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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搬迁点越来越宜居，让吴家红感

觉很安心。“家乡发展机会很多，我

决定把媳妇也叫回来，不用在外打工

了。”吴家红说。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便利，

鼓励引导贫困户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就业素质与能力，也给他们带来

了从物质脱贫到思想脱贫的转变。

2017年，宁洱县普义乡曼芽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何兴祥，从住了30多年

的土坯房搬进整洁明亮的新房，装上

了崭新的液晶电视。“我爷爷一辈人

住的是茅草房，我父母一辈人住的是

简陋的土坯房，如今我这一代人赶上

新时代，遇上党的好政策，不仅从山

上搬迁到城里，而且仅花了不到5000元

钱，就住上90.75平方米的新房子。”

今年55岁的何兴祥以前住在曼芽

大山里，家里仅有的7亩咖啡树因为土

地贫瘠产量低、价格不景气收成低，

他家还住着D级危房，生产生活十分困

难。今年，他家搬进了集体安置点，

通过参加宁洱县进城安置人员就业技

能培训班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何兴祥

谋得一份保安的工作，其妻子与女儿

则与木材加工厂签订了用工合同，一

家人不但掌握了新技能，还增强了对

城市生活的融入感。

开辟致富路 让广大群众能脱贫

当前，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进

入攻坚阶段。11月20日，省委常委

会召开扩大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

一步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指导意

见》。其中强调，要聚焦群众后续发

展问题，统筹做好劳务输出、技能培

训等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

产业，加强公共服务和社区管理，确

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脱

贫”。在15个县（市）的易地搬迁实

施过程中，各地始终将后续产业发展

贯穿搬迁工作始终，做到安居与发展

并行。

“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

的。”寻甸县功山镇副镇长徐添镖告

诉记者，寻甸县的23个搬迁点结合实

际和特色，因地制宜、科学编制产业

发展规划，重点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

规模有引领的产业基地，为搬迁对象

量身定制产业扶持措施。

位于213国道旁的偏路村正是“搬

出致富新生活”的代表。看着气派的

“偏路苗寨”大牌坊，完全无法想象

这个当初因为道路偏僻难走而得名的

村寨原本的样子。

“90后”村长张学林告诉记者：

“没搬迁前，由于交通不便，村里只

有两户村民在搞养殖。如今，基本每

户都在养殖，最多的人家养了13头

牛，每年每户平均收入达到三四万

元。”此外，他们还在2018年6月成立

了苗鸡养殖合作社，按照“党支部+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以村集体

名义一年投资5万元，按10%分红。

借助偏路村的民族特色、地理优

势和良好生态，建设集休闲、旅游、

观光为一体的民族生态旅游村也列入

了该村的发展计划。“在周边小海水

库附近常有游客周末来露营，所以我

们打算明年打造3家农家乐，原来的老

村子拆除后，我们将规划120亩果林种

植甜脆柿子和昭通苹果。”在功山镇

纲纪村党总支书记姜禹贤眼中，新生

活才刚刚开始，政府给了好平台，脱

贫致富的路上还需自己多努力。

同在功山镇的棵松村委会大平潭

村则是另一番景象，全村86人有60人

在外务工，生活越来越好。“在外务

工人员户均月收入保底能到3000元，

一年纯收入3万元。相比以前在老村子

里一年3000元左右的收入增加不少。

2017年村子里已有20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脱贫。”棵松村党总支书记朱红军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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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洱县易地扶贫搬迁进城安
置人员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

寻甸县纲纪村委会偏路安置点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