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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居住环境，在过去长期的岁月里
困住了丽水的农民。

纵有良田美池桑竹，但外面的世界早已并非魏晋。交通
落后、信息闭塞与基础设施薄弱，成为高山远村深陷贫困的
主要原因，而对散居于山水间的农民而言，生活在岌岌可危
的黄泥房里，也并不诗意。

改变，始于 2000年。
当时，丽水以“挖穷根、促集聚、保生态”为目标，开始有序

引导山区农民搬迁至基础设施较好、产业相对发达的中心村、
中心镇和县城，以破解“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局。

从异地搬迁、大搬快治到“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丽
水决战脱贫攻坚的各方力量不断集结与升级。

截至今年 10 月，全市已实现农民异地搬迁 13.18 万户
44.67 万人，这些“散居的农民”得以摆脱贫穷的命运，变身

“集聚的市民”从此安居乐业。

走出大山 异地搬迁迎来崭新的生活

位于云和县西南部的官山自然村，是梅氏家族祖祖辈辈
生活的地方。

在这个距县城 60公里的偏远村庄，低保户梅根水夫妻俩
曾经历深重的无望——一对儿女精神、智力残疾，困在深山
里的一家人一贫如洗。

“做梦也没想到能变成城里人，拿上稳定的工资。”得益
于“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去年底，梅家人走出山门，在大
坪社区云甬小区有了新家。

大坪社区成立于 2015年 10月，是云和县“大搬快聚富民
安居”工程的集中安置点之一。自 2001年实施“小县大城”发
展战略以来，云和县先后建起 48个异地搬迁安置小区（点），
其中 5个建在县城，累计安置 3.5万余人。

但居住环境的改善，还不能解决核心的贫困问题。如何
让搬离土地的村民既搬得走、也能安心留得下？最重要的改
变来自生产方式。

现在，种了大半辈子地的梅根水，已经换了一种截然不
同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他都会骑着电瓶车，到距家 2.5公
里的杨柳河工业园区“上班”，靠加工木制玩具拿“薪水”。在
小区邻近的西坑边村，夫妻俩租了大棚种香菇，每个月还能
多挣 2000元。

梅根水并非特殊的幸运者。
2013 年 1 月，国务院扶贫办在丽水设立扶贫改革试验

区，云和县被确定为先行县。为推动进城农民脱贫致富，云
和县形成了“木玩产业、新老三宝相结合”的格局。作为劳动
密集型产业，单是全县 1000多家木玩企业，就为下山农民提
供了 3万多个就业岗位。

梅根水一家的故事，因为可复制而随处可见。目前在云
和，近 40%的农民下山转移、70%的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
移、80%的人口集中在县城居住、93.4%的学生集中在县城就读。

云和的扶贫攻坚历程，只是丽水通过异地搬迁帮助低收
入农户摆脱贫困的一个缩影。“从 2000 年‘异地搬迁’，到
2013年成为首批‘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再到‘大搬快聚
富民安居’工程全面实施，丽水逐步走出了一条脱贫攻坚创
新之路。”市“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黄
力量说。

因地制宜 制度设计推进精准扶贫

随着异地搬迁工作的深入推进，一个深刻的理论课题也

在实践中被不断总结、提升。
黄力量清楚地记得，2018年 9月，丽水市政府出台指导

意见，要求“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立足本区域经济发展实
际。“这意味着，要在异地搬迁工作中，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
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等，因地制宜促搬迁，为低收入群体同步
谋划好可持续的生活与生存环境。”

这份指导意见，也明确了丽水在今后5年将以更大决心、更
大力度、更大范围、更大规模实施“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

从第二年开始，“异地搬迁”成为了“大搬快聚富民安居”
工程的有机组成。名称之变，彰显了丽水坚持“搬得出、稳得
住、富得起”的初心，和以更大力度引导农民群众，尤其是低
收入农户下山脱贫、增收致富的决心。

龙泉市小梅镇半边月村，是一个以种植水稻和食用菌、
加工竹木制品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农耕村落，因产业没落
人员外流，一度沦为“空壳村”“贫困村”。2019年，龙泉市在
半边月村的际里、平坦、毛断 3个自然村启动“大搬快聚富民
安居”工程，将搬迁村民安置到了中心村。

村民搬迁了，村集体经济如何发展？拥有 14559亩山林、
832亩耕地的半边月村，在村民搬迁后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化
种植，村集体流转村民闲置的土地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引
进种植了 280余亩水蜜桃、480余亩绿色无公害水稻。

为了帮助更多村民脱贫致富，龙泉将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村电商等新型经营主体纳入扶持对象，引导其
通过生产资料流转、入股分红等模式与低收入农户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此外，还在搬迁下山的低收入农户中开展“菜单
式”产业帮扶，对从事竹木抚育、家禽养殖的农户发放现金补
助，有固定工作的低收入户，每个月还能领到相当于工资收
入 10%的“特殊津贴”。

村庄的发展风生水起，新兴工业区也不甘落后。
最近，小梅镇牵头建起了青溪竹木加工小微企业园。“我

们和大窑、骆庄、郑边等6个村拢指成拳建起这个企业园，在加
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扩大就业，让更多搬迁农户，特别
是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半边月村党支部书记童家统告诉记
者，企业园已与庆元双枪竹木有限公司签订了承租合作意向
书，“企业会针对当地竹木加工特点设置合适的岗位。”

创新施策 积累生动的“丽水经验”

实施异地搬迁，既实现搬迁群众的空间转移，又因地制
宜着力构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激发异地搬迁低收入群体的
内生动力，以更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在丽水，“搬得下、
稳得久、富得快”的目标正成为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情况制定兜底
政策和配套工作非常关键。”在黄力量看来，脱贫攻坚既要注
重因地制宜，也要做到精准施策。为此，全市各地纷纷创新
探索，积累了生动的“丽水经验”。

景宁的“零成本”搬迁便留下了鲜明一笔。在异地搬迁
工作中，景宁对搬迁群众分类引导、分层安置，打造乡镇公寓

“零成本”搬迁模式。2011年，澄照创业园人口集聚平台投入
建设，建设过程中，依据群众经济能力分类设置多种户型以
供选择，避免群众因建房负担而“越扶越贫”。

以一户 2人的低收入农户为例，选择 90平方米的公寓户
型，自建成本约 9万元，而补助款则达到了 8.6万元，建房成本
与安置补助基本持平。

此外，景宁还在统一规划建设的几个大型乡镇安置小区
建设廉租房，供无能力建房的搬迁户租住。据统计，沙湾、大
均、鸬鹚等 7个乡镇建起了 132套廉租房，目前已安置困难搬
迁群众 8户 13人。

“群众搬迁到哪里，社会保障就延伸到哪里”，教育医疗、
创业就业、社区管理、公共文化等各方面的后续服务工作也
在不断完善。

在昔日“资源相对匮乏，经济总体偏落后，生活越过越
穷，没有奔头”的景宁澄照乡，联排农居如今已在澄照创业园
拔地而起，一排排标准厂房鳞次栉比，还有一大批正在建设
或已经建成的公共服务机构，俨然一派“新城”之貌。

最让“新市民”姜青峰高兴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得到了
解决。近年来，景宁积极开拓教育城乡一体化模式，投资 2亿
元在澄照产业园建起了九年一贯制的澄照学校。

去年，学校引入当地优质民办教育资源启文中学托管初
中部，教育实力大增。“过去，澄照人拼尽全力把孩子往城里
的学校送。现在，县城人开始把孩子往澄照送。”姜青峰高兴
地说，“现在城里人都羡慕我们澄照人，因为澄照从农村变成
了城市。”

2020年是丽水与全省同步高水平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之年、收官之年，全市“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正逐步走出
一条崭新的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的发展之路、农民蜕变市民
的成长之路、城乡资源统筹协调的探索之路。

从 2000 年起，我市异地搬迁工作让一
大批搬迁农户脱离了恶劣、危险的生活环
境，住进了安全、舒适的新房。“搬迁只是手
段，脱贫才是目的”，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异
地搬迁工作也肩负着为低收入群体破解发
展桎梏，斩断“穷根”奔小康的时代使命和担
当，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手段。

异地搬迁扶贫是一场硬仗，是推动集体
经济薄弱村加速快跑、低收入农户共享高水
平全面小康成果的系统工程。经过 20 年发
展，我市的异地搬迁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
阶段性成效，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项工
作还有很多值得思考和改进的地方，尤其是

“后半篇文章”，即搬迁后的农民群众尤其是
低收入农户的社会保障衔接问题。

当前，丽水正全面实施“大搬快聚富民
安居”工程，计划到2023年实现15万山区农
民下山安置。随着工作层面的提升，各地均
立足县域实际出台了“大搬快聚”实施意见，
分门别类地指定政策，最大限度地向低收入
村和低收入农户倾斜。

因此，各地纷纷创新实践，积累了带有
县域特色的丰富经验。在云和县，该县按照
搬迁农民户口性质转换的情况，实行经济身
份和社会身份相分离，即进城农民的经济身
份仍然保留在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凭借社员
证可享受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三权”，
并可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和待遇。

松阳县则在安置小区探索搬迁农户迁
出地和迁入地双重管理、双向服务制度，并
依托松古平原产业发展搬迁农民众创空间，
让低收入农户就近就业；遂昌则有着全市最
大的补助力度，一家三口最高累计可领取补
助61.7万元。

海拔低了，生活质量高了，异地搬迁扶
贫工作让村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兼享“安
居”“乐业”。经过搬迁，一大批山区群众不
仅摆脱了贫困，住进了新房，踏上了奔小康
的幸福大道，也在悄然发生着“身”“心”的
同步转换，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翁。

当然，要做好“聚民”和“富民”文章，也
要思考后续工作的持续跟进。随着大批农
民下山转移，如何在保障公共服务“量”的继
续增长的同时，实现“质”的提升，让进城农
民与其他市民一道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公共
服务，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此外，也要充分发挥特色产业、自然生
态等优势，进一步推动三产联动发展和产业
优化升级，逐渐引导异地创业人口回流、吸
引外来人口，进一步高度集聚人口，提高城
镇化水平。

距离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收官时刻迫
在眉睫，但未到获胜时刻，仍须分秒必争、惜
时如金地做好各项工作，把“后半篇文章”做
得像豹尾一样雄劲潇洒，让高水平全面小康
成果惠及每个人。

在“搬”和“聚”中
提高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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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入选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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