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的清晨，阿岗水库晨雾缭绕，湖面和湖岸的山、树、

村庄构成一幅水墨画卷。

罗平县阿岗镇高桥移民新村阿岗水库自上世纪70年

代开始谋划，于2003年正式开展前期工作，2016年9月

完成前期工作，2016年10月25日开工建设，2021年9月

23日下闸蓄水。如今，一个最高水位1866米、库容面积

926万平方米、库容1.29亿立方米的“高原明珠”镶嵌在珠

江源头。

曲靖市搬迁安置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阿岗水库总

投资22.55亿元，它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善了曲靖市罗平县、

师宗县的水环境，对保障曲靖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

“造”一个平湖，绘一方幸福。近日，记者一行环阿岗水

库，探访水库移民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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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个平湖 绘一方幸福

“前段时间，快递物流培训在我们
村里开班，我参加了培训，学到了很多
快递物流知识，给我以后创业增加了
新的可能性。”陆良县小百户镇兴隆居
委会的移民张智瑶说。

今年 19岁的张智瑶是会泽县毛
家村水库建设安置到陆良县的大中型
水库移民，一直想从事农业以外的行
业。“看到针对移民的职业技能培训
班，我就报名参加了。”她说，村里很多
人都在网上买东西，但因为快递点较
远，很不方便，这次参加培训后，她打
算在村里开一个快递点，“既方便身边
的人，也给自己增加收入。”

课程设在产业上，课堂办到家门
口。为让培训更有针对性，陆良县搬迁
安置办与移民较多的乡镇（街道）村
（居）委会共同研究，制定年度培训实
施方案，经专家评审、上级业务主管部
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我们的培训既考虑到移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又兼顾全县库

区和移民安置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与布
局，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新业态
职业技能需求。”陆良县搬迁安置办负
责人介绍，在开展培训过程中，安置办
以提高就业技能为目标，遵循“干什么
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结合
陆良马铃薯、苹果、青贮玉米、蚕桑等
特色产业发展目标，因地制宜分层、分
级、分类设置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积
极探索移民培训新模式，让移民群众
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点单式”培训。将
培训班课堂前移至各移民村中，办在
移民群众门前屋后、田间地头，让群众
充分利用务农空余时间参加培训，学
习知识、掌握技能。在培训期间，用工
企业也会到培训现场开展就业推荐，
有务工需求的群众可现场选岗。

截至目前，陆良县已举办移民职
业技能培训53个班次，3691名移民群
众参加技能培训。

本报记者博达
通讯员潘砚文 文/图

“桂花儿生在桂石崖哎，桂花儿要
等贵人来哎……”当清晨的第一缕阳
光洒在西冲新村时，村里的大广播准
时响起，开启村民新的一天。

西冲新村是马龙区旧县街道白塔
村委会车马碧水库9个移民集中安置
点中的苗族村寨，有移民25户105人。
马龙区搬迁安置办把民族团结进步、
民族村寨建设、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
探索“移民后扶+民族团结+文化传承”
工作新模式，奋力书写移民搬迁“后半
篇文章”。

“群众持续增收致富是在实施移民
后期扶持项目中最大的考量，西冲村存
在着基础薄、观念旧的问题，但也有民
风淳朴的优势，只要我们多帮多带多
教，群众的日子就会像芝麻开花节节
高。”马龙区搬迁安置办负责人介绍。

西冲村的土地大多分布在车马碧
水库沿岸，有着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
势。马龙区搬迁安置办积极争取移民专
项资金 67万元，硬化机耕道路 2.5公
里，直达村民土地，做到“路相通、渠相

连”，让移民群众生产实现机械化耕作。
在夯实基础设施的同时，马龙区

搬迁安置办想方设法带领移民群众
发展烤烟产业，组织西冲苗族群众以

“换工”的方式向周边村组汉族群众
学习烤烟栽种技术，从育苗、理墒、打
塘、拌化肥、放农家肥、栽种、田间管
理，到采收、烘烤，苗族群众不仅学到
栽种技术，提高了劳动效率，更和睦
了邻里关系，实现“小互帮”撬动“大
团结”。

在互帮互学中，村民王志坤成为
西冲村发展烤烟产业的领路人。“我家
今年种了 26亩烤烟，收入 14万元，日
子越过越有奔头。”说起今年的幸福生
活，王志坤乐得合不拢嘴。

除了发展烤烟主导产业外，西冲
村的织布、养蜂等产业也在发展壮大。

“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甜。”张美丽老
人一边织布一边说，“苗族服饰上的图
案都有特殊的含义，我用这些美丽的
图案来反映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博达 通讯员朱凤仙

幸福生活节节高

绿化增添底色、亮化照暖民心、美
化提升颜值——近年来，罗平县紧扣
宜居宜业的发展目标，推动了一个个
移民新村的蜕变。

“近3年来，全县累计投入移民专
项资金 4000万余元，惠及群众 3万余
人，其中移民群众1.2万余人。”罗平县
搬迁安置办负责人介绍，通过一系列
民生工程的实施，移民村面貌焕然一
新，移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得到
全面改善。

走进阿岗镇高桥村，宽敞的道路
直通村口，整洁的庭院错落有致，正在
村头忙碌的伏定明感慨道：“以前这里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现在路平
了、灯亮了，住在这里真是舒心。”

鲁布革乡小红班村百香果种植
基地先后投入 625万元修建了 12公
里的公路和配套码头，不仅解决了运
输难题，也让当地产业的辐射能力大
幅提升。

钟山乡鲁邑村乃格沙组将移民新
村建设与布依民族文化深度融合，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路子。
该村保留布依风情传统村落，依托
200余亩椪柑种植基地，通过村民合
作社引导，打造集山水林果于一体的
现代化采摘园，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
验农事、感受布依文化。每到丰收季
节，村子里人流如织。

阿岗镇戈维村的阿市里组新建苹
果基地、民宿、露营场地等，以生态经
济采摘园吸引周边群众前来观光休
闲。果园负责人罗涛介绍，目前，游客
越来越多，村集体的收入增加了，村民
的分红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罗平县共实施经营性项
目 14件，批复移民专项资金 2758.76
万元。截至目前已完工 11件、在建项
目 3件，移民新村变成了移民群众的
幸福家园。

本报记者博达 通讯员何玉

移民新村正蝶变

走进麒麟区三宝街道五联社区三
百户村，镌刻着“曲靖红色文化第一
村”的大型红旗雕塑映入眼帘。穿过“红
军过楼”，沿着红军街，喝口“红军井”
水，一路追寻红色足迹，这个以红色为
底色的村庄独特魅力尽显。

三百户村曾诞生过曲靖籍第一
名中共党员金耀曾、第一名女党员伏
瑞贞；长征期间，曲靖唯一的女红军
叶琳从这里追随红六军团踏上革命
的征程。为充分挖掘红色资源，擦亮
该村红色“名片”，移民搬迁安置部
门不断加大对该村建设力度。近年
来，累计投入移民专项资金近 900万
元，其中 2023年以创建全省“美丽家
园·移民新村”整县推进示范区助力
乡村振兴为契机，投入移民专项资金
480 万元，撬动整合各类社会资金
800 余万元，在该村大力实施“美丽
家园·移民新村”及“红色文化第一
村”建设项目。

“三百户村属潇湘水库搬迁移民
安置区，在建设移民新村的同时，重点
保护和提升老村，将党建引领、红色传
承、乡村振兴三者紧密结合，主要修缮
复原了“红军过楼”、红军街、地下交通
站、金耀曾故居、施药堂等红色革命遗
址。”麒麟区搬迁安置办公室主任刘志
强介绍，通过项目建设，改造提升了红
军广场、红军长征过曲靖纪念博物馆、

红军食堂等，这个具有光荣历史的村庄
焕发光芒。

“这几年村里变化太大了。”五联社区
党总支书记汤倩介绍，随着移民新村项目
的大力实施，村里的人气也越来越旺。特
别是依托与曲靖市委党校结对共建和绿
色产业发展的优势，打造爱国主义红色教

育示范基地和韭菜花种植加工基地，三
百户村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每年夏
天，都有各地游客前来移民新村避暑，看
茭白田园风光、赏韭菜花海美景、品韭菜
花美味、寻红色革命足迹。”

据统计，今年 1至 11月，三百户村
累计接待市内外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接受红色教育 115 批 12000 余人
次，村集体创收 50多万元。目前，该村
正在进行跨区域深度融合式开发，将流
量变“增量”，积极探索一条移民新村红
色文化旅游的发展新路子。

本报记者 博达
通讯员 陈晓宇 文/图

本报记者博达通讯员杨俊 文/图

近日，记者一行来到陆良县活水
乡大泽德村民小组，虽是乡村，但行走
其间，却像是进入了城市小区。

“因为阿岗水库建设，新村庄四通
八达，家家户户都住上小楼房。”活水
乡大泽德村民小组组长资永平是移民
搬迁安置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介绍，
以前的老寨子面积大，加上无序建设，
环境脏乱差，交通不畅。

资永平当起向导，带着记者从生
活区到生产区，感受村庄如今的变
化。在生活区，一排排小楼房错落有
致，户主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在门口栽
种了花或者蔬菜。在生产区，每家分
有一间生产房、两间烤烟房，生产房
一层可作圈舍或堆放草料、二层主要
用于粮食收储。

“大泽德新村集中安置移民 368
户 1307人，是阿岗水库最大的移民安
置点。”陆良搬迁安置办公室主任高奇
华边说边打开手机，让我们看看大泽
德老村和新村的照片。照片中，老村以
瓦房为主，杂乱无章，新村则是清一色
的小楼房，因地势独特，建成的新村呈
现飞机的造型。“当地老百姓讲，他们
不是飞上了天，是飞来了幸福。”

在阿岗水库建设移民安置中，罗
平县委、县政府引导移民采取政府统
一规划与移民自主建设相结合的“统
规联建”建房模式，即在统一规划宅基

地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群众生活习惯、
民族风情等因素，设计多套房屋户型，
由移民代表大会讨论选定户型，再由
移民推选代表组建联建委员会，代表
移民全程参与施工队伍选择、招标议
价、质量监督、工程验收、抽签入住等，
实现房屋联合建设、质量联合监督。

8 个集中安置点以水库沿岸为
线，如珍珠般串在一起，构成一幅乡村
振兴新画卷。

“虽然土地缩减了，但是群众的
收入没有减。单烤烟产业这一项，今
年又增收了1.1亿元。”当记者问及移
民群众收入时，高桥村委会党总支书
记伏家珍底气十足，“今年高桥村栽
种烤烟13816亩，就村组来说，产量、
产值和面积都是全国第一。”

伏家珍的底气来源于好政策。曲
靖市根据移民搬迁安置工作要求，抓
实搬迁安置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按照“边迁边扶、以扶促迁”的工
作思路，同步启动移民后期扶持工
作，根据阿岗水库库区群众生产习惯
和技能特长，在发展壮大烤烟产业上
下足了硬功夫。

“发展烤烟产业，一定要下好
‘产得出、产得优和卖得好’三步
棋。”曲靖市搬迁安置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烤烟产业发展中，
按照统规统建的方式，由移民户自
筹部分资金新建集群式烘烤房 626
座，其中罗平 480 座、陆良 146 座，
确保“产得出”。通过选派科技员，

加强对移民户烤烟种植和烘烤技
术的指导培训，确保“产得优”。在
全市范围内统筹，将烤烟合同向库
区和安置区倾斜，实现户均烤烟合
同达 10亩以上，确保“卖得好”。“户
均烤烟收入 4.5 万元，保证搬迁后
收入不减。”

在烤烟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
曲靖市在移民安置区引进重楼、三
七、金银花、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同
步发展牛、羊等养殖，拓宽移民收
入渠道。

在高桥村民小组牲畜养殖区，村
民伏正平通过“立体”养殖，在圈舍一
层养了 14头牛，在二层养了 20多只
羊，加上栽种20亩烤烟，他近年来的
收入都是“10万+”。“有了好政策，有
了新家园，就一定要通过辛勤耕耘，
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他说。

搬到新家园，创收不止、幸福不
止。阿岗水库的建设与移民搬迁，为
库区周边人民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绘就了一方幸福。

户
户
安
居

在阿岗水库工程建设中，共搬迁安置1853户7335人、生

产安置2987人。在移民安置中，“别墅+生产房+圈舍”成为标

配，人畜分离、生产区和生活区分离，做到了户户安居。

稳
稳
幸
福

在阿岗水库移民搬迁安置中，曲靖市委、市政府把移民产

业当作头等大事，对标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会致富的移民

搬迁安置目标，以烤烟生产为主导产业，同步发展牛、羊养殖和

蔬菜等种植，通过产业发展托起移民群众稳稳的幸福。

挖掘红色资源 打造幸福家园

课堂办到家门口

麒麟区三宝街道三百户移民广场

蓄水后的阿岗水库

田间地头开展培训田间地头开展培训。。

大泽德新村

移民后扶政策实施以来，陆良县搬迁安置部门在小百户镇大力扶持发展马
铃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该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24
年，小百户镇共种植秋马铃薯5万亩。图为小百户镇炒铁村委会移民群众近日在
田间挖收马铃薯。 本报记者博达 通讯员 潘砚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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