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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搬迁群众。

为解决搬迁群众就学问题，目

前迁入幸福馨居社区的579名中小

学生，全部安排转入周边中小学就

读，并在安置地参加升学考试，确

保与城镇居民同城同待遇。贫困户

搬迁后，子女还能继续享受教育资

助政策。

同时，该社区还通过与安然

公益合作，引进民政系统的“沪滇

牵手计划”和统战系统的“同心天

伦”项目，让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

与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来。社区

还成立了“儿童幸福之家”“妇女

老人互帮互助之家”“青少年院坝

之家”，为留守儿童课后及节假日

照看、学习辅导、兴趣培养等，提

供持续关爱志愿服务。

“以前村里医疗卫生条件较

差，医疗器材和药品紧缺，村里

距离乡镇较远，村民患病也得不到

及时治疗，一些小病容易拖成大

病。”福贡县匹河乡知子罗村安置

点医生和桑普，担任村医已有11

年，他回忆说，怒江群众大多居住

在大山中，常年在山中劳动，被蛇

咬伤等事件时有发生，但之前村卫

生所因医疗条件较差，无法进行

治疗。

易地扶贫搬迁后，知子罗村安

置点根据医疗扶贫政策，建成占地

面积200多平方米的卫生室，除了配

备必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还配备

了两名医务人员，一些患者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

“我患有高血压多年，不仅每

天要吃药，而且要定期测量血压。

由于儿子儿媳都外出务工，买药、

量血压都不方便。”贫困户吴艺莲

说，“多亏了村里的两位医生经常

打电话提醒我吃药，还上门给我量

血压，太谢谢他们了。”

转变生活习惯

从“山里人”变“城里人”

“搬迁前，大部分群众世代居

住在大山里，要让他们适应新的生

活环境，真正能够‘稳得住’，要

做的工作还很多。”怒江州泸水市

维拉坝易地搬迁扶贫安置点管委会

主任桑娜妞表示。

为此，怒江州根据全州脱贫

攻坚工作实际，制定《怒江州脱贫

攻坚政策宣传手册》。在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中，各相关部门根据《手

册》，对搬迁群众入城后生活不习

惯、环境不适应等问题，由安置点

管委会牵头开办培训班，对搬迁群

众的生活习惯、文明礼仪等知识进

行培训，让群众尽快熟悉、适应城

市生活。

为让搬迁户尽早适应新的生

活环境，维拉坝安置点管委会对村

民实行网格化管理。“我们通过民

主选举的方式，在每栋楼挑选出一

名楼栋负责人，该负责人24小时待

命做好服务工作。村民遇到问题可

以随时打电话给楼栋负责人帮忙解

决，如果楼栋负责人解决不了，就

会向我们报告，我们会第一时间到

场。”桑娜妞表示。

搬迁户杨石香从通甸镇水俸

村搬到县城北区集中安置点永安社

区，搬迁后她感觉新家环境很好，

上学、看病、买菜、活动都方便。

“特别是孩子上学，还安排了公交

车免费接送，社区服务也好，经常

给我们培训生活常识。”杨石香说。

杨石香告诉记者，还没搬迁

的时候，她听说新家里不允许烧柴

做饭，卫生间也设在家里，与之前

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这让她对

搬家既渴望又担心。“在农村习惯

了，所以很害怕搬进去后不能适应

那里的环境。”可没过多久，杨石

香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刚刚搬进新

房子，就有工作人员上门指导她怎

样使用电磁炉等家用电器，如今

她已习惯城里的新生活，日子越

过越好。

保山市隆阳区芒宽集镇安置点“妇女儿童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