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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龙
山镇向田村地处高寒地区，过
去该村贫困户占全村总户数
的 1/3 以上，是典型的贫困
村。如今在泸州老窖股份有
限公司的定点帮扶下，向田村
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多了，村
民钱包鼓了，大家都觉得生活
更有奔头了。

近年来，泸州市把脱贫攻
坚作为最大政治责任、最大民
生工程、最大发展机遇，创新
发行易地扶贫搬迁债券，创新
实施社会扶贫、就业扶贫，实
现了“古蔺、叙永两县‘摘帽’
退出国贫县序列”的目标。

截至 2018 年底，泸州市
已搬迁19158户77474人，圆
满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任务。当年，泸州市5次获
得四川省发改委、省扶贫开发
局发出的易地扶贫搬迁稽察
通报表扬。

债券融资解决
“挪穷窝”资金不足问题

易地搬迁所需资金巨大，
不能让贫困户背债，但地方财
力弱，国家补助的各类扶贫项
目资金有限。易地搬迁不可
能今年搬一点，明年搬一点，
许多地方面临筹资难，这个问
题该如何解决？

2015年，中央出台文件，
提出可利用增减挂钩政策支
持易地扶贫搬迁，即贫困区县
在易地扶贫搬迁中因集中建
设新居和复垦旧居土地，可腾
出相当数量的建设用地指标，
并出售给省内发达区县以获
取资金。

尽管有政策支持，但易地
扶贫搬迁要先建新居，再拆旧
居，然后复垦，最终才能形成
可供交易的土地指标。现实
中存在的“时间差”成为释放
政策红利面临的尴尬。为此，
泸州市决定参照项目收益债

的方式探索发行易地扶贫搬
迁债券，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
批复。

按照规划，泸州市易地
扶贫搬迁建设项目总投资
60.5亿元，其中自筹资金40.5
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6%，
剩下 20 亿元通过发行债券
解决。

2016年9月，泸州市探索
发行易地扶贫搬迁债券，为全
国首支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收
益债券，用于解决古叙两个国
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的资金
缺口。该债券一经推出就得
到了市场认可，首期5亿元额
度认购资金高达近35亿元，解
决了扶贫搬迁的资金难题。
该债券的发行为四川省扶贫
攻坚探索出新的融资路径，开
创了以债券融资形式支持扶
贫开发的先例，将助推区域内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目标的顺
利完成。

56岁的许继华是泸州市
叙永县江门镇青云村的贫困
户。2016年 12月，他家3口
搬离了半山上的家——30多
年前结婚时修的土瓦房，搬进
集中安置点。

“以前想过搬，但没能
力。”许继华说，之所以能够搬
家，正是得益于叙永县正在实
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他
们家分到一套75平方米的住
房和55平方米的附属设施，许
继华只需支出7500元。

“如果没有发行债券，整
个搬迁项目不可能这么快
落实。”泸州市发改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该债券有效缓
解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
资金缺口难题。

近两年，半月谈网、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网站先后报道了泸州市易地
扶贫搬迁经验，肯定了泸州市
发行全国首支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收益债券效果。

企县对接打造“易地扶贫
搬迁+文旅扶贫”模式

2016年9月，按照泸州市
委、市政府脱贫攻坚工作的统
一部署，刚刚成立的泸州文旅
集团接过了建设泸州市合江
县尧坝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示范点的任务。

如何确保实现易地扶贫
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的工作目标？如何依托
4A级景区尧坝古镇做好社会
扶贫和精准扶贫工作？

泸州市宣传、文化、扶贫
等部门多次调研，在听取专家
团队的意见和结合尧坝镇实
际情况后，“扶贫+文化+旅游”
的易地扶贫搬迁理念敲定，泸
州市首个文旅扶贫产业项目
正式开建。

据了解，整个项目包括民
俗文化体验组团、百家姓文化
创意组团、地花海组团和游
乐体验组团。该项目已建好
商业、文化等文旅配套设施
等，引进了 100 余家商户经
营。特别是以“古驿道、古驿
站”为依托，以“西南丝绸之
路”文化为轴线的尧坝驿一
期项目正式开街后，成为泸
州市“网红景点”，游客络绎不
绝，高速公路尧坝收费站排起
了车辆“长龙”。

在尧坝驿大街后，有一排
排小别墅似的川南风格民居，
名为“幸福苑”。不少游客最
初以为是民宿，细问才知，这
些建筑的住户都是以前易地
扶贫搬迁贫困户。

自从2017年11月搬进了
“幸福苑”，66岁的喻利银逢人
就夸这个小区名字取得好，连
带自家好事多多。喻利银以
前住在尧坝镇仙顶村山上的
土墙老屋里，为了照顾患病妻
子，没有外出务工，只靠种地
为生，下山赶集走路来回要3
个多小时。从山上的烂草房
搬进新楼房，周围卫生环境变
好了，喻利银住得舒心不说，
还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当上了
尧坝驿的保安，每天穿上古代
捕快服巡逻，经常被游客拉着

合影。
“我现在每个月领的工资

已经足够日常生活了。”喻利
银很满意现在的工作。

喻利银的幸福故事并非
个例。据尧坝镇党委副书记
陈汝金介绍，安置点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 64户 254 人，有
劳动能力者 114 人，为了让
大家“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尧坝镇统一将集中安置
户组成新的社区。易地扶贫
搬迁户在尧坝驿文旅扶贫综
合体从事保安、保洁、服务工
作，获得固定收入，还可以发
展与旅游结合的特色产业，
发家致富。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副主
任葛敏认为，尧坝镇“国企带
动+文旅产业+易地扶贫搬迁”
扶贫开发模式带动了易地搬
迁人口就近就业创业，变“输
血”为“造血”，是精准扶贫的
有益尝试和有效探索，值得推
广学习。

东西部扶贫协作
助国贫县“摘帽”

去年8月29日，全国携手
奔小康行动培训班开班，承担
东西部扶贫协作任务的全国
23个省份、13个城市相关负
责人员近180余人，来到泸州
市叙永县、古蔺县参加为期一
日的现场观摩教学。

至于该培训班选择叙永、
古蔺的原因，国务院扶贫办社
会扶贫司扶贫协作处副处长
张伟认为，叙永县、古蔺县的
浙川协作扶贫效果，即在就业
扶贫、产业扶贫探索出了较好
的经验，值得其他省市学习。

泸州是乌蒙山片区连片
扶贫开发和赤水河流域综合
开发重点区域，过去有叙永、
古蔺2个国贫县，经2014年对
贫困对象的建档立卡识别，全
市有贫困村324个，贫困人口
11.5万户39.9万名。

自 2018 年起，按照党中
央和浙江、四川两省关于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浙江
省衢州市所辖龙游县、常山县

分别结对帮扶泸州市所辖叙
永县、古蔺县。两年多来，帮
受双方以及浙江赴泸挂职帮
扶队伍把东西部扶贫协作作
为最大政治任务，坚持产业为
基、造血为本，坚持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坚持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推进全产业帮扶和对
接，使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合
作在泸州落地见效，帮助叙
永、古蔺两个国贫县实现“摘
帽”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作出
了较大的贡献。

地处川黔交界的古蔺县
山高沟深，人多地少，工业发
展缺乏承载平台，包括贫困
户在内的大量富余劳动力长
期依靠外出打工养家糊口。
为了以产业带就业，常山、古
蔺两县共同在古蔺县城周边
规划建设了浙川扶贫协作产
业园。

“产业园二期第一批投资
2950万元，其中浙江方面安排
帮扶资金2120万元。目前，
已招引高乐皮具、森巴斯服饰
等项目入驻投产。”园区管委
会主任胡伟说。

据了解，该产业园采取帮
受双方共同出资建设、共同招
商引资、共同培训员工“三个
共同”的模式，着力发展服装
制作、皮具加工、箱包生产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高乐皮具公司的生产
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制作背
包。该公司副总经理付雷介
绍，这个车间解决了185名贫
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古蔺县箭竹苗族乡大雄
村村民郭中夫妇在高乐皮具
公司从事包装工作，一家5口
实现脱贫。郭中说，过去他在
县城建筑工地打零工，妻子在
家务农，收入不稳定。如今夫
妻俩一起上班，两人月收入加
起来超过5000元。

据了解，过去两年间，通
过东西部扶贫协作，已累计引
导22家东部企业在泸州开展
产业扶贫开发，完成投资13.4
亿元，以吸纳就业和利益联结
等方式带动贫困人口9108人
致富。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简放鹏

泸州市古蔺县扶贫产业集中发展区标准化扶贫车间建设项目。古蔺县委宣传部供图

目前，泸州市古蔺县已建成扶贫车间23个，吸纳近千名贫困

人口就业。 古蔺县委宣传部供图

四川泸州易地扶贫搬迁：

从草房到新楼从草房到新楼 从糊口到致富从糊口到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