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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穷窝” 治“穷根”

激发积极性 困难群众愿意搬

为了解决好“一方水土养不活

一方人”的问题，云南省2016年制定

了《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动计

划》，三年计划搬迁100万人。对于贫

困户而言，云南省将以户均不低于6万

元的建房标准补助到户，非贫困户户

均则不低于1.5万元。此外，有贷款

意愿的搬迁农户，可向项目承贷公司

申请6万元的住房建设转贷资金，并享

受100%政府贴息补助。对有意愿进入

城镇、符合条件的搬迁农户，还允许

其将建房补助资金和转贷资金用于在

城镇购置商品房，并适当提高补助标

准。《行动计划》大大激发了群众的

积极性，掀起了易地扶贫的热潮。

在施甸县旧城乡安置点，44岁的

布朗族村民杨福开站在自家独栋小洋

楼的二楼阳台上看着女儿放学归来，

笑逐颜开。

杨福开一家四口过去居住在位于

大山深处的芒别村，那里缺少灌溉水

源，家里主要靠种植玉米维持生计。

由于村里不通公路，杨福开每次到乡

上需走2个多小时。9岁的女儿在乡

上读小学，因交通不便，杨福开只得

在乡上租了一间房，平常由父亲在这

里帮着照顾女儿。尽管如此，在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的初期，杨福开还是不

愿意搬。“生活了那么多年，也不知

道搬到哪里去，家里也没钱，人搬走

了，地怎么办？”杨福开很担心。

扶贫工作人员上门给他算了搬迁

后的发展账：搬迁到坝区新的移民安

置点，杨福开不但可以到附近的乡镇

务工，其女儿走路10分钟就能到乡上

的小学；看病不到5分钟的车程就能抵

达乡卫生院；搬迁到坝区后，不但能

租用土地发展种植业，还可在安置点

新建的养殖区发展养殖业。

听了工作人员的分析后，杨福开

下定决心于年前搬迁到了新居。如今，

他家不但居住条件改善了，一家人上

学、就医、务工都比以前便利多了。

施甸县委书记施继平介绍，该县

是国家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

一，全县34万人口至今仍然有贫困人

口6万多人。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中，施甸县各级领导干部走村入户，

探访大山里的各个贫困角落，帮助贫

困群众算清经济账、生活改善账、子

孙账、教育账、医疗账、土地山林账

和搬迁后的发展账“七笔账”。通过

实施3万户10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动员地质灾害区、偏远山区的群

众向中心村、集镇、县城进行搬迁，

解决群众就业难、发展难、看病难、

上学难的问题。

在大理州祥云县，为了让广大

搬迁户熟悉掌握政策，解决他们心中

的顾虑，保证惠民政策实施公开、公

平、公正，县委、县政府安排印制了

3500份“明白卡”，由村组干部发放

到每户搬迁户手中。“明白卡”对易

地扶贫搬迁确定标准、安置方式、政

策措施、资金补助、贷款支持、申报

程序、检查验收等政策规定作解释宣

传，通俗易懂，让搬迁户进一步吃下

政策“定心丸”。

全方位投入 搬迁群众住得好

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除住房

建设之外，还全面考虑搬迁安置区配

套的水、电、道路、垃圾、污水处理

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逐步完善搬迁安

置点周边的学校、卫生等公共服务设

施。通过对搬迁群众生活生产条件的

全方位投入，彻底改变搬迁群众的生

活状态，增强贫困群众对搬迁居住点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搬迁群众“稳

得住”。

“终于告别了黑乎乎的茅草房，

居住环境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善。”

镇雄县芒部镇松林村村民王自富家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前他和母亲、儿

子一起挤在十几平方米的茅草房里，

时常是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因常年居住在潮湿的环境中，王自富

和母亲都患上了风湿病。在易地搬迁

中，他们一家搬进了一栋两层的新楼

房，屋内宽敞明亮，客厅、卧室、厨

房、卫生间一应俱全。今年春节，王

自富把兄弟姐妹们都邀请到家里，过

了一个祥和的春节。目前，村口的龙

云南省坚持政府引导、群众自愿、因地制宜、分步实施
的原则，按照“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快致富”的目标
要求，有计划、有组织地将生活条件恶劣的贫困群众，搬迁
到 交 通 便 利 、 条 件 较 好 的 地 方 建 设 美 丽 新 家 园 。 在 全 省 各
地，易地扶贫搬迁、扶贫安居工程令贫困山乡展露新颜。

2016年全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8.05万户、67.73万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1.28万户、40.55万人，完成投资239.25
亿元，安置住房竣工72139套、入住20805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