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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表明，凉山州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有效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贫困问题，但是

对于迁入到安置区的搬迁移民来说，他们却面临着诸如社会资本缺乏、语言环境陌生、就业率有待提高

等问题，且在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生活交往方式等方面与当地居民差异较大。这些问题，不但制约了

搬迁移民主动“造血”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而且还不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

程。因此，如何使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适应新的环境，顺利融入当地社会生活，获得更强的自我发

展能力是本课题要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实地调研等方法开展研究工作。首先，了解现有的关

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进展，对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现状进行梳理。其次，准确把握现阶段移民群

体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与面临的挑战，发现其在经济、文化、社交、权力和心理等五个方面存在问题。

最后，基于此五方面内容，针对性提出新时代凉山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与发展的实施路径

与并提出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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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ject implemented in Liangshan Prefec-
ture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overty problem that soil and water cannot support people on one side. 
However, for the migrants who move to the resettlement area, they are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social capital, unfamiliar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employment rate to be improved, 
and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local residents in cultural customs, values, life-
styles and communication. These problems not only restrict the ability of migrants to actively de-
velop their own blood and self-development, but also hinder the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
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how to make 
Liangshan poor relocation immigrants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smoothly into the local so-
cial life, to obtain stronger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is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is topic.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dopt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o carry out research work. First 
of all,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inhospitable 
areas, and sort out the status quo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groups. Secondly, it accurately 
grasp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hallenges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found problems in five aspects, including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power and psy-
chology. Finally, based on the five aspec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effectiv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soc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
location immigrants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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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易地扶贫搬迁的重大任务，在 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

中被明确提出。截至 2021 年，整个搬迁工程涉及我国 22 个省(区、市)已修建的集中安置区共计 3.9 万个，

建成安置住房数量达 260 多万套[1]。而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的凉山州，在“十

三五”期间将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35.6 万人，占全省易地扶贫搬迁总任务的 25.7%，占全州贫困人口的 38% 
[2]。这些数据表明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发现在搬迁后续工作中，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出现了就业率不高、生活方式存在差异等社会融入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从凉山州易

地扶贫搬迁移民在搬迁后遇到的问题着手，对其在后续过程中社会融入的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挑战进行

探究，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不仅能够帮助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自身防止返贫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还为

他们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巩固脱贫成果，进而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国家政策与时代的产物，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成为近几年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其研究者更

是不计其数。目前，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搬迁政策、搬迁移民后续生计两方面，或更多地只关

注移民社会融入的某一方面，缺乏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的系统研究。因此，梳理国内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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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入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易地扶贫搬迁是中

国特有的反贫困方式，而国外主要是关于生态、环境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3]。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的内涵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的定义是由国家计委于 2001 年正式

给予，此后，知网有关该政策的文献逐年增多，尤其是在 2019 年，相关文献的发表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

度。学者们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户”是指生活在偏远地区，通过搬迁的形式离开原来生活区域，并入住

新场域的群体，其也是精准扶贫的对象[4]。由该定义可知“易地扶贫搬迁户”基本等同于“易地扶贫搬

迁移民”。关于社会融入概念的研究甚多，社会融入也是始于移民，且此过程十分复杂。迄今为止学界

对这一概念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但从大部分学者的描述中，可以归纳其共有的特征，将其定义为：社会

融入是指在特定群体中(通常是移民)，为提高该群体人员的福利，使其全面且平等地参与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等各项活动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包容和团结。二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影响因

素及测量维度研究。如蒋平英(2021)认为造成搬迁后移民的社会融入困难的原因主要包括：民众自身的性

格认知、迁入地对搬迁民众的接纳和支持不足[5]。张富富(2021)认为，易地扶贫搬迁中的老年移民社会

融入受制于其年龄、健康、学历、收入甚至语言沟通能力等因素[6]。骆雪娇(2020)等人将易地扶贫搬迁

社会融入的测量维度划分为生产融入、生活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7]。李哲(2020)等人在骆雪娇的维

度上增加了“关系融入”，共四个维度[8]。三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研究视角。关于易地扶贫搬

迁社会融入现状，学者们从各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如陈淇淇(2019)基于社会空间变迁视域，对易地扶贫

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进行了研究[9]；周恩宇、卯丹(2017)从社会文化转型视角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成果

[10]；黄榜泉(2019)基于市民化视角，探索搬迁移民融入的政策配套、公共服务的路径[11]。 
从国外的文献来看，虽然没有对易地扶贫搬迁社会融入的研究，但是有关于其他移民社会融入的研

究，且研究的时间较早较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国内的文献来看，虽然相关概念已经被界定，不

同的学者对易地扶贫搬迁社会融入测量维度的划分也不同，但总的来说缺乏一个较全面的测量维度体系。

此外，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来说，移民群体与当地社会的

融入是双向的：一方面，移民群体的自身因素，如思想观念、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社会关系等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其与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另一方面，当地社会的民众接纳态度、生活方式、制度与政策

取向也会对移民群体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拟从两个基本维度，即“移民群体自身

人力资本状况”与“流入社会接纳或排斥状况”展开针对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与发展问题

的研究。并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包括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经济、社交、文化、心理、权力及当地

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度在内的较全面的问题分析维度体系。以此探寻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更好融入当地社会，

提升生存发展能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2. 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现状 

凉山彝族自治州(简称“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全州占地 6.04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515 万，

其中彝族人口占 52.5%，辖 16 县 1 市，州内居住着彝、汉、藏、回、苗、白、满等 14 个民族，是省内

少数民族类别及人口最多的地区[12]。据统计，凉山州共有易地扶贫搬迁 7.44 万户 35.32 万人，其中布拖

县依撒社区、金阳县东山社区、越西县感恩社区、美姑县北辰社区、昭觉县沐恩邸社区、喜德县彝欣社

区等 6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新型社区，共安置 1 万余户 4.96 万人[13]。考虑到样本选取的普适性和

代表性，本研究小组选择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昭觉县沐恩邸社区等大中型集中安置点及西昌市部分中、

小型集中安置点进行实地走访调研。总的看来，凉山州各县搬迁移民安置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融入工

作、安置社区服务体系融入工作、就业服务体系和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门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具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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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区内搬迁移民各方面融入情况如下： 

2.1. 经济融入 

此处的经济融入主要是指搬迁移民的生计融入。目前，凉山州 800 人以上的 24 个安置点社区配套产

业园区 15 个、产业基地 12 个、扶贫车间 11 个，已产生效益的 9 个，累计产生效益 1.537 亿元[14]。如

美姑县的乐美扶贫工厂，它是乐山市对口帮扶美姑新建的工厂，可吸纳 2000 名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此务

工。布拖县“布江蜀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可提供 1.2 万人次劳动力务工。随着易地扶贫搬迁计划的

实施，安置区移民生计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主要从搬迁之前以务农为主转变为搬迁后的非农业生产。

通过走访询问大中型社区就业部门工作人员，我们了解到大部分移民在当地或外地工厂工作，或从事零

工、服务员等工作。此外，从收集到的各社区就业名单可知，社区内也提供了诸如保洁和保安等基础岗

位。总之，从职业类型和数据来看，大部分搬迁移民已经能够融入迁入地劳动方式，不再是原有的农耕

经济，社会融入程度逐渐增强。 

2.2. 文化融入 

经研究小组走访调查得知，搬迁移民文化服务需求较大。根据观察和走访，我们发现搬迁移民在各

安置区内的休闲活动类型主要包括：打麻将、跳当地民族舞、玩纸牌、打羽毛球等。与此同时，虽然安

置存有社区基础设施，但搬迁移民希望这些设施数量能够有所增加，并且他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越来

越强烈。此外，一些安置区还对社区文化环境开展了治理活动，以提高移民的文明程度。如昭觉县新城

镇南坪社区开展了社区文化整治行动，越西县城北感恩社区成立的红白理事制定了一系列杜绝铺张浪费

的婚丧办理制度，布拖县专门为社区制作了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入住宣传教育专题片。总之，移民们的文

化活动方式较之前有所转型。另外，通过对搬迁移民的访谈，笔者发现许多移民也会对一些传统文化的

继承和发扬有所期待，他们希望在安置区内也能体验到搬迁之前的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例如增强安置区

彝族年的“年味儿”、保留订婚时“泼水”的风俗等。 

2.3. 社交融入 

经访问，一些移民与邻居搬关系较好，这是因为搬迁之前，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有的甚至之前就

是亲戚朋友，搬迁后仍然保持亲近关。另一些则是陌生人，因此，他们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了

解彼此，短时间内无法发展新的社会关系。他们并不排斥去结交新朋友，但大多数移民也表示，他们需

要更多的契机去与左邻右舍相识，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契机包括增加现有的社交方

式、创造相处及交流的机会。事实上，社区提供的服务，能够促进搬迁移民、当地居民及社区工组人员

之间的融洽关系。如昭觉县沐恩邸安置社区开办的“四点半课堂”，为外出务工搬迁移民的留守儿童提

供课外课堂服务，促进了移民孩童之间的社交。越西县城北感恩安置区成立妇联、矛盾纠纷调解会等团

体和组织，建立了妇女儿童之家、书画休闲娱乐等活动站，增加了移民相处的机会，进一步促进了他们

的社交融入。 

2.4. 权力融入 

通过走访搬迁移民、当地土著居民及社区工作人员，课题小组对搬迁移民和当的土著居就民意见表

达、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权利状况进行了解。总体结果就是搬迁移民和当地居民在这些权力享有方面

并无明显差异，不存在诸如“当地保护”此类情况。只是在少数情况下，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意见或者建

议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有时也会因自身未对某项政策的疏忽，或者是社区工作人员摸底时的情况与后续

实际情况发生改变而不能享受到相应的权力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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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心理融入 

关于心理融入现状，本研究小组主要对搬迁移民和当地土著居民进行了调查。笔者认为，搬迁移民

群体要想真正从“农民”变成“居民”，就要发自内心地接纳现代文化与城镇价值观念。其中，心理身

份认同、归属感是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的本质要求。在访问原居住地与迁入安置社区居住条件变化时，大

部分搬迁移民认为，与原居住地相比，现居住地无论是在房屋建筑自身，还是周围环境，均更胜一筹。

由此可见，移民逐步融入安置社区，也渐渐脱离了其原本的身份认同。置于当地居民，大部份对搬迁移

民的到来表示欢迎或者觉得无所谓，只有极少数对搬迁移民的到来表示担忧。一方面，他们会担心自己

是否能与其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另一方面，他们对移民的到来可能发生的未知改变感到担忧。 

3. 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成因 

尽管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在社会融入及其后续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迁移人口众多带来的

却是搬迁移民生产生活方式的骤变、社会关系的重组和文化心态的重塑。因此，这些移民们在社会融入

与后续发展仍然面临着复杂艰巨的挑战。 

3.1. 经济融入与发展的问题及成因 

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在经济层面遇到的挑战直接体现在生计融入与发展方面。不少安置区内

搬迁移民因照顾家庭、就业习惯等原因，需通过就地就业或居家就业等方式促进就业增收。首先，由于

生产活动方式的改变，搬迁移民面临失去土地等资源，即便有些移民能够保留之前拥有的土地，但因其

与安置区相距甚远，往返成本高，费时又费精力，使原有耕地不宜继续种植，进一步使移民被迫改变原

有的生产方式而变得“非农业”。其次，原有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就业形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搬迁移

民现存的就业方式主要包括企业、工厂、扶贫车间及自主创业。虽然凉山州政府与社会各企业合作，但

是这些企业所提供的岗位仍对搬迁移民的性别、年龄、学历或技术有一定的要求，这使得超龄、学历水

平较低等移民在求职发展受限。即使州政府经常组织开展相应的技能培训活动，但由于培训时间短、培

训内容不够有效，短时间内也无法让他们立即就业。最后，由于搬迁移民进入安置社区后，其消费结构

和模式也发生了许多改变，其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生活支出量较从前增大。搬迁前靠农作物解决温饱问

题的部分现也只能去超市和便利店采购，还有生活用水由从前的直接向自然界获取的井水、堰塘水转变

成付费的自来水，加上电费、网费、物业费等基础设施费用的增加，经济压力逐渐增大。 

3.2. 文化融入与发展的问题及成因 

虽然凉山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毕摩文化、彝族歌舞服饰、木里藏乡风情等[15]，但是独具地域特

色的价值观念与现代工业文明却存在极大差异。这是由于凉山洲易地扶贫搬迁移民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

的农村地区，且现代化水平不高，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并以此来指导他们的日常言行。例

如在风俗习惯方面，搬迁移民在传统的礼节和婚丧嫁娶方面与更具现代化的安置区有一定差异。搬迁前，

无论婚丧嫁娶，多地都有“六早八晚”的习俗，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搬迁户的很多传统文化习俗已

逐渐淡化，安置区新的文化习俗短时间内无法盛行。且凉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其以彝族

为居多，也存有藏、汉、回、傈僳、傣及蒙古族等。安置区内的移民们种族也不尽相同，其语言和文字

或多或少有不同之处，因此，这也是搬迁移民在语言类别、价值取向、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

等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此外，即便是在人口比例占比较大的彝族搬迁移民当中，彝语在发音、语义等

方面也可能因搬迁前的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尤其是有些年岁的老人，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或者根本未

进行过系统的教育，导致他们不擅长使用我国通用语交流，进一步造成文化传播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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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社交融入与发展的问题及成因 

一方面，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交方式较从前发生了转变。在搬迁前，搬迁移民会在农村重

大传统节日举办相应的民俗活动，比如“三月三”进行唱山歌、打糍粑、吃五彩饭，火把节期间开展摔

跤、选美、斗鸡等活动。但搬迁之后，社交方式相对单一，较多的活动无非是移民聚众看电影、跳广场

舞等，搬迁移民参与率不高，不利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相互交流，导致他们人际交往困难。另一方面，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交对象有所改变，社交范围相比以前也缩小了。搬迁之前，搬迁移民均生活在农

村，属于典型的农村熟人社会，社交对象和社交范围也主要依赖固定的以地缘、血缘为依托的社会关系

网络[16]。搬迁之后，由于安置区内移民的邻居来自各个镇、村，但他们依旧将自己的社交圈限制于亲友

和老乡之间，短时间内，搬迁移民们与当地居民主动结交意识不强，这就导致社交范围狭窄，难以融入

安置区的社交环境。 

3.4. 权力融入与发展的问题及成因 

在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安置过程中，虽然地方政府、村委会或社区都设置一些渠道让移民通过

适当的途径来表达他们的诉求。例如村委会或社区通过召开大会等方式了解搬迁移民的意见和想法，乡

镇政府则收集这些意见，然后再向上传达。但这些措施有时会流于形式，执行的效果不佳。造成这种困

境的原因如下：一是在对搬迁移民意见的传递过程中，通常只会反映大多数搬迁移民的普遍性问题，从

而忽略甚至损害小部分搬迁移民的利益；二是在这种间接参与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信息失真，从而产

生一定的偏差；三是相关主管部门通常站在整体、发展的角度，可能会与搬迁移民个人的利益诉求相冲

突；四是即便搬迁移民的意见表达出来了，但由于缺乏监督机制，使得搬迁移民的诉求得到足够重视，

导致他们满足其要求的概率较低。此外，移民的政策享有意识不当也会导致搬迁移民的权力受损。例如，

按照规定年岁以上居民可以每月领取一定金额的补贴，但有的老人在集中统计申报时不到规定领取年龄，

等达到后又没有及时帮助他们申请办理，导致政策落空；还有些在最初识别时不符合该政策条件，后来又

因各种因素变成该政策享有者，但又因未及时补充纳入，最终还是没能够享受该政策享有权带来的福利。 

3.5. 心理融入与发展的问题及成因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入住到安置区内，不仅其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而且其社会环境也产生了变化，

这也意味着移民们心理层面也会有所变化。这些变化中，影响较大的心理认同。移民心理认同是指移民

个体在居住地中建立起的身份意识和心理归属感[17]。身份意识是搬迁移民角色的转换，他们通常是由农

村人向城镇居民身份转变。但大多数搬迁移民无论是对农村的原始的社会身份，还是对于原居住地，均

有热烈的感情。这种现象尤其出现在年长的搬迁移民中，他们在搬迁之后依然怀念从前的生活和亲友，

归属感较强。而一些年轻的搬迁移民则对原住所的归属感较弱，他们更关心居住及就业环境。此外，搬

迁移民的歧视感知力也会对他们融入社区造成一定影响。显然，他们的歧视感知力越强，其与其他搬迁

移民或者当地居民交往时的心理负担就越重，其融入信心越低，就会延缓社会融入进展。从当地居民的

角度分析，易地搬迁移民的到来，会分割或者占有部分原属于当地居民的土地、就业等资源。这就相当

于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可能对搬迁移民产生排外心理，对移民的接纳态度恶劣，严重者可能导致冲

突和矛盾的产生，这些行为将进一步阻挡搬迁移民社会融入进程。 

4. 凉山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与发展的实施对策建议 

4.1. 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就业几率 

一是全面实施就业促进专项行动。持续深化与深、广等沿海城市劳务协作，增加公益性兜底保障力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5253


颜其艳，万艳丽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5253 1855 社会科学前沿 
 

度，促进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稳定就业。二是着力提升搬迁移民职业技能培训。构建搬迁移民纳终

身职业培训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各种培训体系。持续提高搬迁移民职业培训内容的针对

性、效用性，并开发培训方式，开展岗前培训和异地稳岗培训。三是大力支持搬迁移民返乡创业、就业

行动。当地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对为搬迁移民提供数量与其劳动力相适应的企业和厂家岗位，加大政

策优惠力度，比如减免税收、开展返乡创业项目推介等活动等，增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返乡就、创业信

心。同时基于凉山州文化特色、产业基础、丰厚资源等优势，创建一批富有特色、口碑及规模的县域劳

务品牌。如发展手工彝饰、民俗小吃等经济。 

4.2. 打造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文化氛围 

一是通过各类有效的活动去宣传凉山州富有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俗

文化紧密结合，以移民脍炙人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弘扬传统美德，并保留搬迁移民的独具特色的传

统少数民族文化，如火把节、祭龙节。其中，注意发挥彝族“德古”1在民众间的影响力，破陋习，树新

风。二是推动社区移民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意识及行为培养。如社区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普及垃圾分类、

网购、交通出行、智能手机社交平台知识及运用活动。三是提升搬迁移民，尤其是搬迁老年人的汉语表

达能力。如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对搬迁移民开展老年教育培训，提升凉山州安置区内

搬迁移民的普通话水平。 

4.3. 增加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交方式 

增加移民社交方式，以扩大其社交范围，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以社区为依托，大力开展

各种线下集体活动，来增加移民相互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例如开展读书分享会、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会，

集体观看露天电影，举办社区文艺汇演和各项体育比赛等文体活动。不仅能够使移民和移民之间、移民

和当地居民之间、移民和社区工作人员之间相互熟悉，还能够是他们终生学习和进步，并促进文化的传

承。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及诸如“新冠疫情”等传染性强的公共卫生事件的

发生，导致人民群众被迫从“面对面”的线下交流转为借助诸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各类网络社交媒体

线上交流。因此，这就需要当地政府联合信息技术企业及社区共同打造新型社交网络平台，大力宣传此

平台，普及平台使用知识并将移民基本信息纳入此平台，然后，在此平台上有针对性地开展集体性知识、

技能等趣味问答活动，鼓励他们进行线上集体讨论，提高搬迁移民新型社交方式参与积极性。 

4.4. 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权利享有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党建+”的集中安置点基层治理模式，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和效率，保障搬

迁移民的权益。完善党建+自治、团队或社会组织等各项组织体系建设，实行“一站式”办公，高效实现

安置区治理，保证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运转。二是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搬迁移民待遇，为移

民在住房、就业、医疗、警务、教育等方面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相关部门在办理移民业务时，不

得歧视或排外移民，也不得对当地居民给予“特殊照顾”。三是提高搬迁移民在公共决策、公共事务治

理中话语权分量，通过设置线下信访、线上政务微信意见专栏等形式，让移民合理表达个人意见与需求，

鼓励搬迁移民参与社区治理及决策，并设立督导组，允许匿名监督，维护权力受到侵害的搬迁移民。 

4.5.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心理认同 

当地政府应积极引导搬迁移民与土著居民、移民与移民之间进行互动。一是政府和安置社区应制定

 

 

1“德古”为彝语音译，指德高望重、能言善辩、熟悉习惯法并具有较高调解和调处能力的人，一般也是家族中的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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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施他们互动的政策，社区与社区之间举办各种联谊活动，互相帮助，加深友谊，从而提升移民心理

认同感。二是组织志愿者到安置社区，开展走访活动，和移民唠家常，讲讲心里话，让移民感受到温暖，

从而增强移民归属感。三是在移民摆脱绝对贫困后，当地政府仍应做好移民的跟踪监测及帮扶工作，到

搬迁移民家中，精准及时了解移民的心理状况及未来的发展需求，为移民排忧解难，提高移民主人翁意

识。 

5. 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情况的好坏，不但关乎当地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切实体现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质量的高低。解决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后续社会融入困境与发展事宜须增强对移民在

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人际交往、权力维护、心理认同等方面的支持，才能应对搬迁移民的社会融入困

难挑战，从而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伟大目标，才能书写好“一搬跨千年”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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