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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陆宏强 赵杨健

省政协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止过。

2013 年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
议上，7名委员就“加快少数民族乡

（镇）发展”提出系列提案。去年
底，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快民族乡（镇）经济社会发展
的意见》。最近，省政府正式批准
全省 18 个民族乡镇新增 3600 万元
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资金。

得知这一消息后，省政协常委、
民宗委主任沈雪生由衷地感到高
兴。他明白，这批新增的资金，对那
些分布在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乡镇
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竹柳新桥”
听呼声

“竹柳新桥”是地名，但又不仅
仅是一个地名。

武义县柳城、松阳县板桥和
莲都区的老竹、丽新，是四个地
域毗邻的畲族乡镇，合称“竹柳
新桥”。面积 353 平方公里，畲族
人口 10293 人，占区域总人口的
17%，较景宁畲族自治区高出近 6
个百分点；畲族人口密度为每平
方公里 29.2 人，是景宁的 2.98 倍。

“竹柳新桥”作为我省畲族人
口密度最大的集聚区，是一个山区
特色鲜明、畲族风情浓郁的欠发达
区域，也是集中连片的贫困区和革
命老区。2013 年我省农民人均收
入为 16106 元，４个畲族乡镇中，
人均收入在 5500 元以下的低收入
农户人数有 17324 人，占区域总人
口的 28.6%，比全省的 10.8%还高
出17.8个百分点。

这里，是千年畲族主流的最北
迁徙地，中国跨区域畲族“三月三”
歌会最早举办地。地理相近、人缘
相亲、文化相通、经济相似。而且
这里风光秀美、物产丰富、畲风浓
郁、古韵悠长。多年来畲族同胞一
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打响“竹柳新
桥”的民族和地域品牌，早日摆脱
贫穷的困扰，赶上全省人民奔小康
的步伐。

丽水市及莲都区政协早在 10
年前就开始调研，提出了建立“竹
柳新桥”协作区的设想。去年，莲
都区政协又组织专题调研，提出了
建立绿色发展协同创新试验区的
构想。金华市、武义县政协也做了
相关调研和信息专报。

地方政协有呼声，省政协有响
应。省政协委员、民宗委副主任雷
祥雄说，近年来，省政协委员多次
提交过推动“竹柳新桥”跨区域发
展的提案。在省政协十一届二次
会议和七次常委会上，就此内容所
作的大会发言，再次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热切关注。

今年 5 月，中共浙江省委作出
了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
活的决定，在广大畲族同胞和政协
委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感
到，《决定》不仅给浙江发展描绘了
蓝图、指明了方向，更为少数民族
地区发展提供了机遇、增添了动
力。有的同志还认为，没有少数民
族地区的繁荣发展，没有少数民族
人民的美好生活，也就谈不上建设
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目标的全
面实现。

金华市政协有关负责人动情
地说，加快“竹柳新桥”区域发展，
体现中央精神，符合省委要求，顺
应发展趋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
不开民族地区的小康，中国梦也是
各族同胞的“团结梦”和“发展梦”。

跋山涉水
勤调研

群众的呼声就是第一信号，省

委决策部署到哪里，政协履职就
跟进到哪里。

今年，省政协把推动少数民族
集聚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调研列入
年度履职计划，任务交给了省政协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和少数民族界
别组。经过讨论研究，省政协常
委、民宗委主任沈雪生建议，把课
题名称改为“建设中国畲族风情
园”，范围涵盖“竹柳新桥”４个畲
族乡镇，同时可以辐射到邻近的乡
镇，在喊得响、做得了、行得通方面
下功夫，“要把‘风情园’打造成一
张浙江省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的
金名片，探索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发
展的新路子和新模式”。这个建议
得到了各方的认同。省市县政协
和三级政协相关委员都积极地参
与到课题调研中。

目标一经决定，行动立即展
开。从春光明媚的四月到艳阳高
照的七月，委员们穿行于“竹柳新
桥”，跋山涉水、进村入户。会议
开到了畲村里，夜晚住到了畲民
家，品畲家饭、饮畲家茶、听畲家
歌，亲身感受畲族风情，体味山区
百姓生活。每到一个乡镇，都分
别召开村民代表、县乡干部的座
谈会，认真倾听畲乡干部群众的
真实心声。尽管大家对“中国畲
族风情园”这个名称还有些生疏，
但是一听说加快发展、改善生活，
无论是县乡干部还是普通村民，
都显得异常兴奋。在柳城的一次
座谈会上，年轻的洋坑塘村党支
部书记激动地说道：“建设风情园
的设想非常好，是畲乡一个很好
的发展机会，如果失去就太可惜
了。”

历时４个月，行程遍及“竹柳
新桥”和周边６个乡镇，一份把脉

“竹柳新桥”的调研报告《探索少
数民族人口聚居区发展新模式
——关于建设中国畲族风情园的
调查与思考》终于出炉。

人人都说“竹柳新桥”美丽，
究竟美在哪里？人人都想“竹柳
新 桥 ”发 展 ，究 竟 靠 什 么 发 展 ？

“中国畲族风情园”建什么？怎
么建？省政协的调研报告认为，
美丽在山水，发展靠资源。“竹柳
新桥”的资源在生态、在人文、在
风情。用串珍珠项链的方法，将
散落在“竹柳新桥”区域内的“珍
珠”，用“中国畲族风情园”这根
线串起来，并利用这个载体，着
力建好绿色田园、古韵畲园、休
闲乐园、养生颐园“四个园”，充
分展示畲族特征、畲乡特点、畲
家特色，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探索出我省少数民族人
口聚居区发展的一个新模式，创
出民族乡镇一体化发展的一个
品牌。

建言发展
留风情

从金丽温高速公路武义出口
下来，沿 220 省道一路向南，过桃
溪后进入柳城境内，再往南，经大
溪口乡、三港乡进入丽新畲族乡，
向西到板桥畲族乡，向东至老竹
畲族镇，一个个畲族风情小镇接
连映入眼帘。

省政协调研组每到一地，当
地干部群众都会自豪地介绍这里
的美景美果美食。茶叶和油茶，
作为当地普遍种植的农作物，是
广大畲汉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
板桥畲族乡种植了万余亩茶叶树
和近 1.3 万亩油茶。柳城宣莲、处
州白莲名闻遐迩，柳城的“十里荷
花”、老竹的“莲都园”是当地著名
自然景观。

调研组的委员们都说，“竹柳
新桥”莲香茶香瓜果香，可以做大
做优具有基础与特色的白莲、茶
叶、果蔬、油茶、食用菌等传统优
势产业，建成畲乡“绿色田园”：通
过打造十里荷园、有机茶园、千亩

桃园、四季果园，创出具有地方特
色的原生态农产品品牌，并形成规
模化的观光休闲农业。

畲族文化，是“竹柳新桥”的
“根”，“根深”才能“叶茂”。走进号
称“浙江畲族第一村”的丽新上塘
畈村，映入眼帘的是高高的“盘蓝
雷钟”畲族五色彩旗，旗杆之下，是
古色古香的舞台和绚丽生动的墙
绘；步入下湖源畲族村，身着畲族
传统服装的畲家姑娘一边捧上茶
水，一边深情地唱起畲族迎宾歌；
已保存 100 多年的畲族祖图，描绘
了从畲族始祖创始、繁衍、迁徙的
传说。调研路上随处看到，畲歌畲
舞畲民俗得到了多方面、多层次、
多渠道地有效保护传承和开发利
用。

调研组认为，风情园可以打造
一个“古韵畲园”：要提升“竹柳新
桥”三月三歌会层次，打造省级民
族文化精品，加大畲歌畲舞、畲医
畲药、畲族服饰、畲族体育、畲族古
籍研发整理的力度，重视畲族文化
人才队伍建设等。

而且，“竹柳新桥”好山好水好
空气，行走在山水之间，感受山清
水秀、天蓝气爽，平均 78%的森林
覆盖率，平均 3000 个/立方厘米以
上的负氧离子。沉醉于绿谷畲乡
的“天然氧吧”，让人忘却了雾霾，
远离了尘嚣，如此宝地，不可多
得。调研组建议将“竹柳新桥”区
域纳入浙江省旅游发展整体规划，
打造一个统一的“中国畲族风情
园”旅游景区，在该区域内建设一
批“风情小镇”、“风情村寨”、“风情
农家乐”、“养生养老村”，发展特色
养生养老产业，打造一批“避暑胜
地”、“度假基地”、“创作基地”，使

“竹柳新桥”成为具有地域和民族
特色的健康养生基地，成为中国特
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生态旅游和民
族民俗旅游的“休闲乐园”和“养生
颐园”。

省政协调研组还认为，中国畲
族风情园，不是一个单独的少数民
族文化产业园区，更不是一县一镇
的产业集聚区，而是一个涵盖全
域、点面结合、联接有序、分工明确
的“竹柳新桥”一体化发展平台。
建设畲族风情园，促进畲族集聚区
跨区合作发展，还需要在充分论
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省市县乡
四级携力，在申请报批、运作机制、
建设思路、政策扶持、对口帮扶等
方面形成“大合唱”，推动我省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
展。

省政协建言少数民族发展模式

风情园，助推畲乡新发展

议政建言

景宁畲族自治县封金山景区，畲族姑娘和游客体验畲族婚嫁。 李肃人 摄

核心提示：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
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2014年，浙江省政协以此为指引，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倾力助推省委省政府民族工作，以推动“竹柳新
桥”地区建设中国畲族风情园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 ］］

遂昌县三仁畲族乡坑口村3座生态堰坝日前建设完工。 雷宁 章建辉 摄遂昌县三仁畲族乡坑口村3座生态堰坝日前建设完工。 雷宁 章建辉 摄

“畲家飘歌”大型盘歌会在景宁县包凤畲村举行。 梁臻 滕昶 叶尚蓉 摄

丽水市莲都老竹民族学校举办首届民族体育文化节。 雷宁 吴立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