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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熟手。”会泽县道成扶贫开发公

司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负责人告诉

记者。

49岁的徐国芬是娜姑镇干海子

村易地扶贫搬迁户。“我来这里务工

已有两个多月，每天在专业技术员的

指导下干活，上下班有扶贫公交专车

负责接送，中午园区还提供5元一份

的午餐。”说起自己的工作，徐国芬

很欣慰，“这里待遇好，能学到东

西，每月有1950元工资。”

目前该园区已吸纳60余名进

城安置贫困户务工，每天工资65元

至80元不等，每人年均可实现务工

收入1.8万元至2万元。此外，园区

还向4000户马铃薯种植贫困户提

供原种，所生产的马铃薯统一订单

收购，每亩可带动贫困户户均增收

3600元。根据贫困户产业发展需

求，园区还提供蔬菜、草莓、食用

菌包等种苗，实现增收脱贫。

“过去我们想致富，但是找不

到门路。现在有了产业项目的帮助，

大家有事做，思想稳定了，发展的

动力也足了。”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

绿南村汤家坪的一位搬迁户激动地

说。为推进汤家坪易地搬迁后续产业

发展，增强群众自主发展能力，2018

年，绿南村结合本地资源，以“支部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流转

土地450亩发展金丝皇菊种植，并组

织人员远赴安徽进行考察学习，进一

步摸清了经营模式，学习了金丝皇菊

种植和烘烤技术。

随着1000平方米烘烤厂房的建

成，搬迁农户通过到基地务工、参与

股金分红，有望实现每年每户增收

3000元左右。此外，汤家坪安置点还

利用非遗“苗族芦笙制作技艺”，结

合金丝皇菊的规模化种植等特色，吸

引游客前往，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就业

渠道，探索出一条依靠“青山绿水”

的致富路。

据悉，各安置区在群众搬迁

前，同步规划建设各类农业产业发展

基地，不仅促进了地方农业产业发

展，还为搬迁群众提供了大量工作岗

位，有效解决了搬迁群众“能脱贫”

的问题。

培训技能 拓宽就业渠道

为确保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能顺

利转移就业，全省各安置点都有针对

性地对他们开展各类劳动技能培训，

使其能有一技之长，拓宽就业渠道，

早日实现脱贫。

今年4月下旬，在兰坪县城北区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永安社区新时代

农民讲习所内，120多名北区集中安

置点的群众聚集一起，参加为期8天

的能力素质提升暨转移就业培训。来

自营盘镇科登涧村民小组的和建英，

是冲着家常菜技能培训来的。她的梦

想是当厨师，她在村里也参加过家常

菜技能培训。趁着这次机会，她希望

好好提升技能，未来在安置点开家小

吃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为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综

合能力素质，促进就业，云南省各地

开展了内容丰富的技能培训。

自2016年以来，兰坪县对3200

余人次进行了挖掘机、汽车维修、砌

筑工、中式烹调师、家政服务等培

训，取得不错的效果。

在会泽县钟屏街道爽身服装厂

宽敞的标准化厂房里，技术人员手把

手传授搬迁户裁剪、缝纫等专业技

能。据工作人员介绍，通过无偿对搬

迁户培训，他们掌握更多务工技能，

让新手变熟手。此外，钟屏街道围绕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的目标，组织开展了砌筑、钢筋工、

手工编织、缝纫裁剪、刺绣、特色种

植和初加工等技能培训班，目前已举

办技能培训8期，529人参加。

既“挪穷窝”又“换穷业”，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通过培训，掌握了

更多技能，提高了就业质量。“一户

人家能有一个顺利外出务工，脱贫就

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安置区一位社

区干部如是说。

经过三年奋战，云南易地扶贫

搬迁成绩喜人，如今的云岭大地，一

个个小区、一幅幅画面、一个个家庭

无不透出新生活、新风尚、新气象。

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已经进入总攻阶

段，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正按照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要

求，守初心、担使命，撸起袖子加

油干，努力在云岭大地上建起历史

的丰碑。

（通讯员和春荣为本文写作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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