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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子璇）“住新房，种大棚，还能得分红。和以往的条

件相比，现在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变化太大了。”6月 21日，临县白文

镇曜头村搬迁户刘生百对参加全市异地扶贫搬迁现场推进会的观摩人员

讲述新生活时高兴得合不拢嘴。

刘生百口中的“大变化”，得益于近年来临县统筹移民搬迁、生态建

设、产业扶贫等政策，在该村实施的集移民、生态、产业为一体的异地扶

贫搬迁脱贫攻坚示范工程项目——移民新居永兴苑社区。该项目于

2017开工，占地 170亩，总投资 7330万元，建筑面积 37970平方米，这里，

社区政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卫生院、幼儿园、广场等配套公共服务设

施十分齐全，群众的生产生活十分便捷。目前包括白文镇曜头、宋家圪

台、赤浪普 3村 312户 1091人已经全部迁入了移民新居永兴苑社区。

为进一步完善后续服务，曜头村安置点还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成立

了社区党支部、居民委员会和三个居民小组，实行“一站式”综合服务，方

便搬迁群众就近办事，并通过帮扶人员“不脱钩”、网格化、楼长制、重点人

员动态管理等措施，让搬迁群众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为确保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曜头村统一规划，统筹各类

涉农资金，新建 1500亩的现代农业富民产业园区，并形成了“12345”的产

业发展格局。“1”即一种带动模式:“政府建平台、企业找市场、合作社经营、

贫困户参与、银行做保障”的“五位一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贫模式，

带动搬迁户增收致富；“2”即两种经营方式:采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由

能人大户牵头、吸纳 312户搬迁户参与，组建了 3个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和

2个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分户和合作两种经营方式，带动搬迁户增

收；“3”即三种产业:食用菌、果蔬、饲草；“4”即经营性收入、资产收益、劳务

收入、财政转移收入四种增收渠道；“5”即产业园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

棚、统一菌棒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五种统一管理方式。

据了解，产业园区全部见效后，可形成家家有带动产业、户户有增

收项目的致富新模式。年可实现纯收入 800万元以上，可带动 312户人

均年增收 7500元。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近年来，临县城庄镇上城庄村紧紧扭住

贫困村提升“牛鼻子”，以股份合作为中心，股权为纽带，不断加强土地

综合治理及利用，积极发展特色产业，高效推进“三变”改革，有效激发

了村民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2018年该村实现了整

村脱贫。

以特色资源为引领，培育富民新产业。该村实施核桃林提质增效

860亩，户均增收 1000元；建设 300千瓦光伏电站，带动贫困人ロ 69户

161人年人均增收 500元；成立香菇种植、农产品加工、蛋鸡养殖 3个合

作社，吸收贫困户入股或劳务用工，带动 22户 85人户均增收 1200元。

以“三变”改革为抓手，拓展增收新路径。一是将原旧学校 5间房折

价 10万元入股农产品加工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生产经营用房，按 8％保

底分红年收益 8000元；将村集体 41亩土地承包给肉牛养殖大户，年收入

4100元。二是将第一书记产业扶贫资金 10万元入股农产品加工合作

社，将脱贫村产业资金 30万元和 300千瓦村级光伏发电站年收益 30万

元作为股金入股养殖合作社。每年 6％的分红收益给村集体和贫困户

按 3∶7进行分配，实现了“村有经济积累、户有增收产业”。三是在土地

用途不变的前提下，将北山 126户 531亩核桃林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临县

国洋农特亨电商园区，采用“流转+订单农业”模式，开展股份合作。同

时，将旧宅基地废弃窑洞等土地资源折股量化每亩 2000元，入股到种植

专业合作社，每年保底收益 800元。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重点，打造美丽宜居示范村。本着美丽宜居、

因地制宜、简洁实用和突出晋西北农村特色的原则，该村新建水冲式

公共厕所 1座，个户改厕 120座，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2处，铺设上下水管

道 9100 米，新建河坝 120 米，过河桥 1 座，硬化主干道 1300 米、户巷

4100米，改建健身活动广场 1个，实施村容村貌美化、绿化、亮化，村居

环境得到大力改善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贫困村整村提升工程是脱贫攻坚的重

要内容。近年来，兴县瓦塘镇后石门村将贫困村质量提升工程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计划相结合，全面提升贫困村整体

发展水平，为决胜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

后石门村位于瓦塘镇西侧，距镇政府约 5公里，下辖后石门村、常

申村、上虎梁村 3个自然村。全村现有人口 441户 1283人，耕地 4500
亩，2018年底该村实现整村脱贫。

在整村提升过程中，后石门整村坚持政府主导、群众主体、规划

引领、资源统筹、宜居宜业、生态优先提升的原则，重点改善基础设

施滞后、公共服务落后、经济功能薄弱、陈规陋习严重、基层组织力

量薄弱等突出问题，着力改善饮水、道路、网络、住房等基础设施，提

升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信息等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清理“四

堆”，改造村内道路 1200米，修建通村公路连接线 2条 300米，打造新

旧村人行景观步道 600米，完成天然气、自来水管网和下水管网综合

改造 2200米，对 25户农户窑洞进行了风貌改造，新建游客接待文化

展示中心 920平方米。同时积极开展党建、精神文明创建和家庭美

德的宣传教育，开展瓦塘镇“诚实守信家庭”评比和村“星级卫生文

明户”创建活动，倡导文明新风尚。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后石门村以支村“两委”干部作为发起人，吸

收全体村民入股，成立后石门村经济发展合作总社。以合作总社为平

合，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采取土地入股形

式，动员后石门村 80户农户将 160亩撂荒地和村集体 100亩耕地，按

400元/亩/年的固定分红入股合作总社，建设新本草道地药材种苗基

地 260亩，切实将“死资源”变成了“活资产”。

“目前，后石门村已基本达到贫困村和谐稳定发展，乡村环

境 整 洁 优 美 的 提 升 目 标 。 正 逐 步 建 成 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兴县瓦塘镇党委书记

王志辉说。

本报讯（记者 刘子璇） 走进兴县瓦塘镇的整村搬迁安置点，映入

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别墅”小楼院，雪白的外墙、灰色的房檐、

宽敞的大门，道路上笔直的太阳能电线杆和社区中央整洁的广场，构成

了一幅赏心悦目的新村画卷。瓦塘镇移民安置点距镇政府 3公里，规划

建设占地 81亩，建设安置房 42栋 293套，有多种户型可供选择。目前，

已建成 125套，分房到户 151户 403人，搬迁入住 25户，其余 168套主体

已完工，6月底前分房到户，9月底前全部搬迁入住。

平坦的水泥路铺到家门口，房前屋后绿草鲜翠如茵，水、电、暖、气

配套齐全，搬迁户真正感受到了党委、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舍弃了

“故土难离”的情绪，得到了彻底安定。

要想让搬迁群众脱贫致富，产业扶贫是关键。在安置房建设的同

时，瓦塘镇全力推进农村“三变”改革，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跟进培育后

续产业；利用毗邻工业园区的优势，帮助群众转移就业，保证搬迁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

在后续产业的培育上，该镇在后石门村西侧建设联村光伏电站 2

兆瓦，利用光伏电站 200万元的收益对搬迁村无劳动能力的特殊困难

群众进行救助;实施退耕还林 18437.11亩，发放补贴 921万元，搬迁户

户均发放 8600元;对搬迁户中有劳动能力的村民进行技能培训，目前

已培训 60 人，就近向华兴铝业安置就业 31 人;充分利用护林员、保洁

员等公益岗位，安置搬迁村贫困群众就近就业，目前已就业 20 人，年

稳定收入 6000元/人……多种增收渠道保证了安置点的贫困群众能就

近务工就业，使他们挣钱顾家两不误，阔步在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上

迈进。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组建了移民新村的党组织和社区管理机构，

并开展了‘诚实守信家庭’和‘卫生文明户’评比活动，高质量推进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保证群众稳得住、过得好。”兴县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尹新民介绍说，“下一步，我们计划利用搬迁村土地，建设 50头规模养

驴厂 1座;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在退耕还林地套种连翘、黄

芪、知母等道地中药材 18400亩，并吸纳 25个贫困搬迁劳动力务工，由

此助推群众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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