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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7 月 31 日电(记者杨洪涛)盛夏时节，
大方县奢香古镇，梯田满目翠绿，一派生机盎然。坡屋
面、小青瓦、转角楼……带有浓郁彝族建筑风格的房屋
环绕梯田周围，令人流连忘返。

大方县地处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乌蒙山区，位
于县城的奢香古镇既是旅游景区，也是当地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今年 37 岁的搬迁户彭义就住在这个风景
如画的安置区。

彭义说，他家有 4 口人，老家的砖瓦房破旧不堪，还
不够住。以前，他在外打零工，收入不稳定，妻子在家种
玉米、土豆，一年下来，仅够维持温饱。所以当动员搬迁

时，他第一个报了名。去年 9 月，一家人拎包入住新房。
说起搬迁的好处，彭义深有感触。在新家，出行、看

病、上学样样方便，搬家当月，他就在安置区附近的蔬
菜育苗基地找到了工作，一天 8 小时，月工资 2700 元。

“随着农业产业链的完善，搬迁贫困户逐渐变为
‘农业产业工人’。”恒大集团扶贫办主任姚东说，恒大集
团在帮扶大方县脱贫中，通过援建育苗基地、蔬菜大棚
等农业基础设施，引进上下游关联企业，让易地扶贫搬
迁户有了稳定的增收渠道。

连日来，记者在铜仁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地采访了解到，越来越多

像彭义这样长期居住深山的贫困群众，陆续住进了县
城的新房子，逐渐找到增收的新路子，生产生活方式正
加速改变。

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2020 年前贵州累计将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 187 . 7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49 . 3 万人。

“采取城镇化集中安置，是贵州从实际出发的理性
选择。”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王应政说，贵州
山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的省情实际，决定了“农村”搬
“农村”不仅难以从根本上实现脱贫发展，还会因挤占
安置地资源引发新的矛盾。从群众长远利益出发，贵州

果断调整安置方式，省委、省政府决定从 2017 年起，
全部实行城镇化安置。

为确保“稳得住、能致富”，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
中，贵州坚守“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的底线。按照规
定，搬迁前即须做好市场与就业“双向调查”，以岗定
搬、以产定搬，安置容量和就业岗位不足的，鼓励实
施跨区域搬迁。

据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初步统计，2016 年
项目的搬迁户中，已实现 1 人以上就业家庭 9 . 7 万
户，占有劳动力家庭的 98 . 98%，户均就业 1 . 78 人，
基本消除“零就业”家庭。

住上漂亮新房子，有了增收新路子
贵州部分易地扶贫搬迁城镇化安置区见闻

42 岁的蒙古族牧民小荣
从地里干活回来，担心把泥带
进屋里，小荣在门口搓了半天
鞋才进去。坐在新买的沙发
上，小荣忍不住再次打量起
“新家”：锃亮的地砖，雪白
的墙面，崭新的橱柜……搬进
新房一个多月，小荣终于能够
说服自己眼前的一切不是在做
梦。

小荣所在的南乌恩查干嘎
查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
旗，是一个由蒙古族农牧民组
成的村落，全村有 101 户农牧
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87
户， 327 口人中 279 人是贫困
人 口 ， 贫 困 发 生 率 达 到
85 . 3% ，是通辽市贫困发生
率最高的行政村。过去这里的
村民都住着土房，村屯面积
4000 多亩，村民又居住得分
散，有时走上十几里路都看不
见一户人家。村里不通水泥
路，每逢下雨天一片泥泞，根
本出不了门。

1998 年，小荣和丈夫在村
南买了两间土房，一住就是 20
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子严重漏
雨，屋顶的木头椽子都被雨水
泡烂了。小荣做梦都想换个新
房，可钱去哪里找？一家人守着
30 亩草场和 20 亩盐碱地，靠
天吃饭的日子并不容易。赶上
干旱的年头，年近七十的老母
亲就天天坐在炕沿上抹泪。

和小荣一样有着“新房
梦”的，还有 57 岁的包扎木
苏。过去 33 年，包扎木苏一
家 4 口一直住在两间土房里，
眼看儿子到了找对象的年纪，
包扎木苏开始为盖房的事发
愁，“家里土房又破又矮的，
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可咋
让人家闺女过来！”包扎木苏
摊着手说。

2017 年，驻村工作队来
到村民家里，给大伙带来了易地搬迁的好政策：
把原来分散居住的 100 多户村民集中搬迁安置，

国家出钱给盖房，自己掏 1 万元就能住进 80 平
方米的新砖房！

今年 5 月，小荣一家搬进了新房，新房宽敞明
亮，带着 800 平方米的大院子、60 平方米的牛舍和
20 平方米的仓房。“屋里还通自来水哩，再也不用
大冬天去外面压井了！”小荣美滋滋地告诉记者。

100 米之外就是包扎木苏的新家，新家客厅
里挂着崭新的窗帘，沙发、电冰箱、液晶电视全
部置办齐全。“这些都是闺女给买的，俺闺女说
了，搬了新房，以前的旧家具都不配套了！”包
扎木苏一脸幸福地说。搬家那天，他还在院子里
放了两挂鞭炮。

南乌恩查干嘎查的其余 99 户村民也在今年
春天陆续搬进了新村。当地政府给村里 4000 多亩
耕地配套浅埋滴灌设备，不仅节省了过去人工浇
水的费用，水肥一体技术还让产量提高了不少。住
上新房，村民们干劲更足了，每天早早起来喂牛、
种地、打扫庭院，村里的水泥路也正在加紧修着。

经过悉心饲养，小荣现在已经有了 8 头牛，
“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国家还扶持我们贫困户养
牛，日子一天比一天亮堂，自己更要好好干！”

小荣拍着胸脯说。

夏风拂过，昔日的“土房村”如今俨然变成充
满民族风情的新乡村，一间间黄墙青瓦的砖房整
齐排列，外墙画着蒙古族“吉祥结”图案，道路两旁
种着柳树、榆树和丁香树，共同绘成一幅美丽的乡
村画卷。 （记者李仁虎、王雨萧、张丽娜）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新华社拉萨 7 月 31 日电（记者陈尚才）西藏林芝
市朗县洞嘎镇卓村是雅鲁藏布江畔的一个小村子。走
进绿树掩映的村庄，一座座藏式民房崭新而整洁，57
户人家都用上了电视、电脑、WiFi 、电冰箱、冲水厕
所、太阳能淋浴等用具和设施。这里的藏族群众还都
用上了消毒柜，年轻人热衷网购。是什么让这个村落
如此“时髦”？

卓村村委会主任扎西顿珠道出了缘由：2003 年
前，卓村还在偏僻的山脚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是
走南闯北、颇具见识的卓村党支部原书记巴珠，与县
里领导沟通，鼓励村民们搬迁到林邛公路边。交通方
便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发展的路子也开阔了。

“当时，很多人不愿搬迁，我和‘老书记’的几
家亲戚做表率先搬了过来。过来后我们就在路两边开
垦荒地，大胆试种地膜辣椒，办起了家庭旅馆。乡亲
们看到我们日子过得红火，就陆陆续续开始搬，直到
2006 年全部搬到了这里。”扎西顿珠说。

朗县有种植辣椒的习惯，但一直并未形成规模。巴
珠说，搬过来后，我们改变种青稞、小麦的传统模式，将
经济效益高的辣椒种植和庭院经济作为主要产业。目
前全村种植辣椒 224 亩、苹果 150 亩、藏冬桃 100 亩、
核桃 900 亩，每年户均增收 3 . 5 万元左右。

如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这里生根。挖虫草收
入占卓村群众的 50% 以上，为了防止大规模采挖虫草
对生态造成破坏，村里在采挖点成立临时党支部，专
门提供服务、强化管理，要求村民采挖后回填草皮和
清理垃圾。

同时，不少人家办起农家乐家庭旅馆，拓宽增收渠
道。目前卓村已有 12 户办起了农家乐，还有 10 户待批
后可迎客。家庭旅馆从初期单一住宿向提供吃、住和水
果采摘为一体的民宿经济发展。

走在卓村的村道上，一颗颗暗红饱满的鲜花椒映
入眼帘，阵阵香麻味扑面而来。村民次旺告诉记者，他
家去年仅花椒收入 1 万多元，再加上挖虫草、家庭旅馆
和庭院经济的收入，一年收入颇丰。

“搬迁前，村里没有人愿意出去打工，等靠要思想严
重。如今村里每家每户都买了卡车，70% 以上的年轻人

都到拉萨、昌都、那曲等地打工。有人跑运输，有人开挖
掘机，还有人跑客运，致富的路越走越宽。”扎西顿珠说。

朗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巴桑玉珍说，如今朗县每
个村除了农牧区生产方式的不同，村庄建设、民众生活
等状况相差不大。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让世界屋脊昔
日寂静的山村释放出新的活力。

江畔小村人家用上 WiFi 还办民宿
从偏僻山脚下搬到公路边，搬迁搬出藏乡好光景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都红刚)记者从陕西省国
土资源厅获悉，截至 6 月底，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房今年开工 28 . 45 万套，按照国家标准入住
14 . 95 万户共 50 . 88 万人。

陕西还以苏陕合作为契机，发挥移民搬迁社
区人口聚集红利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在全国打造陕西“社区工厂”品牌；精心打造集中
安置社区和产业配套园区“双示范”体系，努力搭
建适合搬迁群众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就
业支撑和创业平台，全力解决搬迁群众就业问题。
此外，陕西国土部门在 56 个贫困县(区)按照国家
政策倾斜支持 43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将新
增耕地面积近 5 万亩，直接受益人口 10 万人。

陕西扶贫搬迁安置房

上半年入住 14.95 万户

日前，在湖北省宣恩
县晓关侗族乡，工人在建
设吊脚楼。

野椒园侗寨位于湖北
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宣恩县晓关侗族乡，至今
已有两百多年历史，191
户人家均居住在古老的侗
寨里，其中 73 户是贫困
户。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
推进，2018 年当地政府开
始修建新的侗寨吊脚楼 6
座，为符合易地搬迁政策
的贫困户实施搬迁。

新华社发（王俊摄）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向志强、郭轶凡)114 平方米
的房子、1 亩地、每月 3000 元的工作……自从去年底
搬入名为“老乡家园”的安置小区后，百色市右江区的
易地扶贫搬迁户梁文院就开始了新生活，“打心眼里
说，这新家住得安心。”

老区百色是广西扶贫的主战场，这里是典型的喀
斯特地貌，山区占总面积的 95 . 4%，易地扶贫搬迁成
为当地扶贫的重要措施，近两年来百色已完成移民搬
迁 10 . 5 万人。为了让这些移民“搬得出”，还能“稳得
住”“能致富”，当地党委、政府想了不少法子。

百色市右江区“老乡家园”汪甸瑶族乡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小区总投资约 8000 万元，共建有 10 栋 6 层
230 套安置房。2017 年底，包括梁文院一家在内的 122
户汪甸瑶族乡建档立卡贫困户搬迁入住。“政府补贴以

后，我家的房子自家只出了 1 万多元，政府还在车间安
排了工作，生活不愁了。”梁文院说。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而言，搬出来只是第一步，搬迁
贫困户的后续生活和发展问题更为重要。

记者在汪甸瑶族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看到，
这一安置点位于汪甸瑶族乡政府旁，周边 2 公里内配
备了学校、医院等；小区内，与企业合作建成的就业扶
贫车间，可吸纳 150-200 人就业；小区不远处是 300
亩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基地——— “幸福田
园”，按照“每户 1 亩地免费 3 年”的原则承包给易地扶
贫搬迁户耕作和管理。

百色市田阳县那满镇新立村党总支书记罗朝阳
认为，要让搬迁户后续发展好，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壮
大和发展特色产业。记者在位于新立村的移民搬迁点

“广新家园”看到，这里安置了 100 多户贫困户，当地
除了壮大秋冬菜、芒果等特色产业外，还打造了若干
个乡村休闲旅游点，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机会。

西林县的沙糖桔种植、田东县的芒果种植、那坡县
的种桑养蚕、凌云县的茶叶种植……近年来，百色市投
入近 10 亿元发展特色产业，81% 的贫困户从中受益，这
些特色产业已成为搬迁贫困户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

此外，百色在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中还注重同步完
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百色市右江区对汪甸瑶族乡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周边的公共配套服务进行了合理
规划，为搬迁群众解决子女读书、就业、就医、养老等需
求，并实现与集镇原住居民同等待遇。“原来去乡政府
办事得走几个小时山路，现在出门就能到。”搬迁户莫
文珍说。

“打心眼里说，这新家住得安心”
百色下力气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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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芝市朗县洞嘎镇卓村，平措家庭旅馆的老板平措在整理客房（7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东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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