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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南民族社会和谐发展研究系列丛书：西南民族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报告》以西南民族地
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福利保障、人才队伍、宗教以及家族制度和多元文化发展为主要
研究内容，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别从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着手进行分
析研究，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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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跃，生于1959年，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重庆市学术技
术带头人，重庆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重庆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
先后主持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10余项，在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编专著、教材8部，获国家
和省级科研奖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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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平武县大规模地成立民族乡。
　　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
平武与北川比邻而居，在“民族问题”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颇为相似。
北川成立羌族自治县，对平武的民族工作乃至全县工作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平武方面认为，近几年本县民族工作的重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立自治县，而是“恢复平武县的民
族身份”。
之所以是“恢复”，是因为平武县早在1951年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藏族自治区--平武县藏族自治区
。
平武县的干部们普遍认为，平武的“少数民族特质”要比北川明显得多。
他们所列举的“少数民族特质”，除依据《龙安府志》所载平武的漫长发展历史而外，也有一些现实
对比，如白马藏族乡紧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其主体民族藏族与九寨沟境内的白马藏族在
生活习俗、服饰、语言等客观文化特征上相似，而与北川羌族自治县隔着青衣江的锁江羌族乡的羌族
与北川的羌族也有很大程度的相似。
北川自2003年改为羌族自治县以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北川的政策，都按照民族自治区域而有了
较大变化，北川的羌族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保障下，得到了更多的权益和更多的发展机遇。
平武虽然在“少数民族特质”方面远远大于北川，但因不是民族区域自治县，所以与北川相比，就很
“吃亏”。
　　在现实利益驱动下，平武地方政府试图自下而上的使平武县转变成为民族区域自治县。
在很多人看来，北川成为自治县，与该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乡的持续增多不无关系。
因此，近几年来平武县的民族工作，乃至全县的工作重点和策略在于：从基层做起，挨家挨户查户口
，动员村民，签署意见书，由汉族恢复为藏族或羌族，发给《少数民族证》，变更民族身份。
如果一个乡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到全乡总人口的30%以上，就通过县民宗局向四川省民委提交报告和请
示，申请成立民族乡。
于是，广泛建立民族乡成为了平武县“恢复”成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一个重要步骤，甚至是首要步
骤。
在此背景下，平武县的民族乡数量迅速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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