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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关键
举措之一，近年来，长宁县将易地扶贫
搬迁与产业发展等有机结合，让易地搬
迁的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定居、能致
富。

新房“新气象”

在长宁县的梅硐、梅白、双河、井
江、铜锣等乡镇，一条条托起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希望的通村通组水泥路纵横
交错，一栋栋让贫困群众居有其所的川
南民居独具特色，一个个撑起贫困群众
发展希冀的产业基地生机盎然，构成一
幅长宁美丽乡村的新画卷。

“搬到新房子来住，人都精神多
了。”说起新家的生活环境，梅硐镇清江
村贫困户王银仲打心眼儿里高兴，“门
口就是大公路，车子从门口过，我们赶
场、娃儿读书赶车都很方便。”

王银仲患有四级肢体残疾，家中只
有儿子是劳动力，孙儿、孙女 3 个都在
读书，属低保贫困户，以前的家在半山

腰上，房屋年久失修，一下雨在房屋里
都要戴蓑衣走路，生产生活很不方便。

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得益于易地
扶贫搬迁好政策，她家搬到了山下的公
路附近，新修了二层楼的小洋房，硬化
了晒坝，家里也添置了电视机等家用电
器，就连自来水、天然气也通到了厨房。

生活环境变化了，王银仲对生活更
加充满了信心。她说，虽然不是大富大
贵，但是相比以前山上的生活，如今已
经非常满足了，平时村社干部也经常来
看望他们，逢年过节还专门送来慰问
品，让她感到很温暖。

联建“谋幸福”

在梅白乡文化村一组，贫困户丁正
华和侄儿丁国兵两家住进了如同别墅
一般的联建房。

丁正华家两口人，母亲 70岁，患有
长期慢性病，无劳动能力，自己发展水
稻制种产业，一年收入有 1 万多元；侄
儿丁国兵家也是两口人，母亲长期患

病，丧失劳动能力，整个家庭主要靠他
在宜宾餐馆务工维持生计。在易地搬迁
前，他们两家全是木质瓦房结构，房屋
十分破旧，存在安全隐患，急需修建，苦
于资金问题，房屋改造久拖未决。

今年，两家都被列为易地搬迁脱贫
对象，然而由于两家都只有两口人，按
规定建房面积每家不能超过 50 平方
米。为了合理地利用空间，在镇村干部
的协调下，两家协商决定联建在一起。

“这样我们两家就可以相互照应，在空
间上又可以相互利用，比单独建房更安
逸！”丁正华说，联建后，坝子、厨房、厕
所、柴火堆放等都可以共用，堆放水稻
的院坝更大。

搬迁“助脱贫”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标。
为了让贫困户过上好日子，长宁县

以产业发展前景好、致富带动能力强的
产业为基础，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
并举、安居与乐业并重、搬迁与脱贫同

步，让贫困群众“搬”出美好新生活。
梅白乡永兴村的凡启彬，由于患

病，劳动力不足，生活全靠低保维持。通
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搬入甜村附近
后，他开始种植甘蔗。

凡启彬说，以前住的地方交通不
便，搞什么都困难。异地搬迁后，他就近
承包土地种甘蔗，仅此一项一年就有近
万元的收入。

凡启彬一家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过
上幸福生活，是长宁县异地搬迁助力群
众脱贫增收的一个案例。

为解决贫困群众的后顾之忧，彻底
解决不愿意搬的问题，长宁镇通过“公
司+农户”的形式流转土地 4300 多亩，
发展花卉果木特色种植，带动乡村旅游
业的繁荣，给易地搬迁贫困户带来了劳
动就业机会以及分红；井江镇按照“一
户一品”模式，发动搬迁户和周围贫困
户发展特色种植业，结合“易地扶贫搬
迁+旅游产业”模式，在安置点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等，可实现搬迁
户年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梅硐镇在

石陇村慈竹 集中安置易地搬迁户，成
立竹扇专业合作社，在宜宾磐达竹木工
艺品有限公司支持下，让贫困户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解决当地就业 60余人，实
现人均年增收14400元。

据了解，长宁县通过改善迁入区基
础设施条件，加大后续产业扶持力度等
方式，让贫困户实实在在地体会到扶贫
政策的红利，特别是近三年来，在各级
部门共同努力下，该县建成农村公路
171 公里，卫生室、文化室共计 2310 平
方米，基本完成安置区生产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目前，我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基
本完成，正在进行扫尾工作。”长宁县发
改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牟劲松表示，接
下来，该县将通过后续帮扶措施，在发
展种养殖业、乡村旅游、小型加工企业
等方面，切实增加贫困户收入，努力实
现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定居、能
致富的目标任务。

宋成均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杨波
侯云春

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今年以来，南充市高坪区不断完善基
础设施，筑牢乡村振兴基石，着力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秀美山乡。

汉源科技培训
助推花椒产业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 （姜锦 记者
庄祥贵）近日，汉源县科知局、县林业
局、县委党校联合举办花椒产业发展科
技培训会，就花椒冬管技术、花椒产业链
发展进行培训。乡镇干部、农技服务中心
技术人员、花椒产业合作社负责人等参
加了培训。

会议观看了花椒产业发展宣传
片，解读了《汉源县花椒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实施方案》。培训会上，四川
大学教授龚伟就花椒冬管实用技术
进行了培训，永丰和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邹永红就花椒产业链作专
题讲解。

会议要求，县级各有关部门和乡镇
要充分认识花椒产业在全县经济发展中
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花椒科技培训
工作的重要性，坚持县委、县政府创建

“全国花椒第一县”的工作目标，珍惜培
训机会，认真听取专家授课，确保培训收
获更多成果。

内江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做好资金保障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记者 毛春
燕 李弘）近日，记者从内江市财政局获
悉，截至今年9月底，内江市本级争取到
上级下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共计26498万元，其中，中央23211万元，
省级 3287万元，为落实民生工程提供了
坚实的资金保障。

及时足额下达资金，确保工程有序
推进。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
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和《财政
厅关于印发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
法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市财政局严格在
规定时限内及时拨付。截至目前，所有上
级专项资金全部下达。

加大落实配套资金。在保障性住房
建设上，从土地出让收益中统筹安排
10529 多万元，用于临江花园等项目建
设。预计全年建成保障性住房 900 套，
建筑面积 7.9 万平方米，受益群众达
1800人。

荣县经信系统系列活动
助力脱贫攻坚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徐兵 记者
陈家明）为了推动脱贫攻坚工作，近日，
荣县经信系统开展了系列扶贫活动。

开展了“扶贫一日行”活动。全局帮
扶责任人深入一洞桥村开展了结对帮扶
活动，为贫困户送去慰问品，着力帮助贫
困户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

开展了一次捐赠活动。经信系统以
“扶贫济困、奉献爱心”为主题开展了一
次集中募捐活动，全局干部职工踊跃捐
款，募集爱心捐款共 3900 元。协调自贡
金龙水泥有限公司为一洞桥村捐款
60000元。

开展了一次民企助贫活动。引导企
业以捐赠救助等方式参与脱贫攻坚，推
动帮扶村、贫困户实现精准脱贫。天宇实
业有限公司、四川巴尔农牧集团有限公
司、自贡川圣能源有限公司等共计捐款
8298615元。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 （记者 庄
祥贵）近日，天全县在县体育馆举办
2018年脱贫攻坚公益主题晚会。晚会以

“一起幸福”为主题，通过歌曲、舞蹈、小
品、快板等艺术形式，讴歌了改革开放
40年来的巨大变化，展现了天全脱贫攻
坚工作中取得的可喜成就。据悉，今年
该县36个贫困村将全部退出。

现场，《天耀中华》歌伴舞拉开了
晚会的序幕，紧接着《平安大中国》歌
伴舞、《感恩》沙画情景剧表演等精彩
节目轮番上阵。天全县领导还为年度

脱贫攻坚工作优秀企业和努力工作在
第一线的第一书记颁奖，表彰他们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天全
县围绕“四年集中攻坚、两年巩固提
升”总目标，现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目前，该县已有10062名贫困人口实现
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2014年底的 9.5%
降至 2017 年底的 0.73%，全县 36 个贫
困村中有21个如期退出；今年，该县将
实现剩余 15 个贫困村退出、961 名贫
困人口脱贫的决战决胜目标。

天全今年36个贫困村全部摘“穷帽”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记者 杨
琦）为加快推进全市工业经济发展，近
日，康定市召开工业园区建设座谈会。
会议提出，要多点发力，加快推进新都
桥综合物流园区、甘孜州水电消纳产
业园区、鸳鸯坝药业园区“三大园区”
建设。

多级联动推建设。理顺统筹机制，
由州牵头、市配合，统筹建设“三大园
区”。强化领导小组对工作的指导、协
调和推动作用，落实牵头部门，成立综
合协调办公室。严格责任落实，从规划
设计、要素配套、项目立项、政策争取、
招商引资、运行管理等方面严格进行
分工，责任落实到各级领导、部门和个

人，并纳入目标考核，形成推动园区建
设合力。

靶向实施定目标。鸳鸯坝园区今年
的目标任务是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和配
套设施建设，新都桥综合物流园区是完
成规划并启动征地拆迁和指标调查工
作，水电消纳产业园区则是完成选址、
规划，启动用电设施建设等工作。

共赢共享同建管。园区建设工作由
甘孜州制定规划，出台政策、主建平台、
提出建设任务，康定市全力配合，完成
征地拆迁、营造建设环境，配合做好要
素保障，共同解决遗留问题，依法确立
产权、财产权，确保资产受益，合理分配
税收，科学统计产值，实行同建共管。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记者 林
立）为扎实推进建档立卡贫困户灵活
就业，近日，峨眉山市政协副主席李晓
云和市文广新局、金威利运动用品有
限公司相关人员深入位于边远山区的
龙池镇高万村，把生产机器和材料送
入贫困户家中，助力贫困户在家实现
脱贫梦。

高万村地处大山区，是峨眉山市
贫困村，全村有 31 户精准扶贫户，他
们大都因为家庭情况特殊，不能外出

务工。在了解他们的情况后，李晓云积
极联系金威利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在
金威利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帮助高万村
有意愿的贫困户到该公司进行培训
后，便将生产机器和材料送入了贫困
户家中，让参加了培训的贫困户在家
里就能实现脱贫梦。

金威利运动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将定期上门回收生产成品和
进行机器维护，让贫困户能安心在家
工作。

峨眉山市政协携手企业助山区群众实现脱贫梦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记者 毛
春燕 李弘）近日，内江市市中区乡村
振兴大会暨打好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动员部署会召开。会上，区委书记黄俊
伟强调，市中区要对标中央省市关于
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要求，重点建好绿
色优质农产品基地、构建农业服务体
系、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建设幸福美丽
甜城新村和加快发展集体经济，全力
以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会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
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
抓手，对于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
求，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
置，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让群众感受
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努力建设乡村振
兴战略试点先行区。

要明确目标，结合全市乡村振兴
大会提出的“建设甜城韵味、大千精
彩、一域丰沃的幸福美丽乡村”工作
目标，突出“创新、融合、精准、惠民、
持续、实干”六个理念，全力推进乡
村五个振兴。着力推进都市现代农业
发展示范区、深化农村改革示范区、
文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现代农业园
区建设；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
好乡村振兴第一战，大力开展垃圾、
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大力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开展土地整理，改善农
村生产条件，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大力开展五网建设（路网、电网、
气网、水网、通讯网），推进农业物资
机械化装备建设；深化农业农村改
革，解决人、地、钱问题，加强培育乡
土人才，用政策招揽、用平台吸引返
乡创业成功人士回乡创业，积极探索
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积极争取国家乡村振兴金融扶持
政策，大力引进工商资本，切实解决
发展需要的资金，激发乡村振兴内生
动力。

要强化保障，推动各项工作落地
落实。抓好规划引领，按照省、市安排
部署，做好乡村振兴“1+6+N”乡村振
兴规划。区级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
通力协作，高标准高起点做好乡村振
兴规划，做到多规合一；突出重点镇、
重点村，中心村落，加强基础设施、产
业投入，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保
障。

同时，深刻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重大意义，结合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
位，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全力做好
迎接脱贫攻坚省级交叉考核，为全面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夯实
基础。

长宁异地扶贫搬迁“搬”出美好新生活

修公路、兴水利、建住房，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南充高坪区：乡村变“美”人变“富”

在长乐镇三清庙村，村民杨汝文
的院子翻修一新，改造后的院坝平整干
净，院坝里还修建了庭院，庭院里种满
了果蔬，一派生态微田园的美好景象。

“这个是卫生间，这是洗漱台，这
是厕所，比以前的茅房要好多少倍。”杨
汝文高兴地介绍他家新改建的房屋。

“一直以来，当地政府十分重视

贫困户住房质量安全保障工作，一方
面千方百计破解资金难题，不给贫困
户增加新的负担。同时，在实施过程
中，坚持政府引导、贫困户主体、社会
化参与的原则，在对象确定、改造标
准、改造方式、项目监管、资金保障等
环节力求精准，确保危房改造真正符
合贫困户意愿、满足贫困户需求。”高

坪区副区长任贤明说。
贫困户住房质量安全保障工作

是今年高坪区实施民生工程的一项
重要内容。据悉，今年该区实施农村
危房改造 910户，地质灾害搬迁实施
60户，五改三建 2782户，同时启动白
塔、小龙、都京和清溪等 7506户棚户
区改造项目。

在鄢家乡土巴寨村，一条条石渠像
一根根血管，将山上的蓄水池和山下的
田块连在了一起。村民田文琼正在用山
坡上蓄水池的水浇灌地里的花椒树。

“我们这个地方山高坡陡，长期
靠天吃饭。如今，山坪塘、蓄水池、水
渠建好了，生产生活用水方便多了。”
田文琼告诉记者。

鄢家乡是高坪区有名的旱山乡，
近年来，该乡紧紧依托国家水利项
目，积极吸纳民间资金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有效破解了水利投入难题。

“去年以来，全乡先后筹集资金
1000 多万元，整治水库 1 座、修建水
渠25公里、新建山坪塘36口、蓄水池
56口，增加灌溉面积 1000多亩，结束
了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鄢家乡党
委书记杨强告诉记者。

在擦耳镇新拱桥村，修建或新建
的蓄水池、山坪塘有序分布，山脚下，
田块成型、水渠配套。而这样的场景，
在该区随处可见。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高坪区大
力开展田间地头沟“毛细血管”畅通

工程、中低产田改造工程、低洼地治
理工程，全区新建长乐、东观、螺溪等
乡镇中小河流提防10.2公里，改造和
维修渠系 350.35km，新建、维修山坪
塘、石河堰、蓄水池提灌站及水库等
2000多处，实现了池渠配套，纵横成
网。同时，大力实施“城乡一体化供
水”工程，建设集中供水工程 130处、
分散供水工程 1535 处，农村安全饮
水达标率 100%，村民普遍告别了“吃
水靠挑”的生活状况，全区 2019年有
望全面实现一体化集中供水目标。

10 月 19 日，记者在高坪区一些
乡村看到，纵横交错的村道社道，蜿
蜒盘绕村庄，直通村民家门口，联通
产业园区。如今，村民真实感受到了
交通的便捷，“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状况已成为历史。

在胜观镇周寺村，一条蜿蜒曲折
的村道公路延伸至村子深处，连接着
周边村落。公路上，不时有满载农用

物资和农产品的货车、摩托车穿梭而
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公路修通了，我家的猕猴桃园
规模也扩大了，加上在林子下发展了
100 亩西瓜、50 亩花生，今年收入非
常可观。”该村猕猴桃种植大户周彤
脸上挂满笑容。

据高坪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区按照“交通+旅游”“交通+扶

贫产业”“交通+新村建设”等模式，聚
焦农村出行难、发展难的实际，大力实
施“交通扶贫”工程，近三年来，全区共
投入41084万元，新建乡村公路668.8
公里、社道和入户路748公里、乡村公
路桥24座，改造农村断头路78.8公里，
建成产业环线旅游公路75公里，便民
道路150公里。目前，全区100%的村、
90%以上的社实现通水泥路或柏油路。

溪头乡利光村良好的基础设施

住新房 百姓日子越过越亮堂

国内外专家学者为四姑娘山
山地户外发展献计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庄媛）为
持续深化国际山地户外旅游交流与合
作，致力于将四姑娘山山地户外专家国
际论坛打造成山地户外广泛交流合作的
高端平台，近日，第二届四姑娘山山地户
外专家国际论坛在四姑娘山景区举行。
来自英中友好协会、日本、肯尼亚等的国
内外著名山地户外运动专家学者，为四
姑娘山发展山地户外运动建言献策。

日本横断山研究会会长中村保在论
坛上作《2008秋季探险及川西山地旅游
资源》的分享。中村保表示，当前，四姑娘
山发展得非常好，景区户外登山条件和
镇上的住宿等旅游配套，为山地户外运
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四姑娘
山完全可以与世界最为知名的山地旅游
景区媲美。

四姑娘山景区管理局局长周全福
表示，四姑娘山景区内户外资源丰富，
适宜开展以亲近自然、参与度高、健身
性强、低碳环保为特点的户外活动。今
年 8月，阿坝州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明确
提出将小金县建设成为国际山地户外
运动旅游目的地，为此，景区管理局进
一步强化“山地户外龙头、熊猫生态龙
头、都市休闲龙头”意识，立足资源禀
赋，突出旅游差异化发展，着力打造“东
方圣山、户外天堂”品牌，以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为抓手，启动三个“国内
首创”和两个“世界一流”建设，确定“一
个核心两个兼顾”的发展总基调，通过
坚持户外方向，突出遗产品牌，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将四姑娘山建设成为以户
外运动为特色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助推阿坝南部旅游发展。

修水利 生产生活用水有保障

强交通 致富道路铺到家门口

在胜观镇龙王塘村的休闲健身
广场上，村民们随着悠扬的音乐，踏
着节拍，跳起优美轻快的舞蹈。“只要
天不下雨，我们都要相聚在这里，既
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陶冶了
情操，这样的生活安逸得很！”龙王塘
村村民吴女士兴奋地说道。

“去年以来，龙王塘村在胜观镇

党委政府和帮扶单位高坪区人大机
关的大力扶持下，已建成具有川东北
民居院落特色的多功能村级办公大
楼，同时村文化室、卫生室、会议室、
广播室以及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休闲
广场、游步道、绿化工程等全部建成，
村民的生活品质也得到了极大提
升。”龙王塘村党支部书记何刚说。

基础设施建设是夯实乡村振兴
的基石。如今，全区实现乡乡有标准
中心校、达标卫生院、“一站式”便民
服务中心，村里也有便民服务中心、
图书室、卫生室等，就医、上学、看书
等都很方便。

祝安勇 周汉兵 四川经济日报
记者 张小星 文/图

话服务 百姓生活品质上台阶

康定多点发力加快推进“三大园区”建设

内江市市中区
跨步迈向乡村振兴战略试点先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