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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施钱贵）“全面完成
188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近日，贵州省经济工
作会议上传出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作为贵州省
易地扶贫搬迁人数最多的市（州），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的搬迁人数约占全省搬迁总人数
的 18％。为减轻搬迁群众从农民变市民过程中
的“阵痛”，黔西南州不断探索，形成了一套易地
扶贫搬迁的社区治理体系。

“农低保”变成了“城低保”

“农村低保被转成了城市低保，低保金差不

多翻了一倍。”65 岁的老人张家英说，易地扶
贫搬迁改变了她的生活，“以前在农村干农
活，平日里都难得穿一身干净的衣服”。

张家英老人原来住在晴隆县紫马乡，原
本家境还算殷实。后来因为儿子借贷买拉煤
车亏本，欠下了近 50 万元的外债。为了还债，
儿子只身外出打工，儿媳不知所终，把两个年
幼的孩子扔给了她和老伴。享受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后，她们一家搬到了兴义市。

得益于黔西南州实施的“新市民居住证
制度”，两个孩子的农村低保被转为城市低
保，每个月有 1000 余元收入，加上张家英和

老伴的养老保险，“基本生活没问题”。
“一开始，由于一些群众对未来的生活、

新的环境心存担忧，担心搬到城镇后失去农
村的土地、山林等权益，很多人不愿意搬迁。”
黔西南州副州长、公安局局长李淞说，为了解
决群众后顾之忧，当地从户籍改革入手。

李淞介绍，自 2018 年 5 月 3 日起，黔西
南州在贵州省率先实行“新市民居住证制
度”。新市民居住证持有人在农村权益保障不
变的基础上，享受城镇公共就业、教育、就医、
社会保障等 7 类 39 项权益，为推动搬迁群众
享有同等城市配套、同等公共服务、同等市民

待遇和融入新环境提供制度保障。

动物图案为老人小孩“导航”

“在老家的时候不会走错，来这里，路、楼
都是一样的，容易迷路。有一次走到社区广场
那里，怎么都找不到路，最后只好找一个人带
我回来。”64 岁的布依族老人卢庭美说。

为让像卢庭美这样不识字的搬迁老人和
孩子方便回家，兴义市栗坪社区在居民楼上
贴了动物图案。同时，在小区内不同区域的道
路两侧，还专门画上了不同颜色的线条，以便
为社区的这部分特殊群体“导航”。

记者看到，栗坪社区每栋楼上贴的动物
图案都十分形象，且具有唯一性，夜间还会发
光。“小区楼宇看上去都差不多，个别老人、小
孩不容易找到回家的路。”兴义市委党校副校
长、栗坪社区第一书记张琨说，虽然迷路不具
普遍性，但是为了方便群众，也要坚持做。

为搬迁群众提供精细化的服务，这是黔
西南州很多安置点正在探索的做法。为了解
决孩子放学后无人照管的问题，社区配套建
设了四点半课堂；为让社区的老年人有娱乐
场所，社区配套建设了日间照料中心；为了解
决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社区引进了扶贫车
间……

除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五个体
系”外，黔西南州于 2017 年底率先提出了“新
市民计划”，在产业发展、文化旅游、教育发展
等十三个方面推出一系列配套措施，让易地
扶贫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把“土”地名一起搬进城

胆大坡、干坝子、宝山田……这些听起来
带着乡土味的地名，曾经是黔西南州贞丰县
龙兴街道办事处心安处社区搬迁群众过去居
住的地方，搬进城后，这些村寨名成为他们居
住的楼栋名。“为了消除搬迁群众的陌生感，

我们坚持人和地名一起搬。”龙兴街道办组织
委员王啓玉说。

“不但要把人搬过来，还要把‘乡愁’搬
过来。”义龙新区木陇街道人大工委主任王
国波说，为了让群众记住过去、记住“乡愁”，
社区还建了一个麻山乡村记忆馆，里面收集
了麻山乡居民过去生产生活所用的上千件
物品。

王国波介绍，该社区共安置了 1067 户
5700 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是麻山人。麻山乡
地处石漠化山区，因当地山乱如麻而得名，那
里曾经“土如珍珠、水贵如油、漫山遍野大石
头”。“走进乡村记忆馆，让搬迁群众留乡愁、
感党恩。”

此外，很多地方还坚持文化和人一起搬。
麻山社区还根据搬迁群众少数民族较多的特
点，成立了“民族联合议事会”，由社区的苗、
布依、汉等民族里比较有威望的人员以及社
区干部组成，集体商议社区大小事务、邻里纠
纷等。

在黔西南州，很多布依族妇女是既能织
布又能绣花的“绣娘”。为让她们搬出大山后
有事可做、不丢手艺，在贞丰县双峰街道办、
册亨县纳福新区等安置点还成立了不少民族
服饰生产车间。“每个月有 3000 多元的收入，
在家门口最大的好处是能照顾家里。”在双峰
街道办一家民族服饰公司上班的绣娘周登
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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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这个安置小区的搬迁户，不论老人孩子，每
人分得 1 亩莓茶地。截至 2019 年 10 月，毛坝乡莓茶种植面
积已超过万亩，带动易地扶贫搬迁户和其他建档立卡贫困
户 1600 人脱贫摘帽。

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
以往农闲无事的村民忙得正欢。李应川家日光温室里种植
的 1 亩多辣椒喜获丰收，外地客商的冷藏货车停在温室外，
他和妻子正忙着采摘辣椒。

“辣椒收获季要持续两个多月呢，预计能卖 2 万多元。”
李应川说，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从未见到种 1 亩来地
能挣这么多钱。

2018 年，李应川一家从古浪县南部山区的横梁乡横梁
村搬迁至富民新村，住进了一栋独院房子，外带一座日光温
室和 7 亩耕地。在县农技员辅导下，李应川很快掌握了辣椒
吊绳、施肥、温室通风等日光温室生产技能和要求。

2019 年 8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花滩生态移民
区富民新村考察调研时来到李应川家。

“总书记看到我们生活好，非常欣慰。”回想起几个月前
的情景，李应川仍很激动。

换一方水土富一方人。截至目前，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已
经建成日光温室 6808 座，养殖暖棚 2 . 2 万个，羊养殖量达
30 万只。到 2018 年底，富民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000
余元，全村已实现脱贫 559 户 2188 人。

“抬着头生活，往前看、谋发展”

入冬后天气转晴，51 岁的龙金凤换上漂亮苗族服，坐
上电动轮椅出门走亲访友。

龙金凤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腊尔山镇
夯卡村村民。她的记忆中，过去村民出入只能依靠攀爬“天
梯”，贫穷的日子看不到头。身有残疾的龙金凤越来越消沉。

2016 年，湘西州在腊尔山台地上建起一座崭新的苗
寨——“同福苗寨”。2017 年，龙金凤作为最后一户搬迁人
员，坐在扶贫工作队和乡亲们提前赶制的担架上，被大家抬
出了峡谷。

如今，龙金凤的丈夫在村里成立的食品公司和工程队
务工，年收入 2 万元。一双儿女在浙江务工，生活一下翻
了身。

龙金凤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朗。住进新苗寨后，房子好
路也好，她每天起来都会让丈夫给自己梳洗一番，换上干净
的苗族服，坐着轮椅出去串门、唱歌。“好日子就要有好日子
的过法。”龙金凤笑着说。

好日子，“激活”希望、点亮未来。
吕五十三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搬下山后两三年，村里

已娶进了 10 个新媳妇。
吕五十三是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

新村村民。过去，村民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干旱山区里，
村里姑娘“只出不进”，光棍一年比一年多。

2016 年底，班彦村 129 户人搬到班彦新村，在各级政
府、驻村工作队和有关企业帮扶下，产业扶持资金到户到
人，初步形成多元增收渠道，当地村民实现了从“要我发展”

向“我要发展”的观念转变。
2017 年，吕五十三在一年内先后给两个儿子娶了媳

妇，了却心中大事。
班彦村贫困户吕有金 50 岁刚出头，搬迁前就处于

“养老”状态。搬迁后他再也坐不住了，重新拾起了家传的
酩馏酒酿造手艺，办起了酿酒作坊，一年净收入超过 10
万元。

“要抬着头生活，往前看、谋发展。”吕有金自信地说。
（记者任卫东、姜伟超、王朋、张玉洁、骆晓飞）

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

助力“跨越式”奔小康

“文化扶贫”助增收

▲ 1 月 2 日腊八节，民间社火队正在表演。
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 1 月 2 日腊八节，“打树花”的师傅正在表
演当地绝技“打树花”。 本报记者李贺摄

近年来，河北蔚县贫困村涌泉庄积极举办富有特色的

民俗文化表演，吸引四方游客，做大文化旅游产业，带动村

民增收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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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刘彤、张晨俊）新年的
早晨，不到 8 点，45 岁的强志华将两个孩子送到
学校后，就来到移民社区里开办的工厂车间，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裁线、焊接、包装，一根根数据
线元件被她和工友们熟练地加工出来。

建档立卡贫困户强志华原先住在地处秦
巴山区腹地的陕西省汉阴县汉阳镇健康村，
2019 年夏季，她们家与 900 多户乡亲们一起，

搬到了离县城不远的紫云南郡搬迁安置小
区。在全家 4 口人享受到搬迁补贴后，她家
自付了 1 万元，就住进了 79 平方米的两
居室。

强志华说，原先住在山区的封闭环境里，
不仅居住条件差，出行也不方便，全家的生计
就靠几亩薄田，日子过得很是恓惶。“如今，和
乡亲们一起，搬进了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备

的移民社区，不仅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我们也
收获了更多就业增收机会。”她说。

“社区建有日间照料中心和儿童托管中
心，老人、孩子都有专人照料，我们可以安心
去务工挣钱了。社区周边还建成了农业园区
和社区工厂，让我们足不出户，每月就能拿到
两三千元的稳定收入。”她说。

陕西省扶贫办主任文引学说，在脱贫

攻坚中，陕西把易地扶贫搬迁户作为社区
工厂吸纳、带动就业的重点对象，鼓励各类
企业和创业人员创办社区工厂，目前全省
社区工厂总数达到 779 家，仅安康市就发
展新社区工厂 340 家。“十三五”期间，陕西
易地扶贫搬迁涉及 27 . 3 万户、92 . 42 万
人，目前，安置房已基本竣工，实际入住率
91 . 91%。

陕西地跨六盘山、秦巴山、吕梁山集中连
片贫困带，山区群众大多居住在地质条件差，
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地区。
2016 年以来，陕西共完成 24 . 9 万户、84 . 39
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截至 2019 年年底，建
房任务已经完成，待后续产业完善等扶持政
策到位后，这些贫困群众将走上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的新路。

易地迁入“富裕路”
陕西超 80 万易地搬迁贫困群众生活改善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任玮、张猛）“快过
年啦，把枸杞带回家！农民自己种的产品，绿
色无公害，需要的朋友抓紧下单哦”……元旦
前夕，移民王航弟的微信“朋友圈”十分热
闹，她一边忙着回复留言接订单，一边晒出给
顾客打包的短视频。家门口的快递车上，一箱
箱包装好的枸杞正待发货。

“今年家里的 50 亩枸杞到了丰果期，产
量上来了，价格也好。赶上元旦、春节，还能
有一波订货高潮。”王航弟笑呵呵地说，
2019 年凭着在网上卖枸杞和一些土特产，她
能净赚 20 多万元，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数字。

王航弟的家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
乡白墩村，红寺堡区是我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
民扶贫集中区。 18 年前，王航弟一家从山大
沟深、土地贫瘠、干旱少雨的宁夏南部山区搬
迁至此，落户扎根。

搬离故土谋新生，并不容易。“不怕你
笑话，刚搬来那会儿家里没啥积蓄，为了交
电费，我连一块钱都跟邻居借过。”王航弟
说，为了改变生活，她把孩子留给老人照
顾，自己和丈夫外出打工，后来家中老人去
世，夫妻俩就回到村里开了一间小卖部，日
子过得不温不火。

真正让王航弟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的，
是 2014 年的一条 QQ 信息。“一起打工的
朋友知道我们这儿的枸杞好，就从网上托我
帮忙代买。后来要货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寻
思我们村上有这么多人种枸杞，完全可以自
己上网卖。”

看准了商机的王航弟从乡亲们手里收购
枸杞，“小打小闹”卖了一年，反响不错；
随着客户逐渐多起来，她发现当地货源不稳
定且质量无法保障，于是萌生了自己种枸杞
的想法。

“回想起来，这生意能做起来还是政策
帮了大忙。”王航弟说，村上帮她申请到 5
万元农村妇女创业贷款，没有利息；借助红
寺堡区出台的特色产业扶持政策，每亩枸杞
田还有 200 元的一次性种苗补贴；装烘干房
花了 8 万多元，政策补助了 6 万多元……

50 亩枸杞田种起来了，“雪中红”枸
杞商标成功注册，王航弟的“卖场”也从
QQ 空间、传统电商逐渐转到微信、抖音、
快手等社交软件平台。枸杞采摘季，她在田
间地头做一场直播，拍几段视频，把原汁原
味的鲜枸杞直接推送到消费者眼前，获得点
赞越来越多，微信群里的顾客也从最初几十
人变成上千人。

2018 年，王航弟用卖枸杞挣的钱盖起
了上下两层、 200 多平方米的新房，还在新
房里设置了展览室、接待室、休息室。她想
把电商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把“不见面的

生意”做成“面对面的情谊”。
“很多客户看到我发的采摘短视频，都

对我们这儿的田园风光感兴趣，我就想等每
年枸杞、黄花菜成熟的时候，邀请他们住农
家、游农场，实地考察、亲手采摘，也算是
回馈顾客。”她说。

“‘王总’做电商想法多、肯吃苦，生
意一年比一年好，现在已经是我们这儿的
‘网红’了。”红寺堡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
局副局长金晶说，现在红寺堡有不少农民像
王航弟一样学着在微信和短视频平台上卖农
货。新媒体时代兴起的网络直播、社群电
商，让一些敢想敢干的移民群众找到了脱贫
致富的路径。

针对农村电商发展的新需求，当地的电
商扶贫工作也在与时俱进。金晶介绍说，以
往举办的电商培训主要围绕如何在传统电商
平台开网店，随着社群电商在农村日渐兴
起，如今的电商培训就增加了新媒体运营内
容，专门开设了“抖音班”“快手班”。

“怎么能拍出好视频，怎么能吸引流量
增加粉丝，要是能把这些学明白了，我就准
备带着乡亲们一起种枸杞、开直播、做电
商，没技术我来教，没销路我来找，大家一
起脱贫致富。”王航弟说，她始终相信，只
要勤劳肯干，好日子都能挣出来。

移民搭上“电商车”
宁夏红寺堡移民种枸杞收获“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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