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西县康恩家园——

团团圆圆的大家庭
1月20日，大寒。但维西傈僳族自治

县康恩家园里年味渐浓，红红的灯笼，喜
庆的中国结，充满着浓浓的暖意。来自全
县7个乡镇27个行政村的搬迁户身着节
日盛装，用歌声、舞姿欢庆乔迁之喜，感
念党恩绵长。

“以前住在康普乡普乐村，那里山高
坡陡，公路不通，看病远、读书远，太不方
便了。”今年30岁的余芳乐呵呵地说，好
日子来了，幸福生活开始了。余芳一家5
口人，她和丈夫在外务工，搬到新家，一
家人忙着备年货。

“今年你有什么打算？”
“开个理发店。”余芳脱口而出，“娃

娃上学不用接送，妈妈擅长傈绣，现在已
经找到加工绣片的活儿，爸爸正准备应
聘保洁员，我和丈夫创业，一家人一起赚
钱，好日子还在后头。”

住进新家，在家门口赚钱，53岁的
陶建东深有体会。2013年，陶建东务工
时发生意外身体残疾，2015年被列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身体不好，家里收入少，
生活看不到希望。”回忆从前，陶建东仍
感忧伤，望着新家园，笑容又重新浮现，

“现在好了，不但住进新家，在政府的帮
助下，还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公司做保
安，有了固定收入，非常感谢党的好政
策。”陶建东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妻子也
在政府的支持下，开起了一家服装店。

“生活好不好，你看看我们的‘迎新春文
艺联欢会’就知道了。”陶建东说。

刚在台上表演完舞蹈的陆莹秀说起
新家园，有讲不完的话。“我家是从永春
乡吾底石下组搬来的，这次我们组搬来
70多户，新家太好了，上学、上网、就医，
各方面都很方便，感谢党和国家给我们
这么好的政策，让我们的生活得到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陆莹秀说，她读大学的
这些年，国家一年补助金 5000元，加上
自己勤工俭学做一些家教，学校的费用
基本够了。

让陆莹秀更加兴奋的是，康恩家园
是一个团团圆圆的大家庭。“我特别开心
新家园是个大家庭，多民族聚居。这些
天，我学到了各个民族的风俗，以前没有
跳过傈僳族舞蹈、藏族舞蹈、纳西族舞
蹈，现在我学会了很多，各民族大团结大
融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诚如陆莹秀所说，康恩家园里的搬迁户
有来自维西县不同地方的 863户 3529
人，搬迁到县城新家，不仅要脱贫致富，
还促进各民族和谐共融，共同发展。

维西县易地扶贫搬迁新增规模建设
有 3个安置点，共 951户 3518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689户 2519人，同步
搬迁人口 262户 999人。涉及永春乡、白
济汛乡、康普乡、叶枝镇等7个乡镇27个
行政村63个村民小组。让村民们搬离祖
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搬起来不易，稳得住
更难。

“为了让易地扶贫搬迁新增规模搬
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我们
出台了《维西县易地扶贫搬迁新增规模
搬迁群众后续保障实施方案》，科学统筹
易地扶贫搬迁迁出点和安置点资源，切
实解决好搬迁群众低保、医保、养老保险
等衔接工作，着力解决搬迁群众的就业
创业、就学、就医等基础性问题。”维西县
副县长、县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指挥长
张陈义说，目前，各项基础设施已建设完
成。设立的易地扶贫搬迁就业服务窗口，
帮助像余芳、陶建东一样的劳动力，在家
门口找到工作。

截至 1月 19日，维西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服务站已安排易地
扶贫搬迁县城安置点（康恩家园）安置户
312人上岗就业。其中，省外务工 52人，
主要从事电子产品组装、屠宰等工作。州
外省内务工25人，主要从事酒店、餐饮、
销售等工作。县外州内务工的 33人，主
要从事物流、酒店等工作。县内务工202
人，主要从事学校后勤、保洁等工作。同
时，根据各志愿服务单位统计上报的就
业意愿，1月16日，在易地扶贫搬迁县城
安置点（康恩家园）组织现场招聘会，现
场达成就业意向的有676人。

“同时，结合实际，我们指导制定了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后续产业保障方
案。”维西县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临时服
务中心负责人李俊清告诉记者，安置点
按照维西县“五个紧跟”“三个紧扣”产业
发展思路，走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
产业融合之路，把解决迁出群众长久生
计、就业、增收、致富作为主攻方向，在安
置点附近租赁了 425亩农田，以“公司+
合作社”运作模式，发展集体经济。

此外，维西县通过招商引资推进糯
山药种植项目落地建设，积极培育县内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开展生猪养殖，
以成立和扶持维西县绿色种植养殖产业
行业协会为契机，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产业经营发展能力，吸纳县城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劳动力就业能力，确保
县城安置点每户至少有一人以上实现就
业或创业，努力实现通过就近就地就业，
外出务工或自主创业获得稳定收入奠定
吸纳就业空间，从根本上解决易地扶贫
搬迁户生存与发展问题，最终实现易地
扶贫搬迁户搬得出、住得下、有就业、能
脱贫的目标。

本报记者张帆通讯员余丽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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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0日，正值大寒节令，在昭通市靖安新区、维西傈僳族
自治县康恩家园、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泸水市大兴
地镇维拉坝安置点举行的“百万大搬迁 点亮新家园”大型直播
活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搬进新家园的老乡们忙着置办年货、
举着大红的“福”字合影留念，载歌载舞感党恩，庆祝喜迁新居，
高涨的热情、溢满幸福的笑脸驱散了冬日料峭的寒意。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中的一块“硬骨头”。全省各族干部
群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具体行动、作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提高站位、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保
质保量推进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全省 16个州（市）、121个县（市、区）“百万易地扶贫搬迁”建
设任务已基本完成，24.5万套安置房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

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到“换一方水土富养一方人”，
云南省委、省政府以高度的政治担当，全面落实“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工作要求，精细设计政策体系，精准谋划工作举措，积极
筹措搬迁资金，统筹推进搬迁工作，把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作
为各级各部门作风建设成效的“试金石”，以作风转变促进易地
扶贫搬迁攻坚。全省上下坚持政策导向、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把易地扶贫搬迁放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脱贫攻坚“十大攻坚
战”的首仗来重点推进。

据了解，云南省“十三五”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总规模
99.6万人，占全国搬迁总规模的 10%，居全国第三位，其中 2019

年度任务位居全国第一。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关心

支持下，全省各级各部门同心协力、密切配合，一步一个脚印稳
扎稳打，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全省
99.611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序迁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的六类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真正成为云南“十三五”时期促进
贫困人口减贫、地方投资增长、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人口市民
化、生态环境治理、提振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气神的有效措施和

途径。
百万贫困群众搬进新家园，“农民”摇身一变成“市民”，到扶

贫车间打工、就近就业就学就医，老乡们对未来充满期待，易地
扶贫搬迁吹响了广大群众幸福新生活的号角。挪穷窝，搬出一片
新天地；断穷根，跨越前行奔小康，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全省各族群众不负韶华、奋进跨越，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本报记者胡梅君

百万群众易地大搬迁 激情点亮幸福新家园

搬到新家园，住进新房子，有了新打
算。63岁的王文祥来自大关县天星镇沿
河村海子社，一家 5口搬迁入住合顺社
区 11栋 1单元 701室，一分钱不花就住
进120平方米4室2厅2卫的电梯房。

“太阳那个出来喜洋洋，明天更比
今天靓，人人心里有方向……”1月 20
日，靖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阳光明
媚，一场“新春送温暖，文化进万家”演
出活动正在举行，激昂的旋律欢快的歌
舞感染了现场每一位搬迁群众，王文祥
手里打着拍子陶醉在歌声里。他说，搬
到新家园后，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还到
浙江打工，他和老伴身体好，就在社区
蔬菜种植基地打工，一天能挣 70元，还
可以在家带孙子，这在老家是想都不敢
想的事。”

“搬到靖安这样一个 4万多人的新
家园，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就是天星镇
上的人都羡慕。”在王文祥看来，搬到新
家园后要买点生活用品就不用走五六
个小时的山路到天星镇上去买了。在他
的记忆里，村民最快乐的事就是走路到
天星镇上去赶场，赶一次场早上天不亮
就要起床，回到家已经是晚上。

“我们都是住在老高山的人，这辈子
还能住上城里人都羡慕的楼房，新家园
还配套建设有产业基地、扶贫车间，学
校、医院，生活方便不说，政府还组织我
们外出务工，这得万分感谢党的好政
策。”和王文祥家一样，刘登亮、王明军都
是大关县天星镇海子社的人，他们村24
户集体搬迁到靖安新区。王明军告诉记
者，搬到新家园后，村里 24户人家青壮
年已经向社区报名，准备春节后就到广
东中山去打工。“工资收入比在靖安安置
区的产业基地和扶贫车间高多了，毕竟

是政府组织起来一起去，乡里乡亲有个
照应。”王明军和他们村里的青壮年对未
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搬到新家园，娃娃读书方便了，
媳妇和我就在安置区扶贫车间做工，
我们夫妻俩每月工资收入有 4000 多
元，生活比老家好多了。”42岁的宋元
满是彝良县柳溪乡大坪村民小组的
人，夫妇俩有 3个儿子，大的 14岁，小
的 8岁，前几年他一直在广东打工，媳
妇在家带孩子。由于 2018年生病做手
术后身体没有恢复，不能外出务工，村
里给他安排了护林员公益岗位，每月
有 800多元的工资收入，家里还有几亩
山地，种植玉米、红薯，生活过得艰难。

“最难的还是 3个娃娃上学，每天要走
五六里山路去学校，春节后就转学到
新家园的学校读书，在家门口读书，在
家门口挣钱，生活就像我的名字一样
圆满了。”谈起搬到新家园的新生活，
宋元满脸上笑开了花。

冬日暖阳下，正在靖安新区火热进
行的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来
自省内外的 50多家用工企业走进安置
区招工，前来咨询就业信息的群众络绎
不绝，工作人员热情服务、细致讲解、宣
传推介岗位信息，把一份份宣传册子送
到群众手中。

“这份工作主要是生产手套，每个
月保底工资 4000元，超出部分工资计
件算，最高能领到 5000元，春节收假后
我就去上班。”招聘会现场，来自靖安新
区合顺社区的搬迁群众骆顺敏与浙江
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
就业意向后非常高兴。去年，她在浙江
的服装厂上了半年班，对当地的气候环
境、饮食习惯都非常适应，今天找到的

这份工作工资比在服装厂高，工作地点
也在浙江，所以她与用工单位很爽快地
达成了就业意向。

“搬新家，创新业，幸福不忘习总书
记。”骆顺敏告诉记者，她家原来住在大
关县玉碗镇石灰村，一家 4口挤在破旧
不堪的土坯房里，村庄道路逢雨泥泞，出
行十分困难，外出务工是主要的收入来
源。去年12月18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帮助下，她们一家人成为首批入驻靖安
新区的搬迁群众，没花一分钱就住进了
电梯楼，“没有党的好政策，就没今天的
幸福新生活”。

“我们已经在靖安新区开展了 3次
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的有 300余人。”
广东天杰集团云南分公司总经理金浩
说。他们的用工需求包括电子产品、汽
车配件、铝材加工、家具生产 4大类，就
业岗位有 7000余个。同时，还在靖安新
区聘请了 20个就业信息采集员，帮助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找工作，宣传推介岗
位信息，收集整理就业意愿，全力服务
群众就业。

“稳就业就是稳人心，我们最大的
心愿就是让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实现
充分就业。”靖安新区就业服务工作站
站长董程鹏说。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劳动
力年龄结构偏大、技术水平较低、文化
层次不高的特点，我们组织了 51家企
业来到招聘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 1.3
万个，其中 80%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20%的岗位面向大中专毕业生。春节过
后，还将联合用工企业组织岗前培训，
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发放交通
补贴、稳岗补贴，尽最大的努力全程做
好就业保障服务。

本报记者 蔡侯友 沈迅

昭通靖安新区——

住进新房子有了新打算
会泽新城——

星星点点变成万家灯火
泸水维拉坝安置点——

搬出大山幸福就在不远处
1月20日晚，夜空清朗。从保洁岗位

上回到家里的韩春兰做好了饭，做保安
工作的丈夫才回到家。韩春兰住在15幢
8楼，视线极好，两人吃饭间惊奇地发
现，原本星光点点的小区已变成了万家
灯火！大红灯笼在灯光的映射下，更加年
味十足。

“这么多人一起过年，太好了。”她高
兴地对丈夫说：“看来，这个年比在老家
热闹多了。”

韩春兰一家去年12月23日搬进以礼
街道的新小区，会泽县委、县政府给每户
人家准备了一张桌子、4只凳子，一张床，
电磁炉、汤锅、电热水器一应俱全，满足了
入户生活的基本条件。她家搬入的当天，
就在家里开火做饭以示庆祝。仅仅几天
后，即今年1月1日起，她就在小区找到了
保洁的工作，丈夫也在小区做起了保安，
两人的收入加起来，过日子不成问题。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会泽县有
12.2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居住在高寒、
冷凉、干热河谷地区。这些地区资源承载
能力严重不足，公共配套成本过大，当地
群众难以走出困境。为了阻断贫困的代
际传递，解决“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
人”的问题，2018年以来，会泽县对20个
乡（镇、街道）514个自然村的特困群众
实施整村搬迁，在公共设施优良的县城
西部建立搬迁新城区，对搬迁群众进行
集中安置。全县共计搬迁19298户81257
人，规划建设安置点 6个，分两期实施。
2019年 1月猪年春节前夕，首批 2万人
顺利搬入安置小区，大部分村民首次在
县城里开心过大年。

搬入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村民稳得
住、能致富才是关键。为了让搬迁群众
安心过日子，会泽推出了“近期
靠就业、中期靠产业、远
期靠教育”的发展思
路。一边开发公益岗
位，开发就业岗位，一
边发展产业，拓宽就业
门路。同时，把劳务输
出作为重要抓手，努力

扩大就业渠道。
张昌云是会泽县 30万劳务大军的

“领头雁”，他已在位于绍兴的浙江龙盛
集团工作 16个年头，带动会泽籍在浙
江上虞区务工的人员已达 2800多名，
不仅自己富了，还成为远近闻名的“务
工经纪人”。荣膺“会泽县首届就业致富
先锋户”“浙江省百佳农民工”等荣誉称
号，成了会泽人在浙江就业务工的励志
典范。

群众要发展，产业支撑是关键。会泽
县坚持“新平台+新主体+大产业+贫困
户”的产业扶贫组织化工作思路。平台联
建“一条链”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
约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不断盘活迁
出耕地、林地、复垦后的宅基地“三块
地”，鼓励搬迁群众自主流转和托管种
植，稳收租金。

“打工一天 60元，培育出来的马铃
薯原原种，免费领回家，种出原种，公司
统一订单收购。原来常见的土豆（马铃
薯），现在成了手里的金豆豆”会泽县现
代农业产业示范园里务工的邓金秀说起
种马铃薯原原种特别的开心。

群众要安心，就学是重心。为确保搬
迁群众子女个个有学上，不让一个孩子
辍学。会泽县规划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4所、小学 3所、中学 5所，可提供学位
15840个。计划新增教师编制 739名，其
中，学前教育 296名，小学 361名，初中
82名。针对就读普高、职高、大专学生，
认真落实各项教育扶贫政策。

群众要放心，就医是根本。在扩建的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新增床位780
张；新建 2个街道卫生服务中心、7个社
区卫生服务站确保搬迁群众“小病不出
社区、大病不出县城”，就近就便就医，医
疗保险100%在迁入地缴纳、报销。

在第一批成功搬迁的基础上，去年
12月20日，会泽县启动了第二次搬迁。

1月 17日春节前夕，随着大海乡的
张兰珍、顾石贵、许福青等搬迁户入住以
礼街道的新家园，会泽县“十万人进城”
第二批搬迁告一段落。此次搬迁共安置
搬迁户4003户17337人。

“从去年12月20日启动搬迁工作以
来，每天都有人搬来。上午一批，下午一
批，志愿者们全天候为他们解决、解答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以礼街道的楼长高红
梅说：“搬迁户涉及全县的16个乡镇（街
道），整个过程安全有序，群众非常满意。
春节后，还将再搬迁一批。”

为了让群众顺利入住，会泽县成立
7个服务队：社区管理服务队、劳动力就
业创业服务队、卫生健康服务队、政策宣
传服务队、治安巡逻服务队、物业管理服
务队、维修保障服务队，为群众及时解决
遇到的任何问题。

肖万兰今年 66岁，住在 19幢 6楼，
她老家在宝云街道拖姑村 8组。从村庄
出来，要走3公里才能坐车，坐车到县城
要40分钟。现在好了，直接住到城里了。

一进门，肖万兰看到很多房间，忍
不住问引导她的志愿者：“哪一间是我
的？”当志愿者告诉她，全部都是她的
时，她开心地说：“谢谢政府，感谢习
总书记，让我们住这么好的房子，比我
的老家好一百倍。”

肖万兰28岁时丈夫就去世了，她一
手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原想着这辈子都

要辛苦下去了。没想到，赶上了国
家的好政策，过上了好日子。

鼠年越来越近，搬迁群众
的心，也越来越甜。

本报记者蒋贵友陈飞

1月 20日中午，地处泸水市大兴地
镇卯照村、团结村、四排拉多村交界处的
维拉坝易地扶贫安置点，“摆时”嘹亮，鼓
声震耳。上千名搬迁群众聚在文体活动
广场，唱摆时、砍核桃，开展民族体育比
赛和拍摄全家福等活动，迎接即将到来
的新春佳节。

当天，云南电视台在这里开展“百万
大搬迁 点亮新家园”大型直播活动，集
中展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搬迁群众新面
貌，搬迁工作新成效，凝聚“稳得住、能脱
贫、能致富”新动力。

“共产党亮阿克双么，珠海抽实亮阿
克双么。”（傈僳语，意为：非常感谢共产
党，非常感谢珠海亲人。）搬迁户杨文忠
穿着崭新的傈僳服装，高高兴兴地和妻
子参加砍核桃比赛。他从卯照村高山搬
到维拉坝易地扶贫安置点（珠海社区），
住上漂亮的房子，成为美丽公路护路员，
彻底改变了“脸朝陡坡背朝天、辛劳一年
吃不饱饭”的穷困日子。夫妻俩早出晚
归，竭力打拼，两年就攒下了 7万元，今
年主动要求脱贫摘帽。

“我当护路员，还在附近工地干活，
妻子在扶贫车间务工，有稳定的收入。这
样的日子，以前梦里也没有出现过。”杨
文忠说，同村很多贫困群众从山上搬下
来，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在变化。小孩
走几步就到怒江州最漂亮的格力小学读
书。有病有痛，卫生室就在楼下。有事出
行，家门口就是美丽公路。“山上和城镇，
生活真不一样。感谢共产党，给了我们这
样美好的生活。”

清晨，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指挥田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10多个搬迁群众扛
着小锄头，背上竹篮子，到搬迁点附近的

“微菜园”翻土，采摘小葱、青菜。
在怒江，耕地、特别是平整的土地

特别稀缺。半年前，安置点管委会投入
60万元，将安置点下方的乱石滩改造
成 15亩菜地，分成 340块“微菜园”给
搬迁户，让祖祖辈辈与土地打交道的
搬迁户，特别是闲不住的老年人重新

有了用武之地。
如今，“微菜园”这一创新举措，已在

怒江州其他易地扶贫搬迁点推广开来。
怒江四山夹三江，山高谷深。大部分

贫困群众分散在深山密林里。让居住在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贫困群众搬
离大山，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县城、乡
（镇）、集市生活，是怒江脱贫攻坚的现实
选择。

“十三五”期间，怒江州纳入国家易
地扶贫搬迁规划的搬迁任务为 95859
人，占全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60%，加
上同步搬迁人口6253人，全州易地扶贫
搬迁总规模达10.2万人。

3年来，怒江州委、州政府把易地扶
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当头炮”，出台
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宣传动员 10项要
求、规范化建设 18条标准、城镇化集中
安置后续发展保障20条措施、工程质量
安全 25条保障措施等政策措施。州委、
州政府领导、挂联单位干部职工和驻村
工作队进村入户宣传动员，进行县城、集
镇、边境一线集中安置，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目前，怒江10.2万贫困群众已搬离大
山，进城入镇，筑梦新家园。

群众入住后，怒江州在集中安置点
及时设置基层党组织、社区治理机构和
群团组织，选齐配强居民小组长、楼栋
长，组织开展“五个一”党员领导干部下
沉驻点抓社会风险防范和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活动。选派 339名干部到各安置点
驻点开展工作，让搬迁党员有“新家”，搬
迁群众有“主心骨”和“领路人”。严格落
实全省新增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50项工作目标”要求，下发《易地扶贫
搬迁规范化建设 18条标准》，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打造宜居家园。目前，全州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成幼儿园14所，卫
生室 25所，村史馆 19所，文化活动场所
58个，公共卫生厕所66所，污水处理、垃
圾清运设施设备67个，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14个，物流中心14个，仓储设施14个。

匹河乡托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

设了草果编、竹编和棒球等扶贫车间，高
山农民用老手艺编织出新生活，过上了
楼上安居，楼下就业的好日子。

“扶贫车间建设、公益岗位设置，让
搬迁群众有活干、有收入，渐渐适应了新
环境和新生活，心思也稳定下来了。而持
续的技能培训，让搬迁群众有了一技之
长，有了闯出去的底气和勇气，到珠海、
广州等大城市务工，开阔了眼界，增长了
见识。靠自己本事创业、干事、致富的愿
望、能力也越来越强了。”托坪村党总支
书记和建才说，大家都在用辛勤的汗水，
去点亮新家园。

“搬迁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在
后头。”

怒江州把就业增收作为易地扶贫
搬迁的重大民生工程，出台了《怒江州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实施意
见》，着力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培训就
业、产业发展、宣传文化、基层党建和社
区治理“五大体系”，做好易地扶贫搬迁

“后半篇文章”。
目前，怒江州已建成以草果为代

表的香料产业基地 130 万亩。怒江绿
色香料产业园已引入 6 家企业，共建
成安置点扶贫车间 30个，解决就近就
业 883 人；通过安排公益性岗位和劳
动力转移就业，全州易地扶贫搬迁群
众实现就业 35923 人，实现户均 1.42
人就业。

参加完迎春活动，杨文忠走过维拉坝
安置点附近怒江上空的“幸福桥”，到江对
面的森林田间查看地
形。今年，他计划用积
攒的 7万元资金，办一
个林下土鸡养殖场。

“搬出来，幸福就
在不远处。但还得学会
动脑，苦干加巧干，发
展好致富产业，点亮我
们的新家园，幸福才会
等我们。”杨文忠说。

本报记者 李寿华

云南省“十三五”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总规模 996000余人

占全国搬迁总规模的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全省

“百万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

16个州（市） 121个县（市、区）

245000套
安置房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