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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四梅是长阳铺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安
置户，也是安置点里鑫金假发加工厂开业当天第一个与
工厂签订务工合同的女工。“楼下上班，楼上生活，日子有
奔头！”说起搬迁后的新生活，马大姐心里乐开了花。

邵阳县大力推进后续产业帮扶、扶持自主创业、促进
转移就业，落实“一点一策”“一户一策”“一户一帮”工作。
依托园区、城区用工企业或集中安置点办厂或家居式扶
贫车间转移一批，依托就业技能培训就业一批，依托劳务
协作输出一批，依托搭建自主创业平台帮扶一批，依托委
托帮扶覆盖一批等“五个一批”开展后续帮扶措施。

全县 3162 户搬迁群众劳动力 2996 户 6851 人，就
业技能培训468人次，实现参与产业扶贫1726户6810
人，指导外出就业1927户3268人，创建扶贫车间13家
吸纳搬迁群众就业74人，安置公益岗位170人，确保了
每户有1名16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家
庭成员实现稳定就业。

该县还引导工厂营造“比、学、赶、超”氛围，将工人
们的每天计件工资进行一天一公示，挣多挣少让大家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今，邵阳县通过订单式技能培
训全面覆盖，公益性就业岗位定向倾斜，一个个规模不
等的假发加工厂、制鞋厂、电子加工厂等扶贫车间在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周边落地生根，让群众享实惠。

十三五期间，邵阳县结合当地特色油茶产业，在已
建成的25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中，有19个建设
了相配套的油茶、光伏电站、全域旅游等特色产业基
地，通过采取“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订单农业”
等模式，让参与的贫困群众除每年获得每亩30元至100
元的林地流转费用外，基地油茶丰产后，每年每亩可分
红2500多元，带动致富建档立卡贫困搬迁户3787人。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下一步，邵阳县将继续加
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后续扶持建设，建立稳定
增收机制、为民增福机制、为民解忧机制，创新社会治
理体系，打造治理有效的文明小区，搬迁对象将拥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他们与全县人民一道，共
同谱写着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篇章。

“家门口上班” 后续产业扶持有广度

一幢幢高耸的楼房整齐美观，一条
条宽敞的道路四通八达，郁郁葱葱的桂
花树，伴随着老人、小孩喜悦的欢笑声，
一幅悠然自得而又满怀憧憬的幸福画卷
映入你的眼帘，这就是邵阳县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群众生活的缩影。

搬迁户住进来后，如何“稳得住”，是
县委、县政府重点思考的问题。他们坚
持把最美的环境带给贫困群众。

该县集中安置的1831户7259人，占
全县总搬迁人口62.88%。他们力求把安
置点建设成“花园式小区”，在基础设施配
套上，对30户以上的集中安置点做到了

“五通三化”，即用水、用电、进出道路、有线
电视、网络宽带全部接通到点、安装到户；
小区内实现绿化、亮化、硬化。其中梅溪嘉
园集中安置点道路沥青铺面，种植了桂花、

各类灌木，铺设了草皮，绿化、亮化、美化成
景，成为了全县安居保障、配套就业、城镇
化发展的一张综合性名片。对30户以下
的安置点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不断完善
配套设施建设，保障了搬迁贫困群众安全
饮水、出行、用电、通讯等基本需求。

同时，该县加强小区公共服务。组
建业主委员会。对 21 个 30 户以上的集
中安置点统一布局小区管理办公室、统
一管理机制，从安置户中推选党员、退役
军人、德高望重的长者为楼栋长、单元
长，成立业主管理委员会，做到了分工明
确、管理有序。对6户以下的分散安置点
实行村支部、村委会干部分片包干自治。

实行联点县级干部到乡镇各安置点
开展民情恳谈会，把政策讲透，把心气讲
顺，面对面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蒋伟

书记到郦家坪安置点、周玉祥常务副县长
到梅溪安置点召开了夜谈会，拉近了群众
的距离，让搬迁群众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创新服务机制。梅溪嘉园探索性建
立了“三中心两室一超市一站一银行一
课堂”，即党群活动中心、管理中心、就业
服务中心，卫生室、警务室、爱心超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24小时图书馆和24小
时自助银行，并创办了以交通出行、消防
安全、技能培训、文明感恩为主的“农民
变居民”第一课堂。岩口铺镇和顺家园
安置点开办了全县首家爱心超市和流转
了全县首块微菜园地，降低了搬迁群众
生活生产成本，提高了生活成效。塘田
市镇对河安置点被评选为全县易地扶贫
搬迁自治管理最好的小区，管委会人员
带头自筹资金购买了音箱设备方便群众
夜跳广场舞，自发举办中秋赏月会、政策
宣讲会等，增进与搬迁群众情谊。

“花园式小区” 集中安置配套有亮度

在县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梅溪嘉园，老孙家
修建在县一中旁三层高的新房子刚刚装修好就面临
拆迁。老孙和妻子舍不得拆，工作人员先后40多次
上门做工作都被婉言拒绝。

“必须把拆迁孙家房屋作为‘头号工程’，确保梅
溪嘉园工程进度！”县委书记蒋伟、县长袁玉华先后
向县联席办发出指示。县联席办工作人员杨玉良上
门做了3天3夜的工作，与孙家同吃、同住、同劳动，
终于打动了他们全家，房屋顺利拆迁完毕。

“是周副县长亲自为我建新房选址的！”老孙是
梅溪嘉园建设的见证者。他高兴地说，新任指挥长、
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周玉祥不但为他另建的新房
操心劳力、献计献策，而且在推进梅溪嘉园建设中亲
自调度、亲自指导、亲自督促施工，直到安置点竣工。

去年，从6月份开始，每周一晚上，县发改局局
长曾昭平从未间断过召开工作调度会，从基础资料
的完善到安置房质量到安置点配套齐全，逐桩逐件
抓落实。

为让搬迁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易地搬迁扶贫
工程带来的惠民政策，邵阳县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始终做到“四坚持四结
合”，即：他们坚持领导现场办公与业务培训相结合，
坚持指挥部人员联乡指导与专项小组上门指导相结
合，坚持工作人员日常监管与聘请第三方机构专业
核查相结合，坚持会议调度与书面督办相结合，强力
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同时，该县牢牢把握好住房质量，建立了“一个
项目、一名领导、一套人马、一套措施、一抓到底”的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强化日
常监督管理，确保安置点和安置住房工程质量安全，
防范地灾、滑坡风险。对全县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工
程质量安全和地质灾害隐患问题进行了两轮集中排
查，对发现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头号工程” 组织领导指导有力度

“搬”出幸福新生活
——邵阳县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之四

艾哲 刘飞 吴智睿 刘追鸿 欧阳可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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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邵阳高铁西站而建的易地
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地理位置优越，徽

派建筑风格秀丽雅致，花卉树木郁郁葱葱，在被誉
为邵阳西大门的邵阳县岩口铺镇，新修建的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温馨宁静。住进该安置点后，搬迁户屈加洋
开启了“新活法”：从穷山沟进入繁华城区，从土坯房搬进新楼

房，从靠山吃山变为“家门口打工”，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变为朝
九晚五按时上下班，过上了“城里人”有规律的生活。

屈加洋的变化只是该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丰硕成绩的一
个缩影。近3年多来，邵阳县易地扶贫搬迁始终围绕“搬得出”，把
最好的地段让给贫困群众；围绕“稳得住”，把最美的环境带给贫
困群众；围绕“可致富”，把最大的实惠交给贫困群众。

截至目前，邵阳县全县成功搬迁入住3162户11543人，
60%以上的贫困群众由“村民变为居民”，实现了“住房有

保障、基本需求能满足、收入较稳定、生活水平明显
改善、全部实现稳定脱贫”五大目标，该项

工作在全省考核中列为一类先
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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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易地扶
贫 搬 迁 集 中 安 置 点
——梅溪嘉园。

◀白仓镇瓦
屋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房。

◀岩口铺安
置点爱心超市。

▲搬迁户在“家门口”上班。

▲扶贫车间。

▶梅溪安置
点夜景。

（图片由邵阳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