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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雲南省怒江州貢山縣秋那桶村 

「一專 • 一村」 農村可持續發展支援計劃 

工作報告（七） 

2015.9.17                                中文大學李克翰撰寫 

16/08-22/08/2015 – 第五次入村工作  

參與人員： 

清華大學：趙作周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李克翰、邵長專 

北京大學：王泱、劉霽軒 

重慶交通大學：溫雪芬、梁有存、向雅賢、陳良銳、夏俊波 

入村工作總結： 

此次一專一村團隊著重開展三個部份的工作：村落民居結構調查、

村鎮教育調查和村內步道工程數據測量。 

1. 村落民居結構調查（據李克翰所寫調查報告整理） 

    (1) 存在問題：秋那桶地處三江並流核心區，非常靠近麗江-香格裡

拉地震帶。歷史上雖未發生等級較大的地震，但由於交通不便，一旦發

生地震災害救援十分困難，因此存在民房抗震改良的需求和必要性。針

對當地現有民居的抗震改善，可提供必要的防災減災保護，做到防患於

未然，亦能為類似結構民居分佈地區提供改良參考。 

 

 

 

 

 

 

 

 

 

 

 

 

 中國及鄰區地震震中分佈圖 

秋那桶地區 

麗江-香格裡拉地震帶 

（分佈有較多類似結構的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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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調查內容：團隊在趙作周教授指導下，針對村內民房的柱腳與基

礎連接、承重系統結構與維護、屋頂系統結構及房屋選址與結構整體性

四個方向進行調查。 

(3) 工作方向：調查發現，秋那桶地區普遍分佈的木結構民居在上述

四個方面均存在部份問題，若能逐一改善，則民居的整體抗震性能將得

到很大提升。針對現有民房的防災減災改善，對於提升居住安全、降低

住房成本、節約資源能源有很大的實踐意義。團隊將根據調查情況制定

相應的民房改善措施，逐步深入實踐。另外，針對現有民房居住舒適度

的改善也將配合進行。 

 

 

 

 

 

 

 

 

 

 

 

 

2. 村鎮教育調查 

    團隊計劃為秋那桶村提供恰當的教育幫扶，為此我們在村內進行了

有針對性了教育調查。 

人的智力 90%在 0-6歲發育。當前絕大部份村內孩童 6歲前未接受任

何形式的學前教育或智力啓蒙。大多數家長只能教會孩子認識簡單的阿

拉伯數字。幼童均通曉地方民族語言，但很少懂得使用漢語。國家目前

鼓勵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學”，即民族語言和普通話並重。村內家長們

對幼兒教育認知程度不一，大部份不太清楚概念，但若有機構或人員幫

忙每日照顧他們的孩子、教孩子認知，他們非常願意接受。正在上學或

已經畢業的青少年絕大部份都非常認可學前/幼兒教育的重要性，認為適

當的學前/幼兒教育可幫助他們提前適應學生的角色，懂得學校生活規

則，學會基本學習方法。 

柱腳與基礎連接 承重系統結構與維護 

房屋選址與結構整體性 屋頂系統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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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洛鎮目前設置有幼兒園，對於鄉村幼兒實行免費政策。但由於

教學質量不高、教學容量較低，只能勉強滿足鎮上居民的需求；周圍鄉

村居民則因為路途遙遠、人力物力財力欠缺而無法接送幼兒入學。 

另一方面，村內大部份青少年都接受了九年義務教育，由於生活困

難，家庭通常難以負擔中高等教育的各類費用，村內高中入學率衰減迅

速，輟學率也高。經過全家辛苦支撐外出完成高中甚至專科、本科的青

年人更少，且幾乎都願意留在市縣鄉謀求生計，部份接受了中高等教育

的年輕人因家中需人照料而折返村內，但即使暫時沒有工作也不願接受

在村內受雇的長期工作。城鄉生活，即是大部份農村家長支持子女堅持

念書的期望，也是子女外出讀書經歷了豐富的資訊媒介和人際網絡後，

自然而然產生的人生追求。 

從政策層面看，目前教育局已開始計劃重新啟用因“集中辦學”而廢棄

的大部份村小校舍，來籌辦村級幼教機構。但推行這一措施存在三個難

題：一是缺少大量的、專業的鄉村幼兒教師；二是有大批的鄉村小學校

舍需要專業改造建設以適應幼教需求；三是針對不同的農村地區情況，

特別是類似秋那桶的偏遠貧困、少數民族雜居地區，如何選擇適合的教

育理念、教學方向和課程設置。處於安全、經濟等因素考量，民間/社會

幼教辦學在當地暫時未能被教育局通過。 

教育幫扶根據上述情況計劃籌備，以 Play-based Learning為原則。 

 村內步道工程數據測量（據重慶交通大學調查報告整理）

團隊的前幾次工作中都在持續關注村落步道防滑處理，提升安全性

的問題。我們通過實地行走和村民訪談，確定秋那桶四村組中最需改善

的步道位置（見後圖）。此次團隊仔細調查每一需求點存在的問題，測量

坡度、摩擦係數，查看路面結構和施工技術，總結出整體問題和解決方

案。施工計劃將持續推進。 

 

這對姐妹的父母都不幸去世， 

以後的生活只能由爺爺奶奶照顧 

村內孩童沒有接受幼教關懷與照

顧，每天自由玩耍打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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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組急需改善的步道位置分佈（王碧宇、黃昱灩、王斌喆、王明粲調查繪製； 

底圖由嚴航、董文武、 侯斌、唐雯、曾黎黎、杜玉春、孫諾汪堆、夏宇、楊正 

偉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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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步道安全問題成因及改善措施： 

(1)步道內摻材料質量、施工質量參差不齊： 

控制水泥、細集料、粗集料、拌合用水的質量，在滿足使用

與安全需求情況下儘量就地取材。 

(2)步道內摻材料配合比失當： 

根據當地氣候環境和使用需求，設定合理的鄉村步道硬化路

面配合比，提升施工質量。 

(3)路面抗滑處理不足： 

加強或改良現有抗滑處理，提供多樣的、在農村地區簡單適

用的抗滑技術。 

(4)缺少必要的邊坡防護和路段防護： 

添加有效的邊坡和路段防護，督促村民主動做定期路段檢

查、維修和淤積物清理。 

(5)路面排水欠佳： 

經常浸水路段增加路面排水，改善地表排水流線。 

(6)路面縱坡偏高： 

合理設定路面縱坡坡度範圍，改良路線設計。 

(7)危險路段無防護措施： 

設計及安裝安全且維護簡便、成本低的防護欄。 

(8)部份路面階梯構造設計需改進： 

改良階梯構造設計，適當調整路線，輔以護欄等設施。 

後續工作計劃： 

1. 村落民居抗震改造策略與技術籌備 

2. 完善村內幼兒寓教於樂計劃 

3. 制定村內步道改善實施計劃與預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