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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迁 ”出 深 山
贵州瑶乡之变浓缩极贫地区脱贫攻坚艰苦卓越奋斗史

吕 梁 山 上 的“ 彩 虹 ”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脱贫后的新生活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曾经山高路远，交通闭塞，人均耕地

面积少，是典型的苗族贫困村。2016年，十八洞村迎来整村脱贫，村里的建档立卡户，纷纷迎来脱

贫后的幸福新生活。图为苗绣特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在绣苗绣。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 摄

四川最大搬迁安置点正式启用入住
本报讯 5月10日~14日，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易地扶

贫搬迁县城安置点开始正式

搬迁入住，该安置点将安置

3900 余户 1.8 万余人，涉及

28个乡镇92个行政村，这也

是四川全省规模最大的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

据昭觉县委副书记陈松柏

介绍，上月底安置点进行了

为期3天的抽签分房仪式，依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3914户贫困群众分到了自家

的新房。安置点打造开放式

街区，房屋主体设计主要采

用了现代元素与民族风貌相

结合的方式，道路、绿化等配

套一应俱全。在设计和规划

上也充分考虑了搬迁群众就

医、子女就学、文化活动等需

求，安置点附近正在建设7所

学校、扩建3所医院。

据 悉 ，昭 觉 县“ 悬 崖

村”——阿土列尔村也将有84

户村民搬迁到安置点。这个

“悬崖村”因村民进出村庄需

攀爬陡峭的悬崖而备受关

注。为缓解村民出行难、出行

险问题，凉山州县两级统筹投

入资金实施“钢管天梯”工程，

新建了由2500余根钢管构成

的“钢梯路”。即便这样，搬出

大山住进县城，依然是不少村

民的愿望。按照搬迁入住计

划，“悬崖村”这84户村民将

在5月14日搬入县城安置点。

据了解，昭觉县易地扶

贫搬迁县城安置点搬迁入住

将持续至5月14日。搬迁完

成后，昭觉县将及时启动旧

房拆除及复垦复绿，预计6月

底前完成。此外，昭觉县还

将建立县级领导包点、县级

部门包楼栋、干部职工包户

工作机制，帮助引导搬迁

群众尽快适应新的居住环

境，移风易俗养成好的生活

习惯。 （陈 地）

□ 孙亮全

在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前

山乡不远处，黄河奋力甩出一个

“U”形湾，就在河岸绝壁边的大

片荒山上，返乡女青年刘彩红和

乡亲们一道，编织着如彩虹般绚

丽的脱贫致富梦想。

因放心不下山坡上的花椒

树，刘彩红在3月初就着急从太

原的家里跑回石楼的山里。“春

天山里下了场大雪，冻死了花骨

朵，核桃树受了损失，我担心我

的花椒。”刘彩红对前不久的那

场倒春寒仍心有余悸，好在黄河

岸边相对暖和，花椒并未受太大

影响。

西临黄河的石楼县是吕梁

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困中之

困”，工业基础近乎为零，吕梁山

上成片的枣树也难给百姓带来

稳定收入，尤其是近年品种老

化、市场下行，红枣卖价还赶不

上人工成本。前山乡的乡亲们

说，是刘彩红这个“疯女人”让荒

山长出了希望。

刘彩红本是逃离大山的“成

功模范”。初中毕业后，家住前

山乡贺家洼村的刘彩红离开山

村，去了省城太原。干过保姆、

摆过地摊，后来靠着服装生意在

太原立足。手里有了几家店的

刘彩红，十年前就把全家人都接

到了城里。

过上了吃喝不愁的好日子，

刘彩红反倒觉得生活没了意

义。2016年，她无意中参加了

一个吕梁市引才回乡恳谈会，这

才知道各级政府正在号召人才

回乡。

思前想后，刘彩红动了回乡

发展的念头。

这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连

村里老百姓都说，咱一辈子没在

山上挣到过钱，你行？丈夫李原

说，石楼的条件太差，回村的路，

车轮子轧上，石头裹着土乱滚。

刘彩红还是回去了。考察

了许久，刘彩红决定种花椒。她

还记得小时候姥姥家的二十几

棵花椒树产出了全家人吃的花

椒，还能换回钱。

在村里流转了350亩山坡

地，挂牌成立了“黄河兴农合

作社”，刘彩红又住回了老家

荒废十年、虫子满地爬的三眼

窑洞。

回到山里的头一年，刘彩红

按学来的方法“大苗栽水地、小

苗栽旱地”，结果小苗全军覆

没。第二年，刘彩红全部补种了

大树苗，谁知道当年秋雨多，来

年春天，补种的树苗根都烂了。

第三年，汲取了前两年的教训，

刘彩红直接栽种带土球的树苗，

成活率终于到了九成。

这3年陆续投进去300多万

元，基本上掏光了刘彩红的家

底。“除了土地流转费用，除草、

浇水、维护这些工作全由当地百

姓做，都得花钱。”刘彩红说，“咀

头、贺家洼两个村有百十号留守

百姓，每年给他们发人工费就得

几十万元。”

村里人挣钱挣得不好意思，

说：“娃娃，我们挣你的钱都怂

了，你花钱不怂？”

好在刘彩红种下的花椒树

活了。第一年成活的5000株花

椒树，在2019年有了收成。

“现在花椒价格好，盛果期

亩产 200 多斤，能卖近万元。”

刘彩红说，她带动了38个贫困

户。其中，64岁的曹海燕承包

着10亩花椒的栽种和管护，每

年跟着干 5 个月，能挣 1 万多

元钱。

在刘彩红的示范带动下，前

山乡去年种了1万亩花椒。

刘彩红又注册了公司，建了

育苗基地。如今在团中央扶贫

工作队的帮助下，她正在到处找

专家，准备开发几款附加值高的

花椒高科技保健养生产品。

立夏过后，吕梁山迎来一场

好雨，成片的花椒树愈显翠绿，

黄土地上萌发着新的希望。

本报讯 5月9日，广西

21个县（市、区）获自治区人

民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

列。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

战场”之一，广西目前还剩8

个贫困县未摘帽。

据了解，此次批准退出的

贫困县（市、区）分别为马山

县、上林县、隆安县、融安县、

灌阳县、藤县、桂平市、博白

县、凌云县、靖西市、田林县、

德保县、昭平县、钟山县、贺州

市平桂区、东兰县、凤山县、巴

马瑶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忻城县、天等县。

据悉，下一步，广西将督

促退出县做好评估期间反馈

问题整改，提前谋划今年8个

深度贫困县摘帽工作，对未摘

帽贫困县实施挂牌督战。同

时，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

帮扶机制，保持对已脱贫的贫

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相关政

策稳定，指导退出县一手抓剩

余贫困人口减贫，一手抓已脱贫

人口巩固提升。（徐海涛）

广西21个县区退出贫困县序列

本报讯 为加大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区和搬迁群众后

续帮扶力度，山西省近日推

出26条措施，多措并举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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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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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飞航）

山西26条措施持续扶持搬迁农民发展

本报讯 统计显示，脱

贫攻坚开展以来，云南省已

累计实现95%的贫困人口脱

贫、95%的贫困村出列、90%

的贫困县摘帽，150 万人通

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挪

穷窝”“斩穷根”。

据介绍，云南已基本完

成“两不愁三保障”硬任务，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去年以来，云南统筹整合省

级以上财政涉农资金482.5

亿元，50%以上投向深度贫

困县，控辍保学成效显著，基

本医疗保障持续全覆盖，存

量危房全面清零，饮水安全

问题有效解决。

此外，产业扶贫覆盖169

万贫困人口，新增生态护林

员8.8万人，科技扶贫取得新

成效。中央定点扶贫单位和

上海市、广东省在项目资金

投入、产业就业扶贫、智力人

才帮扶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

持，帮扶成效更加凸显。

接下来，云南将紧盯“两

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等

突出问题开展大排查，加快

补齐短板弱项，确保剩余9个

贫困县、429个贫困村、44.2

万贫困人口今年上半年达到

脱贫退出标准。对已脱贫摘

帽的县，将继续健全监测和帮

扶机制。 （林碧锋 严 勇）

云南150万人实现“挪穷窝”

□ 段羡菊 齐 健 崔晓强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

波县瑶山瑶族乡所居住的瑶山，

是贵州历史上最穷的“三山”地

区之一。这个有着苦难迁徙传统

的直过民族，历史上一直为躲避

战乱，不断迁往深山；如今，向着

美好生活，他们不断迁离深山。

39岁的何国强个头不高，

2018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来到

荔波县城的兴旺社区。他家墙

上相框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黑

油毡布覆顶的小破木房；一张是

崭新、绿化的电梯小区。他说：

“现在房子比过去好1000倍，生

活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何国强家所经历的，是1949

年以来瑶山有组织的第七次搬

迁、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次搬

迁。跨越时空的“七迁”，浓缩了

极贫地区脱贫攻坚的卓绝与成

就。2020年3月，瑶山瑶族乡退

出贫困乡，追上了全国的步伐。

“七迁”
走出贫困笼罩的大山

瑶山瑶族属白裤瑶支系，迁

徙并栖居于荔波县南部的高寒

山区。大山里缺田、缺水、缺粮，

长期以来，他们生存方式原始，

以刀耕火种兼狩猎为生，一地种

上两三年，剥尽地力后又搬家开

荒，又称“过山瑶”。

1955 年，部分村民走出深

山，搬到山下的拉片村。

出生于1981年的何国强，因

家贫小学辍学。入住小破木房之

前，还在低矮茅草房里住了十几

年。“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床，

一家人挤在草窝和木板上睡。”

他的经历，印证了荔波县志

记载的新华社记者1980年到瑶

山公社调研时反映的情况：公社

连续3年人均收入在40元以下，

由于粮食不足，不少人长期吃芭

蕉芋；全公社304户，只有14户是

瓦房，其余都是茅草房；87%的人

是文盲，没有一个大中专生……

改革开放后瑶山乡第一任

乡长谢家宝回忆，上级重视这里

的贫困情况，乡里的公粮和电费

被免了五年，瑶山小学学生“免

教育费、免学杂费”。

然而，土地稀缺、交通困难等

问题，还是扼住了村民命运的咽

喉。1996年，瑶山第二次搬迁，

30户村民搬到玉屏街道水甫瑶

寨。“搬下去，有房住，分土地。”

1998年，在“国家八七扶贫

攻坚计划”启动之后，70户村民

从瑶山搬到土地较为丰富的水尧

乡水瑶新村，经历第三次搬迁。

此后，贵州在瑶山先后实施

开发式扶贫和两次生态移民工

程，第四批30户、第五批150户、

第六批 315 户，从深山迁入拉

片，住进了两层楼房。

进入精准扶贫期后，为了彻

底改变贫困村民的生存环境，斩

断“穷根”，2017年~2019年，瑶

山迎来史上力度最大的搬迁。

政府总投入6000余万元，安排

居住在深山里的最后 246 户

1045名瑶族同胞当中的206户

住进县城的兴旺社区，40户安置

在小七孔景区门口的梦柳小镇。

与过去相比，第七次搬迁具

备鲜明特点：方式由部分搬迁变

为整体搬迁；搬迁主要目的地，

由山下的乡村变为县城，246户

移民和其他乡镇移民，搬进了县

城基础设施配套最完善的社区。

出山
历经艰苦卓绝的探索

酒壶、猎枪、鸟笼，是瑶族男

人酷爱的“三件宝”。搬到县城

快两年，何国强虽没有碰过“三

件宝”，每天却精神焕发。当新

华社记者到访他家时，孩子们正

安静认真地上网课。墙上贴着

很多孩子获得的奖状。“我吃尽

没文化的苦，现在梦想就是让孩

子们读好书。”

搬迁前，深山村民对外面世

界心怀恐惧。“一开始做搬迁动

员，有的寨子的人全躲起来关门

不见。”派驻到兴旺社区做移民

工作的瑶山乡干部何春柳回忆，

工作队反复上门，耐心说明，争

取他们理解。

在兴旺社区，每个乡镇都要

派一个干部跟踪服务移民，瑶山

乡派了三个。对一些不识字的

瑶山移民，教他们记楼栋房号的

办法，“7像镰刀，11像筷子”；带

他们“县城一日游”，熟悉超市、

菜场、医院、学校、广场的位置。

进城不久，何国强打消了顾

虑。何春柳东奔西跑，不仅帮他

联系去工地做工，还给他妻子

黎美丽介绍了养老院的工作。

“第一次带黎美丽去找工作，跟着

我身后的她，紧紧抓着我的衣角

不放。”何春柳说，她后来做护工跟

人打交道多了，大方、自信了。

目光明亮、风风火火的何春柳，

是一位布依族青年女性。在移

民眼中，她就像随时排忧解难的

“110”。她打开微信里的“瑶山

移民就业服务群”，告诉记者：

“这个群有357人，从2月底以来

一直发布招工信息，对受疫情影

响的困难户，我们采取一户一个

就业帮扶办法。”

一代一代的基层干部接力，

为“七迁”付出了汗水、辛苦乃至

生命。搬到水瑶新村，一开始移

民和周边的布依族村民有一些矛

盾，县里抽调布依族干部覃红建

任新村支书。开荒之初食物不

够，覃红建开车拉自家的粮食发

给村民；奉献19年，直到2018年

8月因胃癌去世。

就在覃红建去世那年年底，

村民人均年收入达6545元，顺

利脱贫摘帽。移民们以瑶族最

高礼节为他敲响铜鼓，鼓声经

久回荡不息。

多次搬迁过程中的瑶山人，

还接收到全国各地的真情爱

心。王陆保是瑶山瑶族乡现任

乡长，也是全乡第一个大学生。

到今天瑶山已经有30多个大学

生，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

100%。“高中阶段资助我的是一

位深圳的老师，叫陈朝萌，我永

远忘不了他的名字。”他说。

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工作

的陈老师至今保留着十多年前

王陆保寄来的12封信。“物质上

的帮扶解决了少年时的困难，精

神上的鼓励温暖我一生。”王陆保

心怀感激。

奋斗
向着自力更生的方向

沧桑“七迁”，书就了一部瑶

乡人与贫困战斗的史诗。每一

次迁徙的章节，都留下了他们艰

辛奋斗的故事。

水瑶新村的稻田只能解决

温饱问题，却无法满足对增收的

向往。“有一天，覃书记对我说，

光有粮食吃还是不够，必须外出

打工，金山，你年轻，你带个头

吧。”2004年，时任村委会副主

任、32岁的谢金山踏上旅途。

从广东到浙江，谢金山由搬

运工、泥水工干起，四年后，在浙

江义乌一家工厂上班，勤劳、正

直的他获得了老板信任。“他说

要是你们老家有像你这样肯干

的人，都可以带过来。”谢金山欣

喜若狂，一夜无眠。2008年，他

带领40多个村民进厂。

喝醉酒晚上在外躺一觉，这

是过去在瑶山经常可见、当地名

为“滚地龙”的陋习。如今，这种

现象在搬迁进城后的兴旺社区

几乎看不到了。“融入新社区，他

们的生活习惯、精神风貌都在

变。”何春柳说，进城的移民除

了进厂、入店、到工地务工，有

的还转包了城郊附近的农地开

展种养。

移民罗教金在承包的15亩

蜜柚地里发展林下养鸡。“未来

要靠自己奋斗，对城里生活，

我的信心不断增强。”17 岁的

罗小心在荔波职中读酒店管理，

搬迁进城的父母身体不好，他到

县城酒店兼职，利用业余时间打

工补贴家用。

开枝散叶、走出去的瑶乡人

在外面打拼，生生不息；而留在

瑶乡、历次搬迁聚集移民最多的

拉片村，发展方兴未艾。懂蒙瑶

寨的村民集体搬迁后，寨子作为

传统村落保护下来发展旅游，创

造了不少就业、增收机会。

30岁的青年谢金成外出打

工几年后，2018年回乡牵头开

办了“瑶绣坊”农民专业合作

社。虽遇到资金、销路、产品设

计等问题，但倔强的他并不气

馁。“创业的信心来源于我们的

民族特色，穿着白裤瑶服装走在

外面的街上，总有很高的回头

率。”他觉得创业的价值还在于，

“虽然我们走出深山，但不能忘

记自己的根。”

何春柳表示，迁入县城过春

节时，有的人仍然按照敬奉自

然神力的传统在家门口放鸡

毛、野草。“何国强对他们说，不

是挂几棵草、几根鸡毛，生活就

能发生改变。鬼神靠不住，靠

得住的是我们的国家、是自己

的双手。”

返乡女青年刘彩红带领乡亲们在荒山上种花椒树，
成片花椒树寄托脱贫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