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 岁的甘肃省山丹县西坡村村民何世超

没想到，自己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暖洋洋、亮堂

堂。踩着光亮的地板砖，坐在柔软舒适的新沙

发上，打开液晶电视机，他感到满意。

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的山丹县，地质构造复

杂，自然灾害多发，特别是 2022 年 1 月 8 日青海

门源 6.9 级地震发生后，全县 8 个乡镇不同程度

受到影响。山丹县推动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上

门问需听民意、下沉一线解难题，全力推进搬迁

安置，帮助群众实现安居。

细算账、消疑虑，变
“要我搬”为“我要搬”

“听说没？咱村划进了搬迁范围，咱们都

是搬迁对象哩！”去年年初，听到山丹县融媒体

中心发布的消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

搬迁政策。

“终于盼到这一天！”村民何总经家的房

屋，曾在一次地震中严重受损，“重建花费，除政

府补助，还要 5.3 万元。”提起过去，何总经直心

疼。这些年，随着城镇化发展，村里的住户越

来越少，且居住分散，彼此照应不便，他早就有

搬迁的想法，“正发愁呢，党和政府就带来了好

消息！”

何 世 超 则 不 以 为 然 ，“ 山 窝 里 住 了 几 十

年 ，为 啥 要 搬 ？”何 世 超 家 世 代 居 住 在 西 坡

村，房子虽旧，却是年轻时辛苦攒钱盖下的，

“ 搬 新 居 ，能 不 花 钱 ？ 更 要 紧 的 是 ，一 旦 搬

走，老房便要拆掉。”对老何来说，拆老房他

难以接受。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省里支持，财政补

助 10 万元、另有贴息贷款 5 万元。大家集中安

置，邻里还是老熟人，况且交通方便、子女也好

照看。”霍城镇村干部理解何世超对旧房的感

情，多次上门讲政策、做动员。久而久之，何世

超有点心动了。

在何世超等待观望、踌躇不决时，村党支

部书记马有和主动劝导亲友积极响应政策，为

搬迁工作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在山丹，全县

500 余名党员带头签协议、拆旧房、搬新家，形

成辐射效应。

山丹县还建立了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任

组长，14 名县级领导联系乡镇，县直部门、企

事业单位对接行政村的工作机制，轮番摸底，

为大家消除疑虑：搬走后宅基地怎么办？复垦

复绿、土地流转，自己能否受益？

山丹县及时出台政策，明确在乡镇集中

安置的群众，旧房拆除后重新依法依规划定

宅基地；土地承包权通过流转、经营等收益由

村集体组织农民获得保障，让搬迁群众打消

顾虑。

“我们还组建‘镇村干部 +帮扶干部 +农

村 党 员 ’的 政 策 宣 讲 团 ，采 取 会 议 恳 谈 、入

户 走 访 、外 出 观 摩 等 方 式 ，与 群 众 面 对 面 交

流 、一 对 一 讲 解 ，算 好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账 、避

险 搬 迁 经 济 账 、人 居 环 境 生 态 账 、生 产 生 活

长 远 账 ，推 动 群 众 由‘ 要 我 搬 ’到‘ 我 要 搬 ’

的 思 想 转 变 。”山 丹 县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文勇说。

多调研、听民意，实现
“安家、致富”两不误

“我们老两口，房子面积不要太大，两室一

厅就能住下！”

“除了普通住宅，临街能不能再建些商铺

住宅？好让大伙有个选择。”

“房子虽只有一层，别全是平顶，增加些装

饰元素，行不行？另外，院子里如能留块菜地，

才更好哩！”

…………

围绕新房修建，一场村民代表大会在老

军乡丰城村召开。作为山丹县的“东大门”，

老军乡海拔高、降水少，加之东西跨度大、村

社布局分散，基础设施薄弱，群众搬迁意愿较

为强烈。

“但是，搬迁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群众响

应政策、愿意搬迁，仅是第一步，项目建设更为

关键。”老军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周玉萍说，乡

里把生态搬迁作为乡村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空心化破题的重要抓手，充分尊重农户意

见，因地制宜推进搬迁工作。

对此，山丹县城乡规划事务中心主任张春

雷深有体会，为摸清群众对安置点选址、户型

设计的诉求，他至少往老军乡跑了 3 趟。首趟

调研选址，初步确定国道和高速引线附近地质

稳定区域后，不仅与生态环境、地震、水利等行

业部门论证可行性，还听取村两委干部、党员

代表和群众代表的声音。

“第二趟专门调研房屋户型与面积问题，

为出台具体设计方案做准备。”张春雷说。在

吸纳群众想法的基础上，当地综合考虑自然条

件、风俗习惯、生活成本等因素，将房屋层高设

定为 3 米，在保障正常采光的前提下，适当压

缩门窗面积，降低冬季取暖成本。

第三趟调研，干了大半辈子规划工作的张

春雷直言被群众“上了一课”。羊虎沟村村民

车宗贤提议，依托国道和高速等便利交通，老

军乡新安置点也有发展通道经济的潜能，“一

定要预留停车区域，做餐饮、搞汽修，与公路的

距离最好留够 50 米，既安全、又方便大货车停

车和转弯。”车宗贤说。

经 论 证 后 ，车 宗 贤 的 建 议 被 一 一 采 纳 。

选 择 商 铺 住 宅 的 他 ，搬 迁 时 发 现 ，墙 面 粉 刷

一新、地面地砖也已铺好，厨房、卫生间设施

齐 全 。“‘ 前 店 后 宅 ’共 90 平 方 米 的 建 筑 面

积 ，全部花费不超过 18 万元，算上搬迁补助

和无息贷款，自费仅 2 万多元。”车宗贤说，目

前店里餐饮生意红火，旺季单天营业额能突

破 6000 元。

“政策准不准、措施行不行、成效好不好，

不仅要让事实说话，更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

由群众来评判。”山丹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邹世武说。

兴产业、促就业，努力
做好搬迁“后半篇文章”

旧房已拆除复垦、县城购置的新居也住了

一阵，陈户镇山湾村村民刘智德却迟迟没能收

到搬迁补助，2023 年 8 月，老刘写了一封信送

至信访部门。信件转至陈户镇和相关部门，很

快，陈户镇人大主席王俊华上了门。

原来，为满足搬迁群众多元需求，山丹县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

既考虑有发展潜力、就业渠道、居住安全且公

共服务设施较好的城镇、乡村旅游区等地建设

集中安置点，同时实施以购买商品房为主的分

散安置形式，刘智德选择了后者。

“根据规定，采取回购存量房及商品房安

置的，需提交不动产权证书，无法提供的，也要

有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证明材料。”王俊华解释，

老刘的程序便“卡”在不动产权证书这一环。

由于刘智德年近七旬，对办证流程不大熟悉，

陈户镇安排专人衔接，提供帮办代办服务，没

多久便顺利拿到不动产权证书。

“我们还设置‘老弱病残孕绿色通道’，提供

‘上门办’；在全县 4个自然资源所设立不动产登

记便民服务点，实现‘就近办’。”山丹县不动产登

记事务中心主任姚英萍介绍，中心还采取“节假

日不打烊”“夜间延时办理”等措施，方便群众。

去年 11 月 1 日，在大马营镇花寨村集中安

置点，瞅着宽敞明亮、水电暖一应俱全的新家，

村民杨秋香说：“不光新家生活好，而且附近就

是葡萄产业园，务工收入每天能有 120 元，剪

枝、采摘、修果，都是能做的轻体力活。”

“紧盯产业和就业两方面，山丹县在 22 个

集中安置点逐步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园、高原夏

菜种植基地等，吸纳搬迁群众就近务工。”山丹

县委副书记、县长张伟表示，通过“订单式”“定

向式”培训，不断提升搬迁群众劳动技能，并引

导至企业、商贸、旅游、餐饮等二、三产业就业。

此外，山丹县各乡镇积极探索，打造政务

（便民）服务中心，提供户籍管理、就业、就学、

就医、社保等“一站式”服务；改造升级党群服

务中心、建立“邻里议事小院”，让搬迁群众办

事有地方、议事有组织、纠纷有人管、困难有

人帮。

甘肃省山丹县持续推进生态搬迁工作

上门听民意 安置暖人心
本报记者 董洪亮 赵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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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出台搬迁政策，党员
带头，打消群众疑虑；实地调
研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因地
制宜推进搬迁工作；紧盯产
业和就业，统筹规划，吸纳搬
迁群众就近务工……甘肃省
山丹县大力推进生态搬迁工
作，做好搬迁“后半篇文章”，
采取多种方式，帮助群众实
现安居。

核心阅读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加快

整合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基

础性和多样化服务，让百姓在家

门口享受便捷养老服务。

去年 11月 6日上午，湖州市吴

兴区朝阳街道红丰社区，养老护理

员 正 在 为 半 失 能 老 人 吴 奶 奶 喂

饭。考虑到老人情况和云端医疗

服务平台给出的康复建议，护理员

为吴奶奶带来了理疗仪，帮助老人

缓解腰部不适。

“有了专业护理员的上门服

务，现在儿女们放心多了。”吴奶奶

的老伴说。培养专业持证护理员

团队是吴兴区推进养老服务提质

增效的一项实质性举措。吴兴区

积极建立、落实养老护理员特殊岗

位津贴制度，探索出台养老护理员

免费培训政策。截至去年 11 月

底，吴兴区累计新增持证护理员

327 人，实现每万名老人拥有持证

养老护理员 33.77人。

为缓解老人做饭愁、护理难、

活动场所少等问题，吴兴区对居

家养老服务阵地建设情况开展排

摸，着力打造智慧养老服务中心，

提供送餐、助浴等方面的服务。

目前，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内设的

老 年 食 堂 已 探 索 创 新 出 中 央 厨

房、冷链配餐等多元服务模式，为

辖区内高龄、空巢、失独老年人等

群体提供送餐上门服务。针对部

分偏远地区老人较少使用智能机

的情况，吴兴区积极盘活现有资

源，探索创新“邻里互助式”助餐

模式，让助餐服务触手可及。“目前吴兴区 185 家老年人

助餐点已服务 56 万余人次，老人们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满

意。”吴兴区民政局副局长胡双滟说。

此外，吴兴区组建了“助浴快车”志愿服务团队，困难

老人可预约免费上门助浴、护理等暖心服务。自 2020 年

起，“助浴快车”覆盖 187 个城市社区，免费为失能、半失

能老人提供助浴服务 2000 人次。

吴兴区精准高效的养老服务得益于湖州市智慧养

老综合服务平台。为创新全市智慧养老系统应用，推

动居家养老服务“线上+线下”整合和闭环运作，自 2022
年 7 月起，湖州市开展了老年人需求调查，将数据上传

至养老服务监管系统，织密“1+3+N”居家养老服务网

络，缩小服务半径，不断提高服务能力，数字赋能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

“下一步，湖州将着力打造‘居家+社区机构+智慧养

老’家门口幸福养老模式，让老年人在经济上有保障、服

务上有供给、健康上有支撑、环境上有支持。”湖州市民政

局养老处负责人顾人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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