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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南宁 2 月 4 日电(记者王念、王军
伟、农冠斌)贫困户李志奎正在新家安装自己
做的橱柜，妻子卫显姣引导工人放置刚购买
的家具，尚在读大学的儿子帮忙打扫房间，小
女儿拿着手机给大家拍照。李志奎说这是他
多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世世代代住在大苗山
深处的一家人将在宽敞明亮的楼房里迎来新
的一年。

春节前夕，记者走访了融水苗族自治县
的苗家小镇、双龙沟等多个移民安置点，走家
串户，了解国家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和当地脱
贫举措，倾听贫困群众心声，见证了搬迁户喜
迎新年的幸福生活和对党的感恩之情。

“做梦也没有想到能搬出大

山，还能在城里开一家百货店”

融水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是广西
唯一的苗族自治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和滇黔桂石漠化片区县，对许多住在
大山深处的贫困户来说，易地扶贫搬迁是“拔
穷根”之举。

李志奎老家在三防镇兴洞村伍家屯，去
年 11 月搬到了双龙沟安置点，因为缺少资
金，一直未装修。搬迁后，夫妻俩参加了当地
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如今，李志奎在县
城打零工，妻子在附近的木材加工厂上班，俩
人每月共有约 4000 多元的收入。“口袋里稍
微宽裕一些了，就抓紧装修，想在新房里过个
新年。”李志奎说。

“做梦也没有想到能搬出大山，还能在城
里开一家百货店。”贫困户凤小文说，他的老
家在安陲乡吉曼村，那是一个开车到县城要
三个半小时的小山村，勤劳的他种地、养羊，
但一直日子过得十分紧巴。

去年凤小文全家搬到了县里的易地扶贫
搬迁点——— 苗家小镇，有经济头脑的他在安
置点租下了一个约 30 平方米的店面，主营日
用百货。“刚刚开业不久，生意会越来越红

火。”凤小文对未来的生意很自信。
融水县委副书记路燕云介绍，全县“十三

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规模为 3201 户
13695 人，目前已经全部搬迁，主要集中在苗
家小镇、双龙沟、铁坑等安置点。

“没想到政府把扶贫车间也

建在了搬迁点上”

贫困户往往缺知识、少技术，搬出来了，
就业怎么办？记者带着这样的疑问与贫困户
促膝长谈。

刚走进贫困户袁丽红位于苗家小镇的新
家，记者就被客厅满墙的奖状和一把小提琴
所吸引，原来小提琴是袁丽红正读初中的女
儿贾嘉熙的，在妈妈的鼓励下，贾嘉熙给记者
当场演奏了一首曲子，引得阵阵掌声。

袁丽红的丈夫在临近的三江侗族自治县
做厨师，她在搬迁点里的电子厂上班，每月有
1500 多元的收入，又能接送正在读幼儿园的
儿子。“搬迁前我还担忧，来了没有工作怎么
办，没想到政府把扶贫车间也建在了搬迁点
上。”袁丽红说。

路燕云介绍，在近 3 年的时间内，苗家小
镇已经搬迁进 1617 户 6600多人，在搬迁前县
里就已经考虑到就业的问题，苗家小镇位于县
里的老子山、老君洞景区附近，离县里的木材
加工区也不远，在山多平地少的融水县这里是
一块难得的好地方，县里的打算是将苗家小镇
打造成旅游点，吸纳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双龙沟移民搬迁点靠近融水县粤桂扶贫
合作产业园，虽临近春节，但园区内的建设仍
热火朝天。广西融水阳光木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陈亮介绍，企业租用的 5 栋厂房是县里利
用粤桂扶贫合作产业资金建设的，这极大地
节约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近期投产后将提供
300 个就业岗位，优先招聘贫困户，每个工人
月平均工资在 3000 元左右。

路燕云说，融水县每个易地扶贫安置点都

编制了后续就业创业扶持方案，目标是对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实现每户 1 人以上稳定就
业，县里除了千方百计安排贫困户在当地就业
外，还对贫困户外出务工进行牵线搭桥。

记者走进苗家小镇内的粤桂劳务合作工
作站时，工作人员周燕正拿着电话表给安置
点内的搬迁户逐个打电话，询问他们的就业
意愿。“现在临近过年，许多村民已经返乡，这
时候打电话摸底比较合适。”周燕说，目前来
招工的 10 余个工厂均来自珠三角，工资平均
每月在 4000 元以上。

“民俗与旅游结合，将助力苗

族群众脱贫致富”

记者采访时，恰逢“苗年”时节，融水县梦
呜苗寨一派繁忙景象，吹芦笙、斗马、上刀
山……好不热闹！引得许多游客连连叫好。

户户都是苗族木屋风格的梦呜苗寨也是
个移民搬迁点，县里将这里打造成了旅游景
点，旅游公司占股 70%，移民组成的合作社
占股 30%。景区负责人吴日红说，公司将苗

族传统文化搬上了舞台，进行实景演出，村
民白天耕种，晚上当演员。

47 岁的潘杰辉从 9 岁起就帮家里种
田放牛，去年 3 月，他全家搬出了大山，来
到梦呜苗寨。潘杰辉和妻子潘英华通过参
加吹芦笙、跳踩堂舞等演出，俩人每月有约
5000 元的收入。

融水县民族风情浓厚，走进安置点，少
数民族文化风情扑面而来。融水县委宣传
部副部长石峰说，苗族群众喜欢吹芦笙、跳
踩堂舞，虽然离开曾经的乡土，但是他们的
文化传统没有丢，每个安置点都有芦笙队，
安置点经常飘出阵阵芦笙声。

董雷是苗家小镇芦笙队队长，全队目前
有芦笙手 40名，队员们都是兼职吹芦笙，偶
尔参加商业演出。“我们都是山里人，喜欢芦
笙也喜欢热闹，没想到现在靠吹芦笙还能挣
上钱。”董雷说，队员们都是在晚上彩排练
习，越来越多的移民开始参与进来。

“贫困户搬迁后，过去‘藏在深山人未识’
的民族文化和旅游产业结合，会焕发特殊的
魅力，将助力苗族群众脱贫致富。”石峰说。

搬出大山摘穷帽，拔掉“穷根”迎新年
春节前夕广西融水县易地扶贫搬迁点见闻

▲ 2 月 3 日，建瓯市东游镇盛前村的刘宁田在家门口挂灯笼。69 岁的刘宁田一家 4 口，他长期患病，生活贫困。2018 年，身体逐渐恢复
的他参加镇里举办的食用菌培训班，掌握了食用菌种植技术，2018 年种植食用菌 2 万袋，年收入达 3 . 5 万元，实现了脱贫。

春节临近，福建省建瓯市脱贫后的农户忙着收获经济作物、购年货、贴春联、挂灯笼，喜迎佳节。近年来，地处闽北的建瓯市通过党建引领、
产业带动、社会力量参与的扶贫模式，从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对贫困群体实行一对一、点对点帮扶。截至 2018 年 12 月，全市 4668 户共
10907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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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确保再减少农村贫困

人口 1000 万左右。

新华社合肥 2 月 4 日电(记者姜
刚)“你看，‘新岁新天地 大年大吉
祥’，这副对联写的就是我的心声啊！”
安徽省寿县隐贤镇许圩村贫困户安
树良笑着说，“每年都会贴春联，但今
年的意义大不一样，在政府扶贫政策
的帮助下，2018 年我家脱贫了。”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寿县，聆听贫困群众的
新年新期待。记者走访看到，家家户
户已经贴上红彤彤的春联，抒发他们
的美好愿望，也贴出战贫斗困的心路
历程。

安树良家有 3 口人，因家人患病
欠债五六万元，2014 年成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他带着记者参观了新贴上的
春联：“吉祥如意百事顺”“连年有余”
“平安富贵好运来 吉祥宝地福星
照”……

“脱贫了，春联里的愿望都会实现
的。”说起脱贫的主要来源时，57 岁的
安树良打开了话匣子，“政府给了
5000 元产业扶贫资金，我家有亲戚种
蔬菜，前年我试种了 1 . 5 亩露地蔬
菜，这里种粮食只有一季水稻，每亩
地收入 1 0 0 0 元左右，而种蔬菜有
5000 多元。”

尝到甜头的安树良 2018 年把蔬
菜规模扩大到 2 . 5 亩，搭建了 4 个大
棚，收入达 1 . 4 万元左右。“虽然种蔬
菜比较忙，但一想到效益好，干起来
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他说，一斤菠菜
一般是 1 . 6 元，去年 12 月下旬卖到
3 . 3 元，他和老伴有时忙到晚上 12 点
钟。

除了产业扶贫政策外，安树良家
还享受到一系列帮扶措施：健康扶贫
代缴新农合 660 元，健康扶贫报销医
药费用 4559 元，代缴自来水开户费
1600 元，纳入低保，享受危房改造政
策……

“去年，我把前些年家人看病的欠
债还完了，家里还新添了冰箱和净水
机。”安树良说，他已花 3000 多元买了
大棚钢管，准备春节后再扩大蔬菜规模，“今后的日子会越
过越好。”

春联不仅蕴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过
上幸福生活的获得感。在隐贤镇太平街道贫困户曹思先
家，春联上写着的“舒心好日子 幸福美生活”，道出了脱贫
攻坚带来的变化。

61 岁的曹思先家里就他和老伴 2 口人，几年前成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我这个年龄，外出打工很难，在家闲着没
有收入来源，我就寻思着干点力所能及的事。”2017 年，在
帮扶干部的鼓励下，曹思先流转了 9 户村民的土地，发展
稻田养虾 22 亩。

刚开始买虾苗、流转土地缺乏资金，干部联系扶贫小
额贷款 5 万元；遇到技术难题，县水产局技术人员前来帮
助解决……“这些帮扶政策都是及时雨啊，不然咋能脱贫？”
曹思先说。

稻田养虾的水稻卖出了好价钱。曹思先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普通水稻亩产 1000 斤，按照 1 . 14 元/斤的价格能卖
1140 元，而他种出的水稻亩产 900 斤，售价达 1 . 8 元/斤，
收入能有 1620 元。

“市场行情不错，虾也很畅销，都是商贩上门收购的。”
曹思先告诉记者，“2018 年干了一年，一亩地的毛收入
3000 元左右，比单纯种水稻强多了。因为收入还可以，我自
己申请脱贫了。”

内生动力被激发，脱贫致富不再难。受访的贫困群众
说，政府的扶贫政策是鼓励和引导，实现脱贫致富，关键还
得靠自己。

“现在稻田养虾技术成熟了，产品销路也不成问题，再
加上国家的好政策，我今年准备扩大 10 多亩，争取收入能
再上一层楼！”谈及新年打算，曹思先指着家里写着“心想
事成”的春联说，“我相信只要踏实肯干，一定会心想
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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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贵阳 2 月 4 日电(记者刘智强、
李凡)大红灯笼高高挂、热闹的集市上瓜果飘
香……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在贵州省织金
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平远新城的新春
集市上，23 岁的黄金艳正忙着为家里购置水
果、酒水等年货。“第一次在新家过年，一切都
是新的开始。”她说。

黄金艳曾是织金县绮陌乡中坝村村民，
一家六口以务农为生，年收入只有 1 万余元。
困在大山里，土里刨食不够量，家里经常缺盐
少米。因为住处偏远，去镇上赶集也要走两个

多小时。
2017 年以来，织金县启动了覆

盖全县 31 个乡镇(街道)、2 . 3 万余人的易地
扶贫搬迁，黄金艳家因住的是危房被纳入搬
迁计划。按照规划，所有搬迁群众将被集中安
置到平远新城。

2018 年 7 月，黄金艳家搬进安置小区。
迁入新家后，孩子就近读上了幼儿园，丈夫李
祥在小区附近做电工，一个月收入近 4000
元。如今有了些积蓄，黄金艳为新家添置了沙
发、取暖炉等家具家电。今年春节，她还将公
婆接了过来。“现在这日子大不一样嘞，感谢
政府，我们过上了新的生活。”黄金艳说。

“易地搬迁工作除了‘搬’之外，还要着重
解决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平远新城临时党

工委副书记周坤说，平远新城坚持统筹搬迁
入住后以就业为核心的后续保障工作，并妥
善解决就学、医疗、出行等问题，以提升搬迁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截至目前，已有 3766 户 17537 人搬迁入
住平远新城。社区服务部门通过引入多家公
司建立扶贫车间、对外接洽企业、建设“远程
视频”招聘办公系统、拓展就业培训等方式，
已推动搬迁群众 3655 户共 8460 人就业，劳
动力人口就业落实率达 95%。

记者走进平远新城看到，在小区内，街道
和住户楼道整洁有序，多处地段设有乒乓球
台、篮球场等健身设施，孩子们正在嬉戏玩

耍。在公路两旁，设有农贸超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便民生活场所，搬迁群众有了
丰富的社区“生活圈”。周坤告诉记者，新年
之际，平远新城迎来最后一批 1200 余户搬
迁群众入住。春节过后，社区服务部门还将
在小区内组织多家企业参加的现场招聘
会，解决近千人的就业问题。

由于之前要照顾家里不到一岁的孩
子，耽误了找工作，黄金艳盘算着年后到招
聘会现场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工作，既方
便照顾娃娃，还能多挣些钱。她说：“政府为
老百姓提供了这么好的发展环境，我们也
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更好的日子。”

“第一次在新家过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双龙沟景区梦呜苗寨，潘英华准备开始表演（1 月 15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陈君清摄

▲杨富江（右）与妻子杨发英在大门上张贴“福”字。

▲杨富江（左一）与邻居们一起跳芦笙舞迎接新年。除夕
当日，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维新镇坪子社区半坡组的苗族
村民杨富江与妻子杨发英贴春联、做年夜饭，载歌载舞，喜
迎新春佳节。去年春节，杨富江家还是镇里的贫困户。为了
努力脱贫，杨富江制作芦笙进行销售，妻子杨发英也通过
制作苗族服饰增收，家庭收入明显增加，已于 2018 年年底
实现脱贫。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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