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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大型系列丛书，共计100余卷。
该丛书的调查范围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广西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吉林、黑龙江三省
，共计100个边疆村落。
《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查:西藏卷(第2辑)(套装共4册)》包括四个调研村落，分别是山
南勒布门巴民族乡、那曲县罗玛镇14村、曲水县达嘎乡其奴九组、日喀则市东嘎乡通列和帕热两村。
通过对上述村落的调研，系统地介绍了上述四个村落的乡村概況、基层组织、经济发展、社会生活、
民族、宗教信仰、文教卫生、民俗风情等，涉及当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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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莉，汉族，研究生学历，现任西藏自治区党校经济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南边疆项目、西藏自治区“十二五”重点项目5个。
出版了《西藏发展县域经济与农牧民增收问题研究》一书。
先后在国家、省部级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

　　范远江，1963年生，汉族，重庆市忠县人，经济学博士，重庆三峡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图书馆副馆长，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基地兼职副研究员。
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华东经济管理》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参编专
著1部；参与重大科研项目2项，主持市级项目2项。
本人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先后两次深入藏区作实地调研，获得了有关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本书便是对藏区实地调查的重要成果。

　　徐君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985二期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创新平台学术骨干。
分别于P
992年、1995年、1999年获得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2001-2002年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05年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009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
划入选者。
四川藏学研究会、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常务理事。
先后独立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四川省社科基金课题以及中央相关部委委托
项目10多项，用中英文发表了《三江源生态移民研究取向探索》、Modernization
and Adistment-case study ofKham
Village《现代化与调适——以康区村寨为例》、《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之反思》等学术论文40多篇，
出版了《为了绿色：川甘青安多藏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专著1部，主编和编著其他著作4部。

　　边巴，1975年生，藏族，西藏日喀则人，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现为西
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毕业后一直致力于西藏农牧民增收、农牧民劳务输
出和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参与过国家社科基金和自治区课题10余项，主持西藏社科院课题3项，发表和刊登学术论文、译文15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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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乡村巨变:西藏山南勒布门巴民族乡调查报告》
　序言
　第一章 勒布村概况与村史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勒布村史
　第二章 基层组织
　　第一节 勒布行政村基本情况
　　第二节 勒布行政村组织
　　第三节 规章制度
　　第四节 民主法制
　第三章 经济发展
　　第一节 农牧业
　　第二节 旅游业和民族手工业
　　第三节 规模经营
　第四章 生产、收入和消费的变化
　　第一节 生产、生活的变迁
　　第二节 收入、消费及其特点
　第五章 社会发展
　　第一节 人口
　　第二节 社会分层
　　第三节 家庭功能和家庭结构的变迁
　　第四节 婚姻与亲属关系
　　第五节 社会礼仪
　第六章 民族和宗教
　　第一节 民族
　　第二节 宗教
　　
　第七章 各项事业
　　第一节 村民教育
　　第二节 农牧业科技
　　第三节 医疗卫生
　　第四节 文化体育
　　专题报告
　　勒布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新农村建设的调研报告
　　关于加快发展勒布门巴民族四乡旅游业的思考
　　加强基础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勒布门巴民族四乡基层党组织建设调研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发展中的藏北牧区:西藏那曲县罗玛镇14村调查报告》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概况与村史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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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基层组织
　　第一节 14行政村基本情况
　　第二节 14行政村组织
　　第三节 规章制度
　　第四节 民主法制
　　第五节 村民委员会历年选举情况
　　
　第三章 经济发展
　　第一节 畜牧业
　　第二节 畜牧业规模经营
　　第三节 劳务输出
　　
　第四章 社会发展
　　第一节 人口
　　第二节 社会分层
　　第三节 家庭
　　第四节 社会礼仪
　　
　第五章 民族与宗教
　　第一节 民族
　　第二节 宗教
　　
　第六章 各项事业
　　第一节 村民教育
　　第二节 牧业科技
　　第三节 医疗卫生
　　第四节 文化体育
　　附录一
　　专题一：草场承包与经济绩效
　　专题二：西藏那曲县草场产权制度改革
　　专题三：西藏那曲县罗玛镇14村国家观与民族宗教观
　　专题四：罗玛镇14村先富带后富典型牧民——边嘎访谈录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狼牙刺地上的村落:西藏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其奴九组调查报告》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狼牙刺地上的新聚落
　　第一节 “拉萨西大门”
　　第二节 狼牙刺地上的新聚落——其奴九组
　　
　第二章 基层组织
　　第一节 达嘎乡政府机构
　　第二节 其奴行政村党团与村民自治委员会
　　第三节 民主与法制建设
　　第四节 社会治安工作
　　
　第三章 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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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人口
　　第二节 社会分层
　　第三节 家庭
　　第四节 婚姻与亲属关系
　　第五节 社会礼仪
　　第六节 与邻村关系
　　
　第四章 经济发展
　　第一节 收入情况
　　第二节 农业
　　第三节 规模经营
　　第四节 劳务输出
　　第五节 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五章 民族与宗教
　　第一节 民族
　　第二节 宗教
　　
　第六章 各项事业
　　第一节 村民教育
　　第二节 农业科技
　　第三节 医疗卫生
　　第四节 文化体育
　　专题
　　西藏大骨节病搬迁项目实施调研——以曲水县达嘎乡其奴村九组为例
　　移民搬迁与社会重构：基于一个藏地村落的实地调查
　　附录：徐刚强2009年10月调查记录
　　后记
《乡村变迁:西藏日喀则市东嘎乡通列和帕热两村调查报告》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概况与村史
　　第一节 所在市乡的概况
　　第二节 通列村和帕热村的概况
　　
　第二章 基层组织
　　第一节 通列和帕热行政村组织
　　第二节 规章制度
　　第三节 2007年度工作大事记
　　第四节 民主与法治
　　第五节 村民委员会选举
　　
　第三章 经济发展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规模经营
　　第三节 劳务输出
　　
　第四章 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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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人口
　　第二节 社会分层
　　第三节 家庭
　　第四节 婚姻与亲属关系
　　第五节 社会礼仪
　　
　第五章 民族与宗教
　　第一节 民族
　　第二节 宗教
　　
　第六章 各项事业
　　第一节 村民教育
　　第二节 农业科技
　　第三节 医疗卫生
　　第四节 文化体育
　　附录
　　专题研究
　　西藏日喀则市通列和帕热两村调查日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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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野菜资源的开发优势勒布村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蕴藏着丰富的林下资源，如蕨菜、竹笋、
食用菌等。
蕨菜营养丰富，除含淀粉、脂肪、蛋白质外，还含有维生素A、维生素C和磷、钙等，每百克中含胡萝
卜素1.68毫克、维生素C35毫克，它幼嫩的叶茎是别具风味的野菜佳品，炒食、煮汤、炝拌、盐渍各种
做法均可，清淡鲜美。
长期以来，由于当地农牧民信息闭塞，没有将森林资源优势充分开发出来，而是将直接砍伐木材用来
销售，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既破坏了生态环境，也赚不了多少钱。
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通过野生植物采集驯化、野菜引种驯化种植和粗加丁，
充分开发林下资源，不仅是致富的好方法，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天然野生蔬菜产品有着较高的需求。
野菜的开发和生产，可以培育成勒布村的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野菜加工技术推广可以有效地提高农
业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
同时，也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自我消化，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压力。
有计划地开发林下资源，有利于勒布村环境资源保护，加快农林业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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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查:西藏卷(第2辑)(套装共4册)》对勒布村（办事处）门巴民族
四乡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较全面地展示了民主改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勒布门巴民族四乡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