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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重要途径。江西省于都县经过 8 年不懈努力，

让 6500 多人搬出大山。搬得出的问题解决了，

如何稳得住、能致富？于都县全力写好易地扶

贫搬迁“后半篇”文章，加强就业扶持、做强配套

产业、优化社区服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社区旁边兴产业，脱贫
户就业创业门路多

贡江镇思源社区一家服装加工作坊里，嗒

嗒嗒……一阵阵电动缝纫机声过后，杨流生和

妻子曹香丰完成了一条裙子的制作。“每天都会

有快递车上门取件，通过电商销往各地。夏天

到了，短袖衣服、裙子热销，这段时间订单就没

断过！”曹香丰笑声爽朗。

“搬到这里后，日子越过越好。”曹香丰说，

“以前在山里住，靠着几亩薄田生活，6 口人挤

在 3 间土坯房里，空有一身缝纫手艺用不上。”

“记得 2007 年，孩子上小学六年级，我们夫

妻俩开始在县城租房，一边打工，一边陪读，当

时做梦都想在县城有套房。”曹香丰说，“房子一

租就是近 10 年，回趟老家照料庄稼，要走几十

里路，两头奔忙，周末基本没歇过脚。”

2016 年，依靠易地扶贫搬迁好政策，杨流

生全家从贡江镇仓前村搬到思源社区，住上了

110 平 方 米 的 敞 亮 楼 房 。 圆 了 在 县 城 的 安 居

梦，头脑活络的杨流生购置了一个车库，改造后

开起了服装加工作坊。

杨 流 生 家 的 小 作 坊 ，联 结 在 了 县 里 的 纺

织服装产业链上。于都是“民间手艺之乡”，

很多乡村都有弹棉花、做缝纫的传统，全县现

有纺织服装类企业 2000 余家，去年产值超过

450 亿元。于都县副县长管宏介绍，县里立足

实际，顺势而为，把一部分易地扶贫搬迁户安

置 在 纺 织 工 业 园 区 附 近 ，方 便 他 们 就 业 增

收。园区企业还带动县内 79 家扶贫车间、一

批 加 工 作 坊 ，把 就 业 岗 位 和 技 能 培 训 送 到 搬

迁 群 众 家 门 口 ，也 为 企 业 自 身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动力。

“现在生意还不错，一年下来能挣五六万块

钱。”杨流生说，作坊用水用电有优惠，社区干部

帮忙联系园区企业的加工订单，原料、成品都是

家门口送货取件。

搬迁之后稳得住、能致富，做好就业创业服

务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关键。在思源社

区服务中心，电子屏幕上滚动显示着社区居民

的就业信息。“我们提供就业信息发布、技能培

训、联系订单等服务。”社区党支部书记吴浙佳

介绍，社区已有 375 人在工业园区就业，24 人像

杨流生一样自主创业。

“住进新家，技能学到手，‘饭碗’端得更牢

了。”在于都县易地扶贫搬迁上欧二期集中安

置 点 ，记 者 见 到 27 岁 的 熊 观 福 ，他 正 收 拾 钳

子、螺丝刀等工具，准备赶往工业园上班。搬

入 新 家 后 ，他 报 名 参 加 了 社 区 组 织 的 技 能 培

训，考取了电工证、水电维修证，在工业园当上

了维修工。“一个月收入 5000 多元，这阵子我

正参加电梯维修培训，等考试通过，月收入能

再涨 2000 多元。”

利益联结紧密，富民产
业鼓起脱贫户腰包

“我们坚持搬迁安置与产业发展同步规划，

兼顾了群众意愿和后续发展需要。”于都县乡村

振兴局局长袁勇锋介绍，一部分搬迁户“进城入

园”，靠近工业园区安置，融入县里的主导产业；

对于那些愿意务农的搬迁户，县里选择在乡镇、

中心村等建设安置点，让搬迁群众就地就近发

展乡村富民产业。

岭背镇桂林坑中心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里，居住着 140 户 633 名脱贫群众，这里的搬迁

户几乎家家参与脱贫产业。

夏日炎炎，成片的大棚里，满眼都是绿油油

的蔬菜。在岭背镇蔬菜产业后续帮扶基地，64
岁的谢春秀正弯腰采摘丝瓜，小孙子围在她身

边玩耍，“搬进新家，还能就近种地，每天能挣

70 元，真不错！”

这片蔬菜大棚是镇里专门为搬迁群众打造

的，共有 124 亩，主要通过能人和合作社引领发

展，搬迁户可享受到入股分红、土地流转费和务

工收入等多重收益。谢屋村党支部书记谢荣辉

承包了 13 亩大棚，带动 30 多户村民务工，“贷款

有贴息、保险有补贴，镇里还从山东寿光请来技

术员手把手指导，我越干越有信心。”

发 展 富 民 产 业 ，建 立 紧 密 的 利 益 联 结 机

制，搬迁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袁勇锋介绍，

县里利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资金 4000 万

元，推动 694 亩蔬菜大棚、3.6 万平方米养殖基

地 在 20 多 个 安 置 点 落 地 。“ 引 入 养 殖 业 龙 头

企业，带动群众一起发展，搬迁群众可以入股

合作经营，年均可获得 1500 元分红。”

在 大 窝 村 黑 胡 鸭 养 殖 基 地 ，2500 只 种 鸭

“住”在上下三层的隔间里。江西栖岭农牧公司

经理杨鹏强介绍，企业统一提供鸭苗和饲料，指

导农户养殖，鸭子养大后企业按保护价收购，确

保农户稳定增收。

岭背镇党委书记谢荣生介绍，通过引入龙

头企业，以“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机制联农富

农，脱贫产业发展后劲更足了。“下一步，我们将

投入 100 多万元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资金壮

大肉鸭产业，产业链在全镇延展开后，可辐射带

动 7 万多人增收。”

社区服务贴心，搬迁群
众融入社区生活

走进思源社区搬迁户康冬香家，“脱贫光荣

证”格外醒目，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电器一应

俱全，阳台上的绿萝翠绿欲滴。

2017 年 ，康 冬 香 一 家 搬 出 深 山 ，住 进 新

房。“一开始有顾虑，现在后顾之忧都解决了，我

们全家人都爱上了这里。”康冬香啜了口茶，打

开了话匣子。

小小菜篮子，关乎大民生。住进新社区，买

菜会不会不方便？面对搬迁前群众的担心，有

关部门及时谋划，在社区设置便民买菜点，来自

各地的几十种蔬菜琳琅满目。“不少蔬菜还带着

露珠呢！”下班回家，康冬香总会顺便捎上些新

鲜菜。

在乡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于都县推

出“微菜园”项目，安置点按照户均 50 平方米的

标准为搬迁户配建“微菜园”，丰富他们的菜篮

子，减少日常开支。

“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要聚焦

搬迁群众的民生关切，不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

院院长张琦说，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除了解决住房和收入问题，还需要完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做好衔接配套，引导搬迁户融

入社区生活。

“群众盼什么，咱就干什么。”吴浙佳介绍，

思源社区 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800 多名，留守儿

童有 30 多名，“很多青壮年外出打工，我们要解

决好他们养老、托小的后顾之忧，为此社区成立

了 6 支志愿服务队。”

为抓好留守儿童的学习，社区开设了“四点

半课堂”，30 多个孩子放学后在一起学习，附近

学校的 10 多个老师轮流辅导。摆放桌椅、安排

签到，康冬香当起了志愿者，忙前忙后。

为方便老人看病，社区建有卫生服务中心，

还给每位老人安排了家庭医生。“如果老人有慢

性病，家庭医生会定期电话回访，有时直接上

门。老人有了小病小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

能看，还能报销 90%。”吴浙佳介绍。

“ 看 病 不 用 出 社 区 ，学 校 就 在 家 门 口 ，孩

子放学有人辅导功课，成绩提升了不少，日子

过得很舒心！”没了后顾之忧，康冬香经过社

区 牵 线 搭 桥 ，在 附 近 的 幼 儿 园 当 起 了 保 育

员 。 工 作 之 余 ，她 积 极 参 加 社 区 志 愿 服 务 活

动。这不，傍晚时分，她又张罗老人们跳起了

广场舞，幸福的笑声越传越远。

江西省于都县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确保搬迁群众——

住进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常 钦

■话说新农村R

图①：河北省遵化市相古庄村加快果品合

作社建设，建立香白杏技术、种植、品牌、包装、

价格、销售六统一模式，带动农民增收。图为

农民在搬运收获的香白杏。

刘满仓摄（人民视觉）

图②：为了帮助四川省平武县特色农产品

走出去，燕京理工学院支教支农实践团深入乡

村开展活动。图为实践团成员帮养蜂户（右

一）直播带货。 任怀民摄（人民视觉）

扶产业

促增收

联 合 社 不 是
一个个农民合作
社的简单相加，而
是各个合作社彼
此 联 手 、融 合 发
展，使资源要素实
现有机整合，促进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
要助力农民合作
社有效联合，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确
保产业收益惠及
发展链条上的千
家万户

夏收时节，笔者到河

南省淇县采访，丰发农业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崔长波谈起小麦销路津

津乐道：几年前，合作社与

周边六七家合作社组建联

合社，抱团发展，推广种植

3 万 多 亩 优 质 强 筋 小 麦 ，

每年生产近 2 万吨麦子，

以订单方式供给面粉加工

龙头企业，好粮食年年能

卖上好价钱。

为啥要组建联合社？

崔长波坦言，面对龙头企

业，有规模才有市场话语

权。联合社统一供种、统

一管理、统一销售，既能保

证麦子的质量，也能降低

成本、提高效益，农民、合

作社、企业都划算。

的确，随着农业新型

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

不少地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联合起来、抱

团发展。目前，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

到 225.9 万家，它们在服务带动农民方面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但受资金、技术、人才等制约，一些

农民合作社在扩大生产、产业升级等方面仍面

临挑战。通过创新组织方式，加强社际联合，组

建联合社，有助于共同铸品牌、拓销路，提升市

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2019 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支

持合作社依法自愿组建联合社，提升小农户合

作层次和规模”。截至今年 4 月底，全国农民合

作社联合社已超过 1.4 万家。

如何发挥好联合社的作用？首先，要促进各

成员间的有效联合。不少农民合作社组建联合

社，是为了释放制度创新的活力。联合社不是一

个个农民合作社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合作社彼

此联手、融合发展，使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取

得“1+1>2”的效应。因此，在联合过程中，要注重

挖掘、发挥各家合作社的特长和优势，同时把握

好适度规模和效率的关系。通过有效的联合，解

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单一、小型合作社贷款难

等问题，实现取长补短、做大做强。

再有，要推进协作共赢，完善利益联结。联

合社的机制是否完善，成员凝聚力强不强，是其

发展壮大的关键。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康

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做法值得借

鉴。这个联合社明确约定，总体利润的 10%作

为后续发展资金，70%按各成员社与联合社的

交易量返还，20%按出资额进行二次分红，使联

合社成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发展共同体。

正是有了协作共赢的联合机制，确保了产业收

益惠及发展链条上的千家万户。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示范章程》，对规范联合社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

随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不断落实落地，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定会不断发展壮大，助推现代

农业转型升级，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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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湖北省宜昌市枝江金湖国家湿地公园，翠

湖波影，叠石成景，一幅秀丽的画卷映入眼帘。

“水变清了，过去看不到的虾蚌又出现了，湖上

的鸟也越来越多，小时候的记忆又回来了！大伙儿

平时都喜欢来湖边散步。”今年 58 岁的问安镇龚桥

村村民胡耀新从小生活在湖边，如今，他腾退鱼塘，

在金湖国家湿地公园从事清理草坪、栽花工作，每月

收入三四千元。

金湖是长江沿岸的天然湖泊，为了推动长江大

保护，当地大力开展退渔还湖工程，累计投入资金近

3 亿元，全面取缔网箱养鱼、投肥养鱼，撤除 753 个围

网养殖设施，约 2300 亩湖面退渔还湖还湿。

宜昌市系统发力，综合治理，统筹上下游、左右

岸，持续改善金湖水质。关停流域沿线畜禽养殖场

5 家，搬迁污染企业 2 家；实施流域内 245 户居民改

厕；建设湖滨生态缓冲带，恢复水生生物群落。水质

监测数据显示，目前金湖水质提升至Ⅳ类，局部区域

达到Ⅲ类。随着水质与生态改善，湿地公园游客越

来越多，乡亲们的旅游饭也越吃越香。

湖北宜昌

退渔还湖 水清民富
张 萍 朱振肖

实行积分制，引导群
众生活好习惯

每天早上 6 点，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塘雅

镇横山村村民黄秀兰都会准时上班，来到村里

的垃圾投放点，监督村民们将垃圾分类投入不

同颜色的垃圾桶中。

“每天早晚各 3 小时投放，乡亲们都习惯

了，在家就能将垃圾按照易腐（厨余）、有害、可

回收和其他垃圾分类。”黄秀兰介绍。

“垃圾分类做得好，后续回收利用就方便

了很多。全区每年的厨余垃圾能生产近万吨

肥料，免费供农户使用。”金东区垃圾分类专班

主任傅得余介绍。

垃圾分类工作顺利推进，跟乡亲们好习惯

的养成密不可分。

一大早，澧浦镇横路塘村村民吴虎龙拎着

垃圾袋出门锻炼。“每天这时候顺便把垃圾扔

到投放点，一起早锻炼的伙伴们都习惯了。”吴

虎龙笑呵呵地说。

垃圾定点定时投放，分类精准，金东区是

如何让乡亲们养成习惯的呢？

“我们召开村民大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设立光荣榜、实行积分制，采纳了不少乡亲们提

出的‘金点子’。”东孝街道下王村党支部书记王

世平介绍，根据村民垃圾分类的表现，村里将他

们分别评选为先进户、合格户、促进户，每月都

张榜公示，张榜那几天公示栏前总会引得村民

驻足。“乡里乡亲的，谁都不想因为垃圾分类做

得不好丢面子，大家都很上心。”下王村村民郑

美群说。

在充分听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金东区编

写了垃圾分类家庭责任手册，志愿者入户宣

讲、现场“教学”，学校里垃圾正确分类成为“开

学第一课”……为调动乡亲们的积极性，金东

区还推出了美丽家庭“好家风信用贷”，把垃圾

分类作为好家风的一个重要内容。

“垃圾分类是一件关键小事，也是一件民

生大事。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好事就

能办好。”金东区委常委王新永说。

因村因户制宜，美丽
庭院扮靓乡村

走进江东镇南下王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

都栽树种花，美丽庭院养眼养心。“因为美丽庭

院建设，我们村成了网红村，节假日不少人前

来‘打卡’。”村民卢瑞锋自豪地说。

“建设美丽庭院，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是关

键。”村党支部书记汤旭林介绍，美丽庭院设计

的每一个环节，村里都从登门征求乡亲们的意

见做起。靠着这一条，美丽庭院建设实现了村

域 人 文 特 点 、农 户 想 法 和 美 化 效 果 的 有 机

结合。

村民王樟财家的院子，俨然一个别具特色

的农耕文化庭院。古老的磨盘石碾、旧时的水

车蓑衣、修补过的坛坛罐罐……在各种绿植映

衬下，一件件老物件焕发了新生机，“这些农耕

物件留住了乡愁，天天看着心情舒畅。”王樟财

满意地说。

为了做好美丽庭院建设，南下王村在“请

进来”的同时，还组织村民“走出去”。“学习先

进村的经验，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针对性改

进。”汤旭林介绍，村民的庭院在建设花坛、打

造景观小品时，隐蔽和地下部分采用红砖或旧

砖，比用青砖节省了资金。

因村因户制宜，要美丽也要节俭。金东区

的 1.57 万户美丽庭院，成了美丽乡村亮丽的风

景线。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下一步我们要加快垃圾分

类工作系统集成，打造绿色美丽家园，让农村

更加宜居。”金东区委书记李雄伟说。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建设绿色美丽乡村

群众唱主角 好事办得好
本报记者 顾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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