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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易地扶贫““搬搬””来幸福生活来幸福生活
————我市易地扶贫搬迁纪实我市易地扶贫搬迁纪实
□□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辛刘宇辛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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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易地搬迁工作的同时,各级政

府还不断加大扶贫移民后续的帮扶力度。

在帮扶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特殊的

贫困户，孤寡老人、病人、残疾人等特殊的

群体因为无法通过自身劳动脱贫，成为搬

迁扶贫工作中的“老大难”。

针 对 这 样 的 情 况 ，“ 兜 底 扶 贫 ”政 策

和模式的推行让特殊的贫困人群拥有了

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中阳县寺塔村

的朱厚连，上有 70 岁的父母，下有读书的

儿女，妻子有眼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日 子 过 得 很 清 苦 。 虽 然 迁 居 新 房 ，但 是

生 活 的 担 子 依 然 很 重 。 现 在 ，他 的 父 母

和 妻 子 都 办 理 了 低 保 ，同 时 他 的 父 母 还

享 受 国 家 的 养 老 金 补 贴 ，再 加 上 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政 策 的 落 实 ，全 家 的 基 本 生

活有了保障。全市像朱厚连这样的贫困

户还有不少，为了给他们“吃一颗”脱贫

的“定心丸”，各县的扶贫工作人员采取

了有力的措施。

以朱厚连为例，中阳县围绕破解“支

出型”贫困问题，在全面落实中央、省、市

各项惠民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出台了 17项

普惠、优惠、特惠政策，较好地解决了因

病、因残、因学、因房和缺资金、缺技术、缺

劳力、缺动力等致贫返贫问题。建立了扶

老、助残、救孤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制度，对

城镇“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予以补

助。对于临时因病、因灾以及突发事故导

致生活出现困难的家庭，通过临时救助政

策，发挥社会救助体系的“托底线”作用，

让一个个突发困难的家庭有了生活托底

保障。

方山县出台了光伏扶贫资产收益管理

分配试行办法，资产收益除支付电站维护

等费用外，70%用于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无劳动能力和受灾的深度贫困人口（按

人均年 3000元标准）兜底性脱贫，30%归无

集体经济收入或集体经济薄弱、资源缺乏

的贫困村集体所有，用于发展公益事业，支

持贫困村整体脱贫。此外，在移民新区配

套建设小区福利院，为特殊困难对象（五

保、智障、残疾、鳏寡孤独等）免费提供住

房，确保农户无后顾之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工作进

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

题。实施整村搬迁，要规划先行，尊重群众

意愿，统筹解决好具体问题。”他还说，“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以来，全市上下

始终围绕“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

富”这一目标，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广大

贫困人口正在一步步实现搬迁脱贫，安居

乐业。

今年春节前，67 岁的刘芝旺从原先的住处搬到了方山县峪口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生活完全变了样：新房子是小楼房，水、电、气、网全通，而以前刘芝旺家住在山上，出行、饮水都很困难。

“一揽子”扶持措施让他尝到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滋味。

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小康，是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为了让像刘芝旺这样的贫困户过上好日子，我市使出了“洪荒之力”，易地扶贫搬迁被列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搬迁

是手段，脱贫是目标。我市聚焦“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安居与乐业并重、搬迁与脱贫同步，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

易地搬迁并非脱贫致富的“万能灵药”。易地

搬迁只是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相对于脱掉贫困的

“帽子”这一根本目的，只是扬汤止沸。要想从根本

上脱贫致富，需要有釜底抽薪式的配套脱贫举措。

以后续产业为支撑，通过扶持后续产业，改变生产

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输血型”扶贫方式，增强贫

困村、贫困群众的自我“造血”功能，大力支持贫困

群众依托各地资源禀赋，培育发展适合当地的后续

产业，拓宽增收渠道，确保贫困群众持续增收，这样

方能稳得住、能致富，才能彻底“搬掉”穷根。

“靠政府帮扶，迁居乐业家境顺；得春风沐浴，

告别穷窝富路宽。”这是方山县圪洞镇胡家岭村村

民孙月贵特意找人写的对联，贴在新房上，以感谢

政府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让他家走上幸福路。

“搬到外面去，住上楼房，离镇上也近了，各方面都

方便了很多，加上政府还要为村里的核桃树搞高

接 换 优 来 增 加 我 们 的 收 入 ，生 活 一 定 会 越 来 越

好。”孙月贵说。

孙月贵家的新变化，是方山县脱贫攻坚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成效的一个缩影。在全面推进易地

搬迁的同时，方山县精准施策，加强产业培育，对

外出务工人员和无力自主经营的搬迁贫困户通过

土地复垦改造和土地综合整治，把土地集中流转

给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从事产

业规模经营，贫困户直接收取租金或参与分红。

探索并推广“大象模式”“桥沟模式”，制定出台土

地流转入股的指导意见，引导农户采用“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以贷款、土地、林地入

股，与企业、村集体开展股权合作，由合作社统一

管理、维护、销售，采取保底分红和股份分红两种

方式，增加财产性收入。

按照“群众搬迁到哪里、产业就发展到哪里”

的原则，方山县依据全县产业布局，对 12 个移民迁

出村现有的 5000亩核桃经济林高接换优，实现提质

增效增收，确保搬迁群众持续增收，助力脱贫。坚

持把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有条件的贫困

村吸纳贫困户组建成立生态造林专业合作社 111个

（贫困人口占比达到了 80%以上），优先参与造林绿

化工程，切实增加移民贫困人口的工资性收入。通

过县城西山可视山体绿化 7974 亩，约有贫困人口

1306 人脱贫；新聘用建档立卡贫困户 286 人从事林

地管护，通过获得工资性收入实现稳定脱贫。

“我们实现了住楼房的梦想。”李建明

是交城县东坡底乡人，如今，他和老伴不仅

住进了易地扶贫移民搬迁示范小区窗明几

净的新居，还分别有了新工作，两人每月

3000元的收入令其生活“稳定”了不少。

东坡底乡位于交城县北部山区的文

峪河上游，离县城 57 公里，全乡主导产业

以农业、畜牧业为主，是典型的农牧贫困

偏远乡镇。在县乡村三级共同努力下，

东坡底乡共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 296 人、

同步搬迁 128 人的集中安置任务。通过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世代居住于山庄窝

铺的群众开启了新的幸福生活。在抓好

集中安置搬迁的同时，东坡底乡对搬迁

户后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周密

安排。

西营村第三产业发达，就业岗位较多，

这正契合了东坡底乡坚持以产业发展和稳

定就业为安置导向的发展思路。搬迁群众

优先安排进入西营镇印刷厂、纸箱厂和铸

造厂就业，实现稳定脱贫。

同时，东坡底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引进企业在村里建起了服装加工厂，主要

与江苏南通外贸企业合作，为其代加工出

口南非的工作服，年产值达 3000 万元，解

决贫困劳动力 130 余人的就业问题，人均

月收入可增加 1500—1800元，保障移民搬

迁户就近就业。

依 托 当 地 旅 游 资 源 ，积 极 帮 助 搬 迁

群众谋求工作岗位增加收入，是方山县

在易地扶贫搬迁中重点解决搬迁群众后

续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除了将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就地转化为新建安置小区

的物业管理人员外，制定出台《企业承建

财政投资项目与精准扶贫结合的试行办

法》，承建企业按不低于普工用量的 50%
使用贫困劳动力，增加有劳动能力贫困

户的工资性收入，并将合同价款的 5%—
8%用于慈善捐赠，专项用于深度贫困人

口。

兴县利用公益性岗位，鼓励引导移民

户积极参与运输业、家政服务业、零售业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移民户 6000 人，按

户均 3-4 人，每户参与 1 人，人均月收入

2000元计算，年人均可增收 6000-8000元，

农业园区、工业园区提供就业岗位，按户均

3-4 人、每户参与 1 人、半年做工、月收入

3000元计算，年人均可增收 4500-6000元。

以“兜”稳搬，政策保障兜得住

以“岗”稳搬，安居与乐业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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