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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易地搬迁作为重要的脱贫手段，随着我国全面脱贫的胜利告一段落。而搬迁移民后续的社会融入问题成

为了稳定前序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基于文化公共空间“公共性”和“文化性”的双重

属性，以文化公共空间为切入视角，通过对凉山州昭觉县易地搬迁下移民社会融入现状作为案例分析并

开展研究，总结出“政策主体–符号媒介–空间载体”这一逻辑链条是昭觉县易地搬迁接续工作成效显

著的核心，特别是对公共政策作用于文化公共空间下碰撞出“移民身份认同”、“集体记忆重塑”和“民

族文化融合”的三重维度，丰富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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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ocation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victory of China’s comprehen-
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ended. The follow-up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relocated migrants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e-stability poverty alleviation resul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ual attributes of “publicity” and “culture” of cultural public space, this paper takes cultural public 
space as a cutting Angle, and analyzes and researche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status of immigrants 
in Zhaojue County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under reloc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logical chain 
of “policy subject—symbol medium—space carrier” is the core of the remarkable effect of the re-
location and succession work in Zhaojue County, especially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on the cul-
tural public space has caused a triple dimension of “immigrant identity”, “collective memory re-
shaping” and “national culture integration”. It has enriched the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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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易地搬迁作为重要的脱贫手段从根源上解决了贫困户最关键的生计问题，在助力脱贫中成效显著。

而面对当下可持续脱贫的现实要求，迁入地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自然直接影响到前期的脱贫成效。前期

的脱贫攻坚战为广大贫困户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和明确的生计方向，易地搬迁作为重要的脱贫手段碾

碎了脱贫攻坚战中难啃的“硬骨头”，为全世界渴望摆脱贫困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然而易地

搬迁在直接改善贫困户生存条件的前提下，随之而来的是剧烈跳跃式的社会变迁。从移民个体出发，协

助搬迁移民实现社会融入有助于重建其断裂的社会关系，加快适应变迁的社区治理结构，进一步增强移

民内心归属感和集体向心力。从社会整体出发，移民社会融入有助于实现移民个体生计与当地经济发展

并轨，打牢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然而移民社会融入并非一条直线贯穿始终，它是搬迁移民和原住民从

生计结构调适到精神文化诉求共鸣的结果，需要搬迁移民、移民社区和公共部门共同合作、携手共进。

然而，当前搬迁移民面临的不仅是从散居到聚居的空间压缩，更多的是难以融入当地的集体文化中，作

为外来移民无法实现归属感的落地，而这种隔阂单凭自身力量难以消解，若没有外力的及时介入，必然

会恶化移民的文化精神空间，进而动摇生计空间的根基。基于此，本文从文化公共空间建设视角出发，

以文化公共空间这一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场域为切入点，主张后期可持续脱贫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文化公共

空间的建设上，通过将其打造为搬迁地移民的精神文化家园以提高移民搬迁后的社会适应能力，构建持

续脱贫的“内驱力”，进而为可持续脱贫工作的顺利推进、拉紧防止返贫的警戒线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

参照。通过构建包容性强、多元文化并举和彰显集体意识的文化公共空间以力求提高搬迁移民的社会适

应水平，通过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形成潜移默化的归属感来消解社会变迁带来的猛烈冲击，这为牢牢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动态底线的新兴历史任务提供解决路径，还为当前充分挖掘公共空间的潜在效能提

供实践思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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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 

关于文化公共空间的研究从 2006 年起虽逐年波动，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见图 1 和图 2。特别是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持续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

业项目带动战略的新目标下，学者们越来越多聚焦于文化公共空间的有关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化公共空

间的概念，文化公共空间与乡村振兴、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文化产业等时下热点的探讨。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the theme “cultural public space” 
图 1. “文化公共空间”主题发文量年度趋势图 
 

 
Figure 2. Diagram of high correlation with “cultural public space” 
图 2. 与“文化公共空间”关联度较高的主题词分布图 
 

由于文化公共空间是以公共空间为基准，因此在探讨文化公共空间的概念时，我们应当首先对公共

空间的概念抱有明确的认知。 

2.1. 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 

对公共空间主题的探究兴起于西方国家，该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黄洋认为，希腊城

邦中的公共生活空间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场域[1]。随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是美籍德裔思想家汉娜哈

伦特，她提出公共领域是指作为行动实现的场所，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2]。该理论由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他从政治学角度将公共领域界定为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是公民自由讨论国家事

务而不受任何权力干涉的公共空间([3], p. 126)。而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公共空间的研究起步较晚，早

期的相关文献重点关注如何规划公共空间以改善居民客观生活条件。前者带有政治色彩，后者关注现实需

要，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共空间的效能阐述存在显著区别，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者认为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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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意志表达的缓冲平台的解释其实并不适用于我国公共空间的内涵，公共空间在我国更多

是指由政府等公共部门划拨，承载交通、政治、文化等不同公共需求或服务，面向全体公民开放的特定场

域。当前公共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不再一味地强调政府提供服务，而是要在政府宏观政策领导下充分发挥公

民的主体作用，满足公民的精神需求，实现对公民的正向引导、价值重塑，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2.2. 文化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 

文化公共空间是在公共空间众多功能中承担文化职能的部分，当前学界在对文化公共空间进行研究

时，主要是从文化公共空间的功能设计和治理路径两方面展开深入思考。 
从文化公共空间的功能设计方面，高洁宇等人通过凝练武汉城市文化元素并融合至城市轨道交通公

共空间的具体设计中以分别提升人民、民族和城市的价值获得感[4]。王泽烨等人以具有历史文化遗迹的

老街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对如何提升城市老街区的活力、认知度，发挥其传承城市文化的功能展开了

设计思考[5]。陈娟等人将当代公共艺术融入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中，不断回应乡民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

塑造乡村公共空间的观赏性和功能性[6]。 
从文化公共空间的治理路径出发，曾莉等人从情感治理视角切入，通过联结情感纽带实现对城市社

区文化公共空间的再造[7]。陈波等人基于对全国 17 个省市下 46 个社区的考察，构建出物理场域、文化

活动和服务以及参与者三个方面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建设基本框架，进一步将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建设的

基本模式类别划分为设施整合型、文化礼堂型、虚拟空间型和生态群落型等[8]。魏杨等人以纽约、伦敦

等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建设为研究案例，分别从规划层面和公众参与层面丰富我国城市文化

公共空间的建设内容[9]。 
通过对上述学界的研究进行归纳可知，无论是对文化公共空间的功能设计还是治理路径的探讨，核

心都在于激活文化公共空间的实际效能，只是前者更多倾向于从建筑艺术设计入手，后者更多关注政策

路径下的场景营造，两者都为文化公共空间的构建打通了双向渠道。同时，对文化公共空间的研究也是

对公共空间概念内涵的进一步充实，具有双重理论基础。随着当前《四川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规划》中特别强调对公共文化服务从丰富产品种类到服务适应现实化需要这两个方面加大建设力

度，再者，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该重大项目的后续扶持

工作需要接续前言、拓展思路、稳步推进，因此，将文化公共空间纳入到易地扶贫搬迁下移民社会融入

这一环节，随着国内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能有效丰富前者的理论基础，更是为后者提供了现实衡量。 

2.3. 社会融入路径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有关社会融入路径的文献进行学习可知，国内学界探讨的社会融入的主体多元且与时代发展

背景密不可分。自 2000 年初我国经济发展腾飞、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由农村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成为

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因此这一时期学界发表的研究中，社会融入主体主要是农民工、留守儿童、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数字弱势群体等特殊人群。而近年来，随着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战场，搬

迁移民作为新兴流动人口，学界将研究目光逐渐聚焦至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对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路

径展开详细探讨。梁敏等人利用 CiteSpace 对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研究热点、前沿及趋势进行分析得

知，“社会融入”和“移民可持续生计”是当前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10]。匡远配等人

提出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适应性能为搬迁移民提供情感、物质、信息和陪伴等社会支持，也是移民的初

始社会资本[11]。而在影响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的因素里，张晨等人实证分析了社交距离对搬迁户社会融入

的影响，进而提出加强原住民和搬迁移民的交往与互动是促进搬迁户社会融入的主要途径[12]。孙俊娜则

是对移民搬迁安置方式和搬迁农户社会融入两者相关性进行探究，得出安置方式分别对移民的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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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交往和心理融入三者产生影响各异[13]。而当前学界在研究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路径时，搬迁社区成为

了治理重心。例如卢爱国提出稳定当前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已实现从“搬迁安置”到“社区融入”的重

心位移，应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构建社区生活和治理共同体[14]；董运来等人提出的移民社会融入途径

中，搬迁群众社区共同体意识、强化安置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措施被放在前列[15]。因此，重点发挥移

民社区在促进移民社会融入中的主力作用是当前主要研究方向，而当前学界关于移民社区利用公共空间

特别是文化公共空间推动移民社会融入的探讨较少，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将社区作为主体、文化公共空

间作为中介成为促进移民社会融入的途径，这既是对社区作为移民社会融入主体的延续，更是对文化公

共空间现有功能的拓展和延伸，迎合了客观现实发展需求，也对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稳定发展具有一定

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3. 概念阐释 

3.1. 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为任何公民不加限制对外开放并提供服务的社会场所，公共性是它的根本属性，与私人

空间有本质区别。按照不同的维度可以对公共空间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根据功能的不同可以把它划分

为具有政治功能的会堂、生产功能的晒场、娱乐功能的科技馆等等；又或者根据公共空间是否具有稳定

性，可以划分为固定性和流动性公共空间两类：固定性公共空间主要包括广场、公园、超市和文化宫等

长期存在的社会生活空间，流动性公共空间主要是指基于特定事件或需求而临时形成的开放程度较高的

场域，包括社区居民为商讨社区公共事务在某栋单元楼门口临时聚集；亦或是根据公共空间公共性是否

显著的特点，可以划分为显性公共空间和隐性公共空间两类，见表 1。但当前学者对这两类公共空间的

划分主要应用于对村落公共空间的研究，其中显性公共空间主要包括村落自建住宅和承载村落公共活动

的公共区域，隐性公共空间主要包括社会经营型、邻里服务型和非营利性的日常生活类公共空间[16]。 
 
Table 1. The type of public space 
表 1. 公共空间类型 

类型 特点 形态 

功能型公共空间 
政治性 
生产性 
娱乐性 

会堂 
晒场 

科技馆、博物馆 

稳定型公共空间 固定性 
流动性 

广场、公园、超市、文化宫 
社区某栋单元楼门口 

活动型公共空间 显性 
隐性 

村落自建住宅 
食堂、公告栏前的空地 

3.2. 文化公共空间 

基于公共空间的众多职能，顾名思义，文化公共空间主要承载的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职能，可以理

解为居民各类文化生活实践的空间载体，包括各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经营场所

如书店、文化产业园区[17]，它承载了包含城市和乡村在内所有文化的各种物质空间的总和[18]。文化公

共空间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建设对象，凉山州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公共空间的相关建设工作。在 2021
年 11 月召开的凉山州第九次党代会上强调，要借着搭建博物馆的东风开展“凉山文化遗产”项目，大力

发展文化产业，把凉山建设成一个新的“文学艺术中心”。具体地说，就是要凸显民族文化的特点，对

原生的优秀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做好原生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营销工作，擦亮凉山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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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一抹凉山色彩。 

3.3. 社会融入 

学界对社会融入的探讨由来已久，聚焦的关注点众多但尚未对此概念形成共识。当前主要存在以下

几个主流研究角度：基于“融入”的反义词“排斥”，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出发，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融入

是指“通过缩小差距，降低最弱势社区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并确保支持能够传递到最需要的群体。社

会融入意味着积极促进参与机会，无论在工作、教育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19]。还有学者以社会排

斥角度为跳板，认为社会融入与个体精神健康恢复存在紧密联系，Rachel Merton 等人认为社会融入表现

为参与并积极融入社会生活，包括在经济、社会、心理和政治领域做出贡献，要实现这些目的不仅需要

个人能力还要求个人积极参与到社会工作中[20]。另有学者对“融入”这一概念本身展开了研究，提出融

入不仅包含了移民主体的主动性，还包括了外界环境的客观性。H. Entzinger 等人认为，移民的融入除了

移民个体或群体自身主动嵌入并适应流入地以外，同时也包含着流入地社会自身在面对移民群体时的态

度[21]。我国学者陈成文等人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

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22]。该观点强调了移民和原住民双方主

体互动的本质。 
通过对上述学者关于社会融入概念的整合，我们可以对社会融入给出如下定义：社会融入是指处于

相对弱势地位的移民在外部客观环境的推动下积极主动地与流入地或特定社区开展持续性、双向性、反

思性的社会活动过程，主要表现为移民对流入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做出贡献，通过积极正向的

社会活动不断提高自身适应力以及和流入地的适配性。而要促进移民社会融入，必然要为其提供活动平

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文化公共空间作为移民文化联结的纽带，为搬迁移民和原住民实现文化大

融合提供了天然的物理活动场域，是移民社会融入下不可或缺的一环。 

4. 案例研究：昭觉县移民社会融入现状浅析 

4.1. 昭觉县基本概况 

昭觉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大凉山腹心地带，县境东西长 95.28 公里，南北宽 66.15 公

里，面积 2699 平方公里，现辖 20 个乡镇、153 个行政村、517 个农牧社，户籍人口约 33.4 万人。昭觉

县是全国彝族人口聚居大县，辖区内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8.54%。自打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昭觉县城

集中安置点作为四川省规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在 2020 年底按要求成立了包括沐恩邸在内的 5
个社区，安置了 21,693 位从大山走出的村民。昭觉县全县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建立了 354 个集中安置点，

落实安置 12,239 户 54,505 人，城镇安置比例达到 39.8%，搬迁任务位居四川省第一。 
“十四五”规划强调社会融入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后续扶持的归属。在社区管理方面，要实现搬迁

群众的安居乐业，关键在于引导搬迁群众广泛参与到社区活动中，为搬迁群众提供社会融入新平台，使

其成为保障社区有序运转的关键一环。为此，民政部从 2019 年 11 月起，在准确把握政策、位置、群体、

民风民俗特殊的社区形态“四特殊”，深刻剖析生活方式改变难、生产方式改变难、心理需求适应难、

重构社会秩序难的治理“四难”的基础上，为凉山州易地搬迁社区策划了“彝路相伴”三年行动计划。

昭觉县作为凉山州最大的易地搬迁人口聚居地，以沐恩邸社区为代表，联动党、政、群、社资源全域同

步下沉打造特色文化公共空间，以共同的彝族文化作为切入点，利用公共空间的聚集效应为搬迁群众在

特定场域里的文化活动实现文化交往与联结，进而变被动合群为主动融入，为易地搬迁后续的可持续生

计活动赋权加码。 
昭觉县所辖区内文化资源历史底蕴厚重且数量丰富，包括横跨唐宋两朝所营造的博什瓦黑石刻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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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明末清初的昭觉科且土司衙门遗址，以及附城、竹核、四开等具有春秋战国时期石板墓和汉代砖室

墓等等著名景点。除自然景点以外，昭觉县的风土人情也是别有一番风采。彝族作为昭觉县最主要的组

成人口，自东汉时期就大量聚居于昭觉县内。彝族先民的智慧深植于这片繁茂的大地，多姿多彩的彝族

文化孕育了一代代彝族儿女，更是中华文化里的一颗璀璨明珠。昭觉县打造的文化公共空间种类繁多、

覆盖面广，既有彝族火把节、彝族年民俗类非遗项目等活动型公共空间，又有彝族漆器、彝族银饰等彝

族手工技艺类项目，也有藏族赶马调、泸湖沽畔的甲搓传统音乐舞蹈为主的娱乐型公共空间，还有彝族

刺绣、彝族文字、彝族服饰等习俗特色下的生产型公共空间，充分体现了凉山彝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多样

性特征。当前，昭觉县境内以沐恩邸社区为代表的六大易地搬迁聚居地基于社区组成人口的生长环境、

方言口语、地缘社会等的差异，切实打造了以文化惠民进社区、电影放映进社区为主的多样化文化公共

空间，拉近社区居民间的联系与交往。在此过程中各社区不断筑牢文化纽带，进一步巩固易地搬迁的建

设性成果，为移民搬迁后的可持续发展赋予内在效能。昭觉县境内富饶的彝族文化资源使得当地在打造

文化公共空间上独具先天优势，通过充分利用当地文化公共空间实现彝族文化的平稳落地，进而开辟移

民社会融入的崭新渠道。 

4.2. 昭觉县文化政策接续出台：打造移民社会融入新风向标 

凉山州昭觉县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凉山老州府，享有“彝族文化走廊”、“彝族服饰之乡”、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的美誉，该县以彝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呈扇形状向外辐射延伸。2021
年 10 月 28 日，中共昭觉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制定出未来 5 年发展规划。该报告指出，作为经济薄弱的

民族地区，昭觉县应在先天条件不足的境况下攻坚克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文化赋能加码。2022 年

7 月 18 日的凉山州文化发展大会上明确提出，昭觉县将着力做好文化挖掘、文化保护、文化融合、文化

补短“四篇文章”，以期在凉山州创建四川省文艺副中心、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州之际用文化聚人心、树

形象，照亮昭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彝族文化千年历史下沉淀的深厚底蕴为昭觉县文化公共空间的打造

提供了扎实素材与良好契机。深挖彝族文化价值、描绘彝族文化符号、打造彝族文化名片自然成为了昭

觉县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航向。 
昭觉县以上述提出的文化“四篇文章”为基调对其文化政策进一步延伸。在文化挖掘上，昭觉县以博

什瓦黑岩画的保护与开发为核心，带动谷利利兹莫土司衙门石柱、三河村旧址开发、三比洛嘎恐龙足迹化

石群等历史自然遗迹的开发与保护呈辐射状向外散开，呈现出文化开发的连带效应。同时深度挖掘《勒俄

特依》、《玛牧特依》等彝族经典创世史诗发祥地优势，以县城为核心打造彝族文化街区、明清古城建筑

群落、苏式建筑群落；在文化保护方面，昭觉县针对 169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了抢救性记录工作，建立

健全了昭觉县文化和旅游资源数据库，积极打造昭觉彝族服饰文化博物馆和彝族文化产业走廊，以 5A 级

景区标准重新翻修和更新文物保护单位周边村落和旅游基础，为现有的 56 处文物保护单位切实营造安全

保障。其中，昭觉县政府针对彝族服饰文化的建设由来已久、颇有渊源：从 2002 年开始，保护传承和发

展彝族服饰文化已作为昭觉县委县政府的重要工作详细开展，通过生产性保护与产业性扶持，将传统彝族

服饰赋予市场动能，同时也为彝族文化注入经济价值，市场经济的循环流动为彝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客观

保护机制；在文化融合方面，昭觉县政府不断助力实现彝族文化的深度耦合。昭觉县素有“中国彝族服饰

文化之乡”的美誉，彝族服饰的演变就是彝族历史发展脉络的缩影。自 2004 年起，昭觉县已成功举办两

届彝族服饰文化节。2005 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期间，昭觉县顺势打造“服饰昭觉”分会场活动。近年来，

昭觉县委县政府将彝族服饰文化作为重点项目开展建设，成立了民族文化发展领导机构，建成了彝族服饰

研究所，通过与知名服装院校和服饰专家的联系，对彝族服饰文化进行理论内涵和知识的扩充；在文化补

短方面，昭觉县政府致力加强建设基层文化阵地。利用镇便民服务中心、村民俗文化坝子等传统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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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各村“德古”、“贤人”、“致富带头人”等文化能人挖掘村寨、社区内的特色地方文化，篝火达体

舞、彝族刺绣等集体活动不断丰富搬迁移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开发并深度融合境内丰富的民族资源和

自然文化，提升民族文化的市场价值和精神内涵，增强搬迁移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4.3. 昭觉县移民社区发挥主体效应：打造移民情感的聚合平台 

社区作为搬迁移民长期生活的地域。在构建社区文化公共空间上，基于昭觉县集中安置社区的群众

来自县域内 28 个乡(镇)和 94 个行政村的实际情况，以沐恩邸社区为代表的六大搬迁移民社区在县政府的

领导下，充分考虑到搬迁移民在家支背景、地缘社会、方言口语、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以社区公共

空间为平台，践行落实多样全面的融合文化活动。比如，以彝族舞蹈为文化联动枢纽，组织居民参与社

区舞蹈比赛并定期举办社区爱心文工团汇演，通过律动的民族文化激发移民对族群的归属感；充分利用

戏台、电影、图书进社区等丰富的文化惠民形式，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旋律，引导迁入地和原住

民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描绘社区居民集体记忆崭新的一栏；昭觉县以社区公共空间的打造为

契机，顺势成立了搬迁社区宣讲平台，由彝汉双语专职社工、专家学者等轮番向居民传递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知识，在潜移默化之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大局观，强化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刻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移民内心生根发芽；通过多种形式的平台搭建，将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融入移民的

日常生活场景，使情感的社会感染效应在场景化传播中得到强化，在仪式互动中构筑乡村共同体[23]，搬

迁移民从自我价值重塑、集体记忆打造再到民族文化认同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理念翻新，为移民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内生驱动力。 

4.4. 昭觉县彝风彝俗交相辉映：民族文化符号刻入移民集体记忆 

作为全国彝族人口聚居大县，昭觉县总人口的 90%均隶属于彝族，再者基于彝族深厚的民族底蕴和

绵延的历史长度，使得该民族实现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衡量体系下的长足发展，其中文化的

发展尤为突出。彝族文化以家支文化为内核，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类似军事、政治一类的社会群

体[24]。个体依附家支生存，家支助力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由此家支文化形成的血脉环和人际圈不断呈环

形向外扩大延伸，最终形成彝族特色的社会生态聚居地。以此为依托，家支文化下的集体生活演变为彝

族服饰、刺绣、习俗等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具象化产物，进而以文化公共空间为载体，通过共同的交往和

互动拉近搬迁地移民和原住民的联系，努力实现双方的同频共振。在昭觉县谷克德的七里坝是该县极具

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化公共空间之一，曾举办彝族祭火大典、篝火狂欢、民俗竞技体验、彝族传统选美

体验和趣味火把集市等特色民俗活动，在民族特色大型集会现场，系列节庆活动轮番登台促使彝族文化

的内核与吸引力不断放大，共同的文化记忆唤起了移民内心对搬迁地的归属感。除了类似的民族大型集

会，彝服、彝绣等民族文化特产也在发挥着自身价值。昭觉县积极调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此创办彝

绣技能提升培训班，制定彝绣技术提升课程，在县妇联大力倡导和鼓励下积极纳入搬迁地移民参与其中，

以学习彝绣、彝服为契机，使得搬迁地移民与原住民围坐在一张圆桌上学习刺绣，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

进行相互交谈，拉近双方内心距离，增进价值认同，为昭觉县移民社会融入提供有效平台，进而使彝族

文化符号成为昭觉县文化公共空间的缩影。 

5. 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人口集体迁徙的大工程，它所连带的社会治理问题不容小觑。基于国家对易地

扶贫搬迁的总要求：“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因此，搬迁后期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成为了当前的主

要问题。而目前构建的可持续生计模式更多依靠外部政策“输血式”和“堆砌式”维系，这种被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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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搬迁移民的持续性发展成效同政策持续性扶持力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这种对政策扶持的严重依赖

性必然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后续衔接，所以如何激发搬迁地移民的内生动力成为了当前实

践研究的重点。昭觉县作为四川最大的搬迁移民集中安置点，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成为激发移民内生动

力进而开辟其社会融入渠道的良好契机。而要实现共同民族文化背景构筑移民内生动力的导向，必然要

依靠多元帮扶主体下的调适性行动，特别是构建移民在异乡寻得文化共情的内心归属感。而当前，昭觉

县多元主体的参与帮扶将彝族文化传统演化为“彝族火把节”、“彝族刺绣”和“彝族文字”等文化术

语和行动逻辑中，利用文化公共空间庇护民族文化落地，并通过举办彝族服饰文化节、打造彝族文化街

区等行为建构将文化活动融入至移民的生活习惯，实现移民与原住民的良性互动，最终通过打造“政策

主体–符号媒介–空间载体”的单边逻辑链条编织起外部帮扶和搬迁移民在文化公共空间双向互动的社

会结构网络，这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的结构性平等，打破易地扶贫搬迁“没有发展的安置”魔咒[25]，
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接续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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