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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咸宁市通过“关爱女孩 ‘双千’行动”，为贫困女孩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培养群众

少生快富意识，推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解决，促进和谐计生建设，其做法为中部落

后地区加快人口计生工作转型提供了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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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咸宁市地处鄂东南，与湘、赣二省交

界，辖四县一区一市，总人口 290 万，森林覆盖

率为 52%，是享誉全国的“桂花之乡、楠竹之

乡、苎麻 之 乡、茶 叶 之 乡、温 泉 之 乡”。近 年

来，该市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在抓经济建

设的同时，坚持把人口计生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抓好人口计生工

作的新路子，通过组织动员全市千家单位结对帮

扶千户农村贫困计生“女儿户”家庭，即开展

“关爱女孩 ‘双千’行动” ( 以下简称“双千”
行动)，加快建立计生利益导向机制，综合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引导群众走生育文明

之路，推动了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决。

一、开展“双千”行动的背景

实行计划生育 30 多年来，咸宁市少生育 70
多万人，这既是咸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更

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巨大成就。但应当看到，这些

成绩主要是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取得的，广大计

生家庭为经济社会发展少生儿女，作出了巨大的

努力，特别是农村贫困计生“女儿户”家庭作出

的牺牲更大，他们理应得到补偿。中央 《关于

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的决定》指出: 计生家庭为国家作出贡献，国

家应使计生家庭优先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改善计

生家庭的民生问题，特别是农村贫困计生“女

儿户”家庭的民生问题，让他们优先享受经济

发展成果，这不仅是推动人口计生工作持续健康

发展的需要，更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领域里

实现公平、和谐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确立了“落实科学发展、构建

和谐社会、改善民生问题”的主题，党和政府

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

严，社会更公平、更和谐。面临着新的形势，作

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口计生

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理念思路、
方式方法、体制机制上不断创新，加快人口计生

工作转型，摒弃过去主要靠单一的、刚性的、强

制的手段推行计划生育，取而代之是运用综合

的、柔性的、引导的措施来解决人口问题，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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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更加注重利益导向，更加注重宣传倡导，

更加注重服务关怀”来增强计划生育的影响力

和吸引力，解决计生家庭民生问题，引导群众生

育观念 转 变，最 终 实 现 统 筹 解 决 人 口 问 题 的

目标。
咸宁市是湖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

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一个根本原因是重男

轻女的传统观念作祟，而农村“女儿户”家庭

面临男劳动力短缺和家庭养老的实际困难，加之

受到社会歧视，这又加剧了重男轻女的思想。综

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除了“治标”
外，更重要的是“治本”，解决农村计生“女儿

户”家庭的现实困难，提高其发展能力，解除

其后顾之忧; 改善农村女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提高农村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
近年来，咸宁市还开展了万名干部结对贫困

家庭“双扶”(扶贫扶智) 和“城乡互联、千村

共建、万户帮扶”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

效果，一大批农村贫困家庭受益，有的已经脱贫

致富，但在实施过程中，有干部群众反映，帮扶

的对象有不少是违反了计划生育的超生户。“计

生户没人扶，违法超生户却有人帮，谁还实行计

划生育”，少数群众甚至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产

生怀疑，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正是

基于以上考虑，2009 年年初，咸宁市人口计生

委提出了开展以关爱农村贫困计生“女儿户”
家庭为重点的“双千”行动的工作设想。这一

设想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 《关于在全

市开展“关 爱 女 孩 ‘双 千’行 动”的 实 施 方

案》，提出了通过 2 ～ 3 年的努力，使被帮扶的

农村贫困计生“女儿户”家庭从根本上摆脱贫

困，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当地平均水平 20% 以

上的工作目标，并明确了“八个一”的帮扶要

求，即: 一个帮扶单位，帮一户贫困计生“女

儿户”，筹集一笔资金，发展一个当家项目，推

广一项应用技术，培养一个致富能人，挂一个帮

扶牌，建一个帮扶档案。

二、开展“双千”行动的具体做法

1. 示范引领，带动帮扶

咸宁市、县 ( 市、区) 领导带头帮扶，有

效推动了全市“双千”行动的深入开展。市委

书记黄楚平同志指出: “双千”行动是富裕农

民、改善民生的亲民之举，是人口计生工作创新

发展之路。他的工作联系点在咸安区双溪桥镇双

溪村，他带领市委办的同志在联系点为其帮扶对

象王文敏筹措资金 5 万元，帮他发展养鸡业。市

委副书记周彩娟同志到其帮扶对象崇阳县白霓镇

金龙村二女户沈秋良家中，详细询问其生产、生

活等方面的情况，针对其懂种植技术的特长，筹

措资金帮他发展大棚蔬菜，并送给他 1200 元的

扶助金。副市长夏亚灵同志在抓好“双千”行

动检查督办的同时，为其通城县四庄乡清水村的

帮扶户周先亮办起了一家小型家具加工厂。在市

委黄书记的带领下，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

政协领导 35 人全部落实帮扶对象和帮扶项目。
咸安区委书记袁善谋同志第一次到帮扶对象双溪

桥镇杨堡村五组肖汉宏家中，就送了 3000 元慰

问金。他对陪同的同志说: “我们就是要使这些

计生家庭得实惠，让其他家庭羡慕。只有这样才

能起到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各县 (市、区) 党

政领导也积极开展帮扶活动，共落实帮扶对象

185 人。
2. 分类指导，重点帮扶

在开展“双千”行动中，咸宁市突出重点，

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
一是发展项目“致富”。对有强烈致富愿望

但因家庭贫困缺资金的对象，咸宁市对口安排一

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单位帮扶。咸安区汀泗桥镇大

桥村七组程方祥和双溪桥镇陈祠村一组陈宏湖都

想发展养鸡业，但苦于无资金，愿望难以实现。
咸宁市纪委、市公路局分别送去资金 2 万元、1
万元建起了鸡舍。嘉鱼县高铁岭镇广济村三组邹

继东想更新鱼池种植湘莲，但缺资金和技术，县

信用联社帮扶他后，积极帮他申请小额贷款，给

他找来技术人员提供指导，买来优质湘莲种和化

肥，帮他实现了愿望。
二是捐资助学“扶智”。对因子女就学有困

难的家庭，他们通过资助教育进行帮扶。赤璧市

官塘驿镇官塘村二组黄显军因两个女儿上学，家

庭比较困难，小女儿准备放弃读高中。赤壁市教

育局结对帮扶后，为其小女儿落实中考加分的优

惠政策，减免其学杂费，安排到市一中读书。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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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区汀泗桥镇聂家村七组程方祥有两个女儿，一

个初中快毕业了，一个还在上小学。因为家庭困

难，他不想让大女儿上高中。解放军一九五医院

帮扶他后，与他签订了长期资助两个女儿读书的

协议，每年资助他家 4800 元，圆了他大女儿上

高中的梦。
三是培训技能“就业”。对有劳动力但缺乏

职业技能的家庭，咸宁市开展实用技术培训进行

帮扶。咸安区桂花镇万寿村六组夏兆君、赤壁市

车埠镇勤俭村一组石爱华的女儿都已长大成人，

因缺乏职业技能都待业在家。咸宁市行政服务中

心、赤壁市水产局帮扶他们后，安排他们参加职

业技能培训，并介绍她们就了业。
四是改善条件“安居”。对居住条件恶劣的

家庭，咸宁市通过危房改造、移民搬迁进行帮

扶。通山县通羊城井湾村三组朱希山居住在自然

条件很差的偏远山区，县扶贫办与他结对帮扶

后，争取到国家库区移民安置资金，为他家盖了

新房，进行了移民安置。咸安区汀泗桥镇马鞍村

十三组周克伟，家庭住房困难，咸宁市国土资源

局帮扶后，捐资 1 万元，并提供水泥等建筑材料

帮他家盖起了新房。
3. 协调配合，共同帮扶

咸宁市抓好协调配合，把其他部门的帮扶活

动与“双千”行动有机结合起来。
一是与咸宁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开展

的“城乡互联、千村共建、万户帮扶”活动相

结合。2010 年，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与

市科学发展观办公室在全市开展了“城乡互联、
千村共建、万户帮扶”活动。他们把“双千”
行动纳入这项活动中，要求各地优先帮扶贫困的

计生家庭。据统计，全市 13700 户“城乡互联、
千村共建、万户帮扶”的被帮扶家庭，有 70%
是计生家庭。

二是与咸宁市扶贫办开展的“县级干部结

对帮扶活动”相结合。市扶贫办组织全市所有

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到城镇社区或农村基层，

与困难家庭实行结对帮扶，其中有 50% 以上是

计生家庭。
三是与咸宁市妇联开展的“留守儿童 ‘爱

心妈妈’帮 扶 活 动”相 结 合。市 妇 联 在 开 展

“留守儿童 ‘爱心妈妈’帮扶活动”时，对实行

计划生育的“爱心妈妈”优先安排劳动力技能

培训，免除她们的培训住宿费。在这项活动中，

全市共有 542 名实行计划生育的“爱心妈妈”
享受到了培训的优惠，有 375 名被优先安排了

就业。
4. 整合资源，扩大帮扶

在开展“双千”行动的基础上，咸宁市实

施了计划生育“幸福一生”促进计划，整合政

策资源，扩大帮扶覆盖面，在新农保、新农合、
农村低保等方面给予计生家庭优惠。

一是“双千”行动扩大到所有计生女孩家

庭。2010 年咸宁市对全市所有农村一女户和二

女绝育户家庭，总计 1. 2 万户，分三类进行帮

扶，即以单位帮扶为重点，培植“少生快富户”
3000 户; 以机关干部帮扶为补充，培植“脱贫

致富户”3000 户; 以“五联五送” ( 联络新闻

媒体送政策、联合教育培训送技术、联心留守儿

童送关爱、联手社会共建送温暖、联系职能部门

送服务) 为抓手，培植“联系帮富户”6000 户。
二是关爱计生家庭健康。对因病致贫的家

庭，咸宁市选择医疗卫生部门进行帮扶。咸安区

汀泗桥镇古田村四组周荣、通城县马港镇松港村

五组张林望、神山镇钟鸣村四组瞿志明，3 个家

庭都有病人，生活比较困难。咸宁市中心医院、
通城县人民医院、赤壁市疾控中心 3 家医疗机构

帮扶他们后，发动干部职工捐款、捐物，将病人

接到医院进行治疗，解除了他们的疾苦。对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独生子女家庭成员及

“二女户”家庭成员，咸宁市给予在基本补偿标

准基础上提高 5 个点比例的优惠; 对独生子女伤

残或死亡家庭，给予在基本补偿标准基础上提高

10 个点比例的优惠。2009 年全市共有 234 名农

村独生子女和“二女户”家庭成员享受到新农

合提高补偿标准的优惠，免除了 6720 户计划生

育家庭参加新农合需个人缴费的 43. 6 万元。
三是为计生家庭提供保障。咸宁市把农村计

划生育家庭优先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

障范围; 农村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家庭、计划生

育手术并发症患者家庭除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外，还给予一次性救助金。对年老体弱、子女无

赡养能力的计划生育“女儿户”，优先纳入农村

“五保”供养范围。在新农保试点中，属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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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伤残或死亡家庭的，每月在国家基础养老金标

准的基础上再增加 50 元; 属计划生育“女儿

户”家庭的，每月再增加 30 元; 属独生子家庭

的，每月再增加 20 元。国家新农保试点单位赤

壁市已有 1535 名年满 60 岁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

老人享受到增加养老金的优待。崇阳县将农村部

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标准提高到每人每

月 200 元，有 492 人享受到这一“利好”; 其他

县 (市、区) 也相应提高了标准。
5. 检查督办，促进帮扶

为了加强对帮扶活动的监督检查，防止工作

流于形式，咸宁市、县两级都成立了“双千”
行动协调小组，开展经常性的检查，召开协调和

督办会议，掌握帮扶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制发了“双千”行动

帮扶对象档案记录表、登记表和帮扶对象档案目

录，为每个帮扶对象建立家庭档案，实行名单化

管理，定期了解和记录帮扶情况。为了强化帮扶

活动的责任，他们把此项工作纳入人口和计生目

标管理责任制进行考核，既考核各县 ( 市、区)

党委、政府和人口计生部门推动此项工作的情

况，也考核各个单位具体开展帮扶工作的情况。
对工作开展情况好的给予表彰，工作滞后的通报

批评。他们还在帮扶活动开展得好的咸安区召开

现场会，交流帮扶活动的工作经验。在 《咸宁

日报》、咸宁电视台开辟专栏，宣传报道各地开

展帮扶活动的情况和典型事迹。

三、开展“双千”行动取得的初步成效

“双千”行动开展以来，咸宁市共结对帮扶

农村贫困计生“女儿户”家庭 2360 户，确定帮

扶项目 1880 个，筹集帮扶资金 3600 多万元，培

养少生快富示范户 175 户。此项活动已成为该市

建立计生利益导向机制的重要抓手，为推动人口

计生工作转型，转变群众生育观念，稳定低生育

水平，促进 人 口 问 题 的 统 筹 解 决 发 挥 了 积 极

作用。
1. 促进了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

近年来，咸宁市整合社会资源和公共政策，

向计生家庭倾斜，特别是开展的“双千”行动，

使一大批计生“女儿户”家庭受益，其中不少

帮扶户已走上致富之路，有了真正的未来。这些

家庭得到的实惠群众看得真真切切，他们已成为

推动农村移风易俗的变革力量，其示范和引领作

用，对促进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转变生育观

念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据统计，开展“双千”
行动以来，全市育龄夫妻办理“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自觉采取长效节育措施的人数明显增

多，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证率已由 2007
年的 6. 75%上升到 2009 年的 8. 99%，仅嘉鱼县

簰州湾镇就有 51 个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农村“独女户”。2009 年全市有 352 名符

合政策生育二孩的农村育龄妇女放弃二孩生育

指标。
2. 解决了部分计生家庭的特殊困难

咸宁市开展的“双千”行动，有效解决了

一批农村计生家庭的特殊困难。据统计，全市共

筹集生活物资，包括米、面、食油和衣被等折款

180 余万元，解决了 260 名帮扶户“吃穿难”的

问题; 捐款 22 万元，解决了 170 名女孩“读书

难”的问题; 捐资 13 万元，对 69 名帮扶户的患

者实施大病救助，解决了他们“治病难”的问

题; 投资 60 万元，资助 58 户帮扶户进行危房改

造或灾后重建，解决了他们“住房难”的问题;

举办了各级各类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培训 73 期，参加培训的帮扶户达 600 多人次，

其中 120 多人找到就业岗位，解决了他们“就

业难”的问题。
3. 提高了帮扶家庭的收入，增强了群众少

生快富的意识和信心

咸宁市注重在培植项目户上下工夫，“授之

以渔”提高帮扶户致富的能力。据统计，全市

共筹集项目资金 230. 7 万元，为帮扶户发展大棚

蔬菜、水果、苗木等种植业项目 38 个; 养鸡、
养鸭、养猪、养鱼等养殖业项目 99 个; 餐饮业、
个体服务业等项目 21 个; 小型加工厂和个体手

工业等项目 17 个。咸宁市第一批 由 市 直、县

(市、区) 直单位帮扶的 1151 户，已有 50% 的

家庭摆脱贫困，有近 1 /4 的家庭走上致富的道

路。如咸安区依托温氏集团，采取“公司 + 农

户”模式，为 20 个帮扶户发展养鸡业，家庭年

均纯收入达 4 万元以上，当年就可脱贫致富。帮

扶活动培养出的一大批致富的典型户，他们的示

范、引领和影响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广大群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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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计划生育、少生快富的意识和信心。
4. 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和谐计生”

的建设

开展“双千”行动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

付出了代价的广大计生家庭的一种补偿，这体现

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人口计生工作一个基本矛

盾是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冲突，他们以计

生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切入

点，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为计生家庭

办实事、办好事，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温暖。群众的怨气少了，矛盾缓和了。
“双千”行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和谐计生”
的建设。如咸安区双溪桥镇陈祠村六组“二女

户”王希刚，是四川来的移民户，家庭非常困

难，来咸宁市 20 多年还没有住房，因没有男孩

又受到邻里的歧视，他心里非常怨恨和不平。咸

宁市人口计生委帮扶后，帮他发展养鸡业，建起

新房，使他看到了希望。他逢人便说: “实行计

划生育没吃亏，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没有他们

的帮助，就没有我家的今天。”
5. 进一步推动了人口计生工作发展方式的

转变

做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

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快人口

计生工作发展方式的转变，靠“软实力”来统

筹解决人口问题。咸宁市开展的“双千”行动

就是一次促进人口计生工作发展方式转变的有益

探索和具体实践。不少基层人口计生工作者反

映，过去搞计划生育尽是栽刺，得罪人; 现在开

展“双千”行动，不仅要栽刺，更要种花。群

众切切实实得到实惠，支持和理解的多了，计划

生育工作好做了，我们都快成“香饽饽”了。
咸安区双溪桥镇为一批帮扶户发展养鸡业，镇计

生办主任陈四清同志忙前忙后，为他们订鸡苗、
送饲料、搞销售，同志们都笑称他成了“鸡司

令”。

四、开展“双千”行动的启示

咸宁市开展“双千”行动，不仅对人口计

生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

目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社会和谐发

展更广领域对坚持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经济欠发达、工作薄弱地区也能率先实

现人口计生工作转型

咸宁市近几年经济发展速度在湖北省居于前

列，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计生工作还比较

薄弱，在我国中部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该市不

甘落后，立足实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以整

合社会资源和公共政策为抓手，以帮扶农村贫困

计生“女儿户”家庭为切入点，推动人口计生

工作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

机制，人口计生工作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咸宁市

的做法表明，只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

断适应形势的发展，牢牢把握民生这一主题，更

新观念、完善政策、强化措施、保障到位，工作

落后地区一样能率先转型，推动人口计生工作创

新发展。他们的做法为中部落后地区加快人口计

生工作转型提供了一个范例。
2. 加快转型，建立计生利益导向机制，高

层倡导、领导重视是关键

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财政投入是一

个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在于决策层的认识和重

视。近几年，咸宁市委、市政府领导认识到，要

抓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必须彻底摒弃过去主

要靠行政手段抓计划生育的做法，而代以利益导

向、宣传教育、服务关怀等间接的、综合的方法

来解决人口问题。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

视下，2008 年咸宁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 《关于

在落实惠农政策中体现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的意

见》，提出在落实惠农政策中从 10 个方面向计

生家庭倾斜; 2009 年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

室发文，动员组织全市各单位开展“双千”行

动; 2010 年，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了 《关于在全市开展计划生育“幸福一生”促

进计划的实施方案》和 《关于在全市进一步深

化“关爱女孩 ‘双千’行动”的意见》，在新农

保补贴、新农合优惠、农村低保优先等方面加大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力度，扩大“双

千”行动的覆盖面。可以说没有咸宁市各级党

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就不可能有今天人口计生工

作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3.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计生利益导向机

制，整合资源、开展帮扶活动是一个有效途径

·301·



建立计生利益导向机制必须以财政资金作保

障，但财政困难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的一个普

遍问题，它已成为其建立和完善计生利益导向机

制的制约因素。该市开展的“双千”行动，其

实质就是把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惠

民政策整合起来，发挥各单位、各部门的职能作

用和行业优势，把这些惠民政策向计生家庭倾

斜，“一对一”地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他们财政

的直接投入并不多，但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广

大计生家庭得到了好处。这是该市建立计生利益

机制的有益探索，其整合资源、开展帮扶活动的

做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和完善计生利益导

向机制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4. 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活动，

是“双千”行动取得实效的保证

咸宁市在开展“双千”行动中，从实际出

发，认真组织调查摸底，全面了解掌握帮扶对象

的家庭情况，有针对性地安排结对单位，区分不

同类型开展形式多样的帮扶活动。对有强烈致富

愿望、本人勤劳又有头脑的家庭，将他们作为脱

贫致富的项目户来培养，积极帮助这些家庭制订

计划，寻找致富门路。如想发展种植、养殖业

的，安排农业、畜牧、水产等部门帮扶; 想搞林

业特种经营开发的，安排林业部门帮扶; 缺少资

金的，安排金融部门帮扶; 缺乏职业技能的，安

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帮扶。对有着特殊困

难和需要的家庭，咸宁市作为重点户来帮扶。如

家里有重病患者的，安排医疗卫生和民政部门帮

扶; 孩子读书有困难的，安排教育部门帮扶; 家

里有危房需改造的，安排扶贫、国土资源和建设

部门帮扶。正是因为市里根据帮扶家庭的需要和

帮扶单位的职能性质，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对

一”的结对帮扶，才保证了“双千”行动取得

实效。
(注: 文中所用数据来自咸宁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科平时调查掌握的数据)

［责任编辑 方 志

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櫀

］

(上接第 93 页)

［46］王志勇，李忠斌.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调查报

告———以毛南族为例 ［J］. 人口与经济，2007，(5) .

［47］李晶. 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道路探析———以鄂温克民族为例

［J］. 青海民族研究，2007，(1) .

［48］起建凌，李永勤，李永前，张毅.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

优势分析———以云南省阿昌族地区为例 ［J］. 云南农业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2) .

［49］黄尚茂，万尾京族传统文化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J］. 康定

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 .

［50］郭志刚，李睿.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族际通婚夫妇的婚龄、

生育数及其子女 的 民 族 选 择 ［J］. 社 会 学 研 究，2008，

(5) .

［51］房若愚. 新疆族际通婚圈的文化成因 ［J］. 西北人口，

2007，(3) .

［52］龙翠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婚姻的影响———以贵州

两个村寨为例 ［J］. 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9，

(5) .

［53］张昕. 赫哲族族际通婚的影响研究———以街津口赫哲族乡

为例 ［J］. 金卡工程，2009，(4) .

［54］骆为祥.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分 布 及 其 变 动 分 析 ［J］. 南 方

人口，2008，(1) .

［55］武锋，万莉莉. 1982 ～ 2005 年间回族人口分布变动研究

［J］. 西北人口，2009，(5) .

［56］韩永静. 历史上回族人口迁移与数量变动 ［J］. 宁夏社会

科学，2010，(1) .

［57］娜拉. 清末民国时期新疆民族人口与分布格局 ［J］. 黑龙

江民族丛刊，2006，(3) .

［58］李刚. 清 末 民 初 新 疆 与哈 萨 克 斯 坦 哈 萨 克 族 人 口 变 迁

刍议 ［J］. 新疆大学学报，2006，(5) .

［59］刘敏. 试析清代至民国时期赫哲族人口锐减的原因 ［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5) .

［60］张佳生. 论八旗入关前民族人口的迁徙集结及其作用 ［J］.

满族研究，2007，(3) .

［61］黄荣清，赵显人等. 中国各民族人口变动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董洪敏］

·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