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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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4.04.02 

中大研究生李克翰撰寫 

12/2013–第一次到訪秋那桶村 
 

參與人員：遲辛安(中大) & 解甘(昆工) 

從香港出發，經過了兩天的奔波，終於到達了這個位於雲南省北

部的秋那桶村。這是一個景色優美但是貧窮落後的傳統村落。當天正

好是週日，村民正陸陸續續趕到村中的初崗教堂做禮拜。當看到 200

多位村民擠在一個由廢棄學校改建的教堂中虔誠地做禮拜時，我們不

禁被這種場景感動了。這是一幫純真善良的人們，在這樣一個世外桃

源的地方過著貧窮、平淡但是精神生活豐富的生活。我們初步認定秋

那桶村為「一專．一村」的潛在項目點。 

在秋那桶村出來後，我們沿著怒江一路向南，又調研了十幾個不

同類型的村落作為比較，評估出最適合的一個作為項目點。 

 

 

 

 

 

 

 

 

 

 

 

 

 
1/2014–團隊組建 

 

回到香港後，我們與吳恩融教授就調研情況進行了討論。初步認

定秋那桶村作為「一專．一村」的項目點，決定在農曆新年之後與各

相關專業的同學進行深入的調研。同時也初步擬定了「一專．一村」

項目的大學團隊組成：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昆明理工大學、斯

坦福大學等。隨著項目的進展，更多的大學也會加入其中。 

 

21/2-11/3/2014–第一次調研差旅 
 

參與人員：遲辛安(中大), 李克翰(中大), 欒涵瀟(昆工), 穆童 (昆工), 

CHEN 陳方俊(北大) &石德方(北大) 

 

21/2-27/2：于貢山縣北部秋那桶村的初崗、嘎干堂、青那桶和貢卡四個

村民小組進行社會、經濟、教育、環境、公共衛生等方面的詳細調查。

(是次民生訪談和田野問卷覆蓋該地區 60%以上的農戶。) 

 

28/2-11/3：走訪貢山--秋那桶村沿線村組和鄉鎮，進行社會民生和環境

衛生基本情況的了解記錄。走訪地具體包括：霧裡、石普、臘它底、

重丁、扎那桶、甲生、四季桶、丙中洛、迪麻洛、桶當、鋪拉、初尼、

捧當、龍坡、永拉嘎、積哇、黑娃底、普拉底、古當、知子羅、老姆

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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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那桶村處處呈現出現代與傳統、開發與保護、城市與鄉村、發

達與落後、主流與邊緣等種種對立和矛盾： 

 

步步留景美輪美奐的村道河流中，藏匿著成片的廢物垃圾； 

綿延秋野生機勃勃的麥浪谷濤下，隱含著靠天收成的無奈； 

質樸素美大巧若拙的松木聚落里，竄點著突兀的水泥磚房； 

真誠樸實熱情向上的鄉里村民中，傳留著酗煙酗酒的惡習。 

 

我們針對初崗、嘎干堂、青那桶和貢卡 4 個村民小組的調研結果

整理出七個方面的問題，並提出初步支援計劃如下： 

範疇 村落問題 支援方向 

1. 人 居

建築 

1）公共空間缺少 

現 4 個組共用初崗與青那桶的 2

座天主教堂。初崗村教堂為原小學教

室改造，設施簡單，村民對翻修、加

建活動區域的意願較強烈；青那桶教

堂為中西融合的建築特色，有更新內

部設施的需求。 

1）公共建築完善 

幫助初崗組重修教堂，增建村

民活動中心。修繕青那桶組教堂建

築和陳設，增加公共服務功能。 

隨項目進展及當地配合條

件，公共建築支援可深入到村內教

育、宗祠禮儀、步行道橋等方面。 

2）住居營造問題  

目前村民新建房屋時，對傳統木

構建築和磚混建築的選擇主要取決於

安全性、舒適性和造價。另外傳統建

築一般需要十年以上的木料，對森林

破壞較大，易造成滾石滑坡或泥石流

等災害；而磚混房屋熱工性能差，不

利於住戶按需改造，所有建材及施工

人員需從外引進，且會破壞當地村落

風貌。傳統木建築與磚混建築之間存

在較大矛盾。 

2）住居問題改善 

探索符合當地建造技術和材

料，適宜居住、營建和造價門檻低

的新型民居形式。在當地進行推

廣，給新農村建設提供建築形式與

技術參考。 

調查收集當地建築技法技藝，嘗試

編纂地方傳統建築營造手冊。 

創新制木制石技藝，嘗試開展高端

傢具、生活用品設計製作及銷售產

業。 

2.公共 

衛生 

1）垃圾處理問題  

整個貢山縣都缺乏垃圾處理系

統，從縣城到各個村落，丟棄和焚燒

是主要處理方式，對山林環境和怒江

水系都造成嚴重污染，焚烧還容易引

起山林火災。只有少部分玻璃瓶、易

拉罐和纸質垃圾被回收。  

 

 

1）垃圾處理革新 

研究科學環保的鄉村垃圾處

理系統，技術簡單造價合適，便於

推廣。清理村莊内已丢棄垃圾。完

善可回收垃圾的回收再生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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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人衞生問題  

4 個村民小組衞生習慣較差，個

人洗手洗澡刷牙等習慣程度相差較

大。公共厕所与洗澡房質量較差，不

能滿足需求。 

2）衞生意識加強 

改善村內公共旱廁及洗澡房

設備和使用空間。教會村民衛生處

理人畜糞便的方法。通過長期宣傳

和示範教育培養村民（尤其是兒童

和青年）的生活衞生習慣。  

3.基礎 

設施 

1）水源安全問題  

4 組村民生活用水均來自山泉，

政府修建水窖鋪設引水管，為各家提

供自來水，但水源品質不確定，水源

地保護及各家小水窖淨水技術缺乏。 

1）水源安全保障 

檢測山泉品質，進行適當淨

化，改善水窖和引水管安全衛生

性。改善排水設施，增設污水處理

循環設備。提高村民安全用水意

識。 

2）基礎醫療水平低  

4 個村組均無醫療點，僅有 2 名

左右中醫。村民大小疾病都需外出至

秋那桶村委會、丙中洛鄉或貢山縣城

就醫。農村醫保只能在當地報銷，往

昆明、保山等異地就醫無法享受醫保。 

2）基礎醫療提高 

對部分村民進行醫療技術培

訓。在村組內籌建固定醫療點。教

會村民日常傷病的預防和處理方

法，提供日常藥品。 

4.教育 

培訓 

1）幼兒教育缺失  

村內無幼兒學前教育，村內兒童

5、6 歲後需坐車到丙中洛鄉念小學和

初中。兒童啟蒙晚，且年齡太小離家

太遠，存在安全隱患。 

1）開展幼兒教育活動  

派駐教育志願者提供長期不

間斷的幼兒教育課程，增設兒童遊

園設施和場所。開展親子交流，培

養兒童初步學習能力。 

2）成人教育匱乏  

大部分村民接受了小學或初中教

育，但沒學習過能營生的一技之長，

生活貧苦，村內青壯年外出打工較

少，存在一定的勞動力閒置問題。 

2）成人技術培訓推廣  

派駐教育志願者和專業人士

進行成人職業培訓，也可開展民族

文化、文字、藝術等教育。引入適

合在當地發展的新農副產業，為村

內青壯年甚至老年提供就業機會。 

5.產業 

發展 

傳統農林業瓶頸  

村子耕地多位於山坡，面積少，

村民無主動灌溉習慣，施肥較少，糧

食產量受自然環境影響大。農戶收成

一般僅夠供給日常生活，部分村民出

售豬、牛、自製酥油等。夏季山林出

產重樓等中草藥、野生菌，產量不多。

集中栽種山核桃，產量及收購價一

般。極少數村民到西藏或偏遠高山尋

找松茸和蟲草。 

原有產業更新及新經濟

產業引進  

根據當地氣候環境和水土氣

象條件，引入適合在當地發展的新

農副產業。為當地優良農林產品提

供直銷管道，減少中間周轉鏈，提

高農民收入。適度發展高品質休閒

旅遊項目，既保護原有環境人文生

態，又創造經濟文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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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傳統 

文化 

民族淡漠文化失傳  

村內婚喪嫁娶等習俗均從漢族的

簡單儀式或從天主教儀式，年輕人不

願繼承傳統手工藝（織布做衣等）。村

民對本民族的文化歷史或社會風俗瞭

解甚少。 

文化保育與復興  

尋找合適的路徑復興當地少

數民族文化，如歷史文化教育、社

會風俗宣導、建築與手工藝傳承，

讓當地民族重獲文化認同感和自

信心。 

7.人文 

素養 

社會生活陋習  

當地民風淳樸，善良熱情，但大

部分村民都有嗜煙嗜酒的陋習，尤其

嗜酒習慣根深蒂固。由此引起許多急

慢性疾病，且容易滋生口角事端。菸

酒購買開銷大，給家庭帶來很大負擔。 

良好生活習慣培養  

通過宣傳展示，醫療培訓，健

康運動等長期推廣，逐步培養村民

健康的生活習慣，減少甚至斷絕嗜

煙嗜酒的陋習。 

 

調研中我們遇上一位年過四旬的阿姨，她用坦誠平順的語言向我

們講訴在省城昆明念大學的女兒身患重病被迫休學，病情剛有好轉時

丈夫又病倒的情況。她正打算翌日前往貢山縣醫院看望他們。我們都

唏噓於生活的坎坷途舛，她平和地說道：欠的錢借的錢幾萬塊慢慢還

嘛，日子要活下去的。昨天去了縣城，明天再去一趟吧，包車去一次

200。明天去到時老頭會不會不在了也說不清。女兒她們學校的校長和

書記前幾天打電話到家裡，說今年念不了書明年還能接著念。我嘴笨

說不來話，真是謝謝他們啊。主會保佑我們的。 

 

訪談的過程裡阿姨並沒有向我們悲痛地傾訴苦水，而是慈愛地微

笑面對，彷彿這也只是命運裡翻越一次簡單溝坎。當地質樸善良的民

風和虔誠信教的傳統，讓這裡的居民都像這位阿姨一樣，悲苦喜樂自

持，不會怨天尤人。生命和生活的意義在這裡被無限地縮小又放大。 

 

我們願意付出力量為改善他們的生活做一些有益的工作。關愛的

作用是相互的。這也是在日益紛繁複雜情感淡漠的社會裡，對自己心

靈的溫潤和滌盪。 

 

計劃 

• 4 月上旬完成教堂與活動中心綜合體的初步設計方案，其後製作教堂模型以供 6 月調研時與村民溝通。 

• 4 月中再到村從社會背景、環境、公共衛生、建築綜合評估整個村落，制定項目發展的方向。 

• 6 月中進行綜合性調研，各大學團隊按專業分工，制定以後的工作計劃。屆時可能會參與的大學團隊有：

香港中文大學（統籌及各相關專業）、北京大學（社會學與環境學）、昆明理工大學（建築與本土統籌）、

斯坦福大學（經濟）、布朗大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