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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楼又上岗 身迁更心安
——青海海东市乐都区谱写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孙海玲 高晴

初冬时节，河湟谷地寒气逼人，清晨
的雾霭还未散尽，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梦
圆居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里已经充满
了浓浓的烟火气，临街小摊贩的吆喝声、
包子铺前排起的长队、着急上班的赶路
人、公益性岗位上忙碌的身影……让这个
易地扶贫搬迁小区格外热闹。

像梦圆居小区这样的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乐都区有很多，体量也比较大，
七里店、瞿昙徐家台、洪水李家壕、洪水
坪、仓岭顶、杨家岗、迭尔沟、红沟、马圈
沟……它们散落在各处，承载着各族群
众 的 新希望，成为他们迈向新生活的起
点。

搬得出
让大山里的群众换一种“活法”

回想起多年前那场伟大的“变革”，从
乐都区共和乡马厂村搬迁到七里店安置
小区的住户李世林依然感慨万千：“以前
在山里的时候，冬天还要生炉子，不仅不
安全，还不暖和。现在搬进这么漂亮的房
子，冬天再也不怕冻着了，暖气很热，生活
很方便。我们大家伙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走进小区，放眼望去，整齐的楼房一
字排开，宽敞的道路干净整洁，老人们坐
在长椅上晒太阳，孩子们在广场上嬉戏玩
耍。穿过一条小路便到了李世林家，窗明
几净，温暖舒适，几盆茁壮的绿植把房间
装点得格外温馨。

乐都区，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
过渡带，北依祁连山，南靠拉脊山，周围
高，中间低。两山对峙，湟水中流，是典型
的高原河谷地貌。曾经，大山里世居着各
族群众，山大沟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
朝天，面临着出行、上学、就医、务工等诸
多不便，发展受困的同时也束缚了他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易地扶贫搬迁行动，让
曾经生活在大山深处的群众真正走出了
大山，换了一种“活法”。

党和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东风没有
落下一村一户，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启动以
来，乐都区各级政府因地制宜积极谋划，
统筹人力、物力、财力，从一砖一瓦到座座

新居，蓝图变成了现实，一座座现代宜居
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如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

这是一条搬迁之路，也是一条幸福之
路，有不舍和守望，更有憧憬与希望。“十
三五”以来，乐都区累计投入 22 亿元，先后
搬迁 16 个乡镇 160 个村 8845 户 29783 人，
修建集中安置点 12 个，集中安置 6533 户
2.21 万人，占全区人口总量的 10.1%，全市
易地扶贫搬迁总量的 47%，全省易地扶贫
搬迁总量的 16.3%。这个数字背后，是无
数家庭的命运转折，更展现了乐都区在易
地扶贫搬迁的道路上勇挑重担。

稳得住
让搬迁群众生活更舒心

怎样才能让搬迁群众“稳得住”？不
仅要配套建设好基础设施，方便大家的生
活，解决老百姓的急难，还要关注后续发
展，提供就近创业就业的机会。近年来，
乐都区始终把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
文章”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中之重，以坚定的信心
和有力的举措，努力让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

走进乐都区七里店安置小区，小区商
业一条街热闹非凡，居民们可以在这里购
买各种生活用品；幼儿园、卫生院、商贸市
场、老年活动室等应有尽有；在社区老年
日间照料中心里，老年人可就近集中享受
助餐、理发、保健、文体娱乐等日间照料服
务……“半小时”生活圈让这里的群众生
活更便捷。

“用最好的地建最好的房，把最好的
房给最困难的人。”这一承诺在乐都这片
热土上得到了完美践行。多年来，乐都区
始终把易地扶贫搬迁当作重大政治任务、
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展机遇，出台一系
列政策，捆紧捆实工作责任，实现搬迁“分
房、搬家、产业、就业、服务、党建”全覆盖，

努力做到了让群众搬得放心、住得安心、
生活舒心。

乐都区坚持安置点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基层组织管理与搬迁安置同步推
进，同步配套建设给排水、强弱电、路网、
幼儿园、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停车场、
市场等设施。近年来，用于安置点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投资资金达 4.4 亿元，占比达
31%。

楼 上 置 业 ，楼 下 乐 业 ，是 美 好 的 愿
景。据统计，近年来，乐都区围绕搬迁农
户家庭富余劳动力就业，积极搭建就业信
息平台，累计开展技能培训班 210 多期，培
训搬迁群众 8400 余人次，举办大型现场招
聘会 50 余场，累计带动就业 14467 人次。
同时，将 400 名搬迁劳动力纳入保洁员、信
息员等公益性岗位，让搬迁群众有了稳定
的收入来源，生活更加有了保障。今年前
三季度，脱贫搬迁人口人均纯收入达 1.37
万多元，同比增长 15%。

现在，党群服务中心成了群众新的温
馨家园；江苏省无锡市对口帮扶援建的乐
都区东林学校，基本满足了安置群众子女
就近入学和“上好学”的愿望；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和新型社区组织的统筹下，书法
比赛、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各类文化活
动一场接一场地举行，进一步丰富了搬迁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这里不再是贫
困的山区，而是充满希望的家园。

能致富
让搬迁群众过上好日子

“以前在农村，除了干农活做家务，我
什么都不会，现在我在这里学习刺绣，一
年下来能增收 6000 元左右，同时也能就近
照顾家里，日子越过越好了。”新居民李金
英笑着说。

走进乐都区梦圆居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小区的青绣加工车间，绣娘们比量取
样，穿针引线，一边进行图案设计，一边绣

制，车间的成立不仅为当地妇女提供了新
的就业机会，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开辟了新路。在这里，“指尖技艺”正在变
成“指尖经济”，编织出了一条产业振兴

“新赛道”。
据了解，该青绣加工车间是在 2022 年

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项目的扶持下建成
的，2023 年正式投入运行。“扶贫+青绣”
的产业模式，先后扶持帮助 300 多名妇
女掌握了刺绣技艺，带动安置点留守妇
女 就 地 就 近 就 业 ，两 年 来 累 计 创 收 40
余万元。

“这些绣品都是我们一针一线绣出来
的，大家现在看到的颈椎枕里面，添加了
葛粉、桂枝、白芍、黄麻等多种中药材，有
助于解肌舒筋、安神活络……”在芦花乡
青绣展销车间，43 岁的秦存连坐在轮椅上
对着直播间的网友介绍绣品。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仅是让脱贫群众
住上好房子，更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乐
都区坚持“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原则，不
断探索后续产业发展道路，形成了“易地
扶贫搬迁+N”模式，开启盘活村级劳务市
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先行实践，脱贫搬
迁劳动力就业率达 95%，实现每个家庭“一
户至少一人就业”目标。

在梦圆居、七里店、康盛佳苑等大型
安置小区建设商铺 104 间、农贸市场 1 处，
累计就近带动就业 300 余人，群众年人均
增收超 2 万元；扶持伦缘纪念品和服装加
工 2 个帮扶车间，吸纳脱贫人口、残疾人等
90 多人就地务工增收；建成仓岭顶生态养
殖场 1 处、高家安置点旅游一条街、李家壕
和徐家台食用菌生产车间 2 处，累计带动
1000 多人就业。

从“风雨飘摇”到安居乐业，是乐都区
务实作为的实践答卷。昔日的“山上”已
渐渐隐入岁月的长河，山下的新居承载着
希望与梦想，将继续记录时光故事，讲述
百姓梦想，指向幸福远方。

据（农民日报）

梦
圆
居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安
置
小
区
的
群
众
在
青
绣
帮
扶
车
间
学
习
刺
绣
手
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