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神州速览神州速览

“上学再不用翻山渡河了”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岑旁村曾被当地
人称为“送饭村”。

过去，岑旁村的孩子们都要到 7 公里
外的富禄乡中学读书，路途遥远，吃饭是
个难题。村民吴明桂说，为了让孩子们安
心读书，岑旁村的家长们每天轮流将午餐
走山路挑到榕江河边，再乘渡船过河，送
到孩子们手中。“那时候，大家给孩子们
准备的全是糯米和酸菜，不易变质。”

直到 2008 年，柳州市对三江、融水、
融安三县实施免费午餐制度，“送饭村”
送饭的脚步才停了下来。不过，孩子们往
返上学的路还是太远、太难走。

终于，在10年后，吴明桂一家和村里
的乡亲们从“送饭村”搬到了交通便利的
侗安家园，住进了78平方米的三居室，成
为易地扶贫搬迁大队中的一员。“孩子们
上学再不用天天翻山渡河了。”

多年深受交通不便之苦的，不只是吴
明桂所在的村子。贵州黔南州惠水县斗底
乡斗底村山环水绕，距离县城79公里，那
里的孩子们同样经历着“上学难”。

“每天 5点就要起床，走 1个多小时的
山路才能到学校。”原斗底村村民罗应和
说，那条山路他家孩子不知道走了多少
趟。“要是想去县城，头一天出发，第二天
才能回来，光山路就要走上好几个小时。”

2016年，罗应和一家成为惠水县第一
批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全村 24户 109人一
同搬进了明田街道新民社区。“现在孩子
上学走路 5 分钟就到了！社区还开设了

‘四点半课堂’专门辅导孩子们做家庭作
业，孩子成绩进步了不少，这是我作为家
长最开心的事儿！”

易地扶贫搬迁，让一些贫困家庭终于
有了自己的房子。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腰市镇江山村的
王维，3 年前考上复旦大学，成了父母的
骄傲。

“我们有房子了！”大一寒假，王维接
到妈妈电话的时候一度不敢相信。

在王维的记忆中，她家没有自己的房
子。“爸妈一直在新疆打工，家里的老房
子早就坍塌了。我从小和哥哥借住在姑姑
家，从六七岁一直住到了十八岁。”而
今，一家四口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避风
港。”王维说，她的新家就在腰市镇的集
中安置点，很漂亮！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

搬迁全国共建成安置住房 266 万余套，户
均住房面积 80.6平方米；配套新建或改扩
建中小学和幼儿园6100多所、医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2 万多所、医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2 万多所、养老服务设施
3400余个、文化活动场所4万余个。

“搬出来，还要有活儿干”

“搬出大山，不等于脱贫了。”在如今
已担任新民社区党支部书记的罗应和看
来，就业才是最大的问题。

在帮助大家就业的路上，他碰过壁。
有一次，他组织了35名村民去惠水县经济
开发区一家企业面试。但负责人告诉他：

“小罗，你带来的人不是我不想要，而是
我不敢要！有很多问题，比如三天两头想
请假；不讲卫生，两手一捏，鼻涕就甩到
公司墙上，这样的员工叫我们怎么接收？”

“这一席话说得我很想哭！”罗应和开
始思考如何帮助搬迁群众找到工作，那段
时间他几乎天天失眠。“琢磨来琢磨去，
我萌发了对大家进行分批分类培训的想
法。”说干就干，他立刻开始筹备起“移
民技术技能培训夜校”，号召村民们参加
培训。

在保安培训班上，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罗应和亲自教大家站军姿、守纪律、
听指挥，让大家明白团队的力量。

第一期培训班结束后，他带着培训合

格的 38 人再次面试了那家企业，最终全部
录取。后来，参与夜校培训的人越来越多，
125 期培训班共培训了 3856 人，成功帮助
1856人到惠水县经济开发区的企业务工。

“我们社区还有2个扶贫车间，一个做
服装加工，另一个做我们地方特色的‘唐
娃娃’。”说话间，罗应和从背包里拿出了
两个“唐娃娃”，自豪地向记者介绍了起
来，“黔南州是苗族、布依族混居，我想
把少数民族文化也从大山里搬出来。”据
他介绍，“唐娃娃”扶贫车间作为民族文
创产业，今年已经接到了 100 万元的订
单，员工月收入达1800-2500元。

同村的王华平，家有年近古稀的父
母，没有稳定收入来源，过去只能靠低保
度日。直到参加“移民技术技能培训夜
校”，他掌握了一定的电工技能，顺利成
为一名企业工人。如今的王华平，工作认
真，也渐渐存下积蓄，有了自己的小家。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帮
助 358 万搬迁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实现
了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至少1人就业。

“这就是满满的幸福”

“早就想搬出来了！”罗应和说，过去
在山上住的时候只能靠采草药勉强维持生
计，一年到头也没几个钱，从小他就立志
一定要走出大山。“搬出来快 5 年了，大家
的生活好了，工作也有了。我们村24户中23

户都买了小汽车，这就是满满的幸福啊！”
走出大山搬入新居，易地扶贫搬迁群

众过上了新生活。崭新的楼房，现代化的
社区，便捷的交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村民们劲头更足。

“我爸现在可爱炫耀了！”王维说，有
一天妈妈“气哄哄”地给她打电话：“你
爸又跟我炫耀他会用电脑！我也要学电
脑，你回来赶紧教教我！”搬迁后，王维
父亲在社区找到了一个公益性岗位，平日
负责收水电费，有了固定工资。年底家里
还能收到产业扶贫的分红，哥哥毕业后有
了稳定的工作，学校对王维也有相应的补
助政策，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当然，适应新生活需要一个过程。
“有的搬迁户几十年没出过大山。”广西柳
州市三江县古宜镇鼓楼坪社区党支部书记
杨显清介绍，三江县一共有 16 个民族，

“思想要跟进，生活习俗也要改变。即使
是垃圾清洁这种很微小的工作，都需要跟
大家面对面沟通。工作做久了，我发现不
仅年轻人适应了，中老年人也慢慢习惯、
喜欢上了现在的生活环境。这让我很有成
就感。”

“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目
前，“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
完成，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均纯收入从 2016 年的 4221 元提高到了
2019年的9313元，年均增幅超过30%。

走出大山搬进新房，有活儿干有钱
挣，大伙儿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浩） 12月 12日，南水
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迎来全面通水 6周年。6年
来，工程累计调水超 394 亿立方米，1.2 亿人直
接受益，其中，中线工程调水348亿立方米，约
6900万人受益；东线工程向山东调水 46亿立方
米，惠及人口约 5800 万。工程运行安全高效，
综合效益显著，沿线群众普遍认可。

目前，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前期工作正稳步
推进。东线二期工程可研和穿黄工程初步设计
编制上报完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可研报告编
制完成并上报水利部，中线调蓄库工程雄安调
蓄库灌浆试验开工，西线工程规划方案比选论
证通过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复审。东
线北延应急供水工程建设进度加快，计划年底
水下主体工程完工。

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以来，累计实施

生态补水超 52亿立方米，推动了沿线生态文明
建设和绿色发展。自 2018 年中线工程实施生态
补水以来，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下降趋势得到
有效遏制，部分地区止跌回升；沿线河湖生态
得到有效恢复。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北京市平
原区地下水埋深平均为22.49米，与2015年同期
相比回升了 3.68 米。东线工程增加了沿线河湖
水网的水体流动。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坚持调水、节水
两手都要硬。北京全市 16个市辖区全部建成节
水型区，北京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由
2015 年的 15.4 立方米下降到 2019 年的 11.8 立方
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 11立方米下降到
7.8 立方米。天津市出台全国第一部地方节水条
例。山东省将“单位GDP水资源消耗降低”节水指
标纳入对各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农 产 品 销 售 困
难 ？ 流 通 损 耗 大 ？
农产品运输、流通
过程中，常常存在
出村前“最先一公
里”和进城后“最
后 一 公 里 ” 问 题 。
针对这类农民群众
民生痛点和现代农
业堵点，有关部门
正 加 大 补 短 板 力
度。今年以来，农
业农村部会同有关
部门启动实施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 设 施 建 设 工 程 ，
着力解决农产品出
村 “ 最 后 一 公 里 ”
问题。

按 照 有 关 部
署，农业农村部以
特 色 农 产 品 优 势
区、鲜活农产品主
产区为重点，通过
以奖代补、贷款贴
息、落实优惠电价
等措施，支持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
建设一批田头仓储
保 鲜 、 分 拣 包 装 、
产 后 初 加 工 等 设
施，提升农产品产
地 商 品 化 处 理 能
力 。 同 时 ， 结 合

“菜篮子”工程，支
持在大中城市建设
一批农产品骨干冷
链物流基地，打造
区域农产品冷链物
流 枢 纽 ， 提 升 肉
奶、蔬菜水果等鲜
活农产品供应能力。

农 业 农 村 部 预
计 ， 到 今 年 12 月
底，将支持超 9000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在农产品产区新
建或改建 1.4 万个仓
储保鲜冷链物流设
施，规模将超过 600
万吨，农产品产区
贮藏保鲜和产后商
品化处理能力将明
显提高，择期错季销售能力将明显增强，形成产地
农产品流通的“蓄水池”和“新渠道”，进一步提升
农产品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是实现农产品在产后
贮藏、加工、集散、运输等环节始终处于适宜低温
控制环境的供应链系统，能够有效降低农产品产后
损耗、长期保持农产品品质，是现代农产品流通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建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牵引性工程，对于补齐
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扩大农业有效投资、增加
农民收入、促进农业产业和农产品消费“双升级”
意义重大。

据了解，2020 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安排
中央财政 50 亿元资金，支持河北、山西等 16 个省

（区、市） 聚焦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和贫困地区，选择产业重点县 （市），依托县级以
上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围绕水果、蔬
菜等鲜活农产品开展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

——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以实
施意见为核心，以技术方案、信息采集等制度规范
相配套的制度体系。

——坚持市场导向。将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设施建设与产后商品化处理、产地市场建立、产
销渠道构建等相结合，集群集聚发展，在产地田间
形成“生产+仓储+保鲜+销售”的模式，发挥规模
效应。

——强化政策保障。积极构建多元化资金投入
机制，强化金融支持力度，落实仓储保鲜冷链物流
设施用地用电优惠政策，推动用地用电审批手续从
简从速，努力做到项目资金、项目用地、项目用电

“三配套”。
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同时，“最先一公

里”问题也将加快解决。“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
一步扩大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支持地
域、品种和主体，强化政策配套，加强标准引领，
从源头加快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先一公里’问
题，补齐农产品供应链和农业产业链突出短板，为
新形势下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农业农
村部有关负责人说。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目前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已全部乔迁新居——

搬出大山，告别“穷窝窝”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
人，怎么办？搬！

从大山搬入县城，从木
屋搬入楼房，“十三五”期
间，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累计
投入各类资金约 6000 亿元，
建 成 集 中 安 置 区 约 3.5 万
个，960 多万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已全部乔迁新居。这是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进程中
的一个重要成果。“960多万
人，相当于三峡移民的近 8
倍，相当于搬迁了一个中等
人口规模的国家。”国家发
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童
章舜说。

走出大山后，新生活过
得怎么样？本报记者采访了
几位易地扶贫搬迁户，听听
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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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东中线6年调水超394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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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义龙新区步马
安置点，老人们正在社区广场上休息。

卢志佳摄

图③：河北省顺平县为促进易地搬迁群众增收，在安置
小区附近建设扶贫农业园区。图为 12月 8日，搬迁群众在园
区将刚采摘的草莓装箱。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图②：12月 8日，工人在广西梧州市藤县金鸡镇民乐村易地
扶贫集中安置点扶贫车间内加工玩具。

何华文摄 （人民视觉）

图④：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东环新村是当地最大的
易地扶贫搬迁点，新村扶贫车间设在安置区楼下。图为 11 月 22
日，搬迁群众在车间生产电子元件。

李尚引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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