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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城务工，这让他们一家对未来的城市生活充满

了希望。

“我今年3月搬到这里，和小儿子住进了90平方

米的安置房，生活方便了，看病也容易了，孙子孙

女读书也近了。”采访中，天骄小区移民周忠存老

人洋溢着一脸的幸福。

边境线上新居民

宽敞平坦的水泥路、崭新的移民楼房……谈起

全村生产生活的变化，瑞丽市弄岛镇雷允村委会蚌

渺移民小组新村村民体会颇多。

“全村159户村民的生产生活能发生如此大的变

化，主要靠避险解困试点项目的实施。”德宏州移

民开发局局长何立洪说，这个移民村的村民，是保

山市龙陵县修建茄子山水库的时候，通过一次性补

偿后，选择自主安置，从保山市搬迁到德宏的。通

过避险解困项目的实施，移民们成了边境线上的新

居民。

坐在院子里，移民新村的陈绍春老人讲起了全

家移民的经历。他们是1996年搬迁至此的。大中型

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项目实施后，移民部门将村

民一举纳入了该项目，并通过发挥移民资金的杠杆

作用，整合资金，以补偿和新修公共基础设施的形

式，实现了户户移民住新房、过上好日子的梦想。

同样，在德宏州陇川县勐约乡营盘村，从保山市

龙陵县搬迁来的76户328个移民，也是避险解困项目的

受益者。在省州移民部门的积极协调下，营盘村部分

移民每人获得了10万元的贴息小额贷款，拿到这笔贷

款后，他们有的开起了农家乐，有的买了大货车跑运

输，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干田村的新生活

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吕合镇干田村红梨协

会会长李应清今年又有了“新烦恼”：如何为丰

收的红梨找销路？不过，李应清的“新烦恼”背

后更多的则是喜悦。李应清说，以前干田村因为

穷，不少村民要靠救济、补助来过日子。现在好

了，政府帮村民建起了新家，又带领村民开辟致

富新路，各家各户都忙着搞生产、增收入，村民

间的矛盾慢慢消失了。

几年前，作为九龙甸水库淹没区典型的移民安

置村，干田村人多地少，收入来源单一，村民生活

非常困难。如今，村民的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村

容村貌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干田村还被评为了“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干田村的村民都知道，生活能发生这么大的变

化，全靠国家避险解困项目的实施。“2012年，楚

雄市九龙甸水库移民避险解困项目被确定为我省第

一批避险解困试点项目后，楚雄市发挥移民资金的

杠杆作用，广泛整合资金，实际安置285户1150人。

彻底解决了移民住房、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

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楚雄市移民局相关

负责人说。

走进村民赵应龙的新家，一种“新生活新气

象”的气息扑面而来：地上铺着光洁的黄色花纹地

板砖，一台42寸的液晶电视异常显眼，茶几上还

摆着两篮新鲜红梨。“水果是我们自己家种的。我

家有30亩红梨果园，为了更好地管理红梨，增产

保质，我还加入了红梨协会学习管理技术。现在，

单红梨一项，我家每年至少能赚两万元。”赵应龙

说，随着九龙甸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项目的实

施，他们一家7口都住进了安全的新家，生活也随之

发生了较大变化。

“每到红梨成熟季节，又大又红的果子挂满

枝头，看着大伙儿忙着采摘、装箱、装车，我们

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更足了。”干田村委会党总支

书记谢有明说。据介绍，目前该村种植红梨已达

10300亩，产值近1600万元，种梨农户户均纯收入

达34500元，红梨已成为当地库区移民脱贫增收的

致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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