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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成都 5 月 14 日电（记者吴光于、王
迪）14 日清晨，当 25 岁的某色日服在新家的大
卧室里醒来时，忽然有点不知身在何处。

第一次苏醒在阳光中，他有些不习惯。“以
前在老房子里，外面就算阳光金灿灿，屋里也照
不到亮光。”他说。为了解决这个“幸福的烦恼”，
他打算买个窗帘挂上。

日服的新家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
觉县城北郊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这也是四
川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能容纳 3900
多户、1 . 8 万多名群众。

5 月 10 日以来，安置点已陆续迎来他们的
主人。其中就有包括日服在内的 84 户来自“悬
崖村”——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的老乡。

5 月 13 日，记者跟随老乡们从“悬崖村”出
发，下山进城。他们身着节日盛装，扶老携幼，身
背行李，顺着“天梯”走下悬崖，奔向新生活。

过去三年，随着“悬崖村”基础设施的改善，
村里诞生了很多网络主播，他们有的展示家乡
的独特风光，有的为土特产“带货”，偏远的村庄
很快成了“网红村”。“快手”负责人表示，从 5 月
12 日“悬崖村”启动搬迁以来，已有 630 万“老
铁”在直播间见证村民乔迁。

他们的新居背靠群山，前有河流，一栋栋 6
层小楼灰瓦黄墙，现代简约风格中透着浓浓的
彝族风情。安置点项目承建方成都建工负责人
说，安置点房屋造价每平方米在 2400 元以上。
但日服的四口之家只交了 1 万元就住进了
新居。

热闹从清晨七八点就开始了。新修的道路
上，不断驶过运送家具的货车。“衣柜、橱柜和大
床小床组成‘四件套’，全部免费提供。电视、洗
衣机、电视柜、茶几、沙发是‘五件套’，国家有补
贴，如果统一购买还可享受团购价。”昭觉县副
县长廖宇超说。

除了大件家具，安置点还准备了日用品。从
面条、食用油到水桶、盆、杯子甚至垃圾袋，一应
俱全。在村干部和志愿者的组织下，大家排队
领取。

刚吃过早饭，“快手”上的“老铁”们就催着
日服展示他的新家。100 平方米的三居室南北
通透。厨房里，大理石台面搭配实木储物柜。家
具已组装完毕，装饰配色是彝族群众喜爱的黑、
红、黄。

“感觉自己像个城里人了。如果没有国家，
我下辈子也住不上这样的房子。”日服难掩激动
的心情。

在安置点的另一边，来自哈甘乡哈甘村的
马吉根史向记者展示了老家的照片：土坯房破
旧不堪，孩子们小脸脏脏的。“公路在半山上，我

家在山沟里，上去要走一个小时”。
过去，他曾背过母亲、妻子和好几个村

民去卫生院看病。由于地处偏远，家里没有
自来水，只能一桶桶地把山泉水提到家里。
那时他一周才用冷水洗一次头发，洗澡几乎
不可能。

“新家的生活比过去方便多了。”这两天，
他去逛了菜市场，买了白菜和两斤猪肉，看到
了很多没见过的蔬菜。

从山头到城头，老乡们最关心的是
收入。

廖宇超说，安置点将设置保洁员等公益
性岗位，鼓励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此外，还将
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鼓励青壮年外出务工
并补贴交通费。县城周边打造的多个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新引进的服装加工厂等企业，将
为搬迁群众提供就近务工渠道。

“县里还将在迁出地成立专业合作社，让

群众轮流回乡发展产业，接续生产。”廖宇
超说。

昭觉县是目前四川省 7 个尚未摘掉“贫
困帽”的县之一，也是四川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规模最大的县。截至 5 月 14 日，该县所有安
全住房已经完工，最后 2315 户群众将于 5 月
30 日前全部完成搬迁入住。这意味着，四川
省总规模达 136 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
接近尾声。

贵州乌江边，武陵山深处，峭壁上“挂”

着一个叫一口刀的村庄。
一口刀，地如其名。远远望去，多个寨

子散落在高高的山梁间，就好像建在刀背
上一样。

2015 年，一则“34 户人轮种 1 . 5 亩水
田”的报道让一口刀出了名，贫穷状态引来
极大关注。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唯一办法就
是搬！2017 年 1 月，农历春节前，依依不舍
的村民迈开了下山的脚步。

“就像嫁姑娘一样，一台台中巴车载满
了人，个个戴着大红花。”袁海燕如此描述
当时的场景。自称“娘家人”的她，来自一口
刀村所在的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是
跨区域搬迁工作组的成员。

今年 42 岁的袁海燕以前在沿河县人
社局工作，被抽调到工作组后，她也随搬迁
群众来到了 260 多公里外的铜仁市碧江区
响塘龙社区上班。

“跟过来就是做后续服务。”袁海燕说，
这个安置点从一口刀村来的有 118 户 899
人。尽管生活条件明显好了，但一些人起初
不习惯，连她自己也是。

“刚开始最怕爬楼梯，每天膝盖跑得疼，
感觉比下村还累。”现在喜欢穿运动装的袁海
燕说，她们的工作事无巨细，老年人用电磁
炉、出门买菜等看似简单的行为都需要指引。

如今，一眨眼 3 年多过去，大家逐渐适

应新的环境。搬得出、稳得住，离不开干部的
付出，更是群众自力更生的结果。

46 岁的贫困户田江英，原本住在一口刀
村大坝组。她的丈夫十多年前就因病去世，她
一人拉扯大 3 个孩子。

“耍一天都不行，政府把我们搬出来就像
教我们走路一样，自己也要去走。”一搬过来，
田江英就四处找活干。成了环卫工人后，她每
月工资到手 1800 多元。

在她 80 平方米的新家里，桌上堆着从扶
贫车间领来的手工挂件材料。田江英顺手拿
起一条绳，一边编织一边说，虽然生活压力没
以前大了，但还是闲不住，一有空就做一些补
贴家用。

每次见到田江英，袁海燕都会被她积极
乐观的人生态度感染。有说有笑间，袁海燕喜
欢和这些老乡以姐妹相称。

“大家真的像亲人一样！”45 岁的搬迁户
田国霞说，她家虽是一口刀村凉桥组的非贫
困户，但属于整组搬迁。来到城区生活后，她
和丈夫放弃了跑客运，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名
叫“一口刀石大碗”的饭庄。

土家豆豉、土家腊肉……按田国霞的说
法，饭庄里吃的都是正宗家乡味，食材都是托人
从沿河捎来的，就连招的十个工人也是一口
刀人。

“她把乡愁也搬上来了！”袁海燕插话道，
饭庄其实还有一个揽客妙招，那就是把以前
农耕生活的一些用具收集起来，作为装饰。

田国霞笑着说，背水的木桶最能勾起一
口刀人对故土的回忆。过去天不亮，村民就走
山路去背水，背一趟得三四个小时。而今，这
个家当算是彻底淘汰，成为历史了。

（记者向定杰、肖艳）新华社贵阳 5 月 14 日电

三个土家女人见证一个村庄搬迁史

遇见才次巴图是在乌尉高速天山胜
利隧道项目现场。这位 38 岁的蒙古族青
年正在工地做些卸货、搬运类的杂活，“一
个月赚 6000 元”。说话时，他腼腆又开心。

似乎是一种约定，才次巴图的脱贫
故事，大多和路有关。

才次巴图的家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和静县阿拉沟乡夏尔尕村——一
个天山深处的小山村。

他家世代以放羊为生。“转场的时候是
骑马，近 200公里的山路，需要一个多星期才
能到。转场路上吃住都很艰苦，好几天吃不上
热饭、喝不上热水是常态。”才次巴图说。

也就是在才次巴图出生后的那几年，
路过阿拉沟的铁路开通运营，给这个小山
村带来了许多新观念、新思想。从小的耳
闻目见，让他模糊地知道了山外的世界。

2008年，才次巴图结了婚。他意识到，几
只羊的家产，已经不足以支撑起这个不断扩
大的家庭。出天山，成为他的渴望。

也就是在这一年，才次巴图托人打
听好了工厂，告别家人，辗转八九个小时
的火车、汽车，来到和静县巴仑台镇一家
炼铁厂打杂工，一个月收入 2000 多元。

实际上，从夏尔尕村到巴仑台，直线
距离不过 100 多公里。“当时没有班车，
只能从和静县转车，一年也难得回趟
家。”才次巴图说。

巴仑台的打工经历，增加了才次巴
图的收入，也增长了他的见识。

3 年后，托克逊经阿拉沟到和静的
S301 线开始拓宽改造，使夏尔尕村到巴
仑台的行车时间缩短为 3 个小时。才次
巴图也借此慢慢走出天山，在和静县、库尔勒市等多地打工。

“近几年，夏尔尕村也开通了到和静县的班车，一个月
能回两次家。”才次巴图说。

多年勤奋打工的积累，让才次巴图的生活慢慢好了起
来。2017 年，才次巴图一家实现脱贫。2018 年，他在和静县
城买了一套 80 多平方米的商品房，从此告别蒙古包。

这两年，G216 国道的阶段性改造完成，让才次巴图有
了新想法。

2018 年至 2019 年间，G216 国道白杨沟至后峡段、乌
拉斯台至巴仑台段先后扩建、硬化。未来随着其他路段完成
施工，可以大幅缩短乌鲁木齐至和静的行车时间。

“以后我要开个牧家乐。”才次巴图说。他看中的就是路
修好后增加的人流。

但才次巴图的出路，不仅仅是开个牧家乐。在天山胜利
隧道项目工地，项目方还给才次巴图以及 10 多位当地民工
开设了焊接等技术课程。

再过 6 年，天山胜利隧道完工后，才次巴图还有可能成
为一名技术工，收入也会进一步增加。同时，乌尉高速开通
后，他也能走向更远的地方。

“好生活是靠双手干出来的。”才次巴图说，人努力了，
路也就宽了。 （记者许晟、尚升、符晓波）

新华社乌鲁木齐 5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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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悬崖，新生活从这里起航
探访四川最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13 日电（记者邹大鹏、
程子龙）随着黑龙江省
青冈县、吉林省大安市、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
翼前旗等一批旗县市退
出贫困县序列，大兴安
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贫困县全部“摘帽”，
东北脱贫攻坚迎来决战
决胜曙光。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之一，包括黑
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
自治区 22 个旗县市区，
片区总面积 14 . 5 万平
方公里，以低山丘陵和
平原为主，2010 年贫困
发生率为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三省区落实《大兴安岭
南麓片区区域发展与扶
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下苦功，贫困人口吃
穿、饮水、教育、医疗、住
房等都发生了显著变
化。三省区推行“菜单
式”“托管式”“资产收益
式”等产业扶贫模式，依
托特色产业和龙头企
业，激发贫困人口“造
血”功能，闯出了一条精
准脱贫新路。

今年 2 月，黑龙江
省政府批准 5 个贫困县
“摘帽”，其中包括大兴
安岭南麓片区拜泉县、
林甸县和青冈县，全省

贫困县至此全部清零，贫困发生率降至 0 . 07%；
3 月，内蒙古发布 31 个贫困旗县全部“摘帽”消
息，其中包括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兴安盟突泉县、
科尔沁右翼前旗等，全区贫困发生率降至
0 . 11%；4 月，吉林省发布公告，全省 15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其中包括大兴安岭南麓片区大安
市和通榆县等，全省贫困发生率降至 0 . 07%。至
此，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全部
“摘帽”。

“摘帽”后，三省区将继续推动剩余贫困人
口脱贫，做到“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
帮扶、不摘监管，并对已脱贫人口开展“回头
看”，监测脱贫质量和返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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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5 月 14 日电（记者柳王敏）对自己手
绘的“扶贫地图”， 57 岁的毛坪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李辉平最近又做了修改和完善，给地图上标出的贫困
户编号，以对应贫困户档案编号，这样查找起来更
方便。

毛坪村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邮亭圩镇，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 107 户 364 人，经过努力，截至 2019 年年底，
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0 . 55% 。“现在已经到了 5 月中旬，
我们要向最后的‘清零’决战。”李辉平说。

在这张“扶贫地图”上，未脱贫户、五保户、残疾
户、重病户等，分别用不同的符号和颜色标出，砂石路、
水泥路等交通线路一目了然。李辉平驻村工作已经两年
多，对于毛坪村的情况十分熟悉。他说：“经常有调查组
和帮扶责任人进村，地图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

李辉平表示，“扶贫地图”更是“作战图”，通过一
张图，可以直观了解村内贫困情况，便于精准施策，比
如，贫困户比较集中的地方，要在交通、人居环境、产业
帮扶等方面多下功夫。

近年来，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毛坪村改善了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疏浚了环村河道，村容村貌发
生很大变化，水果种植、生猪养殖等产业渐成规模，村
集体经济也从 2016 年的 4 万多元增加到如今的 16 . 5
万元。

手绘“扶贫地图”

扶贫队长决战“清零”

新华社福州 5 月 13 日电（记者林超）记者 13 日从福
建省农业农村厅获悉，福建省已开通“一键报贫”贫困农
户在线申报系统和扶贫服务热线电话，全面受理福建省贫
困农户申报监测对象。

据介绍，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
准，或因病、因残、因学、因灾、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等引发收入骤减、支出骤增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或农户，
存在返贫或致贫风险的，均可申报监测对象。申报方式
有手机闽政通 App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网站、扶贫服
务热线电话等 3 种。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黄华康介绍，福建省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虽已全部脱贫，但其中仍有部分贫困户脱贫基础不够
牢固，可能因病因灾返贫。为此福建省日前出台了《关于建
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办法》，“一键报贫”是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福建省《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
施办法》，除“一键报贫”外，福建省还将通过每月组织
乡村干部走访排查、相关部门专项筛查等方式，及时发现
易返贫农户，将其列为监测对象，加强动态监测。并通过
实行单列管理、强化重点帮扶、实行兜底保障等方式，千
方百计做到“一个不少、一户不落”，确保福建省全面高
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福建防因病因灾返贫

开通“一键报贫”

▲在铜仁市碧江区响塘龙社区，跨
区域搬迁工作组成员袁海燕（左）与田江
英交谈（ 5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向定杰摄

左图：这是一张拼版图片，上图为莫色阿场、阿勒曲作夫妇和 5 岁的儿子在“悬崖村”的家门口准备出发前往昭觉县城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 5 月 13 日摄）；下图为莫色阿场、阿勒曲作夫妇和三个孩子在昭觉县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南坪社区的新家里合
影（5 月 13 日摄）。

右图：这是一张拼版图片，上图为莫色达体夫妇在“悬崖村”的家门口拍照留念(5 月 13 日摄)；下图为莫色达体夫妇在昭觉县
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南坪社区新家的阳台上挥手(5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飞航）记者从山
西省扶贫办获悉，为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区和搬迁群众后续帮扶力度，这个省近
日推出 26 条措施，多措并举推进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

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山西，大
多贫困县位于燕山-太行山和吕梁山两大
集中连片特困区内。为了解决贫困山区“一
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难题，山西省近年
来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截至目前，山西
省“十三五”规划建设的 1502 个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点全部竣工，36 . 2 万贫困人

口、11 万同步搬迁人口搬迁任务基本完成。
山西省扶贫办副主任张玉宏表示，新出台

的《2020 年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若
干政策措施》明确，今后山西将通过完善安置
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安置区
产业培育和就业帮扶、加大生态扶贫力度促进
搬迁群众增收、加强安置区社区管理、全力保
障搬迁群众合法权益、加大后续扶持投入力度
等措施，确保如期打赢易地扶贫搬迁收官战。

其中，城镇安置区以就业安置为主，推动
安置区配套产业园区建设和项目落地，推动
扶贫车间投产达效，开发公共管理服务岗位

和公益性岗位兜底就业，并预留安置区场地
扶持创业。对于农村安置区，要引导农产品加
工产能向安置区周边集聚，鼓励农村安置区
农产品加工企业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
过贷款贴息、项目投资奖补等政策，解决融资
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此外，为千方百计增加搬迁群众收入，山
西将继续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支持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政策。2020 年后，
允许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内流转。

山西：“组合拳”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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