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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广场正在紧锣密鼓修建中，这里将

建设一个可以喷水的“龙头”景观，

并结合当地少数民族特色，发展乡村

旅游业。

根据“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

规划编制原则，安置点选址需避开地

震断裂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和行洪通

道，确保安全；向旅游交通环线、产

业聚集区、工贸旅游园区、县城规划

区、乡集镇、中心村“六靠拢”，为

搬迁后的发展创造条件。优化搬迁村

寨详规和民居设计，配套生产生活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同步推进特

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劳务产业发展，

确保搬迁户生活有改善、发展有前

景，确保搬迁一户、脱贫一户。

“搬进了新居，感觉像住到城

里，我对以后的日子越来越有信心

了。”祥云县下庄镇大仓村搬进安置新

村的第一户村民李金仓说。2016年，大

仓村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新的安

置点占地约50亩，总体规划搬迁50户。

安置点在国内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首次

使用轻钢结构，这种结构住房抗震性

强、造价低、耐用，百姓住着放心。安

置点使用的中国罐集化粪池、生化处

理、回用水箱等，能实现冲厕水、洗涤

水、餐厨水等生活污水的分户就地收

集、就地处理、就地回用，解决农村环

境不卫生等问题。

因地制宜发展 搬迁群众住得稳

为了让困难群众真正实现“搬

得出、稳得住、能脱贫、快致富”的

目标，云南易地扶贫搬迁突出强调搬

迁与脱贫“两手抓”，“挪穷窝”与

“换穷业”“拔穷根”并举。因地制

宜为搬迁群众谋发展，千方百计为贫

困搬迁群众提供就业渠道，并采取补

贴补助、技能培训、产业脱贫等扶持

政策措施，解除搬迁户后顾之忧。

“搬下来后，领导干部不仅帮我

们解决就业问题，还帮我们将老家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流转了，以后的

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今年44岁的

董春明是施甸县何元乡组军门村委会

李子梅村民小组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春节前他们一家四口刚从老家搬到县

城里的康居小区。如今夫妻俩在县城

打工，儿子在附近的中学就读。

“没有安居，谈何小康。”施继

平介绍，为了让搬迁户搬得来、能发

展，该县还实行了一户一册跟踪就业

帮扶服务，一对一为搬迁户找就业岗

位，找谋生产业，并通过开展技能培

训，提高易地搬迁户的就业技能和水

平。

景洪市嘎洒镇北部纳板河自然保

护区的曼吕村，是个有23户104人的

克木人自然村。当地党委、政府通过

实施“三年扶持克木人发展规划”，

州、市政府把产业培植列为该村易

地搬迁扶贫的重要项目，持续帮助村

民培育了橡胶和小耳朵猪两项支柱产

业，经济收入快速增加，村民的生产

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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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甸县正在建设中的易地搬迁点 基诺族群众走在宽阔的村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