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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市场化运营和招商引资的方式联合省级旅游公司项

目，同时又扶持本地合作社经营户，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

位，实现了当地人民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的目标。就业岗位

类别及从业人员数量主要有：生态公益性岗位181名、旅

游业服务员22名、环卫工人15名、光伏管理员15名、保安

10名、村警2名以及其他岗位7名，总共提供了352名人员

的就业岗位。除此之外，由德吉村村民经营的农家乐有30

户，对60多名人员进行了厨艺培训，引导38户人家经营昂

拉土烧馍、牦牛酸奶和酿皮等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美食。

总之，德吉村的模式给当地人民群众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空

前的，带来的经济收益更是丰厚的，当地村民都感受到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国内疫情还未暴发之前的两年更是创

造了当地的历史记录，2018年创造的经济收益是215万元，

2019年创造了110万元的经济收益。获得了“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的荣誉，同时被评为“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示范

点”。

德吉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困境

（一）疫情的影响

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外几乎所有地区无一

例外地均受到了严重冲击。德吉村也不例外，根据一段时

间的田野调查和入户访谈，当地村民表示，相比于前两年，

2020年开始游客人流量急剧下滑，经济收益明显减缩。

（二）能否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社会良好运

行的基本保障。国内很多大工程大项目最终败在了可持续

发展的艰苦考验之前。易地搬迁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长

远利益，不仅仅是这一代人，还有千千万万子孙后代的生

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一伟大工程一旦落实得好，运行

得好，并且能够长远地执行下去，就是为国家立大功，为

人民立伟业，为后代谋大略，但若不能可持续发展，则会

引起相反的社会经济发展效应。

（三）耕地与食材资源的欠缺

耕地对人民群众来说是生存的根本，是一个地区发展

的最基本又是最重要的物质资源。由于德吉村的人口来源

基本上都是农牧区普通百姓，他们最擅长的也是务农、畜

牧等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在德吉村，旅游业的旺季主要

集中在4月至9月这一时间段，除此之外，旅游业所带来的

经济收益就会季节性地收缩，当地村民的收入来源相对单

一，因此其他季节只能从事其他劳动来维持生计。据当地

村民老奶奶L的访谈，他们家之前生活在山区时，虽然条件

艰苦、交通不便，但山上有足够的耕地和广阔的牧场，一年

四季都可以吃肉喝奶，而这里虽然饮食美味多样，但物价昂

贵，消费困难。她表示没有农田，心里就不踏实，吃粮也要

省吃俭用。一家农家乐经营户也表示，德吉村没有一家蔬菜

店，导致他们的菜价高，不能给游客提供新鲜的蔬菜。

德吉村社会组织长足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鼓励本地大学毕业生参与

据当地村民Y的访谈，德吉村村民大多数由于文化水

平 低 下 ， 与 外 地 游 客 沟 通 交 流 困 难 ， 学 习 新 型 技 能 比 较

吃力，导致大量游客来到德吉村基本上除了在沙滩上拍拍

照、简单游玩之外，既不入住民宿，也不用餐。除了几家

装修大气的民宿及农家乐尚能维持外，大多数普通民宿及

农家乐都成了摆设。根据村民Y的访谈，可以了解到经营户

的个人素养和技能是关键，但短期内无法提升村民的文化

知识素养和专业技能。因此，鼓励本地大学毕业生参与是

上上之策。一方面是因为大学毕业生具备最基本的语言交

流和人际沟通能力，能够胜任日常工作的任务。另一方面

鼓励和资助大学毕业生，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的实质就是

对社区内部的自我投资，就是辅助社区自我提升和成长，

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社区现代化人才队伍建设，是德吉村得

以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借鉴外地新型乡村的发展经验

我 国 幅 员 辽 阔 、 地 大 物 博 ， 文 化 资 源 丰 富 多 样 ， 不

同地区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只有充分发挥本地

优势，才能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和利益。当然，在经济全

球化时代大背景下的今天，仅仅依靠本地有限的资源也难

以 平 衡 社 会 生 活 中 的 诸 多 需 求 。 因 此 ， 在 充 分 发 挥 本 地

优势、充分挖掘本地资源的基础上，对省外甚至是国内外

的新型乡村社区的发展模式进行考察学习是明智之举，尤

其是在国内经过长久的社会实践，已经摸索出了很多成功

的案例，在这些案例当中有很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宝贵经

验，可以通过间接性地嫁接于德吉村的发展快车道上，避

免 一 些 不 必 要 的 发 展 弯 道 ， 从 而 实 现 德 吉 村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结　论

德吉村模式是青海农牧区一次伟大的发展创举，实现

了尖扎县艰苦地区的贫困农牧民家庭脱贫目标，是党和政

府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又一成功典范，极大地提升了当地

村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该村有效调动传统社会资源和

新型组织模式，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经

成为当地村民积极参与、外界社会广泛认可的乡村社会振

兴案例。如何在巩固现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之上持续推进各

项工作，是德吉村需要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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