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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熊仕國手拿擴音話筒、站在烈日下的小區入口處
給大家介紹情況的時候，他其實更像一個「農民

版」的政府新聞發言人。

一方水土 養不活一方人
在一張應記者要求與家人合影的照片上看到，沙發
靠背上是一張裝裱在鏡框裡的老房子的照片。這張照
片原本是掛在客廳的牆上，掛得太高不好拍照，是應
記者要求臨時擺放這裡。
老房子的照片時時讓熊仕國一家想到過去。那是一
個叫柑子樹村岩頭上組的地方，屬播州區（前遵義
縣）的石板鎮管轄。前些年，烏江渡水電站開發建
設，把寨子下面的緩坡淹沒了，熊仕國家所在地就成
了烏江渡電站水庫的尾水區。直觀來說就是，緊鄰水
庫，背靠大山，熊仕國的家就坐在光石板上，僅有8
畝坡耕地，2畝水田。後來，8畝坡耕地全部退耕還
林，每年享受國家專項補貼1,800元（人民幣，下
同）左右。加上2畝水田的產出，以及這些產出餵養
的豬、雞等售賣所得，全家一年的收入，用熊仕國的
話來說，「全部就四、五千元」。
熊仕國家是真窮。窮得21歲的大女兒和19歲的小女
兒，讀完初中就去打工了。只有大兒子，讓真窮的熊仕
國傷透腦筋。他第一年高考，被一所大學錄取，讀了幾
天就嫌不好，回來複習再考；第二年又考取了另一所大
學，幾乎重複了一遍此前的故事。一直到去年，才如願
考進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如今已是大二。在大兒子普遍
被稱讚為「有志氣」的時候，熊仕國暗暗叫苦不迭。畢
竟，這個過程是要耗費更多真金白銀的。

易地搬遷 做新工收入增
熊家的窮，直接與其生存資源相關。在當

地，熊家這樣的情況，被稱為「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
人」。政府給出的解決之道，就是包括「易地搬遷」
在內的一系列措施。
熊家無疑是「易地搬遷」的早期受益者之一。
今年3月，熊家搬到了現在居住的縣城白龍社
區。從鄉下進了城，政府人員給熊仕國的妻
子胡會美找了一份小區保潔的工作，月薪
1,700元。熊則在附近建築工地打零工。他
正在學做架子工，每天150元-200元，一
月大約有三四千元。兩夫婦一月的收
入，就超過了在老家時全年的收入。熊
家的新工作，以及這些新工作帶來的
新收入，十分確鑿地印證着政府公文所
稱的「精準脫貧」四個字。這是一個
方面。

原宅基地 用於生態建設
值得一提的是，「易地搬遷」

的關鍵，在於一個「易」字。就是
把熊家原來的土地、宅基地等置
換出來，主要用於生態建設。
記者注意到，為了鼓勵拆除
老房子，重新規劃和使用
老房子所佔的宅基地，政
府在頂層設計時，還明
確給每人15,000元的專項
補助。這一方面，給反貧困
計劃的另一項價值追求—生態
重建，提供了鮮活經驗和生動註
腳。

綠色減貧
貴州農民講給你聽貴州農民講給你聽

原是貴州普通農民的熊仕國應該不會想到，他今年的搬家，以及搬家帶來的一系列變

化，會成為此間正在舉行的「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會熱議的話題。他當然也不

會知道，遠涉重洋而來的國際反貧困權威機構官員，會對包括他一家在內的脫貧故事，如

此感興趣，給出了如此高的、正面而積極的評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貴陽報道

熊仕國一家的故事其實不是所謂「典
型」。陪同記者採訪的貴州省水庫和生態移
民局一位官員肯定地說，「熊家不是典型，
只是其中之一」。
和熊仕國家一起搬來白龍社區的，共36戶

170人。他們分別來自播州區4個鄉鎮、15
個村、26個村民組。熊仕國找到新工作也非
個案，這批搬來的人們，截至目前已有45人
找到新工作。這位移民局官員說，政府的目
標是每戶至少有一人就業。
熊仕國等36戶是搬入白龍社區的第一批搬
遷戶。這個社區總共單獨規劃建設了226套
小高層步梯房，用於接納像熊仕國一樣的人
們。6月14日，第二批52戶206人完成了分
房，目前正在陸續搬來和有序就業。

安置小區選址 須能提供崗位
這位移民局官員介紹，為符合能夠為這些

搬遷戶找到工作的前提，易地扶貧安置小區
的選址，大多擇選像白龍社區一樣的城鎮商
貿小區，此外還主要選擇在工業園區附近或
裡面、鄉村旅遊景區景點所在地、中心村等
等城鎮進行安置。
記者在稍後採訪的赤水市楊梅山安置點了

解到，這個安置點距離市中心僅1.5公里，
且有城市公交車來回穿梭。更妙的是，這裡
本來就是赤水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規劃範圍。
當地提供的資料上說，該安置點周邊有新錦
竹木製品、閩興竹業等多家規模工業企業，
可提供普工就業崗位1,000餘個。同時，該
安置點緊鄰嚴家河濕地公園、生態體育公園
等項目，可就近提供60餘個就業服務崗位，
讓搬遷戶可就近務工。目前，已確定的搬遷
對象共63戶274人，已搬遷入住或正在裝修
35戶170餘人（裝修9戶43人），其餘搬遷
對像將陸續搬遷入住。

熊仕國搬來的白龍社區和前述楊梅山安
置點，僅僅是記者本次採訪直接接觸到的
兩個點。其實，像熊仕國一樣的人，從今
年起，未來3年之內，貴州要搬遷130萬
人。今年的計劃是搬遷45萬人。其中，第
一批搬遷7.26萬戶30萬人。截至5月底，
全省第一批項目307個安置點全面開工，各
項工作快速有序推進，春節前後搬遷入
住。第二批搬遷15萬人的計劃將於近期下
達，目前正在籌備前期工作。
易地搬遷僅僅是貴州省扶貧攻堅的對策
之一。在貴州，扶貧攻堅被稱為一場輸不
起的戰爭。為了打贏這場輸不起的戰爭，

包括易地搬遷在內，貴州共提出了六大舉
措，或稱「六大脫貧攻堅戰」：一是易地
扶貧搬遷，二是產業脫貧，三是綠色貴州
建設，四是基礎設施建設，五是教育醫療
脫貧，六是打好社會保障兜底。每一項被
冠之以「攻堅戰」的計劃，均有明確的量
化指標、時間表和線路圖。比如，綠色貴
州建設方面，就明確到2020年貴州的森林
覆蓋率要達到60%，要提供10萬個護林員
等公益性崗位，讓這10萬人帶動30萬人脫
貧……最終的結果，就是讓現在剩下的493
萬農村貧困人口，通過各種有效的方式實
現脫貧。

貴州省副省長劉遠坤在國新辦日前組織的新聞發佈會上說，貴州5年減
少貧困人口656萬。
劉遠坤指出，貴州山川秀麗、環境優美，但生態脆弱，如果遭破壞就難

以恢復；貴州資源豐富但又屬於後開發地區，貧困人口數量眾多。貴州既
是生態文明先行示範區，又是扶貧開發主戰場。近年來，貴州省委、省政
府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貴州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關於生態文明
建設的決策部署，把生態優勢資源作為戰略資源加以保護和利用、建設，
將生態優勢作為最大的發展優勢加以培植，把脫貧攻堅作為頭等大事和第
一民生工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示範區建設，通過綠色發展帶動脫貧攻
堅，取得了明顯成效，成功走出了一條生態文明建設與扶貧開發融合發展
的道路。
劉遠坤表示，「十二五」期間，貴州地區生產總值增速連續五年位居全
國的前三，年均增長速度達到了12.5%；全省農村貧困人口總數從2011年
的1,149萬人減少到2015年底的493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4%。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
處國別主任文藹潔女士9日晚
間在貴陽舉辦的「生態文明與
反貧困」主論壇上表示，中國
在扶貧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
就，為全世界的反貧工作作出
了貢獻。
文藹潔指出，中國正在不斷

地增長，變得更為強大。中國
的舉措將會在全球範圍內產生
深遠的影響力，也將會成為一
個全球可以借鑒的一個模式。
當天下午和晚上，作為「生
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
會的主體論壇之一——「生態
文明與反貧困」的一個分論壇
和主論壇，分別在貴州民族大
學和貴陽生態會議中心舉行。
10日，該主題的另一個分論
壇，移步貴州省安順市普定
縣，全天持續舉行。
據悉，「生態文明與反貧

困」主題論壇被譽為生態文明
貴陽國際論壇的六大優秀論壇
之一，此前已成功舉辦了兩
屆。時至今日，這個論壇已經
成為國際減貧領域官方與民間
對話與協作，理論、學術領域
與行動、實踐領域對話與合作
的重要論壇。一致的看法是，

該論壇有助於梳理中國的反貧困的行動
經驗，構建減貧經驗基礎上的中國政
策、行動和話語體系，有助於支持減貧
領域內國際合作，擴大中國對全球反貧
困事業的貢獻。
貴州省副省長劉遠坤，利比里亞環境

保護署執行署長安亞女士，巴西國家最
高法院大法官、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世界
環境法委員會主席安東尼．本傑明，中
國國務院參事湯敏，中國國務院扶貧辦
全國扶貧培訓宣傳中心主任黃承偉以及
文藹潔女士等，出席了當晚舉行的主論
壇並先後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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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生存又要生態
貴州走出新路子

每個易地搬遷戶
至少有一人就業

六大攻堅戰許勝不許敗

■文藹潔在論壇上盛讚中國為全球反貧
困作出貢獻。 記者周亞明 攝

■截至5月底，貴州省第一批項目307個扶貧安置點全面開工。
記者周亞明 攝

■熊仕國與家
人的合影照。
記者周亞明 攝

■熊仕國給中外
記者介紹情況。
記者周亞明 攝

■白龍社區外景。當地政府
在樓宇外牆寫上決心扶貧的
標語。 記者周亞明 攝

中國國務院扶貧辦全國扶貧培訓宣傳中心主任、研究員黃承偉9日在
「生態文明與反貧困」主論壇上表示，貴州走出了一條既要生存又要生
態的新路子。

成功經驗值得推廣
黃承偉援引的數據表明，中國貧困地區和生態脆弱地區在地理分佈上存

在着很強的耦合性。中國貧困縣的土地面積、耕地面積和人口數量分別佔
到生態脆弱地區土地面積的43%、耕地面積的68%、人口數量的76%。國
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基本上覆蓋了14個集中連片的特殊困難地區。國家禁止
開發區域中有43%的區域也位於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他指出，在這
些生態脆弱地區，難以通過傳統工業化的方式，來推進本地區的減貧和發
展，必須走綠色減貧，綠色發展的路子。
黃承偉說，近年來，貴州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要求，守住發展和生態

兩條底線，大力推進綠色發展，逐步走出了一條既要生存又要生態，既
要溫飽又要環保的新路子。他表示，「貴州省的成功實踐值得總結，值
得學習，也值得推廣。」

堅守綠色發展理念
黃承偉指出，貴州省屬於經濟實力弱，人均收入低的省份，一直是我

國扶貧開發難度極大的區域，是位於全國前列的脫貧攻堅的決勝區。改
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各方大力支持下，貴州把扶貧開發納
入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在經濟社會穩步發展的同時，貧困人口急劇減
少。特別是貴州省守護發展與生態兩條底線，創新扶貧方式，積累了豐富
的實踐經驗，形成了一批成功做法，許多成為全國生態文明建設與精準脫
貧結合的省級樣本。他希望，貴州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進程中，始終貫
徹綠色發展理念，知行合一，創造出更多的綠色減困成功案例。

五年減少貧困人口656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