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属秦巴山

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区、革命老区和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水源涵养区。区内“一山未了一

山迎”，洪涝和地质灾害频发，要如期

打赢脱贫攻坚战、保障“一江清水供

津京”，易地扶贫搬迁成为解决全区

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区

域贫困群众脱贫的根本途径。商州

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

攻坚“五个一批”决策部署和省市区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要求，严格落

实“四避开、四靠近、四达到”，科学编

制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规划，不断优化

安置点规划布局，始终把安置小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移民

搬迁安置房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验收，易地搬迁社区基础设

施、小区功能、公共服务和承载能力

整体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全区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8824户 33,844

人，占全区10.261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的32.98%，共规划建设集中安置项

目45个，集中安置8779户33,649人，

集中安置率99.49%，分散安置45户

195人，分散安置率0.51%；城镇安置

27,386人占总计划的81.04%，中心

村安置6407人占总计划的18.96%。

到2019年底，全区所有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项目住房钥匙全部交付到户并

完成简易装修，易地搬迁实际入住率

达100%，易地扶贫搬迁旧宅全部腾

退复垦，易地扶贫搬迁安置计划全面

完成，为全区顺利实现脱贫摘帽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主要做法

在妥善安置易地搬迁群众后，如

何确保安置地具备产业发展潜力和

扩大就业创业，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完善，成为保障搬迁群众稳定脱

贫、逐步致富的关键。商州区坚持服

务群众、服务脱贫攻坚大局，充分发

挥底子清、情况明的优势，立足不同

类型安置区资源禀赋和搬迁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改善，着力推进公共服

务、产业培育、就业帮扶、社区管理、

社会融入、拆旧复垦复绿、权益保障

等工作，着力解决好搬迁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难点问题，着力

促进搬迁群众尽快完成心理调适、社

会适应、生计转型和生活融入。主要

做了以下工作：

统筹城乡发展，加快补齐社区

配套公共设施短板。一是全面统筹城

乡一体化发展。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实施以来，商州区农房局依托中心城

镇，结合城镇现有配套设施，合理布

局移民搬迁集中安置点，同步规划建

设完善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沙河

子、大荆、腰市、刘湾、杨峪河镇等一

批移民新区相继建成，随着2.7万名

易地搬迁群众进城入镇，扩大了城镇

规模，优化了城乡发展格局，激发了

城乡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助推了全

区城镇化进程。二是全面补齐基础和

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依据《陕西省移

民（脱贫）搬迁公共设施建设技术导

则》，全面核查易地搬迁社区基础和公

共服务设施项目短板，列出任务清单，

落实部门责任，明确完成时限，2020

年计划建设的15个易地搬迁安置点

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全部建成投

用。尤其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

下，积极争取补短板项目资金1662

万元，坚持以项目质量和工程安全为

前提，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进补短

板项目建设进度，牵头实施的5个补

短板项目于2020年9月底前全部建

成并投入运营。三是优化安置社区

基本公共服务。按照“迁出地管理

林和地、迁入地管理房和人”的原

则，积极协调公安部门为跨镇、跨村

安置未办理户口迁移的8698户易地

扶贫搬迁群众办理发放“居住薄”，组

织人社、医疗、卫健、科教体、民政等

相关职能部门出台有关政策性文件，

搬迁群众养老、医疗、社保、教育等

权益保障基本衔接落实到位，及时为

搬迁群众提供有效、便捷的基本公共

服务。

加强服务管理，加快促进群众

融入新社区。一是规范移民社区治

理。商州区加强和规范移民新区治

理，将45个易地搬迁社区全面纳入

村（社区）管理体系，深入推进“三建

三带”，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搬迁社区

后续帮扶作用，增配村(社区)干部25

名，新成立刘湾仁合、杨峪河楚山社

区党支部2个，融合型社区党支部10

个，设置安置点党小组30个，45个移

民小区健全了村（社区）、安置点、楼

宇3级治理网络，实现党组织和党的

工作全覆盖。二是落实旧宅腾退政

策。在加强搬迁入住后续服务的基

础上，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搬新腾旧”

政策规定，应腾退的8419户已全部

腾退、可拆旧复垦的7136户已全部

复垦，“两头占和两头跑”顽疾得到根

本性解决。包装易地搬迁旧宅腾退

增减挂钩项目1个527.62亩，涉及杨

峪河镇、金陵寺镇、腰市镇、大荆镇

4个镇69个行政村1654户1313个地

块，均已复垦为耕地，增减挂钩项目

已于2020年10月16日经市级立项，

将为易地扶贫搬迁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奠定坚实基础。三是加强社区物

业服务。全面推行“政府主导、市场

化运作”物业管理模式，增设保洁、物

业管理等公益性岗位338个，制定印

发《商州区移民搬迁安置小区前期物

业管理及服务指导标准》和《商州区

移民搬迁安置小区物业服务管理考核

办法（暂行）》，45个集中安置社区物

业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四是不动产

登记加快推进。积极对接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在前期登记试点的基础上，制

定《商州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及

不动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在所

有移民小区发布登记公告，明确登记

范围、调查时间、办理程序、提交资料等

内容，全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不动

产颁证首次登记和转移登记工作稳步

推进，为搬迁群众吃下一颗“定心丸”。

加强后续扶持，强力助推搬迁群众

稳定脱贫增收。商州区从脱贫攻坚工

程启动伊始，就高度重视建档立卡群

众后续扶持工作，在安置项目推进中

坚持“社区与园区建设双靠近”，在主

导产业建设中坚持以光伏、食用菌、

劳务、菊芋为主的“4+X”主导产业，

着力推动产业园区、社区工厂与搬迁

安置点建设同步配套，着力引导搬迁

群众参与发展“4+X”主导产业和特

色产业，不断增强贫困搬迁群众自我

造血功能，确保搬迁群众就业有岗

位、创业有门路、增收有渠道、生活有

保障。一是资产收益做保障。自

2016年10月以来，累计投资约5亿

元，建成总装机容量62.73兆瓦的光

伏扶贫电站60个，全区符合条件的

7143户易地扶贫搬迁群众通过承担

公益岗位和参加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户均认领3000瓦，户年均收益2500

元左右。二是就业帮扶促增收。通

过“雨露计划”和“人人技能工程”项

目，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开展实用技

能和创业培训，2020年开展就业创

业培训1886人、开展线上培训1023

人，发放就业培训交通生活补贴

19.34万元，确保每户至少有一人掌

握1门~2门实用技能。认定就业扶

贫基地、社区工厂23个，带动就业

2437余人。加强苏陕协作，引导易地

扶贫搬迁群众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在

城镇集中安置点开发公益岗位，优先

安置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从事社区环

卫、安保、设施维护等工作，近2000人

通过公益岗位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全

区易地搬迁贫困劳动力15,140人中

已就业15,073人，占比99.6%。三是

依托园区抓产业。通过森弗、康城药

业、脱贫产业示范园等产业园区带动

周边搬迁群众发展“订单式”农业产

业。全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配套产业

基地63个，实现易地搬迁安置区（点）

周边产业基地项目配套全覆盖。2020

年对符合享受政策的2910户特色产

业经营户发放扶贫补贴资金510万

元。通过62个食用菌产业基地带动资

产性收益分红搬迁户6395户。依托

数字化菊芋制造中心项目，全区种植

菊芋4万余亩，贫困易地搬迁群众通过

菊芋种植年增收1500元~2000元。

经验总结

加强领导是保障。商州区委全

面落实“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慎终

如始，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统筹

城乡发展的“一字号”工程，成立了以

区委书记、区长任组长的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领导小组，积极推行“镇（办）

党委书记担责、镇长（主任）挂帅”的

领导机制、“月督查通报、季点评曝

光”的考核激励机制和“挂钩市考、同

奖同罚”的奖惩兑现机制，确保了易

地扶贫搬迁顺利、有序推进。

精准统筹是核心。易地扶贫搬

迁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既要精心组织做好安置

住房、配套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和

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也要依据不同安置方式，扎实推进

产业培育、就业培训等后续发展工作，

确保实现稳定脱贫，是脱贫攻坚战必

须攻克的一座艰巨的“堡垒”。商州区

农房局在商州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始终坚持“精准搬迁、精准安置、

精准施策”，强化全面统筹，5年建设

任务在3年内全面完成，核心经验有

以下三点：一是精准确定对象。搬迁

对象必须是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活

一方人”区域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商

州区农房局利用半年的时间核实调整

易地搬迁对象，系好了搬迁工作的“第

一粒纽扣”；二是科学规划选址。因地

制宜精准做好安置方式选择和安置区

规划，把易地扶贫搬迁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之中，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确保安置地具备产业发展潜力和就业

容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完善，

这样才能保障搬迁群众稳定脱贫、逐

步致富；三是强化后续扶持。不论迁

出地还是移民社区都将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承载地，后续扶持不能急于求成，

而应循序渐进，商州区在易地搬迁工

作之初，就认真贯彻“搬迁是手段、脱

贫是目的”要求，及时将工作重心从

“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脱贫”转变，兼

顾安置地和迁出地，统筹谋划迁出地

林地保值增值、生态治理、振兴开发，

迁入地产业、就业、社区治理、公共服

务等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后续

扶持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资源整合是关键。只有合理整合

各类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

聚焦效应，让搬迁群众受益最大化。

也正是因为商州区委、区政府有效整合

各类资源要素向易地搬迁社区转移，易

地搬迁安置社区、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才得以压茬有序推进，梯次制定落

实年度减贫计划，“易地搬迁一批”和脱

贫攻坚目标才能得以顺利实现。

本版编辑：明 慧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63691674

2022.01.17 星期一0404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专题 TopicTopicTopic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地处滇东

北乌蒙山主峰地段，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和乌蒙山片区集中连片

特困县，全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89,752户342,985人。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党中央带领下，云南省各级

党委、政府及各族人民勠力同心、攻

坚克难，累计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贫困

群众 89,752 户 342,985 人，全县贫

困发生率从2013年末的47.99%降至

零，2020年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十

三五”期间，为切实解决贫困群众家

庭子女上学问题，会泽县共投入各类

建设资金33.4亿元，新建校舍110.8

万平方米。其中，投入教育现代化推

进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1.14亿元，建

设3所县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配套

义务教育学校、1所乡村义务教育学

校、1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截至

2020年 9月，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有

小学在校生70,728人，初中在校生

44,558人，全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达到97.85%，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儿童

（少年）实现动态清零。

主要做法

加大投入、补齐短板，不断改善

办学条件。高标准做好易地搬迁就

学保障，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

方人”的问题，会泽县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的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共投

入中央预算内投资5亿元，县财政及

其他资金2.5亿元，合计7.5亿元，新

建会泽县钟屏小学、以礼小学等2所

小学，钟屏第一幼儿园，中国中铁第

一、第二、第三幼儿园等4所幼儿园，中

河学校、双岔河中学等2所中学，改扩

建小学、中学各3所，新建校舍19.65

万平方米及配套设施建设，新增学位

16,062个。其中，投入教育现代化推

进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0.84亿元，新

建钟屏小学、以礼小学，扩建金钟第三

中学3所县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配

套义务教育学校，新建校舍面积4.82万

平方米，新增学位6600个，覆盖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26，261户102,693人。

钟屏小学作为会泽县首个专门

为解决搬迁群众子女就学的综合性

小学，位于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

安置区鱼洞杨家村集中安置点，覆盖

杨家村、双岔河、红石岩安置点群众

10,120户43,410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5657户24,921人。学校按照

72个教学班3600名在校小学生规模

建设，新建校舍总面积26,625.72平方

米及配套设施建设，现有教学班64个，

在校小学生3555人。搬进新城，孩子

们告别了老旧的危房、崎岖的上学路，

在新学校、新期待中开启新生活。

六年级一班张富云这样说：“以

前只能在电视机里面看城里的孩子

在足球场上奔跑，现在我终于可以亲

自感受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

觉。来到这么好的学校，我要更加努

力，发奋图强读书。”搬进新城，同学

们告别了崎岖的上学路，来到新学

校，满怀期待地在新校园里开始了新

生活。“我是火红乡阿拉米小学来的

学生，我们之前上学的路上非常偏

僻，而且上学要走一个多小时，但是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来到了钟屛小

学，有宽敞的大路，只要十分钟左右

就到了学校。我们认识了新同学，还

有关心我们的老师，我一定要好好学

习。”四年级三班的李梦婷告诉老师。

从边远的农村到现代化的城市，

从偏远的小学到设施齐全、离家又近

的美丽校园，教育为每个孩子插上了

梦想的翅膀。

聚焦公平、精准施策，严格落实

惠民政策。一是落实搬迁子女“全接

纳”。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划片、就

近、免试”入学政策，将易地扶贫搬迁

子女就学纳入全县教育发展规划，纳

入财政保障体系，确保搬迁群众子女

全部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同时，为办

好易地扶贫搬迁县城安置学校，精心

组织好进城就学学生教育教学活动，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确保搬迁群众子

女“有学上”“上好学”。二是落实特

殊群体“全关爱”。建立健全留守儿

童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通过成立

“留守儿童”之家、建立帮扶小组、办

好乡村学校少年宫等方式，切实关照

好全县40,099名“留守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全面贯彻落实残疾儿童少

年就学的相关政策，采取随班就读、

“送教上门”的方式，确保残疾儿童少

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残疾儿童少年

入学率为97.86％。三是落实学生资

助“全覆盖”。通过认真排查，精准识

别，建立了70,628名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档案，全面落实“两免一补”、营养

改善计划、寄宿生生活补助、国家助

学金等近20项教育惠民政策，实现困

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为做好进城群众子女就学保障，

会泽县采取调查摸底、精准核实、公

布名单、报到注册、学籍变更的方式，

确保搬迁贫困户子女进得来、有学

上，让他们拥有更好的教学环境，接

受更加规范的学校教育，与城区孩子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提高站位、强化统筹，狠抓控辍

保学工作。会泽县始终把义务教育

阶段控辍保学工作作为教育扶贫工

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建立完善联控联

保责任体系，通过制度保障、动态监

测、摸排劝返、爱心帮扶等举措，立体

动态推动控辍保学工作。建立乡镇

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

的控辍保学包保责任体系，通过“四

查三比对”（查户籍、查学籍、查学生、

查建档立卡贫困户适龄儿童少年，户

籍与学籍对比、学籍与实际在校生对

比、学生与扶贫数据库对比）摸清辍

学底数；建立包保责任清单，并对辍

学学生实行“一人一案”管理，健全政

府、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防辍”机

制；实行“宣传教育、责令改正、行政

处罚或提起诉讼”的依法控辍保学

“四步法”，用法律武器解决控辍保学

难题；通过“随班就读”、单独编班及

开设普职融合班等多种方式，精准分

类安置劝返复学学生，全面实现义务

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动态“清零”。

经验总结

站位更高。把解决贫困群众子

女入学问题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全力以赴做好教

育保障。特别是针对全县搬迁人口

数量大、区域集中、搬迁时间密集的

特点，提前谋划资源布局、提前建成

教育设施、提前部署保障制度和入学

程序，确保1.57万名学龄儿童有学可

上、有书可读，解决好搬迁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搬迁贫

困群众“搬得来”“稳得住”。

摸底更准。对贫困家庭学龄儿

童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查清幼儿

园、小学、初中等学龄人员情况，为优

化布局教育资源提供基础依据。

措施更实。按照“就近就便入

学”思路，建立横向联系、纵向协调的

保障机制，实行易地扶贫搬迁就学保

障责任包保制，全面解决学校设施设

备配置、教师队伍调剂、开学工作

筹备等各项工作，对各单位、各乡

（镇、街道）和各学校工作进展情况进

行督查，倒逼责任落实，让搬迁群众

子女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发展的

目标。

设施更全。加大投入力度，按标

准配齐配足学校教学设施设备，各学

校严格按国家课程标准开齐开足音、

体、美课程，认真开展学校“两操一

课”和体育艺术“2+1”活动，为学生综

合素质的提高提供广阔舞台，使学生

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师资更强。面向全县各学校，公

开透明考试选调教师，不断充实教师

队伍，并积极组织教师开展岗前培

训、教学竞赛等活动，让教师及时熟

悉学校情况，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针

对安置点新建、改扩建学校，及时配

齐、配足、配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学校教师，更好为安置学生服务。同

时在全县学校中层管理干部和后备

干部人才库中进行公开推荐，遴选素

质高、能力强、业务精的管理干部，选

优配强学校班子领导，保证学校各项

工作能够有效落实、顺利开展。

在下一步工作中，会泽县将始终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进

一步加大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持续

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狠

抓教育精准扶贫，注重内涵发展，积极

推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大力推进教

育信息化建设，整体提升教育水平，让

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享受公平优质的教

育资源，进一步巩固提升基础教育办

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本专栏稿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社会司提供）

强化安置区公共服务
助力群众乐业安居

陕西商洛市商州区科学编制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规划，
不断优化安置点规划布局，易地搬迁社区基础设施、小区
功能、公共服务和承载能力整体持续提升

教育助力易地扶贫搬迁
贫困群众子女“学无忧”

云南会泽县把解决贫困群众子女入学问题作为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全力以赴做好教育保障

甘肃古浪：
富民新村产业兴
冬季里，甘肃省武威市古浪

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

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近年来，

富民新村大力发展日光温室大

棚蔬菜瓜果种植、牛羊养殖等特

色产业，还引进企业在村里建起

12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智能玻璃温

室，吸纳近300名农村富余劳动力

就业，依托特色产业和就近务工，

村民收入逐年增长，日子越过越红

火。图为在富民新村现代化智能

玻璃温室，村民在管护串番茄。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