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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固目前有105萬貧困人口，其中極度貧困的35
萬人生活在不適宜居住和發展的地方。行路

難、吃水難、上學難、就醫難等問題長期無法解決，
成為寧夏扶貧開發的瓶頸，嚴重制約㠥寧夏經濟社會
全面發展。2010年7月，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
毅上任不久就到固原調研，並提出要把解決好貧困地
區群眾的生產生活和脫貧致富問題納入重要日程。寧
夏回族自治區主席王正偉表示，「十二五」期間以及
到2020年，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寧夏有百萬貧困人
口這個難題，要以百萬扶貧攻堅為抓手，推動我們的
大移民和老百姓生活的大改善，黨委、政府十分重
視，把不適宜居住的35萬人從山區搬出來。
2011年，寧夏區政府決定拿出上百億資金進行生態

移民，用5年時間，將山區極度貧困的35萬人安置到
近水、沿路、靠城、上學近、就醫近、吃水近，具備
小村合併、大村擴容的區域，讓農民靠特色種養、勞
務輸出、商貿經營、道路運輸來擺脫貧困。再用5年
時間，讓他們脫貧致富。這項寧夏「十二五」最大的
民生工程正式啟動。

昔日的貧瘠甲天下⋯⋯
記者走進安置生態移民的銀川良田鎮和順新村村民

虎久武家，獨門獨院54平方米的高標準住房，水、
電、電冰箱、有線電視等一應俱全，同時他還分配到
了1座溫棚和一個就業崗位。這個40多歲的漢子說起
生活的變化深有感觸：「老家山大溝深，買東西要走
10里山路，30多里川路，現在吶，一出門就是（商
店）。老家乾旱缺水，吃水要到2里路遠的地方去挑，
每天最少一擔水，來回4里山路。」
「以前住的窯洞條件很差，吃飯、睡覺都在一起。

一下雨就不敢住人，怕塌下來。村裡的山路特別窄，
只夠走一輛車，還是陡坡，一下雨就更危險了，我的
大兒子就是開三輪車拉土豆時出車禍過世的。」說到
這原寨科鄉李岔村的71歲老人海心蓮紅了眼眶。
「我們是4月26日搬來濱河家園的，在彭陽老家的時

候，我們為搬家忙了兩三天，可能太累的緣故，當天
夜裡，我妻子突發氣喘，剛到這裡人生地不熟，不知

道醫院在哪，當時我就翻出分房時政府發
的《月牙湖生態移民搬遷安置服務手冊》，
按上面的電話撥通了鄉黨委書記丁萬福的
電話，15分鐘後，丁書記就帶㠥衛生院
的救護車來我家了。這要是在老家⋯⋯
哎，路遠看病又貴⋯⋯」濱河家園一
村的移民虎維江說完鬆了口氣。
聽㠥這些故事，張治的思緒不禁飄

遠，飄向了童年，飄向了那片叫做
「西海固」的故鄉。「我的家就在溝
邊上，我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就
是坐在溝沿上看在溝底喝水的牲畜，
那種壯觀的場面就像是在牲口市場，
顯現出一種荒涼的殘酷！沒有去過西
海固的人一輩子也想像不出那裡溝的模
樣，它和字典裡『壑』解釋的大體相
似，站在溝沿向下看，不習慣的人一定頭
暈目眩。在西海固很多溝是沒有水的。幸

好，在我家門前可以看到的溝裡還有比較清澈的泉
水，雖然水很少，卻養育㠥全村的男女老少。慢慢地
長大，孩子眼中那神秘的溝底裡也出現了我的身影，
我的任務就是牽㠥自家的牛給牠飲水，把牠拉到水泉
邊，看㠥牠先把兩個前蹄伸進水裡，然後把嘴沒在水
中，喝的咕嚕咕嚕地響。我學㠥大人們從嘴裡發出意
思為『喝飽喝飽，今天沒夜草』的『噓噓聲』。有時
候，水味不好，牛就抬起頭來把水從鼻子弄出來，吐
到水裡。我記得有好幾次，牛嫌水不好，把牠牽到哪
裡也不喝，我一氣之下就把牠牽回家，第二天牠就一
頭扎進水裡喝了好長時間，我感覺到那是一次殘忍的
舉動！我似乎看到那頭牛的眼角流出了委屈的淚。」
說完，他沉默了良久⋯⋯而如今，他是我們文匯報寧
夏辦事處的一名記者。

「山的外邊是什麼⋯⋯」
「太爺，山的外邊是什麼，搬出去是什麼樣子⋯⋯」，
老人陳自謀笑呵呵的告訴記者：我的兩個重孫女啊，
聽說要搬新家，追㠥問我這個問題。老人家如今和孫
媳婦、兩個重孫女住在移民村——良田鎮和順新村。
得知老人已80高齡，記者不敢相信，這樣一個樂呵、
說話鏗鏘有力的可愛老人，頂多也就六七十吧？那雙
因衰老而變小，卻閃㠥光的眼睛像一眼清澈深邃的
泉，蕩漾的全是故事⋯⋯
「我年輕時當了23年村支書，後來兒子沒了，就跟

㠥孫子、孫媳婦生活，去年孫子犯了錯誤勞改去了，
家裡就靠孫媳婦一個人養活了。當初說要搬遷，我可
是不願意的，『窮家難捨，故土難離』啊，後來，我
一個人悄悄來這裡『實地考察』了下，發現這裡地平
整、交通方便、舊窯洞變成了新磚房、娃娃們上學也
近，我就決定了，搬！」可當說起搬家和自己的「光
輝歷史」，老爺子又樂呵了，瞪㠥眼睛，繼續說：
「我在老家有9個窯哩，住人的、養牛、養驢、養羊的
都有！」說到這裡老爺子幽默的開起了玩笑，「我現
在在這可是『坐享其成』啊，可搬上來還是好，什麼

都看㠥好看，娃娃們上學也近
了，不像以前要走幾個小時，
翻幾座山頭了，生活有奔頭
了！」說完哈哈笑了起來。到
了陳老爺子的家，記者看到了
老人家的孫媳婦和他的兩個重
孫女正在揀韭菜，小丫頭吵㠥

媽媽要吃韭菜盒子呢。一會兒姐妹倆又追㠥鬧㠥去玩
了，屋子裡充滿㠥歡樂的氣氛。這個堅強的80後媳婦
白麗告訴記者：「對老家雖會捨不得但還是不想回去
了，以前我可是個油鹽醬醋都不管的人，如今學會了
好多呢，比如那銀行的自動取款機，現在也會用了。
生活嘛，慢慢過，總是會好的。」
記者忽然為這家老少的可愛、積極、樂觀而感動，

他們經濟困難但卻微笑道出了很多人無法悟到的生活
哲理：生活，慢慢過。小姐妹們也一定得到了她們的
答案，山的外邊是希望⋯⋯

移民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記者在採訪中也聽到了一些移民發出的牢騷和不

滿。農民種植的農產品由於經驗不足，死苗現象嚴
重；孩子上學方便了，但教學管理不完善，學習抓的
不嚴了，同時享受不到在老家時營養早餐和免費午餐
的政策了，增加了現在的生活負擔；一些人口在7－
10人的家庭住不下了，而個別家裡只有一人的「一人
戶」得不到移民村認可。和順新村的李占庫老人家有
9人，平時兒子外出打工不要緊，一回家老人不得不
發愁：「54平方米的住房肯定打轉轉都打不開。」
帶㠥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良田鎮和順新村的大學

生支書李效峰。李效峰說：「生態移民是個艱巨的長
期任務，剛開始肯定是會存在一些問題，但一切肯定
都會逐漸解決的，比如大戶、一人戶等問題之後都一
定會有相應的解決措施。就好像我剛來這個村子時，
連睡的床都是借的，很多地方都不完善，可僅僅兩個
多月時間，村子的道路硬化、門前的綠化都好了。所
以困難是暫時的，一切都會慢慢的好起來！」
移民搬出後長遠發展一直備受關注。總書記胡錦濤

15年間4次到寧夏深入考察，曾在移民新村叮囑當地
幹部：生態移民既是一項生態工程，又是一項民生工
程，我們既要組織自然環境惡劣地區的群眾搬出來，
又要解決好他們的生計問題，真正做到「搬得出、穩
得住、能致富」。走出西海固，走出貧困，是西海固
幾代人的夢想，為了這一天，他們期盼了多少年！而
如今這件大事正在匯聚㠥來自中央、地方以及社會各
界的力量。徹底拔除西海固窮根將不再只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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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毅書記在移民新村調研 ■王正偉主席在移民新村與瓜農交談

寧夏史上偉大民生扶貧攻堅戰——35萬大移民

打造功德無量民生工程

在祖國大西北的一隅，歷史上這裡曾

是水草豐美、土宜產畜、牛馬銜尾、羊

群塞道的好地方，後因氣候變化、人口

增長、過度放牧、墾殖開發和戰亂等影

響，生態遭受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嚴重

惡化，山大溝深、乾旱缺水。這裡就是

人類最不適宜居住，被人們稱為「貧瘠

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區。 西海固現指寧

夏南部山區和中部乾旱帶，涵蓋今原州

區、彭陽縣、隆德縣、西吉縣、涇源

縣、同心縣、海原縣等七縣區，鹽池縣

和紅寺堡區因同處中乾旱帶，也被納入

其中。這裡是回族群眾集中聚居地區，

人口佔全區一半，也是寧夏最困難的地

區，僅國家級貧困縣就有九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實習記者 張治、鄒慧

聚焦西海固聚焦西海固35萬大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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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後的新家

■嶄新面貌的移民新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