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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村容村貌真是大变样。

走进李时珍家，两层的小楼里，

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坐在新购置的布

艺沙发上看着液晶电视播放的节目，

李时珍觉得现在农村的生活和城里也

没啥不一样。离李时珍家不远，村民

瞿升都早已搬进了新居，对瞿升都来

说，新房最大的变化就是户户都用上

了抽水马桶，有了自己的卫生间。瞿

升都说：“以前一个村就一个公共厕

所，用着不方便也不卫生，现在每家

每户都有了抽水马桶，真是方便。”他

家里楼上楼下都铺上了洁白的地砖，

各种家电一应俱全，瞿升都的妻子胡

来努认为是时候出去打工赚钱了。“在

我们农村，住房解决了就什么都好办

了，我们两口子打算出去打工挣点

钱，供娃娃读书。”胡来努说。

如今的俄垤水库库区村庄，门前

碧波荡漾，屋后花果飘香，自来水引

到灶台前，水泥路修到家门口，已经

搬进新居的和正在忙着扫尾装修的移

民们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的景象。

在全村欢欢喜喜搬进新居时，如何让

那些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

人也能欢欢喜喜地搬进新房，一直是

村党总支书记李周仰工作的重中之

重，78岁的李干娘老人从盖房到搬进

新家都是他帮忙操办的。

每次见到李周仰以及县移民局的

同志，李干娘都会拉着他们到家里抽

上几口旱烟。“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们，反正就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李干

娘说，自己膝下无子，女儿离得又

远，当得知要施行国家避险解困政策

时，她在高兴之余，也为自家建房的

事情担忧。“因为她家情况特殊，是我

们帮忙找施工队盖的房子，完全按照

国家的补贴标准建房，她自己不用出

一分钱。”李周仰说，为了给予老人更

多的帮助，他们还专门为老人买了新

的被褥和生活用品，每个月的水电费

也是村里负担。“真的感谢啊，现在每

个月政府还补贴给我200多元，日子越

来越好啊！”李干娘边说边拉着记者的

手一直不愿放开。

发展产业为脱贫插上翅膀

建好库区移民的房子，只是完成

精准脱贫的第一步，如何发展移民地

区的产业，让村民们的腰包逐渐鼓起

来，不仅是移民局攻坚克难的专题之

一，也是红河县 2020年完成脱贫目标

的重要行动之一。据红河县副县长陈

黎介绍，为保证移民基本的生产生活

条件，红河县在具备初步条件的前提

下，采取避险和解困并举，切实加强

安置点各项社会公益设施建设，通过

产业培育与发展，提高移民发展能力。

在促进移民致富方面，生猪养殖

示范点的建设和全村大范围推广种植

油桃是两个比较有特色的致富项目。

村民李娘努家里的地以前种的都

是玉米，她在 2015年种下了 200多株

油桃树。“政府发的苗，专家教着种，

偶尔打一下药，除除草，这个东西还

是挺好种的。”李娘努说，她之前参加

过油桃种植的短期培训，虽然目前还

不知道这200多棵油桃在挂果期会给她

带来多少收入，不过听说收益会不错。

房子盖好后，很多之前在外打工

的村民选择返乡务工，今年 50岁的李

其周就是其中之一。以前在建水县做

木匠的老李现在盖起了3层小楼，上面

两层住人，一楼就是他的工作间。“以

前也想在家里做木匠活，但那时家里

是土坯房，人在上面住，猪和鸡在下

面住，根本就没有地方来做木匠活。”

李其周感慨地说，现在住的房子保暖

了，人畜分开居住了，修建房屋的人

多了，自己也可以安安心心地在家门

口干活了。据李其周介绍，他每天的

手工费有 100～120元，除此之外他还

养了2头猪，种了七八分地，小日子越

过越红火。

陈黎介绍说，目前红河县开展了

五大工程，即房屋建设、产业扶持、

基础设施建设、技能培训、基层组织

建设，涵盖了 25个子项目，包括建猪

圈、买猪种、稻田养鱼和桐油等经济

林木的种植。目前已向这两个村持续

发放 15 万尾鱼苗、户均养猪达到 3
头，规模种植车厘子、油桃各 500亩，

有关部门还对移民开展了种植养殖等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相信移民们

以后的日子会来越好。
本刊记者 王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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