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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省政协第 W91 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许继清委员： 

非常感谢您对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关心和

关注，您在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长白山区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第 W91 号）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维系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基

础，是保存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主要载体。加强少

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

是保护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举措。做好这项工作，对于

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

展，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自

豪感，提高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巩固和发展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我省现有少数民族特色小镇 14 个，村寨 98 个。其

中，由国家民委命名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39 个，由吉



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命名的吉

林省少数民族特色小镇 14 个、吉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77

个。白山市现有少数民族特色小镇 2 个，村寨 14 个，其

中，由国家民委命名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4 个，由吉

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命名的吉

林省少数民族特色小镇 2 个、吉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5

个。“十三五”以来，我委在白山市共投入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原少数民族发展资金）33948 万元，用于支

持兴边富民行动、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和民族村寨发展。其

中，2260 万元直接用于白山市浑江区七道江镇鲜明村、黑

沟村、抚松县漫江镇锦江村、长白县马鹿沟镇果园村、十

四道沟镇望天鹅新村、临江市苇沙河镇苇沙河村等特色村

寨建设。 

“十四五”期间，我委将继续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保护与发展。 

一、强化规划引导，压实任务清单 

以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杆和窗口为目

标，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工作。贯彻落实国

家民委正在制定中的“十四五”特色村寨规划，培育、扶

持一批具备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

保护价值以及生态环境良好、区位优势明显、有一定产业

支撑、群众参与度较高民族村寨。通过牵头制定关于全省

“十四五”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规划，加大特色村寨

建设工作实施力度。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自然风光

优美、民族风情浓郁、建筑风格独特的优势，有效促进特

色产业发展与特色民居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群众就业增

收、生态环境保护、民族特色旅游的融合发展，深入推动

实施沿图们江-鸭绿江和西部科尔沁草原特色村寨廊带建

设，重点推进 50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提档升级，以特色村

寨建设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二、结合文化特点，突出地域优势 

丰富特色村寨传统文化内涵。加强与文化、宣传等部

门的合作，深入挖掘长白山地域文化中的民族文化元素，

创新编排文学艺术作品，对已有作品进行再创作再升级，

融入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精神，讲好民族团结共荣共

进故事，复原体验传统文化活动。以“你有手艺 我们帮你

守艺”的理念打造传统文化手艺人工作室，招募非遗传

承、文创手作、生活美学、民间艺术表演等各类人才，逐

步建设成涵盖技能培训基地、旅游观摩展示馆、旅游纪念

品输出等传统文化创新发展聚合区。借助举办全省大型文

体活动的契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丰富

完善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馆藏内容，弘扬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深入挖掘长白山红色旅游资源，传承红色基

因，助推全省冰雪旅游业发展。 

三、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增收致富 

产业支撑是村寨发展的生命线，没有产业，村寨就可

能“空壳化”。充分依托各地特色优势资源，发挥资金的

引导作用，支持特色村寨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利

用现代科技提升传统种养业，鼓励群众优化种养结构，提

高村镇农牧业经济效益。充分利用现代电子商务平台、物

流配送、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组织形式，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拓宽产业发展渠道。支持民族村寨大力发展民族特色

生态文化旅游业。充分利用少数民族特色村镇自然风光优

美、民族风情浓郁、建筑风格独特的优势，把产业发展与

特色民居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群众就业增收、生态环境

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推进乡村旅游业发展。 



在充分发挥民委自身职能作用的基础上，我委计划结

合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省乡村振兴局千村

示范创建活动、促进重点边境村加快发展等工作，积极协

调省直各民委委员单位和相关部门，采取差别化支持政

策，合力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全力促

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