困群体

汉族
人数 12 19 19 50

比例 0.7% 0.3% 0.3% 0.4%

少数民族
人数 13 4 7 24

比例 0.2% 0.1% 0.1% 0.1%

低保群体

汉族
人数 57 94 125 276

比例 3.3% 1.3% 1.9% 2.0%

少数民族
人数 192 107 169 468

比例 2.9% 1.4% 2.3% 2.2%

数据来源：由三个镇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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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耕地资源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内汉族目前耕作田地户均 2.8 亩，少数民

族目前耕作田地户均 3.7 亩，这可能是因为不少迁出的少数民族家庭同时拥有原

住地和迁入地的田地。

（4）种植作物差异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认为与汉族种植作物没有差异

的占比 37.8%，认为种植作物差异比较小的占比 19.7%，认为种植作物差异一般

的占比 33.9%，认为和汉族种植作物存在较大或很大差异的占比为 8.7%。这也可

能和田地所处地理位置有关，少数民族多居于山区而汉族居于平地，因自然条件

不同种植作物也有一定差异。

（5）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分析

社会调查过程中通过对少数民族镇--必背镇、游溪镇、东坪镇的座谈会了解

到，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主导实施，实现了所有村村内道路硬化、通电通水到户、

5G 网络覆盖、社保全参与，并且各镇设有乡镇卫生院，各行政村设有卫生站。

少数民族和汉族平等享受基础设施服务和公共服务，而且少数民族会因其民族的

特殊性而获得更多优待，如少数民族学生大学生每年能获得 1万元助学金。

总体来看，项目区内少数民族在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群体、耕地资源、种

植作物差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与汉族相比不存在显著差距，少数民族

在经济上与汉族相比不存在脆弱性。

4.2 政治脆弱性

乳源瑶族自治县积极践行自治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有力保障少数民族在政

治等领域的合法权益。

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中有 2位少数民族，王东先生为县人

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天聪先生为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三个少数民族聚居镇的镇长均为当地瑶族。镇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瑶族约占

30~40%，必背镇的人大主席、组织委员和副镇长都是瑶族，镇政府公务员的瑶族

比例也和当地瑶族人口的占比大致相当；少数民族聚居村的主要村干部均由当地

少数民族担任，而且每个村至少有一名女村干部。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的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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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较强，在政治上不存在脆弱性。

4.3 社会文化脆弱性

（1）文化程度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占比（48.8%）低于

汉族（54.3%）5.5 个百分点；而高中/中专/技校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占比（30.7%）

高出汉族（27.7%）3 个百分点；大学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占比（20.5%）

高出汉族（17.9%）2.6 个百分点。这说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普遍

高于汉族。

表 10 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程度情况表

受教育程度
少数民族 汉族 合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小学及以下 19 15.0% 98 15.7% 117 15.6%

初中 43 33.9% 241 38.6% 278 37.0%

高中/中专/技校 39 30.7% 173 27.7% 216 28.8%

大学及以上 26 20.5% 112 17.9% 140 18.6%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2）语言情况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大多数完全会说本民族语言

（占比 80.3%），较少的少数民族会一些（占比 17.3%），完全不会说本民族语

言的少数民族很少（占比 2.4%）。另外受访少数民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

用汉语的占比 32.3%，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占比 66.1%。这说明

瑶语仍然是当地瑶族群众普遍在用的语言，并没有出现消亡的趋势。

（3）少数民族服饰使用情况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群众经常穿民族服饰的占比较

低（13.4%），偶尔穿民族服饰的占比 40.2%，只在民族风俗活动中穿民族服饰

的占比 40.9%，从来不穿民族服饰的仅占比 5.5%。

（4）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程度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与汉族经常交往的占比 70.9%，

偶尔交往的占比 27.6%，从来不交往的仅占比 1.6%。而且受访少数民族群众家庭

中存在与汉族通婚情况的占比达 66.1%。这说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

合程度比较深。

（5）少数民族身份心理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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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自我身份认同感较强的占比仅

为 28.3%，而自我认同感较弱的占大多数（71.7%）。受访的少数民族也表示，

尽管知道自己是少数民族，但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和汉族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除了

特殊的盘王节。

在受访少数民族看来，因少数民族身份经常引起歧视的情况较少（10.2%），

偶尔有歧视的情况占比为 48.8%，从没因少数民族身份而被歧视的占比 40.9%。

表 11 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身份心理情况表

经常有 偶尔有 从没有

问题 1：日常生活中是否经常有我是少数民族的

心理感觉
28.3% 33.9% 37.8%

问题 2：因为您的民族身份而被歧视的经历 10.2% 25.2% 64.6%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6）少数民族与汉族生活及习俗差异情况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认为和汉族在生活上差异较大

和非常大的占比为 17.5%，认为和汉族在生活中差异一般的占比为 31.5%，认为

生活差异较小和没有差异的占比为 52.0%。认为和汉族在风俗习惯方面差异较大

和非常大的占比为 13.4%，认为和汉族在风俗习惯上差异一般的占比为 37.0%，

认为风俗习惯差异较小和没有差异的占比为 49.6%

表 12 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与汉族生活及习俗差异情况表

非常大 比较大 一般 比较小
没有差

异

问题 1：与汉族在生活的差异 3.1% 13.4% 31.5% 19.7% 32.3%

问题 2：与汉族在风俗习惯方面的差

异
2.4% 11.0% 37.0% 24.4% 25.2%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总体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项目区内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与汉族交融越来越频繁和密切，在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也在缩小，但也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自我认同感的弱化。但正如 3.2.3 所述，当地政府在民族文

化的保护传承方面给与了积极支持，比如每年举办盘王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在中小学开设瑶语和瑶族山歌、舞蹈、刺绣兴趣课等，

都有力地维护和发展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特色。

4.4 性别差异性

（1）收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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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女性月收入在 2500 以下的占

比为 8.0%，低于少数民男性受访者 7.2 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女性月收入在

2501-4500 之间的占比为 64.0%，高于少数民男性 9.5 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女性

收入在 4501 元以上的占比为 28.0%，低于少数民男性 2.3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

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女性的收入水平要好于男性，但这也有可能是受访者偏差。

因为在 125 个少数民族问卷受访人中只有 58 人回复了个人收入问题。

表 13 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收入情况表

月收入
男 女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小于 2500 5 15.2% 2 8.0%

2501-3500 7 21.2% 7 28.0%

3501-4500 11 33.3% 9 36.0%

4501-6000 8 24.2% 6 24.0%

6000 以上 2 6.1% 1 4.0%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2）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情况

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男性比例（15.5%）高出

女性（14.3%）1.2 个百分点；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比例（22.5%）低出女性

（37.5%）15 个百分点；具有高中/中专/技校文化程度的男性（35.2%）高出女

性（32.1%）3.1 个百分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男性（26.8%）高出女性（16.1%）

10.7 个百分点。这说明少数民族男性的受教育水平整体要高于女性。详见下表。

表 14 少数民族受教育情况性别统计表

受教育程度
男 女 合计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小学及以下 11 15.5% 8 14.3% 19 15.0%

初中 16 22.5% 21 37.5% 37 29.1%

高中/中专/技校 25 35.2% 18 32.1% 43 33.9%

大学及以上 19 26.8% 9 16.1% 28 22.0%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3）职业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女性全职务农占比 37.5%，高

于男性 9.3 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女性全职务农和兼职务农占比 41.1%，低于男性

13.8 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女性选择其他选项占比为 21.4%，高于男性 4.5 个百分

点。通过调研访谈了解，公务员、临时工、灵活就业等受访者多选择“其他”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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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职业状态情况表

职业状态
男性 女性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全职务农 20 28.2% 21 37.5%

兼职务农 20 28.2% 11 19.6%

全职务工 19 26.8% 12 21.4%

其他 12 16.9% 12 21.4%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4）少数民族妇女的地位

通过座谈会和关键信息人访谈，了解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律法规的完善，

少数民族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已成为主流，

少数民族妇女在家庭中拥有了更多的决策权、话语权和经济独立性。

少数民族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主体认知与权利意识正持续增强，以爱情

为基石的自主选择婚姻及基于男女平等原则构建的家庭关系日益成为婚姻家庭

领域的主流趋势。在项目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内，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联姻现象

颇为普遍，彰显了婚姻观念的开放与融合。

《婚姻法》中夫妻双方依法平等享有家庭财产所有权的这一原则正促使越来

越多的女性积极参与家庭的经济决策过程，其中不少少数民族妇女更是掌握了家

庭的财政管理权。尽管仍有差距，但项目区域少数民族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在过去

的 30 年里有了显著提升，她们的就业能力也不断增强，她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到

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的劳作。这一变化使得她们的劳动收

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日益提高，进一步提升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观察到有一个少数民族村的支书是女性，多个少数民族

村都有多名女性办事员，参加座谈会的少数民族女性即使和男性在一起也都能积

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表明当地少数民族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参与公

共事务程度的提升。

总体来看，项目区少数民族妇女在经济收入和教育程度略低于男性，但在家

庭地位、社会地位等方面基本与男性持平，少数民族女性群体不存在明显的脆弱

性。

5 项目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分析

5.1 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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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正面影响

项目建设可以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

（1）保障当地少数民族的粮食安全。本项目将通过整治零散、低效的耕地，

将园地、林地等转化为集中、高效的农田，有效增加耕地面积；通过安全利用类

耕地水稻集中种植区实施分区分类科学治理，通过秸杆还田、增施有机肥、种植

绿肥、精准施肥等措施，有效改良土壤、提升土壤肥力。项目显著提升耕地质量，

从而提高粮食产能，保证当地少数民族粮食生产的稳定。

（2）增加当地少数民族的就业机会。土地整治项目通常涉及地块整理、播

撒调理剂、土地翻耕等多个环节，这些工程的实施将为当地少数民族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建设单位还可能会有偿聘请项目涉及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作为工程质量

监督员。项目建成后流转土地的农业企业也会雇佣当地群众从事生产经营。这些

都会给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3）增加当地少数民族的收入。项目的建设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提高粮食

产能和资源利用效率，直接增加当地少数民族农民的收入；项目实施中和实施后

提供的多种就业机会也会增加他们的收入；少数民族农民还可以利用整治后的土

地进行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入。

5.1.2 负面影响

在子项目 2和 3的实施过程中均需要将现有的园地、林地、草地等转换成耕

地，县政府计划在充分协商和自愿参与的基础上开展此项活动。为了弥补当地群

众的地上附着物损失，县政府还将给与一定数额的补贴。但根据访谈，在过去实

施类似项目的过程中有的乡镇和农户还没有拿到补贴或者补贴数额不能弥补损

失，因此会带农户带来经济损失，也有一些抱怨。

在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如果没有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充分协商，如果补贴

的标准不够或者补贴的发放不够及时，可能会给当地少数民族农户带来经济损失。

5.2 社会影响

5.2.1 正面影响

促进当地少数民族的参与：本项目的开展将遵守世界银行对少数民族参与项

目设计和实施安排的要求，以文化契合以及性别和代际包容的方式开展和加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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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充分且有意义的协商。

促进当地少数民族妇女的参与和决策：实地调查发现目前在少数民族镇村从

事农业生产的多为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及留守在家照顾家庭成员的女性。

本项目的开展将鼓励当地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到项目中去，更积极地参与项目中的

事务管理和监督，并提升她们在项目设计和实施安排中的决策权。

5.2.2 负面影响

根据项目区以往类似项目活动的实施经验，因项目涉及村庄多而分散的特点，

建设期的工人一般在当地雇佣。因此，外来劳动力涌入的风险较低，但也会有一

定数量的外来劳动力。虽然施工场地和少数民族村庄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日常不

会对少数民族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但这些外来劳动力因住宿及餐食不可避免地

要与当地少数民族产生社会交往，比如租房或者买菜买粮。这些外来汉族劳动力

可能会因为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不了解而在社会交往中和当地少数民族发

生纠纷或矛盾。

此外，项目区域从未发生过因施工而导致的对社区群众的性剥削和性虐待/

性骚扰。因此预计在本项目中性剥削和性虐待/性骚扰对少数民族社区的风险也

比较低。

5.3 文化影响

5.3.1 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

第一批项目的活动主要包括对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补充和新增土地地力。

这些活动的开展完全不会影响到项目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瑶族盘

王节、瑶族刺绣、瑶族民歌等（具体见 3.4.1）。

（2）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

子项目 1的开展主要在已有的耕地上进行，子项目 2和 3的开展主要在原来

是耕地但现状是园地、林地、或草地的土地上进行。这些地块没有牵涉到目前已

经官方认可的物质文化遗产（具体见 3.4.2）

在和少数民族干部和村民的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当地瑶族并没有固定地点

的神树或圣地，因此第一批项目的开展一般不会影响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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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但也不完全排除在后续项目施工中发现新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能性。

如果后续项目施工中发现文化遗产，建议按照以下程序处理。

1）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

停止施工：一旦发现文化遗迹，施工企业应立即停止施工活动，避免对遗迹

造成进一步破坏。

保护现场：通过拍照、摄像等方式，详细记录遗迹的现状和周围环境，确保

有充分的证据资料。同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防止人员误入或破坏遗迹。

2）报告文物行政部门

通知相关单位：施工企业应立即通知监理、业主以及上级主管单位，并同时

报告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这是法定环节，必不可少。

书面通知：在口头通知后，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发送正式通知，并留存复制件

及寄出凭证。

3）配合文物行政部门的工作

等待文物部门抵达：文物管理部门在接到通知后，通常会组织考古发掘单位

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如 24 小时内）抵达现场。

提供必要协助：施工企业应积极配合文物行政部门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

和支持，包括提供现场情况、协助考古发掘等。

持续停工：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以及考古发掘结束前，施

工企业应在发现文物施工现场持续停工，并制定专人持续保护现场。

4）遵循处理意见并恢复施工

接收处理意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在规定时间内（如 7日内或 15 日内，

根据文物的重要性而定）提出处理意见。

遵循意见行动：施工企业应严格按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的处理意见进行行动，

包括配合考古发掘、保护遗迹等。

恢复施工：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通知可以恢复施工前，施工企业不得擅自恢

复施工。一旦获得批准，方可按照相关规定恢复施工活动。

5）法律责任与索赔

法律责任：施工企业及施工人员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哄抢、私分、

藏匿所发现的文物。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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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事宜：如因发现文化遗迹导致施工工期延误或产生其他损失，施工企业

可以与业主单位进行协商，提出索赔意向，并根据文物部门的答复和实际情况制

定详细的索赔报告。

5.3.2 对文化习俗的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批项目的活动完全不会影响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服饰、

信仰、节日等。

经过细致的考察，我们发现项目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并未形成对土地有特别依

赖性的文化习俗。它排除了项目施工可能会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习俗造成负面影

响的可能性。

根据项目区以往类似项目活动的实施经验，因项目涉及村庄多，分散的特点，

建设期的工人一般在当地雇佣。因此，外来劳动力涌入的风险较低。而当地少数

民族和汉族融合的程度较高，因此外来汉族劳动力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习俗造成

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比较低。

5.4 环境和健康影响

5.4.1 正面影响

通过整治污染土地、修复生态环境等措施，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

减少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土地整治项目还可以推动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

和农产品的多样化，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健康食品选择。

5.4.2 负面影响

子项目 1的主要活动为播撒石灰，喷撒液面剂，产生的扬尘对周边社区有影

响；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震动对周边社区的有影响；当货物材料运输车辆经过

村庄或人群聚集时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子项目 2及子项目 3的主要活动为土地平整，采用秸杆覆盖还田、肥田油菜、

施用有机肥、施用土壤调理剂等技术增加土地地力。使用机械设备产生的噪音、

震动对周边社区的有影响，当货物材料运输车辆经过村庄或人群聚集时的道路交

通安全风险。

6 信息公开、公众咨询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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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项目准备期间的少数民族参与过程

2024 年 9 月以来，韶关市项目办协同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各级政府有

关部门组织在第一批次项目区域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调查及公众意见咨询

活动。可研报告编制单位、社会评价报告编制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单位

等针对项目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公示和告知。各单位还通过实地踏勘、座谈会、关

键信息人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宣传本项目的信息，并积极鼓励受影响少数民族

群众的参与，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镇村。

6.1.1 信息披露

通过多种渠道对项目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具体形式和内容包括：

（1）互联网。可研单位于 2024 年 9 月 29 日在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

网完成网络信息公示，以充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环评单位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在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官网发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众参与信息

公示，收集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社评单位于 2024 年 10 月分别

在韶关市人民政府官网和广州金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官网发布项目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前公示，对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信息公告，征求公众对项目建设在

社会稳定风险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张贴布告。可研单位于 2024 年 9 月-10 月在乳源瑶族自治县各乡镇公

告栏针对项目信息进行现场公示；环评单位于 2024 年 9-10 月间，在项目区域各

乡镇政府公告栏上张贴项目公告，告知当地居民本项目及可能的环境影响。

可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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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单位

图 11 项目信息公示图

6.1.2 问卷调查

2024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5 日，社评团队通过乳源瑶族自治县项目办和项

目内镇政府的协调发放了公众对于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解决韶关市可持续土壤污

染管理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调查问卷。从回收的调查问卷来看，有效问卷共 751

份，其中少数民族问卷 127 份，占比 16.9%，高于乳源瑶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人

口占比。而且在取样的过程中注意了少数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样本的分布均

衡。

表 16 问卷回答情况（分民族）

镇
汉族 少数民族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乳城镇 96 15.4% 2 1.6%

一六镇 80 12.8% 0 0.0%

桂头镇 139 22.3% 0 0.0%

洛阳镇 126 20.2% 6 4.7%

大布镇 69 11.1% 1 0.8%

大桥镇 20 3.2% 0 0.0%

东坪镇 61 9.8% 43 33.9%

游溪镇 23 3.7% 42 33.1%

必背镇 10 1.6% 33 26.0%

合计 624 83.1% 127 16.9%

6.1.3 实地踏勘

在 2024 年 9 月-10 月期间，项目办、可研报告编制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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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社会评价团队等对项目实施进行了多次实地勘察，对相关镇村（包括少数民

族聚居镇村）进行了走访和交流。

6.1.4 座谈会和访谈

在 2024 年 9 月-10 月期间，社评团队对工程项目建设影响区的政府职能部

门、村委会、少数民族官员、居民（包括男性和女性）、低收入户等进行调查访

问，共组织座谈会和访谈 33 场次，总参与 334 人次，其中女性 115 人次（34.4%），

少数民族 67 人次（20.1%）。通过座谈会和访谈的形式了解当地的经济收入、土

地资源、社会保障、是否存在少数民族聚居及少数民族情况、对项目的意见和建

议等内容。

其中对必背镇、游溪镇、东坪镇等三个少数民族聚居镇村进行了深入座谈会

和访谈，总计召开了 9次座谈会和访谈，涉及镇少数民族官员、少数民族村干部

和少数民族村民等。访谈参与 58 人次，绝大多数为瑶族，其中女性参与 25 人次，

妇女参与率 43.1%。通过座谈会和访谈，主要了解少数民族的经济收入、传统习

俗、节日庆典、文化遗产、语言文字、社会参与和民族认同，以及对本项目的意

见和建议等内容。

另外，社评单位还专门访谈了乳源瑶族自治县统战部（民宗局）办公室，了

解乳源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发展基本情况、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及相关扶持政策等。

6.2 项目准备期间的少数民族参与结果

6.2.1 对项目的了解程度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群众对项目建设相关情况基本了解占比

40.2%，非常了解占比 22.8%，对项目不太了解少数民族群众仍占比 37.0%。在座

谈和访谈中了解到，项目前期主要是县镇村的政府官员和村干部参与，群众了解

项目信息的渠道相对较少。

6.2.2 对项目建设的看法和态度

（1）项目建设对现有耕种的影响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群众认为项目建设对耕种影响较大的占比

29.9%，认为影响一般的占比 49.7%，认为无影响的占比 20.4%。在座谈和访谈中

了解到，项目区域范围内涉及林地、园地、撂荒地等地块，而少数民族居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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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上有种植杉树、桉树、果树、非粮农作物等，项目的建设难免会对现有耕种

产生一定影响。

（2）项目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居民认为项目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正面

作用占比 42.5%，认为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一般的占比 48.9%，认为对经济社会

发展影响产生负面影响的占比 8.6%。

（3）对项目建设的支持情况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居民比较支持项目实施的占比 48.8%，对

项目建设支持态度一般的占比 48.1%，对项目建设不太支持的占比 3.1%。通过座

谈会和访谈了解到，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居民认识到补充耕地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如果能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处理好对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补贴、环境影响

等问题，少数民族居民是普遍支持项目建设的。

6.2.3 对项目建设的建议和期望

项目影响区少数民族居民虽然对本项目持支持的态度，但同时也对项目的建

设主要提出了如下建议和期望：

（1）应选择适合的地块开展补充耕地的活动

受访的山区少数民族表示应该减少在山区开展补充耕地的活动。原因有三：

一是劳动力有限。山区的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已经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陆续搬

到平地的其他乡镇，仍在留在原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常住人口数量较少，且多为中

老年人。此前十几年将耕地转变为林地或撂荒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缺乏劳动力，

现在如果将林地或撂荒地重新改造为耕地，仍然会面临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可能

会产生新改造出来的耕地再次遭遇撂荒的问题。二是山区的耕地流转比较困难。

山区的耕地因为地块面积小、交通不便等原因难以使用农业机械开展规模经营，

也因此耕地流转比较困难。本项目新改造出来的耕地会因为没有农业公司和种植

大户愿意流转而再次遭遇撂荒的问题。三是山区地形的陡峭性不仅增加了施工难

度，还对工程安全构成了严峻考验，也增加了成本。四是将林地转为耕地，可能

会造成水土流失，甚至引发地质灾害，如滑坡、泥石流等，危害当地的生态环境

安全和居民的人身安全。

（2）应制定合适的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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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2和 3都涉及到将现有的园地、林地、草地等转换成耕地。受访的少

数民族群众表示在过去实施类似补充耕地项目的过程中没有拿到补贴或者补贴

数额不能弥补经济损失，希望本项目中能够制定合适的补贴标准并及时发放补贴。

（3）参与项目建设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高达 71.4%的少数民族居民表达了愿意参与到项目

施工中的强烈意愿，以获取经济收入。

6.2.4 性别差异

在少数民族的 127 份问卷中，女性少数民族回答问卷为 56 人，占比 44.1%。

在三个少数民族聚居镇村进行的 9场次座谈会和访谈中少数民族女性参与率为

43.1%。

（1）对项目的了解程度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内少数民族妇女对项目了解程度整体是低

于少数民族男性的。对项目不太了解，甚至是完全不了解的情况少数民族妇女占

比（41.1%）高出少数民族男性（33.8%）7.3 个百分点。通过座谈和访谈了解到，

社评工作开展之前，项目基本信息是通过政府会议形式传播，其他方式较少，一

定程度限制了少数民族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同时参会女性占比低于男性，也是

导致女性对项目了解程度相对较低的一个原因。

表 17 少数民族妇女对项目了解程度情况表

项目知晓程度
男 女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完全不了解 4 5.6% 7 12.5%

不太了解 20 28.2% 16 28.6%

了解一点点 30 42.3% 21 37.5%

比较了解 14 19.7% 11 19.6%

非常了解 3 4.2% 1 1.8%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2）对项目建设的意愿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整体上少数民族妇女对项目建设相关方面的积极意

愿略低于男性：

若项目需要改种其他农作物，少数民族妇女积极配合的占比（42.9%）低出

男性（45.1%）2.2 个百分点；若项目需要，政府对农户农田进行土地整治工作，

少数民族妇女积极配合的占比（48.1%）低出男性（53.5%）5.1 个百分点；若项



50

目需要改施有机肥或种植绿肥，减少施化肥，少数民族妇女积极配合的占比

（55.3%）低出男性（56.3%）1 个百分点；若项目需要进行土地流转连片开发，

少数民族妇女积极配合的占比（46.4%）低出男性（52.1%）5.7 个百分点。

通过访谈和座谈会了解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妇女对新事物的欢

迎程度更高，且项目实施能够对现有耕种条件、耕作模式、土地流转等带来积极

的改变；少数民族妇女对政府信任、依赖程度，愿意积极配合政府工作。

表 18 少数民族妇女对项目建设的意愿情况表

问题 性别
非常愿

意

比较愿

意
一般

不太愿

意
无所谓

问题 1：如根据项

目需要，需要改种

其他农作物

男 11.3% 33.8% 33.8% 12.7% 8.4%

女 14.3% 28.6% 41.1% 7.1% 8.9%

合计占比 12.6% 31.5% 37.0% 10.2% 8.7%

问题 2：如根据项

目需要，政府对您

农田进行土地整治

工作

男 15.5% 38.0% 36.6% 2.8% 7.1%

女 17.9% 30.4% 35.7% 8.9% 7.1%

合计占比 16.5% 34.6% 36.3% 5.5% 7.1%

问题 3：如根据项

目需要，需要您改

施有机肥或种植绿

肥，减少施化肥

男 16.9% 39.5% 38.0% 0.0% 5.6%

女 25.0% 30.4% 41.1% 1.8% 1.8%

合计占比 20.5% 35.4% 39.4% 0.8% 3.9%

问题 4：如根据项

目需要，政府委托

服务公司对当地农

田灌溉基础设施进

行改造提质

男 22.5% 39.5% 35.2% 0.0% 2.8%

女 26.8% 30.4% 37.4% 1.8% 3.6%

合计占比 24.4% 35.4% 36.2% 0.8% 3.2%

问题 5：如根据项

目需要，对土壤改

良或者增加农田防

护措施

男 23.9% 32.4% 38.1% 1.4% 4.2%

女 28.6% 21.4% 44.6% 1.8% 3.6%

合计占比 26.0% 27.6% 40.9% 1.6% 3.9%

问题 6：根据项目

需要，需进行土地

流转连片开发

男 19.7% 32.4% 31.0% 12.7% 4.2%

女 12.5% 33.9% 44.6% 5.4% 3.6%

合计占比 16.5% 33.1% 37.0% 9.5% 3.9%

问题 7：如根据项

目需要，该项目需

聘用一些农户参与

当地项目施工

男 21.1% 49.3% 25.3% 2.8% 1.4%

女 25.0% 30.4% 41.1% 0.0% 3.5%

合计占比 22.8% 40.9% 32.3% 1.6% 2.4%

问题 8：如根据项

目需要，该项目需

对参与农户进行技

术培训

男 21.1% 47.9% 25.4% 2.8% 2.8%

女 25.0% 33.9% 37.5% 1.8% 1.8%

合计占比 22.8% 41.7% 30.7% 2.4% 2.4%

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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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少数民族参与计划

为了使本项目给当地少数民族群体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实

现，同时规避项目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有必要在项目实施以及运行期间

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当地受影响少数民族群体的充分知情参与。本节的少数民

族参与计划也是《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的一部分。

6.3.1 信息披露计划

本项目的信息披露主要由韶关市项目办、乳源瑶族自治县项目办以及各实施

机构进行。除了和其他利益相关群体一样在项目的不同阶段接受项目相关的信息

披露，在项目的准备阶段，还要专门向当地少数民族披露本《少数民族发展计划》

，让他们了解项目对少数民族的关注和平等权益保护。

针对当地务农的少数民族群众多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及中青年女性的

特点，他们在语言、文化水平、信息的获取能力等方面存在弱势，本项目的信息

披露需要在适当的时间、地点通过当地少数民族可以理解的语言（瑶语、畲语、

客家话），以文化契合和性别包容的方式及时发布项目信息，尽量多采用村内会

议的方式，口头披露项目信息，同时，要确保会议宣传中的女性参与者比例达到

40%以上，以确保当地少数民族包括女性能够及时、充分地获得本项目的相关信

息。项目劳动者中如果涉及到少数民族合同工人，也要注意确保他们能够平等地

获得相关的劳动者管理程序中的内容和申诉机制。

少数民族信息披露计划见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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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少数民族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和计划安排

阶段 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涉及区域 目标群体 披露渠道 时间节点 责任主体

准备阶段

（项目设计阶段）

社评报告、利益相关方参与计划、

劳动者管理程序、环境和社会承诺

计划、环境与社会管理框架、少数

民族发展计划

乳源瑶族

自治县

少数民族

聚居镇村

项目区内的少数民族

镇政府、村

委宣传栏、

会议沟通

项目评估前

进行项目基

本情况公示

韶关市项目办、项目实

施机构

建设阶段

项目活动范围及潜在的影响 周边少数民族村庄及居民

现场、村委

宣传栏等、

会议沟通

建设前

一个月

项目实施机构、镇政府、

村委会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有关合同工人的

内容和申诉机制
少数民族合同工人 会议沟通

施工期间

项目实施机构、承包商

针对少数民族村委及村民的申诉机

制
周边少数民族村委及村民

现场、村委

宣传栏等、

会议沟通

项目实施机构、镇政府、

村委会

环境和社会外部监测报告中承包商

劳动者管理、社区管理绩效的内容

少数民族合同工人、周边少

数民族村委及村民

现场、村委

宣传栏等、

会议沟通

项目实施机构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针对可持续土壤

污染管理活动的合同工人的内容和

申诉机制

涉及的少数民族劳动者
书面告知、

会议沟通

各实施机构、镇政府、

村委会、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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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所有公开的信息都需进行完善的记录，并对收到的意见及反馈进行

记录和归档。下表提供了信息公开记录的模板。

表 20 信息公开记录模板

公开的信息 地点 渠道 目标群体 收到的意见及反馈 责任主体

6.3.2 磋商计划

世行要求确保与受影响少数民族进行充分磋商；确定受影响少数民族参与项

目设计和实施的方式，保证他们有机会积极参与项目设计，确定项目的实施安排。

韶关市项目办、乳源瑶族自治县项目办和各实施机构将以文化契合、性别

和代际包容的方式各自开展有意义的少数民族磋商活动，需要注意的是：

 从项目规划过程的早期开始，收集少数民族有关拟议项目的初期意

见，并影响项目方案设计；

 鼓励少数民族进行反馈，特别是以此作为影响项目设计和让少数民

族参与识别和改善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的一种方式；

 伴随风险和影响的出现与少数民族的磋商持续进行；

 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文化契合的方式，使用可以被少数民族理

解的语言（如瑶语、畲语、客家话等）以及可以接受的形式（如访

谈、座谈会等）与之进行有意义的磋商；

 保证磋商中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妇女的参与率；

 给少数民族的决策过程提供足够的时间；

 考虑并及时回应反馈。作为协商的一部分，应向少数民族说明纳

入他们的观点或不纳入他们的观点（若有）的理由。

 支持受项目影响的少数民族进行积极的大范围参与；

 不受外部操纵、干预、胁迫、歧视和恐吓。

具体的少数民族参与磋商计划见表22。

所有的少数民族咨询和参与及其发现、建议等都将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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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少数民族参与记录模板

日期 地点 主要活动 主要方法 参与人员 责任机构 发现、建议及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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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少数民族参与磋商计划

参与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目标群体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

式
责任主体

前期准备

阶段

项目宣传

①宣传项目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征询少数民族群

众的意见和建议；

②对于主要受影响少数民族群体关注的实施范围和

方案等信息进行及时传达；

③向少数民族农户宣传现有耕作方式、种植模式可能

对农田环境产生的影响，并宣传用于农田污染防范的

农艺措施。

项目区内少数民族

村委及村民
实施范围

信息公示、宣

传册、座谈会

项目办、

实施机构

受项目影响少

数民族及其需

求分析

①确定受项目影响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需求，分析少

数民族群体需求与项目方案实施的差距；

②了解项目实施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③讨论项目选址范围，周边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对实施

范围的意见和建议。

项目区内少数民族

村委及村民
实施范围

座谈会、问卷

调查

项目办、

实施机构

完善社评调研

工作发现不足

①完善当地少数民族农户及周边少数民族村民的基

层申诉机制；

②少数民族群体对项目的诉求和建议

周边少数民族村委

及村民、实施机构

、镇政府

实施范围
座谈会、

走访调查
实施机构

了解少数民族村庄/村庄农田污染问题的现状及其存

在的问题，分析此类问题对农田种植的影响程度

实施机构、镇政府

及少数民族村委会
实施范围

座谈会、焦点

小组访谈
实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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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阶段 参与主题 参与内容 目标群体 参与地点
首选参与方

式
责任主体

明确《少数民族

发展计划》的责

任主体及资源

协调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实施机构，确认《少数民族

发展计划》并明确实施的预算安排、机构、资源及其

职责。

相关政府部门、实

施机构、镇政府、

少数民族村

实施机构会

议室

座谈会、专题

会议

项目办、

实施机构

建设阶段

培训计划

面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加强对国家和地方少数民族

发展政策、相关环境指标、环境保护法规以及开展农

田污染控制等方面的培训。

相关政府部门、实

施机构、少数民族

村委会

实施范围 专题培训会 实施机构

社区健康安全

管理

周边少数民族社区对项目建设潜在的环境与社会风

险和影响的看法、意见和建议（含申诉处理、记录情

况）

项目场地周边少数

民族社区居民、学

校等

实施范围、周

边村委等

座谈会、

焦点小组座谈

实施机构

、人社局

、卫健局

合同工人

管理

劳动者管理程序中关于合同工人相关内容（含申诉处

理）的培训以及实施情况监测
少数民族合同工人 实施范围

座谈会、

焦点小组座谈

实施机构

、人社局

问题及解决
针对少数民族社区发现或出现的环境社会问题，探讨

解决方案

相关政府部门、镇

政府、村委会、劳

动者、项目区及周

边少数民族村民等

实施范围、周

边村委等

座谈会、关键

信息人访谈

项目办、

实施机构

、镇政府

、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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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抱怨与申诉机制

在本次少数民族计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始终重视少数民族群体参与，并建

立抱怨申诉机制。少数民族人口对项目建设有任何不满意，或认为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遭受到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时，可以通过有关程序寻求解决。

本项目已经在项目层级建立了抱怨申诉机制，如图 13 所示。项目区的少数

民族同样使用该抱怨申诉机制。该项目申诉处理机制将以文化适宜的透明方式，

迅速有效地解决关切问题，并随时可以反馈给受项目影响的各方，不产生任何费

用，也不会招致任何报复。该机制、程序或程序不会妨碍对司法救济或行政救济

的获取。申诉的处理将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进行，并应谨慎、客观、敏感地响应

受项目影响各方的需求和疑虑。提交意见或申诉的个人有权要求匿名。在宣传申

诉处理机制信息时，应声明保密性。项目申诉处理机制应制定明确的规定和机制，

以便提出和解决匿名投诉。

图13 项目层面的申诉处理机制

各相关机构接收抱怨申诉的渠道为信访接待、电话热线、网络平台等。具体

渠道见下表：

表 23 少数民族的项目申诉渠道

类型 机构 申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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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

必背镇 6 个瑶族村，

游溪镇 8 个瑶族村，

东坪镇 4 个瑶族村，

洛阳镇深洞村下辖的

蓝屋自然村

各村主要村干部联系方式，见附件 3

乡镇政府
必背镇、游溪镇、东坪

镇、洛阳镇

必背镇抱怨申诉接收人赵小辉，电话 13827999066；

游溪镇抱怨申诉接收人谢钰荣，电话 18318336213；

东坪镇抱怨申诉接收人邓奕胜，电话 13927856902；

洛阳镇抱怨申诉接收人高杰江，电话 13719799795；

实施机构

乳源瑶族自治县

自然资源局

信函及接待地址：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迎宾路迎宾桥

头；

接待时间：工作日 9:00-12:00、14:30-17:30；

邮政编码：512700

电话热线：0751-5383922

乳源瑶族自治县

农业农村局

信函及接待地址：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解放北路 7号

农业农村局大楼；

时间：工作日 9:00-12:00、14:30-17:30；

邮政编码：512700

电话热线：0751-5361908

项目办

乳源瑶族自治县项目

办
抱怨申诉接收人谢春燕，电话 13927899969

韶关市项目办 抱怨申诉接收人陈焕友，电话 15119210404

其他政府

部门

乳源瑶族自治县信访

局，韶关市生态环境

局乳源分局，乳源

瑶族自治县民族宗

教事务局

·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人民来访接待厅：韶关市乳源瑶

族自治县鹰峰中路33号

·乳源瑶族自治县行政服务中心：乳城镇北环中路13

号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乳源分局：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鹰峰

西路50号总部经济商务区3号楼1楼

·乳源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乳源瑶族自治县

乳城镇鹰峰西路16号
·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人民来访接待厅接待电话：

0751-5382511

·乳源瑶族自治县行政服务中心：0751-5378224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乳源分局联系电话：0751-5376916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

·环境保护举报热线：12369

·韶关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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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2345.sg.gov.cn/

·韶关市网上信访投诉平台：

https://ts.gdwsxf.gd.gov.cn/sg/web/searchrecord

抱怨申诉机制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传统习惯等，需

要注意以下几点：

（1）项目机构及村委会要在合适的时间采用面对面口述的方式告知村民，

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在少数民族社区进行张榜公示；

（2）在少数民族容易接触到的地方进行公示，如聚会场所、村委会等；

（3）各机构将免费接受少数民族群体的抱怨和申诉，由此发生的合理费用

将从项目的不可预见费中支付；

（4）在项目实施前，向项目村公布各级项目办投诉受理人的通讯地址、联

系电话、传真和电子邮箱地址。

7 少数民族发展行动计划

基于世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要求以及前面章节对本项目给当地少数民族带

来的影响及风险分析，本章的少数民族发展行动将从以下四方面提出行动建议：

（1）确保少数民族在项目中的充分参与；（2）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项目给少数

民族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3）增强少数民族从项目中获得可持续的效益和

机会；（4）机构和制度建设。

具体行动内容、监测指标、实施机构、时间安排和资金来源等见表 24。

https://12345.s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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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少数民族发展行动计划

行动建议 具体行动 监测指标 目标群体 实施机构 时间 资金来源

一、确保少数民族在项目中的充分参与

1.确保少

数民族及

其妇女在

项目过程

中的参与

度

1.通过村民会议、广播、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将项目相

关信息告知少数民族村民，不落下居住偏远的村民，

应保证常住少数民族的项目知晓率不低于80%；

2.通过村民会议、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在项目的不同阶

段开展磋商，充分了解当地少数民族对项目设计和实

施过程中的意见、建议和需求。应（a）保证常住少数

民族的参与比例不低于少数民族的人口占比；（b）保

证常住少数民族妇女的参与比例不低于40%；（c）会

议时间应该避开少数民族的节日;（d）会议优先使用

少数民族语言或当地方言，即瑶语、畲语或客家话

1）信息披露活动的记录；

2）磋商活动的记录，包括时

间、地点、磋商内容、方式

；

3）召开村民会议及座谈会的

次数，参加人数，少数民族

及其女性比例；

项目区内的

少数民族

项目办、实

施机构、设

计单位、村

委会

2025-2030 项目资金

2.建立正

式的少数

民族社区

申诉机制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正式的社区申诉机制，并提

供足够的资源（人力和财力）来确保申诉机制的正常

运行。

少数民族社区申诉机制文本
少数民族聚

居村

项目办、实

施机构、村

委会

2025-2030 项目资金

二、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项目给少数民族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

1.减少少

数民族的

用地风险

1. 加强和涉及少数民族的磋商，优化项目设计，选择

合适的地块；

2. 2/3以上少数民族农户户代表同意才能做本地的复

垦；

3. 建立少数民族农户参与项目的自愿决策机制；

4. 建立专用账户，由县财局直接对接少数民族农户账

户，并及时发放

1）项目用地少数民族协商

及参与的次数、人数、少数

民族占比；

2）补贴的支付记录

3）相关的抱怨申诉记录

项目区内的

少数民族

项目办、实

施机构
2025-2030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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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建议 具体行动 监测指标 目标群体 实施机构 时间 资金来源

2.防止对

少数民族

的用工歧

视

1.承包商在招聘和雇佣过程中要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合

同工：

（a）招聘中不歧视少数民族

（b）工资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

（c）保证培训中的少数民族工人的参与

2.在招标采购文件中落实承包商的劳动者管理要求，

并纳入合同条款。其中包含不歧视少数民族的要求。

1）合同工人数，其中少数民

族人数及占比；

2）不同民族工人同岗位的

工资标准；

3）招标采购文件中关于少

数民族的条款；

4）承包商合同中关于少数

民族的条款

项目区内的

少数民族

项目办、实

施机构、承

包商

2025-2030 项目资金

3.防止社

会矛盾

为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工作的外来汉族劳工培训当地少

数民族文化习俗

1）培训记录，包括时间、地

点、内容、方式、参与人数

等

在少数民族

聚居区工作

的外来汉族

劳工

项目办、实

施机构、承

包商

2025-2030 项目资金

4.保障少

数民族社

区的健康

和安全

1. 优化施工组织计划，施工时应避开上下班、学生上

下学时间。

2. 优化交通组织管理，施工车辆放置在统一、安全的

停车点。

3. 承包商设置专人收集社区申诉需求，并提交镇村调

节信访调节中心，确保申诉机制的正常运行。

相关的抱怨申诉及处理记录

周边少数民

族村庄及居

民

项目办、实

施机构、承

包商

2025-2030 项目资金

三、增强少数民族从项目中获得可持续的效益和机会

1.开展培

训活动

1.面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加强对国家和地方少数民

族发展政策、环境保护法规、补充耕地政策以及开展

农田污染控制、地力提升技术措施等方面的培训。要

求：

（a）常住少数民族居民参与率需要不低于当地少数民

族人口占比

（b）常住少数民族妇女参与率至少需要达到40%

1）培训活动的记录，包括时

间、地点、内容、方式；

2）开展各类培训的次数，总

参加人数；

3）参加的少数民族人数及比

例；

4）少数民族妇女参加培训的

人数及比例

项目区内的

少数民族

项目办、实

施机构
2025-2030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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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建议 具体行动 监测指标 目标群体 实施机构 时间 资金来源

2.增加就

业机会

1.承包商优先为少数民族提供就业机会；

2.建设单位优先聘请少数民族群众作为工程质量监督

员；

3.鼓励项目建成后流转土地的农业企业优先雇佣当地

少数民族群众从事生产经营；

4.优先给少数民族妇女提供工作岗位，并鼓励少数民

族妇女积极参与

1）新增就业中的少数民族人

数及占比

2）新增就业中的少数民族女

性人数及占比

项目区内的

少数民族

项目办、实

施机构、承

包商、农业

企业

2025-2030

及以后
项目资金

四、机构能力建设

增强和少

数民族相

关的机构

能力

1. 项目办聘请一名有丰富少数民族工作经验的社会

专家，指导项目办和实施单位开展和当地少数民族相

关的工作；

2. 世行专家或项目办聘请的社会专家为项目办、实施

单位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展和少数民族相关

的培训，包括世行和中国少数民族发展政策、《少数

民族发展计划》及实施与监测评估

1. 聘请的社会专家

2. 和少数民族相关的培训

次数、参加人数、其中的女

性占比

项目办、实

施机构、项

目涉及政府

部门

项目办、实

施机构、县

民宗局

2025-2030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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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测和评估

为确保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得到有效的执行并达到预期目标，需要对少数民族

发展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监督和监测结果需要在半年度报告中加以

记录，以便向世界银行报告。

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监测包括内部监测与外部监测。

内部监测由乳源瑶族自治县项目办负责。县项目办的社会专员负责及时收集、

整理与监测评估相关的信息，了解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实施进度以及成效，每半

年一次编制项目社会管理工作报告（含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监测内容），提交给

韶关市项目办。韶关市项目办负责汇总整体项目的环境与社会表现工作情况，每

半年编制一份环境与社会管理工作进展报告（含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监测内容）

，报送世界银行。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办将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委托第三方独立机构对整个

项目的少数民族发展活动进行外部监测和评估，直到项目完工。独立机构或个人

可以是学术或机构单位，非政府组织(NGO)，或独立的咨询公司，但需要有合格

且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同时他们的任务大纲能为世界银行所接受。外部监测机构

/个人将按照合同要求，每半年一次编制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外部监测报告。县市

项目办审阅后提交给世界银行。

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监测与评估的方法、内容、机构及监测评估周期等详见下

表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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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监测评估大纲

监测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评估机构 监测周期和报告

①监测与评估采用现

场调查、抽样调查、

计算分析和专家综合

评估相结合的方法；

②现场调查工作以点

面结合方式进行，对少

数民族发展计划实施

的进度、资金落实、效

果、机构与管理等面上

情况要进行全面调查；

③对项目受益区和影

响区家庭（尤其是项

目影响区家庭和少数

民族家庭）进行抽样

调查。抽样调查采用

分类随机抽样等方

法，对典型少数民族

样本家庭进行定点跟

踪调查。

④每次抽样比例不低

于项目受影响人口的

20%，其中少数民族家

庭所占比例不得低于

样本家庭的10%；为了

收集相关资料，填写

影响表格以同现在少

数民族发展计划数据

相比较，需要进行社

会经济调查和移民调

查。

⑤除文字资料外，注意

收集照片、录音、录像、

实物等资料，建立公众

参与与结果的数据库。

外部监测机构在少

数民族发展计划实

施期间，进行每半年

一次的定期跟踪监

测。主要监测下列活

动：

①少数民族平等

参与项目的权利

是否得到切实保

障？

②少数民族的语言、

文化权利是否受到

尊重？

③根据 EMDP 的要

求，地方项目办采取

了哪些具体措施？

这些措施的实际效

果如何？

④少数民族对于

这些措施评价如

何？

⑤主体人群对于

这些措施有什么

具体评价？

⑥有没有建立EMDP 监

测和评估机制？是否

有效？

内部监测由项

目办负责；

外部监测由项目

办委托独立由

资质的监测评

估机构进行。

每半年的内外部监

测评估报告由项目

办提交给世界银行。

具体内外部监测

评估报告周期如

下：

2025 年xx月 第一

期外部监测评估报

告（基底调查）；

项目实施期间

（2025-2030 年）每

半年提交1 期内部

监测报告，每半年提

交1 期外部监测报

告；

实施结束后，提交总结

评估报告。

EMDP：少数民族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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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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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访谈记录（节选）

序号 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1

2024

年9月

29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农业农

村局种植股、

法规处办公

室

政府职能部门
7人，女性4

人
访谈

1、本部门的主要职责及

负责的主要工作内容；

2、对项目内耕地利用现

状及其评价；

1、对项目的风险分析，

如何降低风险的对策；

2、如何提高项目效果

的建议；

3、项目存在的问题，以

及项目实施带来的影响

；

4、项目相关文献资料

和统计年报表等。

1、超标稻谷检测采用农产品抽样，目前超标稻谷归县

发改管理，其他种植问题均已转交发改；

2、一般农业灌溉水水质由水务局监测。如本次世行项

目特殊要求，可由农村局另行组织监测一次；

3、当地水稻一年两熟，其中早稻4-5月，晚稻7-8月种

植。水稻亩产可达8百-9百斤，主要以农户个人、单季

种植形式为主；

4、土地治理工作一般由第三方介入处理，开展工作前

建议和村集体协商征求农户意愿。目前乳源瑶族自治

县前期已相关土地治理工作，已积累小范围经验，但

未形成相关成熟的法规体系参与执行；

5、根据过往已开展的土地治理工作，土地治理成效与

项目资金情况存在密切关系；

6、确权证归法规，2015开始确权并确定了确权方案，

县成立领导小组，开始了招投标。承包地确权（到户

），重新进行卫星定位测量，1999年12月31日开始第

二轮确权，到2029年12月31日；

7、少量的土地还在使用确定份额制，新增耕地不在确

权范围的，归村集体的未发包土地，农村局管已经产

生承包经营权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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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2

2024

年9月

29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自然资

源局调查监

测与用地保

护股办公室

政府职能

部门

7人，女性3

人
访谈

1、世行项目中主要负责前期工作，地类筛查中把坑塘

、园地林地改为旱地，其中园地，林地，牧草地为青

苗补偿主要对象。

2、本项目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招标，分配各镇实施。

其中清表和补充耕地基本委托第三方实施。

3、补充耕地应以农户自愿为原则，对于耕地补助方案

，农户基本没有意见。

4、乳源瑶族自治县土地二调于2010年进行，三调为

2019年开始。县政府和农业局负责流转土地备案，其

中农业设施用地需要自然资源局备案。

5、抛荒原因人口外流缺乏劳动力，农作物价格太低，

田地少而散。

3

2024

年9月

29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民族宗

教事务局

政府职能

部门

6人，女性2

人
访谈

了解乳源瑶族自治县

少数民族基本情况及

扶持政策

1、乳源瑶族自治县瑶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约3%，瑶族有

专属的语言和文字，但目前基本不使用；

2、对少数民族扶持资金每年约5000万-6000万，主要

集中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农田、水利发展等。教

育方面主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每年补助一万；

4、国家重视民族团结工作，通过产业、就业扶贫、教

育扶贫等各种措施保障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过去

约300万人享受了少数民族教育扶贫政策；

5、施工过程中，不需要考虑民族问题，汉族与少数民

族一视同仁，男女也没有分工。

4

2024

年9月

30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洛阳镇

人民政府

镇村干部、村

民代表

14人，女性

3人
座谈会

1、介绍基本建设内容

及实施范围；

2、收集基层组织关于

本项目实施的意见和

诉求；

3、收集当地开展土地

整治活动的基本情况

1、洛阳镇存在畲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聚集情况，其中

畲族主要聚集在深洞村、大概70多户，共300多人。洛

阳镇瑶族少数民族聚集较为分散，全镇少数民族群体

汉化程度较高；

2、洛阳镇当地农民目前土地以个人经营为主，主要农

作物为水稻和玉米。洛阳茶是当地特色的茶叶品牌，

当地农民种植茶叶较为常见，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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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及社情相关数据。 心项目实施会影响茶叶种植；

3、洛阳镇现有抛荒土地类型含耕地、低质果园等。劳

动力流失是导致抛荒地产生的主要原因。此外，土壤

肥力下降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也是抛荒地形成的重

要原因；

4、当地村民希望项目整治范围内落实青苗补偿，保障

农民的基本权益。并希望在土地整治完成后，由供应

商进行土地统一管理，但同时保留满足农民自耕需求

的土地数量；

5、目前，乳源瑶族自治县针对土地流转活动无需进行

备案，只需村集体组织与供应商签订土地流转活动后

便可进行相应活动；

6、当地妇联组织会定期给农村妇女进行慰问活动，关

注她们的身心健康和基本权益，了解她们的日常需求

。在从事农业活动中，主要关注妇女群体耕作安全和

如何兼顾家庭及养育子女等问题；

7、当地工会组织希望本项目在盘活当地土地资源的基

础上，能增设就业岗位，保障当地劳动者的就业需求

。

5

2024

年9月

30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东坪镇

人民政府

镇村干部、村

民代表

18人，女性

9人
座谈会

1、介绍基本建设内容

及实施范围；

2、收集基层组织关于

本项目实施的意见和

诉求；

3、收集当地开展土地

整治活动的基本情况

及社情相关数据。

1、当地村民仍倾向于选择焚烧秸秆等传统秸秆处置方

式，项目实施机构需要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秸秆

处置方式。

2、东坪镇常住人口约5千人，2024年初步核定补充耕

地为995亩，目前已开荒面积约70多亩。

4、当地金融机构会专门为妇女群体开设小额贷款项目

，为她们提供如特色农产品种植、价格等鼓励创业活

动。希望能通过本项目，给当地妇女在就业和创业上

面带来惠民政策。

5、当地工会组织会为劳动者定期组织慰问活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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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地点 利益相关方 参与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生育、疾病等慰问，并在发生劳动纠纷中协助他们主

张自己的权益。

6

2024

年9月

30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洛阳镇

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办公

室

镇干部 3人 访谈

了解和收集洛阳镇补

充耕地相关信息和数

据

1、了解洛阳镇社情以及项目开展情况；

2、收集洛阳镇补充耕地相关信息。

7

2024

年9月

30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东坪镇

农业农村办

公室

政府公务

人员

4人，女性1

人
访谈

1、了解东坪镇社情以及项目开展情况；

2、包括低保、特困群体的人数，及其中少数民族群体

数量；

3、收集东坪镇补充耕地相关信息。

8

2024

年9月

30日

必背镇人民

政府办公室

必背镇农办、

村干部

14人，女性

4人
座谈会

1、了解必背镇少数民族

情况；

2、关注少数民族群体需

求及意愿。

1、必背镇目前对补充耕地范围情况涉及范围仍不明确

，需要项目办与必背镇政府就项目实施情况做相应信

息披露和沟通，希望项目涉及的实施地块均能确定权

属。

2、必背镇少数民族除了横溪村为汉族村，其他6个行

政村均为瑶族村。该镇少数民族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

因水库移民开始陆续迁移出深山，主要迁移至乳城镇

、一六镇、桂头镇等地。由于户籍仍保留至原祖籍地

，土地所有权未受影响，迁移地也可满足少数民族群

体的房屋、耕地需求，可保证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农业

收入相当。

3、必背镇有一个盘安山公墓，是当地特殊的文化象征

，需要在项目实施期间做好相关保护。

9

2024

年9月

30日

游溪镇人民

政府办公室

游溪镇农办、

国土办、村干

部

16人，女性

4人
座谈会

1、了解游溪镇少数民族

情况；

2、关注少数民族群体需

求及意愿。

1、游溪镇除烈村、江背村、中联村为汉族村，其他8

个行政村均为瑶族村。游溪镇少数民族迁移情况、时

间及农业用地情况与必背镇基本相同；

2、瑶族目前只有瑶语，文字已经不再使用，日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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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汉字，和汉族沟通没有障碍，平时交流的频率也

较高；

4、游溪镇因田地不够和林地限制，村民收入来源较少

。加上对外连接道路不便捷，进一步限制当地经济发

展。希望能借由本项目实施，改善当地耕地和道路基

础设施水平；

5、游溪镇目前四五十岁年龄段失业人数较多，希望本

项目能新增就业岗位，优先保障当地人民的就业问题

。

10

2024

年10

月9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统战部

（民宗局）办

公室

政府职能

部门
4人 访谈

1、了解乳源瑶族自治县

少数民族发展基本情况

；

2、了解少数民族发展计

划及相关扶持政策。

1、乳源瑶族自治县目前有针对少数民族发放大学生助

学补助政策，同时每年有针对少数民族区域开展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如防洪灌溉设施改造等）；

2、除瑶族外，乳源瑶族自治县畲族主要聚集在洛阳镇

深洞村。第一批少数民族大规模迁移出现在20世纪90

年代，因少数群体个人医疗、教育、工作的需要，乳

源瑶族自治县较多少数民族群体搬离原来居住地，主

要搬至乳城、桂头等靠近县城乡镇。户籍仍保留至原

祖籍地，土地所有权未受影响。

11

2024

年10

月9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自然资

源局国土空

间规划管理

股办公室

政府职能

部门

7人，女性3

人
访谈

1、了解土地整治活动

信息披露流程和统一管

理办法；

2、了解项目实施方案

及相关数据。

1、乳源瑶族自治县过往土地整治活动，项目信息披露

流程一般是：政府门户网站公示-乡镇政府公告栏公示

-村委公告栏公示；

2、针对土地整治活动，需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征询

当地村民同意，并签字按手指模确认项目决议；

3、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基础数据仍需进一步调整及确

认。

12

2024

年10

月11

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游溪镇

人民政府

镇政府干部、

公务人员

9人，女性2

人
访谈

1、了解游溪镇少数民

族基本情况

2、关于少数民族帮扶

政策。

1、游溪镇现常住人口约6600人，其中瑶族约占55%。

镇长为瑶族，共计13个领导班子。村委领导共6人，其

中3人为女性，5人为瑶族。

2、当地主要方言为普通话、客家话、瑶语，基本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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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瑶，其中竹竿舞是当地传统文化。

3、当地每年有4000万-5000万的政府资金扶持，用于

发展少数民族扶持政策。教育方面，大学生每年有1万

元的补助。

13

2024

年10

月11

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游溪镇

中心洞村委

会

村干部、村民

代表

6人，女性3

人
访谈

了解中心洞村的村情

及村民意愿

中心洞村目前约208户，共600多人。由于当地村民自

96年陆续搬迁至安置点，基本支持项目实施。同时希

望不要污染环境，将山区改造为旅游区。

14

2024

年10

月12

日

韶关市自然

资源局市水

田办办公室

市金财集团驻

点办公人员

4人，女性1

人
座谈会

垦造水田建设项目经

验分享

1.垦造水田项目始于2017年，旨在通过集中垦造实现

占优补优（省里面有一整套政策文件来指导支持项目

）。项目由广东省政府主导，资金由省财政厅出资，

初期联合省建工集团（2017年-2019年），接着是县自

然资源局来实施（2020年），后面委托市金财集团来

跟进实施，一般由地方政府牵头，成立市水田办（副

市长兼任主任）具体执行。

2.选址方面要求：选址是关键，需满足无重金属污染

、有水源、符合地类要求等政策性条件。选址过程需

规避政策风险，比如是否在生态红线范围内，土地类

型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等。最终选址需报备并通过

系统形成指标，否则项目无法通过。

3.补偿包括农户租赁出去的租金、青苗补偿（一般按

照实际农作物赔偿）等，具体补偿标准需根据当地政

策确定，补偿和青苗补偿不重叠，补偿一般为2000元/

亩。村民意愿对项目至关重要，需通过镇政府、村委

等做好村民工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韶关市政府有

个文件是专门针对垦造水田的《2021年-2023年的三年

行动方案》。

4.垦造后的水田不直接由农户承接，而是通过流转等

方式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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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垦造水田建设完成后，需要进行6年的管控，一般是

镇政府和村委来选取大户承包商来种植水稻，如果水

田没人承包，就由市金财集团来兜底。

6.项目竣工验收之后会跟镇政府签订协议，会给予一

定的激励补贴和收益降低补贴。

7.第三方承包单位选取都是通过中介超市来招标，比

例大部分为韶关市本地公司，承包商工人基本上是当

地农民。500亩的耕地，一般需要3-4个班组（20-30

人）。

8.工程验收（功能性）的时候需要县自然资源局进行

初步验收，然后韶关市进行二次验收（土地功能复核

），需要上报系统，例如生态修复与土地监测监管系

统。流程比较繁琐，时间需要较长。

9.垦造水田项目施工有季节性，需要避开雨季，一般

上半年做项目立项等工作，下半年才开始施工（7月-

次年1月。）

15

2024

年10

月12

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必背镇

人民政府

镇政府干部、

公务人员

7人，女性3

人
座谈会

1、了解乳源瑶族自治

县必背镇少数民族基

本情况（包括人口、经

济、农业文化等）；

2、了解当地少数民族

关于项目实施的基本

诉求和建议。

1、必背镇共下辖8个村委，1个社区，其中3个瑶族自

治村，人口约8000人。世界过山瑶族是最古老的瑶族

居住地，位于山区，森林覆盖率约90%以上。必背镇基

本以生态林为主，少数为经济林（已确权到户，主要

杉树）；

2、当地耕地约60000亩，其中水田（梯田）约4000亩

，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导致农民收入较低；

3、撂荒主要原因：水利设施因年久失修，灌溉条件较

差；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人力耕作成本较大；

劳动力流失。

4、希望补充耕地工作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实施奖补政策，鼓励当地农民自行选种。

5、由于当地梯田坡度较大，若采用机械开垦，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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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塌方的风险，且投入山区会面临二次撂荒的风

险。

6、当地主要种植茶叶、辣椒、生姜、蔬菜等，经济林

主要为杉树（约占10%），约20-30年，已成林，胸径

较小约4-10公分。目前有价无市，卖不出去，处于亏

本状态。一方人工成本约4个，600元/方，与杉树单价

600元/方差不多；果树较小，为零星种植。

7、改革开放以来，网络信息已基本畅通，瑶族的生活

方式已基本实现汉化。瑶族在生活习惯、家族观念意

识较强，亲朋好友走动较多；

8、必背镇传统瑶族特色节日为“二月朝”“十月朝”

等，当地百姓会在节日里穿民族服饰参与人较多，主

要以祭祀活动为主。

16

2024

年10

月12

日

乳源瑶族自

治县必背镇

必背村

村干部、村民

代表

6人，女性2

人
访谈

1、了解必背村人口迁

移情况；

2、了解必备村文化遗

产、农业基本情况

1、必背村人口基本已搬迁至外地，主要迁至一六镇和

桂头镇等。现留守村内的主要为老人，约三百人。

2、目前村内仅贵耕尾仍种植水稻，其他耕地因离水利

设施过远逐渐抛荒，部分水利设施被2013年洪水冲垮

后年久失修。

3、必背村村民主要种植少量的青菜、番薯、辣椒和生

姜等，自给自足为主。

4、必背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全部为瑶族干部，其中

女性2个。村民基本已汉化，瑶语已失传，现存文化遗

产包括瑶秀、师爷、歌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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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实地调研照片

1、专题会议

韶关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乳源分局专题会议

可研、环评、社评单位小组讨论会

2、座谈会

必背镇政府座谈会 游溪镇政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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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坪镇政府座谈会 洛阳镇政府座谈会

3、关键人物访谈

乳源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访谈 乳源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访谈

乳源瑶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访谈 东坪镇政府执法办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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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坪镇政府农业农村办访谈
乳源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管

理股访谈

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镇访谈 乳源瑶族自治县统战部（民宗局）访谈

游溪镇中心洞村委访谈 游溪镇政府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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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背镇必背村委访谈

4、实地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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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村主要村干部联系方式

镇 行政村 姓名 联系方式

必背镇

王茶 盘梁 13415614550

桂坑 彭川景 18318337862

方洞 盘石美 13640054809

半坑 盘兴安 15312968998

公坑 邓旭岩 150155067254

必背村 钟浩林 18023866670

游溪镇

茨良坑村 冯伟忠 13680077158

上营村 赵彩花 13435091622

营坑村 冯庄红 13415687109

大寮坑村 赵阳 14715318918

连塘边村 邓良章 13570787982

冷水岐村 邓永生 13553624133

大村村 邓松 13435067319

中心洞村 赵兴华 13719706221

东坪镇

东田村 赵天银 13794699962

新村村 付苏霞 15819204294

茶坪村 赵远强 13794689528

下寨村 赵俊强 13030103395

洛阳镇 深洞村 江会坚 1343509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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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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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人数
	采用方法
	主要内容
	发现和结果
	5
	2024年9月30日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人民政府
	镇村干部、村民代表
	1、当地村民仍倾向于选择焚烧秸秆等传统秸秆处置方式，项目实施机构需要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秸秆处置方
	2、东坪镇常住人口约5千人，2024年初步核定补充耕地为995亩，目前已开荒面积约70多亩。
	4、当地金融机构会专门为妇女群体开设小额贷款项目，为她们提供如特色农产品种植、价格等鼓励创业活动。希
	5、当地工会组织会为劳动者定期组织慰问活动，包括生育、疾病等慰问，并在发生劳动纠纷中协助他们主张自己
	6
	2024年9月30日
	乳源瑶族自治县洛阳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
	镇干部
	1、了解洛阳镇社情以及项目开展情况；
	2、收集洛阳镇补充耕地相关信息。
	7
	2024年9月30日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镇农业农村办公室
	政府公务
	人员
	1、了解东坪镇社情以及项目开展情况；
	2、包括低保、特困群体的人数，及其中少数民族群体数量；
	3、收集东坪镇补充耕地相关信息。
	8
	2024年9月30日
	必背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必背镇农办、村干部
	14人，女性4人
	座谈会
	1、了解必背镇少数民族情况；
	2、关注少数民族群体需求及意愿。
	1、必背镇目前对补充耕地范围情况涉及范围仍不明确，需要项目办与必背镇政府就项目实施情况做相应信息披露
	2、必背镇少数民族除了横溪村为汉族村，其他6个行政村均为瑶族村。该镇少数民族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因
	3、必背镇有一个盘安山公墓，是当地特殊的文化象征，需要在项目实施期间做好相关保护。
	9
	2024年9月30日
	游溪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游溪镇农办、国土办、村干部
	16人，女性4人
	座谈会
	1、了解游溪镇少数民族情况；
	2、关注少数民族群体需求及意愿。
	1、游溪镇除烈村、江背村、中联村为汉族村，其他8个行政村均为瑶族村。游溪镇少数民族迁移情况、时间及农
	2、瑶族目前只有瑶语，文字已经不再使用，日常使用均为汉字，和汉族沟通没有障碍，平时交流的频率也较高；
	4、游溪镇因田地不够和林地限制，村民收入来源较少。加上对外连接道路不便捷，进一步限制当地经济发展。希
	5、游溪镇目前四五十岁年龄段失业人数较多，希望本项目能新增就业岗位，优先保障当地人民的就业问题。
	10
	2024年10月9日
	乳源瑶族自治县统战部（民宗局）办公室
	政府职能
	部门
	4人
	访谈
	1、了解乳源瑶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发展基本情况；
	2、了解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及相关扶持政策。
	1、乳源瑶族自治县目前有针对少数民族发放大学生助学补助政策，同时每年有针对少数民族区域开展农业基础设
	11
	2024年10月9日
	乳源瑶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股办公室
	政府职能
	部门
	7人，女性3人
	访谈
	1、了解土地整治活动信息披露流程和统一管理办法；
	2、了解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数据。
	1、乳源瑶族自治县过往土地整治活动，项目信息披露流程一般是：政府门户网站公示-乡镇政府公告栏公示-村
	2、针对土地整治活动，需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征询当地村民同意，并签字按手指模确认项目决议；
	3、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基础数据仍需进一步调整及确认。
	12
	2024年10月11日
	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人民政府
	镇政府干部、公务人员
	9人，女性2人
	访谈
	1、了解游溪镇少数民族基本情况
	2、关于少数民族帮扶政策。
	13
	2024年10月11日
	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中心洞村委会
	村干部、村民代表
	6人，女性3人
	访谈
	了解中心洞村的村情及村民意愿
	中心洞村目前约208户，共600多人。由于当地村民自96年陆续搬迁至安置点，基本支持项目实施。同时希
	14
	2024年10月12日
	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市水田办办公室
	市金财集团驻点办公人员
	4人，女性1人
	座谈会
	垦造水田建设项目经验分享
	1.垦造水田项目始于2017年，旨在通过集中垦造实现占优补优（省里面有一整套政策文件来指导支持项目）
	15
	2024年10月12日
	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镇人民政府
	镇政府干部、公务人员
	7人，女性3人
	座谈会
	1、了解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镇少数民族基本情况（包括人口、经济、农业文化等）；
	2、了解当地少数民族关于项目实施的基本诉求和建议。
	1、必背镇共下辖8个村委，1个社区，其中3个瑶族自治村，人口约8000人。世界过山瑶族是最古老的瑶族居住
	2、当地耕地约60000亩，其中水田（梯田）约4000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导致农民收入较低；
	3、撂荒主要原因：水利设施因年久失修，灌溉条件较差；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人力耕作成本较大；劳动力
	4、希望补充耕地工作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施奖补政策，鼓励当地农民自行选种。
	5、由于当地梯田坡度较大，若采用机械开垦，可能存在整体塌方的风险，且投入山区会面临二次撂荒的风险。
	6、当地主要种植茶叶、辣椒、生姜、蔬菜等，经济林主要为杉树（约占10%），约20-30年，已成林，胸
	7、改革开放以来，网络信息已基本畅通，瑶族的生活方式已基本实现汉化。瑶族在生活习惯、家族观念意识较强
	8、必背镇传统瑶族特色节日为“二月朝”“十月朝”等，当地百姓会在节日里穿民族服饰参与人较多，主要以祭
	16
	2024年10月12日
	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镇必背村
	村干部、村民代表
	6人，女性2人
	访谈
	1、了解必背村人口迁移情况；
	2、了解必备村文化遗产、农业基本情况
	1、必背村人口基本已搬迁至外地，主要迁至一六镇和桂头镇等。现留守村内的主要为老人，约三百人。
	2、目前村内仅贵耕尾仍种植水稻，其他耕地因离水利设施过远逐渐抛荒，部分水利设施被2013年洪水冲垮后年久
	3、必背村村民主要种植少量的青菜、番薯、辣椒和生姜等，自给自足为主。
	4、必背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全部为瑶族干部，其中女性2个。村民基本已汉化，瑶语已失传，现存文化遗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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