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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保护环境和改善民生双重任务为基点而实行的宁夏生态移民工程已有部分安置点落户,为了充分了解迁入区的

移民生活现状及生活环境条件,研究采用参与式乡村评估法(PRA)对农户进行调查。首先将平罗县红崖子乡五堆子第一

安置点作为研究对象,以户为单位,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分成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等收入3层,再从每层中随机选取20户

进行调查。调查阶段完毕,通过对调查农户反馈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和χ2拟合优度检验,针对庭院连体、院坝沙化、屋顶

漏雨、围墙太矮、缺少畜牧设施、农耕方式粗放等问题提出了修筑隔墙、硬化路面、检修屋顶、修建圈舍、增高围墙、合理搭

配农作物、及时清理垃圾、修建文娱设施、设立老弱病残资扶助中心、设立交通专线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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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是因环境破坏或为保护环境而发生的移民[1]。中国的生态移民是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社会和谐

和城乡协调背景下由中央与地方政府推动下出现的[2-3]。目前,国内学者就中国生态移民的现状及问题开展了

相应的研究,如有研究者分别从人与环境关系、西部大开发、城镇化、经济发展与脱贫以及新农村建设等角度阐

述了生态移民的战略意义[4-6]。根据农户对生态移民的态度,于一尊等人[7]研究了西南喀斯特移民区的农户对

环境移民政策及重建预案的认知和响应;马力等人[8]研究了三峡库首移民的土地资源和经济状况及移民满意

度。对于生态移民区的未来发展,朱珊珊等人[9]研究了宁南山区生态移民后的生态旅游产业开发;还有不少学

者研究了三江源生态移民区的后续产业的选择[10-14]。宁夏中南部地区的35万农民因居住环境差,发展受限制,
政府果断规划35万贫困人口进行生态移民[15-17]。然而,移民并未参与移民区的规划和建设,政府的设计安排与

移民的意愿不一定一致[18]。
参与式乡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PRA)是一种让当地移民充分参与,站在当地人的角度考

虑问题的调查方法。PRA强调允许多元化的存在,尊重当地人的知识、文化和生活方式是PRA评估法的基本立

足点,即在工程方案的选择、设计、决策、实施、评价以及调整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意愿和建议,以确保政

府的引导方向与移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偏好和意愿等一致,达到真正的惠民于心[19-20]。
因此,本研究以宁夏平罗县红崖子乡五堆子第一安置点为研究区,采用了PRA方法对移民的基本信息、搬

迁前后优劣对比、物质满意度、个人福祉、社区管理、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调查,利用χ2 拟合优度检验对调查结

果进行统计分析,旨在客观评价移民区的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实际效果;并将移民的意见和态度反馈给有关部

门,从而进一步完善生态移民区的环境和移民的生活,为尚未建设完毕的其他安置点提供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概述

研究地平罗县红崖子乡五堆子北面与鄂托克前旗接壤,被毛乌素沙漠包围。该区域干旱少雨,土壤基本为

沙化土壤;植被类型单一,生态脆弱,主要分布的植物有花棒(Hedysarumscoparium)、苦豆子(Sophoraa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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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oides)、白刺(Nitrariatangutorum)、沙蒿(Artemisiadesterorum)等旱生植物。研究地距离黄河主干流5km,临
近宁夏二级扬黄灌溉工程,饮用水和农用水资源比较充足。此外该地距离陶乐镇17km,临近203省级公路;移
民区周围150m宽的生态防护林正在建设中。

五堆子安置点移民来源于西吉县,迁入居民60%为回民,40%为汉民。第一安置点共614户人家,2500人。
每户拥有住房54m2,温棚1座,家庭院落长26m、宽25m。回汉民以随机抽签的方式分配住房。迁入前,移民

在迁出区多种植小麦、玉米、土豆、荞麦等传统农作物。在迁入初期,由于沙化土壤改良尚未完成,故移民的生计

多依赖于庭院温棚的作物种植和经企业流转土地换来的1125kg/hm的粮食,之后的粮食每5年递增一次,约
为10%的递增率。人均分配的666.7m2沙地流转年限为16年,16年后农民可收回改良后的土地,自行耕种。
1.2方法和技术路线

1.2.1方法概述 PRA法是一种“聆听农户,与农户一道学习、认知自身意愿与地方发展的研究方法”[21]。PRA
的半结构访谈是根据拟定的采访主题和采访提纲,在采访过程中又不局限于单一狭窄的主题,围绕主题与被采

访者进行开放式谈话;在和谐的气氛中,被采访者介绍概况,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发表对过去和现在的看法以

及对未来的愿望[22]。研究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式,先将第一安置点移民按照收入分成高收

入、中等收入和低等收入3层,再从每层中随机选取20户进行调查,访谈的过程中所提的主要问题简单归纳在

表1中。此次调查共访谈60户,经核实其中1户信息有误,故统计的有效户数为59户。

表1 调查问卷的主要信息

家庭基本信息 农业与住房 社区与组织 社区管理 家庭与个人

物质条件对比

优越等级

优劣对比

房屋及位

置满意度

户址 现有耕地 政府可信任程度 组织公平效率等级 与家人在一起频度 环境等级 房屋喜厌情况

户主 现有作物类型 政府诚实公开度 居民参与积极度 拜访社区朋友频度 原来生计技能 位置喜厌情况

家庭成员(男性) 饲养情况 街坊可信任度 不积极时交流难易 拜访区外亲友频度 现在生计技能 院落大小满意度

家庭成员(女性) 原址 街坊诚实度 腐败等级 就医容易等级 未来生计技能 新镇满意度

年龄组成(男性) 原房子面积 安全等级 公平等级 孩子教育机会 消费名目

年龄组成(女性) 原有耕地 拥有多种社区组织 与政府沟通难易度 孩子未来优越程度 家庭收入来源

教育程度(男性) 作物类型 是否组织领导 政府解决冲突力度 参加宗教容易度 家庭收支情况

教育程度(女性)经济作物收入对比 参与组织积极度 冲突类型 比原居幸福等级 家庭收入对比

在读子女 存款对比 宗教积极作用 冲突解决 能力优越等级 已购财物

健康状况 现有组织类型 政府培训类型 技能缺口 政府提供财物

工作状况 社区组织需求类型 机会优越等级 尊重等级对比

1.2.2技术路线 调查分为4个阶段:人员和资料准备阶段、调查方案拟定阶段、方案实施阶段、分析总结阶段。
具体的方法和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1.3数理统计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χ2拟合优度检验的数理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χ2检验是一种具有广泛用途的统计方法,它是

根据事件出现频率而进行的一种统计显著性检验。χ2拟合优度检验的计算公式为

χ2=∑
n

k=1
A-( )T 2

T
式中,n为分组区间个数,A 是第K 个区间的观察频数,T 为第K 个区间的期望频数。χ2评判的自由度为k-1。
一般对于非参数统计(又称无分布统计)不必掌握被抽样的总体分布形态,仅使用名义和有序数据。参数统计和

非参数统计内容相似,当需要分析名义和有序数据时,常使用非参数统计来代替参数统计。而当包含名义的或

者有序的变量时,即可使用单样本的拟合优度检验[23]。

2结果与分析

2.1调查农户的基本信息

接受调查的农户(59户)的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其中女性略多于男性,户主夫妇达到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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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仅占15.3%,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达到了57.6%,文化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就业选择。户均人口数量为

5个,6个人及以上的农户占30.5%,人口多为家庭生计增添了压力。另外,受访农户的健康情况堪忧,37.3%的

家庭成员中患有关节炎、风湿、胃病、肺病、高血压、腰间盘突出等不同程度的疾病,甚至还有聋哑、残疾等重度病

症。工作现状以调查户主的工作为主,其中技术工人和干部仅有6人,多数农户靠务农和体力劳动为生。

图1 PRA调查技术路线图

表2 受访农户的基本信息

类别

性别 户主夫妇文化程度 家庭人口数量 家庭成员健康现状 户主工作现状

男 女 小学
初中及

以上

不识字或

识字少
<4人 4~5人 >5人

全家

良好

有疾病

患者
务农 打零工

技术

工人
干部

频数 143150 32 18 68 12 29 18 37 22 28 25 5 1

百分比/% 49 51 27.1 15.3 57.6 20 49.2 31 62.7 37.3 47.4 42.4 8.5 1.7

迁居前,农户户均耕地为3.57hm2。作物类型如表3所示。搬迁后,因人均666.7m2的沙地尚未改良完

成,未分配到户,各户庭院的温棚以种植吊架西瓜为主。调查结果显示,有50户(占被调查户数的84.75%)急切

渴望土地尽快分配;剩余9户中户主是村主任、厨师、个体户等,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对土地的渴求意愿不如前者

明显。

表3 迁居前农户耕种作物情况

类别 调查户数
作物类型

小麦 土豆 胡麻 荞麦 玉米 豆子 谷子 燕麦 高粱 向日葵

频数 59 57 58 43 38 13 17 26 2 2 4

百分比/% 100 96.7 98.3 72.9 64.4 22 28.8 44.1 3.4 3.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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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搬迁前后的优劣对比

从表4可见,21户认为搬迁到新社区后要比搬迁前优越或非常优越,优越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吃水用电容易、
交通发达、教育医疗方便、环境平坦整齐、打工就业机会较多。9户表示搬迁前后利弊相抵,其余29户(占被调查

户数的49.15%)则表示搬迁后不如搬迁前优越。多数农户表示最大的问题在于土地没有及时分配到户,而土地

对于农民来说尤为重要。少数人口较多的农户表示房屋太小、庭院较小。相对于搬迁之前,养殖不方便、生活消

费较高、风沙较大。

表4 搬迁后的优越等级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表

优越等级 频数 获取的卡方值χ2 判断的卡方值χ2 判断的α值 自由度 结论

1 6

2 23

3 9

4 18

5 3

23.966 13.277 0.01 5-1 优越感分布不同,有显著差异,偏向于搬迁之前更优越。

  注:优越等级栏中1表示搬迁前比搬迁后非常优越;2表示搬迁前比搬迁后优越;3表示搬迁前后对等;4表示搬迁后比搬迁前

优越;5表示搬迁后比搬迁前非常优越。

2.3物质环境满意度

在对房屋的满意态度中(表5),53户(占被调查户数的89.83%)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有6户(占调查户数

的10.17%)表示不满意。受访农户表示,房子的优点主要在于采光好、墙面粉刷亮白、地板整洁干净。房子的劣

势则主要在于房屋太小、房间格局设计不合理、屋顶漏雨。对于落户位置,有52户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6户表

示没感觉,1户表示不满意。农户表示满意的理由主要有交通便利、便于上学和出入清真寺、四周平坦整洁、庭院

采光好。不满意的原因则主要在于位置偏僻、缺乏公共交通、走访亲戚不便利。从农户对庭院结构(图2)的态度

反馈来看,整体来说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有52户,表示没感觉的有5户,表示不满意的有2户。满意的农户主

要喜欢庭院的大小适中、平坦整洁、有温棚、用水便利。不满意的表示院子沙化严重、没有硬化、厕所太差、围墙

太矮。所有农户共同不满的一点是两户庭院没有用隔墙隔开,两户共用一个庭院。另外有10户表示羊棚没有

落实到底。

图2 平罗县五堆子第一安置点两户庭院平面示意图

在新社区物质条件满意态度

一项,有42户表示满意和非常满

意,14户表示一般,3户表示不满

意。新社区整体来说交通便利、
吃水用电方便、上学就医近、整体

规划整齐合理。目前存在的问题

则主要有风沙太大、绿化欠缺、缺
少娱乐设施。农户对社区的环境

满意度一项中,表示满意和非常

满意的有48户,表示一般和不满

意的有11户。主要存在的问题

是垃圾不能及时处理、风沙比较

严重、绿化工程没有实施完毕。

2.4个人福祉的前后对比

36户表示来到新环境之后存在技能缺口,即需要补充新的技能;有23户认为自己的能力足以满足在新社区

生活,能抓住新社区提供的机会;有10户表示搬迁前后没有太大改变;有26户则表示在新环境下感到能力不

足,难以应付新环境提供的机会。搬迁前后他人对新农户的态度调查中,有5户表示他人对自己的尊重程度不

如之前,其他54户表示受到了与搬迁前一样的尊重。为了使移民农户尽快在新环境中安稳生活,当地政府组织

了多种类型的培训以提升农户的生活技能。培训类型主要有温棚种植、果树种植、挖掘机、建筑泥瓦、电焊、厨
师、刺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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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物质条件满意度的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表

类型
频数

1 2 3 4 5
获取的卡方值χ2 判断的卡方值χ2 判断的α值 自由度 结论

房屋满意度 0 6 0 43 10 109.22 13.277 0.01 5-1
满意度分布不同,差异

显著,趋势是“满意”。

位置满意度 0 1 6 42 10 102.1 13.277 0.01 5-1
满意度分布不同,差异

显著,趋势是“满意”。

庭院满意度 0 2 5 48 4 140.07 13.277 0.01 5-1
满意度分布不同,差异

显著,趋势是“满意”。

新社区满意度 0 3 14 39 3 88.03 13.277 0.01 5-1
满意度分布不同,差异

显著,趋势是“满意”。

环境满意度 0 5 6 46 2 125.83 13.277 0.01 5-1
满意度分布不同,差异

显著,趋势是“满意”。

  注:频数栏中1表示非常不满意;2表示不满意;3表示一般;4表示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

2.5农户对社区的生活和管理反馈

研究调查了农户心里的政府诚实公开度、街坊可信任度、街坊诚实度和社区安全。针对社区管理,调查了居

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度、政府对待农户的公平等级和政府解决冲突的有效度。据统计数据,有16户认为政府

诚实公开,其余43户表示政府的公开程度不够。而对于街坊的认可态度,有54户表示街坊可信和非常可信,认
为街坊诚实度高,值得信赖。另外5户则出于曾经与街坊发生矛盾和口角,而认为街坊的可信任度一般,但不存

在对街坊不信任的农户。对于社区的安全问题,其中6户认为社区存在安全隐患,主要原因是两户之间的庭院

没有隔开和围墙太矮。其余53户则认为社区很安全(表6)。
目前当期政府根据农户的需要组织开展了各类培训。但22户居民表示对政府组织的培训不积极和非常不

积极,他们认为这些培训时间较短且时机不巧,没有做够宣传,导致无法及时有效地参与其中,以致培训效果不

佳。其余37户则表示积极参与培训并有所收获。

表6 社区安全等级的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表

安全等级 频数 获取的卡方值χ2 判断的卡方值χ2 判断的α值 自由度 结论

1 0

2 3

3 3

4 36

5 17

76.84 13.277 0.01 5-1 安全等级分布不同,有显著差异,偏向于“安全等级高”。

  注:安全等级栏中1~5分别表示:等级最低、等级低、等级中等、等级高、等级最高。

2.6家庭生活的反馈

搬迁新居之后有16位户主表示经常在外,与家人在一起时间很少,这与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由从前

的务农为主变成了在外打工为主。另外由于搬迁,邻居重组,有33户表示极少甚至没有到访过左邻右舍,有39
户表示极少没有到访过社区以外的亲朋好友。移居新社区之后,医疗教育条件优势十分明显。所访59户居民

中,45户表示就医比之前方便,54户表示教育条件明显比之前优越,认为在新社区孩子有更美好的未来。综合

考虑所有因素,所访农户中,22户居民感觉搬迁之后不如在原居的生活幸福,27户居民感觉在新区的生活比在

原居幸福,其余10户则表示搬迁前后生活无明显变化(表7)。

3讨论

3.1庭院与房屋设计忽略了移民的心里需求

生态移民需要全面考虑自然、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因素,对移民农户的基本信息充分了解[24]。住宅建造

中,小到屋内的门窗屋顶,大到庭院的结构和设计,都会反映到居民的意识里[25]。而目前研究区的住宅现状没有

完全达到移民的心理需求,存在庭院连体、院坝沙化、屋顶漏雨、围墙太矮、缺少发展畜牧业的羊棚设施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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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建议:1)在两户居民之间修筑隔墙,将庭院均等分隔开来,封闭式的院落会给居民带

来更多的安全感;2)将庭院路面硬化,改变当下地面风沙严重的情况;3)所有农户的屋顶统一进行修整,确保夏

天不漏雨冬天不透风;4)尽快完善羊棚等饲养圈舍的建设,让有饲养家畜意愿的农户能够实现养殖增收;5)增筑

庭院四周围墙,保证庭院内的安全。

表7 农户家庭生活的卡方拟合优度检验表

类型
频数

1 2 3 4 5
获取的卡方值χ2 判断的卡方值χ2 判断的α值 自由度 结论

家人在一起频度 4 12 9 18 16 10.58 13.277 0.01 5-1 没有显著差异

拜访社区朋友频度 11 22 11 15 0 21.59 13.277 0.01 5-1
频度分布不同,差异显

著,趋势是“频度低”。

拜访区外朋友频度 15 24 8 12 0 26.51 13.277 0.01 5-1
频度分布不同,差异显

著,趋势是“频度低”。

就医容易等级 0 6 8 31 14 47.52 13.277 0.01 5-1
等级分布不同,差异显

著,趋势是“等级高”。

孩子教育机会等级 0 2 3 42 12 103.8 13.277 0.01 5-1
等级分布不同,差异显

著,趋势是“等级高”。

孩子未来优越等级 1 2 2 27 27 65.32 13.277 0.01 5-1
等级分布不同,差异显

著,趋势是“等级最高”。

比原居幸福等级 3 19 10 26 1 38.2 13.277 0.01 5-1
等级分布不同,差异显

著,趋势是“等级高”。

  注:频数1~5分别表示频度(或等级)最低、低、中等、高、最高。频度或等级越高则表示越优越。

3.2农耕与环境的相互影响研究不足

中国西北干旱区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农业生态脆弱区,干旱区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和地理分布会对环境产

生重大影响[26-27]。移民区地处环境自我恢复能力较差的地区,合理的种植结构可以改善环境,不合理的农耕则

会对环境产生恶劣影响。移民区目前仍处在传统粗放式农耕阶段。本研究认为,首先应当加快土地改良步伐,
尽快将改良后的土地分配到户,然后引导移民种植合适的农作物,合理地搭配作物的混合模式,以达到既能节水

又能改善环境的双重目标;而对于社区内部的环境,应当有偿安排清洁人员,及时清理路边垃圾,做好社区内卫

生管理;另外,还要加强社区内绿化,改善风沙较大的社区环境现状。
3.3政府与管理部门有待进一步照顾移民的精神需求

移民农户搬迁后由于大环境的改变,个人的能力和技能跟在原来的环境下相比会产生优差之分。为了实现

移民村可持续发展,对移民农户进行技能培训必不可少[28]。搬入新居之后农户的生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新的

邻里关系和新的政府管理对农户的影响都极为深刻[29]。依据移民对政府层面的需求,本研究建议:硬化广场,修
建文娱设施,丰富社区内居民的生活;设立老弱病残资扶助中心,确保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设立公共通勤车和交通专线,方便社区与外界的沟通;建立养殖、种植管理中心,广寻渠道,实行技术指导、统一

外销的生产销售模式。

4结语

生态移民是以保护环境和改善民生双重任务为基点而实行的利民利国工程,五堆子作为一个已实施的迁入

区,其中的成功之处和待完善之处对其他在建迁入区有直接的借鉴意义。PRA调查法能够使调查者和被调查者

交流融洽,获得最真实最直接的信息。调查小组通过以PRA的访谈方式深入了解了农户的现状和对生态社区

的改善意愿,通过利用χ2 拟合优度检验分析调查结果,根据农户反馈信息的强烈程度和次数以及居民所提出的

意愿和希望,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建议。本研究旨在了解现状并解决现存的问题,而当地移民未来的发展方向和

致富模式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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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FeedbackonCurrentSituationaboutNingxiaEcologicalImmigrationBasedontheMethodof
PRA:TheFirstRelocationSiteinNingxiaYellowRiverValley’sWuduiziasanExample

ZHANGRong-fei1,WANGJian-li1,LIJian3,LIChang-xiao2,LIZhi-gang3,4
(1.SchoolofGeograph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

2.SchoolofLifeScienc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

3.TheStateKeyLaboratoryofSeedingBioengineering,NingxiaForestryInstitute,Yinchuan7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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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ngxiaEcologicalImmigrantProjectisaprojectthatcanprotectthelocalenvironmentwhileimprovingthelocal
villagers’livelihood,whichsomefamershavesettledinsomenewsites.Inordertofullyunderstandthelifesituationandlivingenvi-
ronmentinimmigrationarea,the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methodwasusedtoinvestigatetheinformation.Firstofall,wees-
tablishedaresearchgroupandselectedWuduiziasourresearchsite,wherethefamiliesweredividedintohigh,mediumandlowin-
comecategoriesaccordingtopercapitaincome,basedonthematerialrelevanttotheircultureandsocialsituation.Wegot59ques-
tionnairesatlast,whichwereelectronicallyprocessedandanalyzedstatistically.Throughsumuptheirpersonalbasicinformation,

agricultureinformation,houseandcommunityinformationandsoonandcheckχ2,aimingatsolvingbelowproblemssuchasgarden
conjoined,courtyardsandification,theroofleakageofrain,wallstooshort,lackingfacilitiesofanimalhusbandryandlow-quality
farmingstyle,someadvicewasputforwardforexample,builtpartition,hardenpavement,repairtheroof,builtcolonyhouse,

heightenwalls,collocatecropsrational,cleanupgarbagetimely,constructrecreationalfacilities,setupsupportcentretosickand
oldpeople,setupspecialtrafficline.
Keywords: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ecologicalimmigration;χ2checking;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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