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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贫困群众与致富产业相向而行
——陕西省探索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新路径

本报记者 张 毅

为帮助居住在恶劣环境中

的 近 300 万 贫 困 群 众 早 日 脱

贫，陕西省启动了陕北、陕南大

规模移民，计划用 10 年时间，

投 资 逾 336 亿 元 搬 迁 299 万

人。他们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产业，探索通过带资入股、土地

流转、订单农业、园区务工等途

径，让搬迁群众既搬得出又住

得稳。

4 月 3 日，天气稍显寒
冷。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
治县加尕斯台乡热闹的巴扎
上，一块印有网购日用品和
销售土特产的展板引来众人
驻足。“通过巴扎网和唐江
巴网，我们每月销售额近
30 万元。村民在家门口不
但可以买到质优价廉的工业
品，还能将土特产销售出去
增加收入。”肉扎洪·克依木
和他的团队进行电商推广。

肉扎洪是加尕斯台乡阿
克亚尔村的村民。大学毕业
后通过成立养殖合作社，用
传统销售模式在深圳等地销
售牛羊肉。电商的兴起让肉
扎洪的生意艰难起来。

2015 年，察布查尔县
被商务部命名为“电子商务
进农村示范县”，实施电子
商务发展一系列优惠政策。

“电商比传统的销售模
式更具优势，物流、包装等
成本更低。”2015 年 9 月，
肉扎洪的加尕斯台乡电子商
务综合服务站应运而生。他
创建了唐巴江网，招聘了 16 名返乡大学生，为村民
提供培训和电子商务服务。

在加尕斯台乡上加尕斯台村，村民艾拉帕提·依
明江家门口挂着一块“电子商务服务点”的牌子。艾
拉帕提家因病致贫，全家 5 口人，有 3 万元外债。去
年 9 月，他在乡里的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站接受了 3 个
月的免费电商培训。“乡里为我免费配备了电脑、快
递车。我在家就能帮村民买到优质的日用品、服装，
把他们的土特产通过网络销售出去。”

在察布查尔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内，已有 18 家企
业、20 家专业合作社的多个产品通过察布查尔生态
特产馆和察布查尔巴扎网销往全国。自 2015 年 9 月
运行以来，线上累计销售额达 650万元。

“农村电子商务的兴起，为贫困户架起了一座脱
贫增收桥。”察布查尔县电子商务产业园负责人蒋玲
玲说。

目前，察布查尔县已建成覆盖全县的 15 个乡级
站和 42 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实现了县乡村三级
网络全覆盖，已有 400余人在三级平台实现创业，全
县物流费用降低约 70%，还配备了 19辆快递车。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电子产业园基础配
套设施，完善农村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和物流体系建
设。建立完善产品数据库，推进农产品的标准化生
产，建成质量监督追溯体系。加大电子商务人才培训
力度和产品推介力度，帮助更多人实现就业增收。”
蒋玲玲说。

新疆察布查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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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呈忠

初夏的秦岭深处，山幽林密。清晨 7
点多，家住陕西省镇安县云盖寺镇百花园
移民搬迁安置小区的解伟军就与妻子赶
到附近的古镇美食街“自家人面馆”，为一
天的生意忙碌起来。几乎同时，住在同一
移民安置小区的 48 岁的费亭玉，也来到
附近的镇安明科电子材料公司打卡上班。

解伟军与费亭玉都不是云盖寺镇的
原住民。两家人分别来自三、五十公里外
的大山上。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不仅偏
僻而且每逢雨季泥石流频发。曾经长期
在外打工的解伟军说：“每逢下雨我就提
心吊胆，担忧家人安全，更别说发家致富
了。”而费亭玉最大的感受是：“过去四处
打工，挣的钱基本都花在回家探亲的路费
上。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在家门口工作，每
天下班后在自己家的床上睡一觉。”

解伟军与费亭玉两家人期盼脱贫、安
居的梦想，代表了陕西省由于恶劣居住环
境的近 300 万贫困群众的心声。也是陕
西省下决心启动实施陕北、陕南大规模移
民搬迁的动力——用 10 年时间，投资逾
336亿元搬迁 299万人。

如今，这一蓝图逐渐变为现实。截至
2014 年底，陕西省已完成 39.5 万户 134.1
万人的搬迁任务，其中贫困人口 21.9 万
户、85 万人，累计投入 630 亿元，其中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 46.8 亿元。全省建设集中
安置点 1416个。

既搬得出又稳得住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是在陕
南、陕北各大移民搬迁扶贫集中安置区随
处可见的工作标语，也是陕西省实施移民
搬迁扶贫的根本目标。“这项工程的重中
之重就是创造性培育、建设适合搬迁贫困
群众就业创业最终实现自我发展的产业
环境。”镇安县常务副县长陈钊结合当地
实践，用“向景区、向园区、向集镇三靠近”
向记者诠释了“如何稳得住和能致富”的
工作思路。

解伟军和费亭玉居住的云盖寺百花
园社区依山傍水、环境清幽，是镇安县最
大的移民搬迁扶贫集中安置区。经过前
三期建设，目前已经入住 2126 户搬迁群

众。为解决迁入群众就业创业问题，当地
政府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提出“以
产定搬、以搬拓城、产城融合、城乡一体”
策略，先后在方圆两公里附近，规划建设
了中小企业孵化园、云盖寺古镇景区和现
代农业园区三大产业基地。“迁入群众打
工，可进工业园；创业，有古镇旅游服务
业；务农，有现代农业园。”陈钊说。

在镇安中小企业孵化园，费亭玉上班
的明科电子材料公司是专门从事铝碳化
硅新能源材料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副总
经理高紫焱告诉记者，经过专门培训，目
前公司已经吸纳移民搬迁群众 100 多人，
在提供基本劳动保障保险的基础上，就业
群众平均月薪约 2500 元左右。据镇安县
发改局局长王庆水介绍，目前园区建成的
18 栋 400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已经全
部投入使用，16家入驻企业共吸纳搬迁群
众 900 余人。而在云盖寺古镇美食街，类
似解伟军这样围绕文化旅游景区选择自
主创业的搬迁群众已达到 130多户。

据统计，在镇安县所属的商洛市，近
年来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工业园区和精品
旅游景区建设，逐安置点、逐搬迁户制定
产业计划，落实项目和资金，发展农副产
品加工、商贸餐饮、交通运输、乡村旅游等
产业 1000 余家。实施产业园区及企业用
工安置一批、城镇经商安置一批、劳务输
出安置一批、社区服务岗位和公益性岗位
安置一批的就业规划，安置移民就业 9.6
万 人 ，确 保 了“ 户 均 一 人 就 业 ”目 标 的
实现。

参股分红变股东

记者在陕西安康市紫阳县高桥镇移
民搬迁安置小区采访时，遇到了回乡休假
的移民搬迁户贾仕财。几年前，在县里支
持帮助下，贾仕财加盟了当地创业成功人
士郑远元创办的陕西远元专业修脚服务
连锁公司，目前他带领 15 位搬迁群众在
太原创业，成功开设了两家专业修脚房，
年收入逾 40万元。

据了解，依托远元连锁在全国的近
1000 家门店，紫阳县通过组织修脚养生
技师培训，累计引导 7500 余人外出加盟

开店或进店务工，月收入 3000 元以上。
其中大部分为搬迁群众。

针对搬迁群众缺资金、缺技术、缺经
营理念、缺市场信息的现状，陕西省安康
市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创新探索搬迁群众
与产业资本深度融合。紫阳县高桥镇裴
坝粉厂移民搬迁安置小区共有搬迁户 326
户 1270 人，围绕位于附近的紫阳开源实
业公司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该县试点推动
移民群众以参股分红形式增收。参股对
象为已搬迁户和已购房的在册贫困户，通
过村组会议、群众评议程序，按照贫困搬
迁户优先的原则，县里设立专项试点资
金，按照在册贫困搬迁户每户 2 万元的标
准补助参股股本金，共补助贫困户搬迁群
众参股资金 69 户 138 万元，补助小区搬迁
群众参股资金 155户 155万元。

试点过程中，县搬迁办、镇政府与开
源实业公司签订了“一区一策、一户一法”
参股试点项目合作协议。2015 年 9 月，高
桥镇召开参股群众大会，参股对象与项目
实施企业签订参股协议和优质玉米订单
协议。协议规定，企业每年按不低于股本
金 10%的现金对参股搬迁户进行分红，同
时明确参股股本金所有权属县搬迁办，收
益权为参股搬迁户，使用权为开源实业公
司。按照与开源实业公司签订的生产收
购订单农业产品合同，参股贫困户户均种
植玉米不低于 2 亩，产品按高于市场价
50%的价格由企业保底收购。

如今，开源实业公司在高桥镇裴坝粉
厂安置小区建设的农业园区和加工厂，以
农业园区种植的玉米为原料，生产“深磨
坊”品牌玉米系列产品。目前，“深磨坊”
产品已上市，市场反响良好。工厂一期安
置搬迁群众 42 人，工人月工资 2000 元左
右，真正使搬迁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业，变身产业工人。据介绍，工厂全面投
入生产后，可以吸收搬迁群众 200 多人
就业。

记者了解到，通过带资入股、土地流
转、订单农业、园区务工、外出开店、工厂
就业等途径，裴坝粉厂安置小区已搬迁入
住的 266 户 1040 人中，有正常劳动力的
家庭均有了就业门路和稳定收入，搬迁
后，人均年增收近 5000元。

向特色主导产业靠拢

因地制宜，打造以生产型服务业为主
的扶贫链是陕西省推进移民搬迁扶贫的
又一探索。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是闻名全国的
苹果大县，全县农民人均收入超过 13000
元。但是在该县的洛川峡谷地带，由于自
然环境制约，依然有 2679 户近 11000 人
的贫困群众。洛川县在扶贫移民搬迁安
置过程中，统筹布局，引导贫困劳动力向
苹果主导产业靠拢。

在洛川石头镇新城，迁入新居半年多
的史家河村村民史铁春已变身为机修
工。他和儿子在镇里“好帮手”劳务公司
登记注册，专门从事自己擅长的果园农机
修理。半年的收入已超万元。“好帮手”劳
务公司是在镇政府扶持下，搬迁群众自发
成立的集体劳务合作组织，目前已注册搬
迁贫困户 500多人。

洛川县基层干部说，洛川塬区苹果产
业规模很大，到了疏花、套袋、仓储旺季非
常需要劳动力；而川道地区群众由于缺乏
培训、组织，很难有效参与到苹果产业链
条中去。“好帮手”这样的劳务、物流公司
恰恰搭建起这样的对接平台。“现在果园、
冷库老板需要劳务，都直接与我们公司联
系，由公司直接组织，发派工单，不仅信息
灵通，人尽其用，而且避免了贫困户零散
接单务工的劳务风险和纠纷。”“好帮手”
公司经理张军营介绍，自去年 4 月公司成
立以来，针对仓储、运输、剪枝、包装等环
节技术，县里先后组织了多场培训。

据介绍，目前在洛川移民安置区域，
已经有 7 家类似的劳务合作组织应运而
生。几年来，延安市围绕苹果主导产业升
级转型和产业价值拓展，在搬迁扶贫安置
区周边集中发展商贸、物流、餐饮、劳务、
家政、物业管理、观光旅游等服务业，引
导、培训搬迁群众在第三产业就业。目前
延安全市的贫困户就地劳务输出已突破
5.6 万人次，2011 年至 2013 年，扶贫移民
搬迁项目配套产业到户率达到 83%；2014
年至 2015 年，搬迁扶贫项目产业到户率
达到 66%。

在骑游茶乡万古新村，游客在观看茶乡摄影展。

雅安市万古乡沙河村，乡政府工作人员在了解贫

困户情况。

乡里的茶商到村里收茶。

爱在雅安
日前，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

进会主办的“爱在雅安——隆力奇助力名山区全面脱

贫计划”公益活动举行。隆力奇爱心基金向当地贫困

家庭捐助 1000 万元现金和价值 500 万元的物资。据了

解，雅安市名山区通过灾后重建，群众生活水平有了

显著提高，但依然有 42 个贫困村的 1949 人尚未脱

贫。为实现更精准的扶贫，隆力奇经过调研，结合当

地情况，与当地政府积极沟通，形成了政府、社会、

市场三位一体的扶贫模式。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 外国游客在云盖寺镇

古街游览。 张勇虎摄

▽ 为解决迁入群众就业创业问题，当地政府建设了中小企业孵化

园、云盖寺古镇景区和现代农业园区三大产业基地。图为云盖寺镇中

小企业孵化园。

“村里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
变成了砖瓦房，种植和养殖做成了产业，
做出了规模，白瓜子让越来越多的人腰包
鼓起来，日子红火了，大家致富奔小康的
劲头也越来越高了！”说起村子里的变化，
内蒙古阿荣旗音河乡富吉村村民于军喜
不自禁。

当前，阿荣旗把扶贫工作作为一项系
统工程来抓。通过社会扶贫、金融扶贫、
产业扶贫、专项扶贫等多种有效措施，以

“整村推进”和“三到村三到户”为重点，想
方设法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不断加大脱贫
攻坚工作力度，让越来越多的家庭脱贫致
富，越来越多的人脸上绽开笑容。

一村一策 一户一法

日前，阿荣旗按照统一部署，在呼伦
贝尔市率先为 15452 名贫困人口建档立
卡，基本做到底数清、问题清，完成了精准
脱贫最基础的工作。

阿荣旗旗委书记栾天猛说：“要想让

全旗 64 个贫困村、1.5 万名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致富，就要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
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上下功夫，逐村逐户完
善帮扶措施，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阿荣旗各级工作队紧密结合“十个全
覆盖”工程建设和贫困村、贫困户实际情
况，做到规划跟着贫困村、贫困户走，项目
跟着规划走，干部跟着项目走，实现扶贫
项目、扶贫干部与扶贫对象无缝对接，做
到“一村一策、一户一法”。

阿荣旗扶贫办主任陈倩说：“贫困群
众识别出来后，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针对
扶贫对象最迫切的问题、最紧要的事项，
就是实施‘一户一策一责任人’的到户帮
扶责任制，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确保
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户、到人，切实提
高扶贫成效。”

为实现百姓脱贫致富，工作队扑下身
子，深入基层，找准开展工作的切入点和
突破口，从能够解决的问题抓起，从能够
办到的事干起，帮助筹措和管理好扶贫资
金。工作队切实解决一批群众能够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对于一时解决不
了的问题，及时向乡镇和有关部门请示汇
报，予以重点关注，争取得到解决。

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

一排排整洁的民房、一条条新修的
村路、一块块整理后的良田⋯⋯音河乡
富吉村村党支部书记谢玉君指着农民新
盖的牛舍说：“过去，这里人闲土松；现
在，肉牛产业逐步成了村民脱贫致富的
支柱产业，农民得到了实惠，真正过上了
幸福生活。”

阿荣旗委、旗政府全面推进“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规划新模式。
音河乡富吉村结合实际，建设标准化养殖
基地，帮助村民尝到了甜头。

村 民 孙 尚 军 就 是 受 益 的 贫 困 户 之
一。如今，他是富吉村出了名的肉牛养殖
大户，2013 年成立了尚军肉牛养殖专业
合作社，现有 400 余头肉牛，去年纯收入
40 余万元，辐射带动周边 14 家合作社统
一经营管理，共同致富。

孙尚军说：“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多
亏政府帮我协调资金，为我找到致富门
路。”

据了解，阿荣旗在“十二五”期间金融
扶贫富民工程担保资金到位 1500 万元，
担保放大银行贷款 1.5 亿元，为扶持贫困

农户、专业合作社及扶贫龙头企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

循因治贫 因贫施策

家住复兴镇地房子村的村民徐洪星，
因家中有两位患病老人，花掉了所有积
蓄，还欠下不少外债。他家的房子破烂不
堪，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该旗扶贫工作队
通过入户走访，了解到他家的具体情况，
为他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脱贫计划。

通过入户走访，扶贫工作队对村民家
里存在的具体困难和问题以及他们对生
产和生活方面的主要打算和诉求进行全
面、细致掌握，并及时登记，为下一步分户
制定精准扶贫计划和工作推进措施，因村
因户综合实施产业扶贫、技能扶贫、政策
扶 贫 、金 融 扶 贫 等 扶 贫 路 径 打 下 坚 实
基础。

阿荣旗把构建旗、乡、村三级“引领工
作队”作为服务基层群众的重要载体。全
旗组织千余名党员干部引领员驻 148 个
行政村，定期入户走访并发放工作联系
卡，建立工作台账，详细记录入户家庭的
基本情况和存在的实际困难。

据了解，“十二五”时期末，阿荣旗有
贫困人口 1.5 万人，“十二五”时期减贫 6.8
万人，年减贫幅度为 16.4%。贫困人口人
均纯收入由“十一五”时期末的 1520 元，
增加到“十二五”时期末的 2580 元，年增
收幅度为 13.9%。到 2020年，将通过项目
实施，使全旗贫困村及贫困人口实现“两
不愁、三保障”，人均收入达到 6000 元以
上 ，全 面 实 现 农 村 牧 区“ 十 个 全 覆 盖 ”
目标。

内蒙古阿荣旗：

帮 扶 实 现 无 缝 对 接
本报记者 罗 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