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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赫哲族发展研究
———以饶河赫哲族为例∗

相　 华

摘要： 现代赫哲族多产业并举，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传承保

护民族文化， 走进新的发展时期， 但是其经济社会发展中仍有不

足。 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饶河赫哲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田野调

查， 了解赫哲族经济发展的现状， 进而分析赫哲族经济发展存在的

问题， 并提出加快赫哲族经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赫哲族　 经济发展　 社会事业

作者简介： 相华，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民族政策和民族文化。

黑龙江省赫哲族借助 《 “十三五” 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

划》 及各项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政策措施， 积极发挥特色资源与地域

的优势， 在经济结构、 科学技术、 基础设施、 文化教育、 特色产业等方面取

得显著成就。

一　 概况

饶河县于 １９０９ 年建县， 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 边境线长 １２８ 公里， 总

∗ 本文为国家民委课题 “赫哲族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证研究” （２０１７ － ＧＭＢ － ０１７） 的阶段

性成果。 本文所用数据材料都来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至 ９ 月的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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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６７６５ 平方公里， 人口 １５ 万人。 辖 ４ 镇 ５ 乡 ７９ 个行政村， 县内有 ５ 个

国营农场、 １１ 个森工林场。 县域森林面积 ３４ 万公顷， 县域森林覆盖率

５１％ 。 县属耕地面积 １３５ 万亩。 饶河县生态环境优良， 先后被批准为国家级

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欧盟有机食品组织认定的有机食

品生产基地、 国家珍贵毛皮动物良种繁育基地、 国家级 “兴边富民” 工作

重点县。 饶河口岸是国家一类全年陆路通关口岸。 全县有 ２７ 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为 ５７６７ 人， 有 １ 个赫哲族乡和 ３ 个朝鲜族村。 四排赫哲族乡

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赫哲族乡之一。
四排赫哲族乡位于饶河县东北部， 隔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 陆路距饶

河县城 ２１ ５ 公里， 水路 １５ 公里。 乡行政区域面积为 ５２ 平方公里， 耕地 ５ ７
万亩。 全乡人口 ５２９ 户、 １７８６ 人， 其中赫哲族 ８７ 户、 ２０１ 人。 四排赫哲族

乡下辖四村 （四排赫哲族村、 曙光村、 平原村、 东河村）、 一场 （国营马架

子林场）， 边境线长 １２ 公里。 乡政府所在地四排赫哲族村， 建于民国初年，
赫哲族是这里的世居居民。 距四排赫哲族村 ２ 公里有明代失儿兀赤卫遗址，
是当时的军政机构， 赫哲族部族首领万达为该卫指挥。 四排赫哲族乡是黑龙

江省沿乌苏里江四县 （市） 率先实现城镇化试点乡和百镇建设试点乡。 乡

内地势平坦， 泡泽密布， 多森林、 草原。 现有耕地土壤结构及基础肥力较

好， 主产水稻、 大豆、 玉米、 小麦、 红小豆等粮食作物以及白瓜等经济作

物。 水产资源丰富， 有 １ 江 ４ 河， 水域广阔， 盛产鲟鳇、 鳜、 鲑、 鲤、 鲫等

鱼种， 其 “三花五罗” 享誉已久。 林木、 草原资源亦有相当发展潜力， 闻

名遐迩的大顶子山就在马架子林场施业区内。

二　 饶河赫哲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在黑龙江省民委的大力扶持下， 饶河县充分利用 “兴边富民” 行动、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和特色村镇保护发展等发展规划， 抢抓机遇、 真抓实

干， 使全县进入了产业发展稳步推进、 经济总量较快提升、 民生事业较大改

善、 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阶段， 全县呈现出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
边防巩固的良好局面。

（一） 四排赫哲族乡民族经济发展迅速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四排赫哲族乡实施农田水利项目 ３ 个、 乡村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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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 ８ 个、 农业设施项目 ４ 个、 生产发展项目 ６ 个、 文化项目 １ 个， 共投

入资金 １３００ 余万元。 仅 “十二五” 期间， 争取政策性资金就累计达到 ３０００
余万元， 支持了重点项目建设， 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通过项目的实

施带动， 乡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 人均收入得到较大提高。
２０１７ 年， 民族乡人均纯收入实现 １２６８０ 元， 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１０３％ 。

１ 农业方面

昔日四排赫哲族乡的民族经济以渔猎为主， 四排乡党委、 政府紧紧围绕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农村稳定工作目标， 按照培育壮大畜牧业、 积极发展

特色经济的工作思路，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引导赫哲族渔民上岸从事农

耕， 构筑了以农渔为主导产业， 畜牧、 商企、 旅游等多业共同发展的发展新

格局。 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建成了万亩灌区， 引乌苏里江水进行水稻种

植， 形成了 “一水带两水” （引乌苏里江水带动水稻种植和水产养殖） 民族

经济发展思路。 此外， 还相继建设完成了大板河治理、 西川河清淤、 乌苏里

江堤坝加固、 五排干二号桥等农田水利工程， 夯实了农业生产基础。 经技

术指导和政策资金扶持， 先进农业适用技术得到全面普及， 赫哲族群众由

陌生到熟练， 较好地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 农业技术推广取得新进展， 扩

大水稻播种面积， 稳定玉米种植， 适当增加经济作物面积。 以四排赫哲族

村农机合作社为依托， 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全乡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１
万亩。 全乡总播种面积 ５ ８ 万亩， 其中水稻 ２８０００ 亩、 大豆 ７３００ 万亩、 玉

米 ２１０００ 亩、 经济作物 １７００ 亩。 群众在自发的 “三笨” 养殖基础上， 向

优质毛皮动物养殖、 规模生猪养殖、 生态野猪养殖发展。 在养殖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养殖新模式。 如优质毛皮动物养殖， 在脉动优质毛皮动物养殖

公司的带动下， 各村村民积极参与， 由公司提供优质品种， 负责饲料供

给、 技术扶持、 产品回收， 实现分散养殖统一销售， 得到群众广泛认可，
实现了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２ 渔业方面

在自然捕鱼的基础上， 初步发展了湖泊养鱼和网箱养鱼， 走出了一条

“以养为主， 养捕结合” 的新型渔业发展之路。 四排赫哲族乡现有捕鱼机挂

船只 ３１ 只， 捕鱼水面 １ ５ 万亩， 捕鱼网滩 ６ 处， 年鱼产量约 ７ 万公斤。 捕

鱼除供本地 “渔家乐” 发展旅游餐饮外， 还对外销售。 因毗邻江畔， 水资

源丰富， 泡泽密布， 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还积极探索人工养殖。 现有养殖水域

７００ 余亩， 由群众承包经营， 均取得一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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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旅游业方面

赫哲族地区历史悠久， 民风淳朴， 环境优美， 风景秀丽。 以民族历

史文化为底蕴， 以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为依托的民族旅游业正蓬勃兴起。
四排赫哲族乡积极发展地区民俗旅游， 并与多家旅行社建立了联系， 为

旅游业长足发展烘托了氛围， 创造了条件， 扩大了交流。 同时， 通过引

导乡政府干部和村民积极学习赫哲族语言和伊玛堪、 民族歌曲等方式，
彰显民族文化的魅力， 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文化作为旅游业发展底

蕴的认识。 与此同时， 还努力探索民族旅游企业化运营方式， 成立了乌

苏赫哲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通过企业化方式推进旅游业开发。 组建嫁令

阔民间艺术团， 以展现民族歌舞和民俗风情为重点， 正式开展旅游演出，
对外接待旅游团体， 增加旅游收入， 增强了地区旅游吸引力。 目前， 已

建成占地 １ ２ 万平方米的四排赫哲族风情园， 年接待游客约 ３ 万人次。
开辟了生态游、 风情游、 边境游等多条旅游线路， 观赏异国风光、 畅游

乌苏里江、 垂钓大雁湖、 徜徉马场岛、 品尝 “江水炖江鱼” ， 使游客体

验赫哲风情。 四排赫哲族乡着力提高旅游服务能力和水平， 吃住行、 游

购娱设施完善。 现有渔家乐 １２ 家、 渔家旅馆 ５ 家， 捕鱼体验船只 ９ 只，
民族手工艺品坊 ３ 家。 黑龙江省民委投资建设的特色村寨， 作为发展旅

游业基地开始运营， 发挥重要作用。
４ 第三产业方面

第三产业逐步形成规模， 在民族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乡内现有脉

动优质毛皮动物养殖公司、 津哲网箱养殖公司、 希望生猪生态养殖场、 曙光

黑蜂场、 伊玛堪野猪养殖场、 沿江沙厂、 獭兔养殖场、 宏宇工艺品制作公

司、 乌苏赫哲渔业公司等企业。 与天津天龙药业洽谈， 招引该企业入驻四排

赫哲族乡进行中药人工种植和初加工。 探索建立民族旅游公司， 进行旅游服

务和景点开发。 成立物业公司， 负责农民楼区供水、 供热等设施的管理和维

护， 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产业的发展转移了富余劳动力， 多渠道增加

了农民收入。

（二） 四排赫哲族乡各项社会事业进步明显

１ 民生保障不断改善

四排赫哲族乡争取资金， 为四排赫哲族村文化站配备了音响等文化娱乐

设施， 文化站已经投入使用。 扩建了乡中心校舍， 安装了取暖设备， 维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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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新建了 ３００ 平方米学生食堂， 教育教学环境明显改善。 新建 ３００ 平方

米乡文化站， 以及 ４ 个村 “六位一体” 办公场所。 饶河县政府先后为乡卫

生院增添了 Ｂ 超机、 Ｘ 光机等医疗设备， 基本上做到了小病不出乡、 常见病

及时医治， 结核病、 地方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饶河县医护人员多次到四排

赫哲族乡开展义诊， 对地方常见病进行诊治。 修建了计生服务站， 开展多项

服务。 四排赫哲族乡文教卫生设施逐步完善。
２ 基础设施不断加强

赫哲族群众住房砖瓦化率达到 １００％ ， 建成了 ６６００ 平方米赫哲族文化

活动广场， 购置了健身器材， 配备了文化设备。 全乡通乡、 通村公路全部建

成白色路面。 自来水普及率以及有线电视、 程控和移动电话入户率均达到

１００％ 。 大力实施 “创森” 工程， 完成 ２ ８ 公里公路沿线绿化， 栽植各类苗

木、 花草 ２ ５ 万棵 （株）。 四排赫哲族村作为市级样板村， 完成了新村 ２８００
平方米路肩护坡和老区 ５０ 盏景观灯建设， 修建了石砌边沟、 过境路水泥栅

栏。 修建了 ９００ 延长米的江堤， 既起到防洪作用， 又增添一道亮丽风景。
３ 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

四排赫哲族乡大力优化环境， 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 累计投入 ７５００ 万

元， 修建了三横五纵主干线道路 ４８００ 米， 建成了粮食储存、 农机停放中心

和新型供水、 供热排污设施， 建设了 ３ 万平方米农民住宅新区， 将所辖四村

屯农民全部回迁， 在饶河县率先实现了四村整村搬迁。 加快九栋特色村寨装

潢工程建设， 作为旅游接待基地。 积极推进人行道、 路灯、 小区排水等各项

市政工程建设， 新增太阳能路灯 １５ 盏， 路灯总数达到 ６０ 盏， 进一步完善城

镇功能， 加快四排 “卫星城” 建设步伐。 完善 “三供两治” 服务， 以强化

物业管理为切入点， 提升供水、 供热、 排污、 卫生、 清雪等各项工作能力。
为回迁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市政服务， 完成了小区绿化、 美化工作。

三　 饶河赫哲族地区发展现状分析

（一） 发展动力

近年来， 饶河县针对农业发展、 少数民族安居工程、 基础设施建设、 特

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在 “兴边富民” 行动专项资金、 扶

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资金带动下， 采取地方匹配、 群众自筹、 招商引资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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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以项目带动、 以项目兴县。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扶持饶河县拨放 “兴边富民”
行动专项资金 ４５３５ 万元，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 先后实施了饶河县

四排赫哲族乡集中供热工程项目、 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四排赫哲族村文化村

改造升级项目、 四排赫哲族新村附属工程项目、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 网

箱养鱼项目、 四排赫哲族民俗园、 四排水上 （冬季） 旅游项目、 旅游工艺

品加工等 ２１ 个项目。 筹资 ３０００ 多万元， 在全省率先建设完成四排赫哲族乡

现代水稻示范园区及灌区， 辐射带动 ３０ 多万亩水稻基地建设。 大力扶持少

数民族群众发展网箱养鱼特色养殖业， 拓宽了增收渠道。 筹资 １０００ 多万元

建设完成了国家 ３Ａ 级旅游景区———四排赫哲风情园， 以此带动民族乡村旅

游产业快速发展。 引导少数民族群众成立了赫哲工艺品制作坊， 成功开发鱼

皮工艺品、 木雕木刻等旅游纪念品， 年产值达 １００ 多万元。 完成了民族乡村

１６ 个农田水利、 科技推广项目建设。 经过不懈的努力， 赫哲族实现了从单

一渔业生产到多元特色经济的转变。 与此同时， 全力争取国家和省民委的资

金支持， 整合资金 １ ５ 亿元建设完成了四排赫哲族新居小区、 四排商贸旅游

综合体、 “时代新城” 等项目。 “兴边富民” 行动专项资金等项目建设推动

了饶河县民族乡村经济及县域经济的发展， 完善了民族乡村的基础设施建

设， 促进了少数民族乡村社会事业的发展，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一大批重点项目的建设， 极大地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增强了发

展后劲， 对少数民族群众增收致富和推进少数民族乡村产业化进程都具有重

要作用。

（二） 发展潜力

饶河县赫哲族长期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 赫哲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

互交融， 形成了丰富独特的文化类型。 这些内在的条件都使得饶河县发展赫

哲族民俗旅游具有较大的潜力。 四排赫哲族乡在开发赫哲民俗旅游方面具有

以下优势。 一是四排赫哲族村距离县城 ２２ 公里， 距离大顶子山生态旅游景

区 ７ 公里， 位于全县边境、 生态旅游黄金线上。 二是国家 “兴边富民” 行

动不断加大对边境和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饶河县委、 县政府确立

了 “打民族牌、 走特色路” 的发展思路， 《饶河县域旅游发展规划》 把少数

民族风情旅游作为本地重点旅游项目做了规划， 为赫哲族发展旅游业创造了

大环境。 三是饶河县地处中俄边境， 跨国游开发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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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发展赫哲族文化旅游重视不够， 形成合力不够。 由于思想认识上

的原因， 宣传不到位， 氛围营造不够， 没有真正认识到赫哲族文化旅游的价

值， 没有把赫哲族文化旅游摆到助推生态旅游的应有的位置上， 而使赫哲族

文化旅游起步艰难， 形不成合力， 无法形成体系。
二是对赫哲族民俗文化内涵的挖掘、 保护、 开发有待加强。 赫哲族民族

文化是发展赫哲族民俗旅游的根本， 现今的民俗旅游缺乏深度， 民族风情特

色及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赫哲族在长期的生产、 生活

中， 经历了历史变迁， 不仅有特色鲜明的物质民俗文化， 还有个性鲜明的社

会、 精神民俗文化。 赫哲族有自己独有的节日、 礼仪等， 只有融入他们日常

生活， 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 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认识赫哲族， 这不是简单的

歌舞和一餐风味饮食所能解决的。 目前， 赫哲族民族语言逐渐失传， 传统节

日和节目缺乏专业人才主持和管理， 只有将传统民俗文化和现代旅游产业相

结合， 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开发， 才能确保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承。
三是民俗旅游针对性规划滞后， 软硬件建设有待加强。 现今国内外游客

的欣赏水平、 品位和需求越来越高， 要增强旅游产业的生命力， 必须要有高

端的规划设计。 饶河县发展赫哲族民族旅游规划明显滞后， 缺乏大胆创新。
另外， 旅游资源利用不合理， 旅游基础设施不健全， 旅游产品开发不足， 无

论是开发规模还是文化品位， 都远远满足不了民俗旅游发展的需要， 软硬件

建设亟待加强。
从目前来看， 赫哲族乡村的产业结构还是单一的， 即以农业种植为主，

而缺少旅游、 生产加工等方面的支柱产业。 现有几家农家乐及特产加工厂规

模小， 还没有形成产业。

四　 对饶河赫哲族地区未来发展的建议

（一） 弘扬民族文化， 推进旅游经济发展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大顶子山自然风光和边境异国风情旅游资源为依

托， 以建设少数民族旅游精品为重点， 全面开发和利用赫哲族民族历史文

化、 风土人情、 生态资源、 地缘优势， 加快旅游、 商贸、 生产加工、 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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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将四排建设成为浓缩赫哲族民俗文化精华的多功能旅游

名区。 充分利用 “十三五” 规划的机遇， 在诸多领域开发建设适合本地区

经济发展的项目， 加快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在发展赫哲

族旅游产业中， 人才是关键。 饶河县委、 县政府要加强对赫哲族旅游产业的

领导， 要重视对人才的挖掘、 培养、 引进。 特别引进对民族文化研究深、 造

诣高的文化旅游设计方面的人才， 建立民族旅游人才库。 同时， 利用多种渠

道培养一批年轻的赫哲族文艺人才。 加大对民族学校的扶持力度， 在赫哲族

聚居地区学校设民族班， 鼓励和指导开展双语教学和赫哲族歌学唱等活动。

（二） 优化发展环境， 完善美丽乡村建设

加强大板河湿地公园建设， 保护好生态环境， 将其建设成为自然生态公

园， 成为生态、 人文相得益彰的景点景观， 延伸旅游产业链条。 加强大板河

和西川河治理， 夯实基础设施， 加强沿江护岸绿化， 避免水土流失， 为沿江

生态游览奠定基础。 加强四排人工绿化， 使其成为森林中的美丽村落。 改善

村屯环境， 实现机械化管理， 实施网格化和常态化卫生保洁， 加大消防设施

投入， 进一步规范消防工作， 为楼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 消除安全隐患。

（三） 提高民生水平， 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进一步加强敬老院建设， 为老人群体提供优质服务， 提升幸福指数， 实

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实现社区管理， 规范城镇化管理方式， 满足搬迁群

众生产生活需要。 完善城镇化医疗服务， 促进人口集聚后的医疗发展， 实现

居民小病不出乡。 建设中心学校， 增加民族文化教育内容， 制定优惠政策，
和外埠院校联合， 进行定点教育。 建立公共服务区， 健全城镇服务功能， 为

发展提供高水平的服务。

（四） 建设外向型和特色型基地， 发展优势产业

饶河县拥有国家一类口岸， 要依托口岸的优势， 走 “内建特色基地、
外拓多元市场” 的路子， 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以口岸和对外经贸为牵动和

依托， 发展对俄蔬菜种植和出口， 实现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农业发展。 同时利

用国家支持粮食主产区的扶持政策， 加强外向型和特色型基地建设。 依托乌

苏里江水源充沛、 自然生态环境较好的优势， 改变传统粗放生产方式， 向集

约生产方式转变。 完善农业设施， 实现丰产丰收， 同时也为发展观光农业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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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础。 加强区域农业合作， 共同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

赢。 以四排赫哲族乡脉动公司为依托， 开展毛皮加工， 在吸纳就业的同时，
带动养殖业发展。 依托大雁湖的优势， 建立以名特优鱼养殖为主的特色养殖

基地。 开发大顶子山区域内绿色林木林地资源， 探索北药规模种植， 为林业

发展拓展新的空间， 实现产业化经营和林业经济新的发展。

（五） 思想上予以重视， 工作上形成合力

要充分认识发展民族风情文化旅游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把它摆到发展民

族经济的重要位置。 组织饶河县财政、 民委、 旅游、 住建、 规划、 交通等部

门和四排乡政府负责人落实责任制， 形成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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