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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扶持实现 能脱贫

搬出穷窝窝，开启新生活。截至目
前，云南省已有68.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全部入住安置点。“搬迁
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云南省积极做好后
续扶持，始终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
并举，“安居”与“乐业”同步谋划，许多
群众实现了从农民到居民，从种地到务工的
转变，谱写了易地扶贫搬迁搬出幸福生活新
篇章。

楼上安居 楼下就业

下午5点，威信县安置点龙溪小

区内的金宏翔电子扶贫车间里，工作

氛围热火朝天。据龙溪小区党支部书

记刘志刚介绍，为帮助安置点群众实

现在家门口就业，龙溪小区引进了这

家专门组装耳机的电子企业，目前车

间已吸纳180多名搬迁群众务工。

从庙沟镇来的搬迁户余燕琴，

是车间工人之一。今年2月份，她参

加了厂里的免费培训班，现在已是熟

手。余燕琴的丈夫身体不好，在老家

时，她一边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种土豆

和玉米，一边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

日子过得很辛苦。自从搬到安置点小

区后，她住上80多平方米的楼房，还

实现在家门口上班，并能照顾家庭。

宜居重要，宜业更重要。这一

点，会泽县娜姑镇炭山村一组村民赵

立显深有感触。从老家搬到会泽县城

安置点钟屏街道后，他每天早上9点

就来到家门口的扶贫车间，进行草莓

摘拣初加工。“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家

门口上班，一天一人可以赚30～50

元，家里生活逐渐变好。”

据了解，为实现群众搬迁与脱

贫同步，云南积极聚焦群众搬迁后续

发展问题。通过精准制订发展产业等

帮扶举措，将帮扶政策、资金、项目

向搬迁户倾斜，并在安置区建立各类

“扶贫车间”，设置保安、保洁等公

益性岗位，实现了部分群众搬迁后在

家门口就业。同时，一些地方还充分

调动和利用劳动资源优势，引进企业

和鼓励群众自主创业，促进搬迁群众

就业脱贫。

发展特色产业 推动脱贫致富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会

泽县道成扶贫开发公司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园区，工人们正用双手诠释着这

句话。“这里大部分务工人员都是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户，经过前期培训现威信县安置点龙溪小区扶贫车间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