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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內娶內嫁」優化人口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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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走上康莊道 不毛地變美麗村

東西部扶貧協作是內地扶貧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東西部扶貧協作是內地扶貧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社會最終達到也是中國社會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的

一條必然途徑一條必然途徑；；在不適合人類居住之地實行移民搬遷的意義並不止於改善貧困群眾的生活條在不適合人類居住之地實行移民搬遷的意義並不止於改善貧困群眾的生活條

件件，，還從改善基因的角度還從改善基因的角度，，減少了近親結婚的情況減少了近親結婚的情況，，從而優化人口素質從而優化人口素質。。寧夏永寧縣閩寧鎮寧夏永寧縣閩寧鎮

的誕生和陝西百萬移民大搬遷都能確保的誕生和陝西百萬移民大搬遷都能確保「「搬得出搬得出、、穩得住穩得住、、能致富能致富」，」，這是西北地區乃至中這是西北地區乃至中

國扶貧攻堅偉大工程的一個縮影國扶貧攻堅偉大工程的一個縮影。。 ■■香港文匯報西北扶貧報道組香港文匯報西北扶貧報道組

系列報道之三系列報道之三：：

解困之路（上）扶貧路上的中國西北角扶貧路上的中國西北角

習近平：「你是閩寧開發移民建設的見證人！」

■■鐵梅帶領村民鏟草平鐵梅帶領村民鏟草平
地地。。 本報寧夏傳真本報寧夏傳真

作為陝西目前最大的移民搬遷集中安置點，位於漢中西
鄉縣楊河鎮的高土壩社區，在外人看來與縣城已別無兩
樣。隨着陝西移民搬遷工作的不斷深入，像高土壩社區這
樣的移民新村越來越多。
高土壩社區幹部告訴記者，由於城鄉觀念的差距，很多
山區農民一開始並不願意離開自己住了一輩子的老房。在
此情況下，政府根據村民的居住範圍劃分成不同的柵格，
並以搬遷戶的經濟基礎實行分類安置，進行產業引導，讓
老百姓切切實實看到搬遷致富的實效。很多心存疑慮的搬遷
戶來來往往考察過幾次之後，慢慢地開始主動要求搬遷。
譚顯弟便是眾多從「要我搬」到「我要搬」轉變的搬遷
戶中的一位。譚顯弟過去的家在深山中的一個地質災害點
附近，沒水沒電，道路不通。住了多年的房子讓全家人提
心吊膽，孩子的上學問題也讓人頭疼。接到搬遷的通知
後，一開始他並沒有動心。

自主創業 收入可觀
2013年，隨着陝南移民搬遷全面實施，在考察幾次之

後，抱着試一試的心態，他選擇了高土壩社區移民搬遷
點，並在移民搬遷政策的支持下在社區廣場邊上建起了兩
層樓房。
從譚顯弟房子建好開始，社區便積極為其全家未來發展

積極謀劃，後來譚顯弟選擇自主創業，在社區辦起了一家
名為「譚記小吃」的餐飲店，收入非常可觀。周圍的很多
搬遷戶在看到他的發展後，也紛紛打消疑惑，主動開始搬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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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福村只是陝西移民搬遷的一個縮
影。自2011年啟動移民搬遷以來，陝西
省按照「建設小城鎮、發展現代農業和
避災扶貧搬遷」三位一體的思路，採取
超常舉措推進移民搬遷，徹底改變貧困
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通過移民搬遷，
陝西走出了一條跳出農村抓扶貧、不再
簡單複製農村、從根本上解決貧困群眾

生存環境的新路子。
據陝西省扶貧辦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

「十二五」期間陝西全省共安排實施搬遷
49.6萬戶174.7萬人（貧困人口28.03萬戶
106.9萬人），搬遷累計投入786億元。
進入「十三五」以來，陝西已啟動新

一輪移民搬遷部署，97個縣（市、區）
搬遷總規模約66萬戶235萬人。

三位一體 跳出農村抓扶貧

在陝西省南鄭縣紅廟鎮，有一個叫群福村的小村子，
村民們分散居住在大山深處，很多人十幾年出不了一次
山。長期自給自足的封閉生活，使得通婚半徑不斷縮
小，近親結婚導致這個村裡出現了大量的智障人士，並
加劇了村子的貧困。
2013年，當移民搬遷工程在陝西省浩浩蕩蕩推進的時

候，這個大山深處的小村子也迎來了春天。群福村被列
為扶貧整村推進項目村，在移民搬遷的政策下，漢中市
在群福村設了兩個安置點，計劃將散居在山上的所有村
民全部搬遷至此，以徹底改變他們的生活和生存條件。

遷出深山 集中安置
黎太路便是群福村移民搬遷工程的受益者之一。他

說：「如果不是從山裡搬了出來，那種時刻處在崩潰邊
緣的無望生活不知還要持續多久。」黎太路的爸爸和叔
叔都是智障人士，從他記事起，眼睛裡除了大山，似乎
再也沒看到過其他的東西。對於過去的生活，每每說
起，他總是難以自抑地心痛！
2013年村裡整村搬遷以後，黎太路的家裡分到了57平

方米的新房，他結束在外打工生活回到了家鄉。在陝西
省對貧困戶實施的「一對一」幫扶政策下，漢中市委書
記魏增軍幫扶指導他創辦了家庭養殖和種植產業。目
前，黎太路養殖了120隻雞、27隻羊、5頭牛、15箱土
蜂，同時種植了20畝核桃，一年可收入4萬多元。
專家表示，陝南移民搬遷集中安置，很大程度上改變

了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程度，再加上大規模的人口遷
徙，必然會引起社會組織結構的重新調整，打破封閉地
區「內娶內嫁」的弊端，從而改善種族基因，優化人口
素質。
據統計，在陝西移民搬遷工作啟動以來，陝西省城鎮

化率提高了7個百分點。城鎮化一體化的發展思路，從
根本上解決了搬遷貧困戶的生存和後續發展困惑。

■經過20年的努力，寧夏閩寧村由荒無人煙的戈壁變成了常住6萬西海固移民的
閩寧鎮。上圖為俯瞰閩寧鎮原隆移民村的光伏蔬菜大棚；下圖為建設初期，移民
群眾在戈壁灘上開荒種田。 資料圖片

■習近平總書記於今年7月到閩寧鎮視察，謝興
昌（右一）和村民與總書記親切交流。

本報寧夏傳真

■陝西漢中群福村張鳳鳴老人從山中搬出來後，依靠編
竹筐的手藝每天收入30元。 記者李陽波 攝

■高土壩社區村
民譚顯弟自主創
業，辦起了小吃
餐飲店。

本報陝西傳真

■■陝西漢中西鄉縣楊河鎮的高陝西漢中西鄉縣楊河鎮的高
土壩社區全景土壩社區全景。。 本報陝西傳真本報陝西傳真

坐在他即將開藥店的兩層小洋樓裡，
62歲的謝興昌為記者講述了他的故事，
這也是他今年7月份講述給習近平總書
記的閩寧鎮20年發展故事。
「我向總書記說，我是1997年來這

裡的，剛來時有兩個好機遇，一是閩寧
鎮是時任福建省副書記的習近平考察過
的地方，二是我來時正好趕上閩寧村奠
基儀式，在典禮儀式上，我親耳聽到習
總書記的賀信。總書記問我還記得嗎，
我說終身難忘，因為那份賀信給了我啟
示。」
謝興昌回憶，剛來此地雖然看到的是
一片沙灘，但他判斷，如果黃河水提灌

上來的話，這裡肯定是個好地方。3公
里外的玉泉營農場，有兩大塊綠油油的
農田，他向看田的老鄉要了4個玉米棒
和高粱頭。
「就這簡單的玉米棒和高粱頭，幫助
我說服了家鄉的人們，本村的第一批十
三戶村民就來閩寧村和我們一起蓋房
子，搞開發。總書記聽了表揚我說，這
4個玉米棒和高粱頭起了大作用了。」
總書記最後送給謝興昌的三句話讓他

終生難忘，激動不已：「你是閩寧開發
移民的引路人！你是閩寧開發移民脫貧
致富的帶頭人！你是閩寧開發移民建設
的見證人！」

建設初期

近期新貌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7月19日在寧夏閩寧鎮考察時指
出：「閩寧合作探索出了一條康莊大道，這個寶貴

經驗可以向全國推廣，做一個示範，實現共同富裕。」
早在1996年5月，福建、寧夏兩省區黨委、政府根據
中央「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和開展東西部扶貧協作的
決策部署，決定全面開展閩寧對口扶貧協作。據新華社
報道，20年間福建累計無償援助寧夏13.43億元，通過
引入項目、技能培訓、產業配套等幫扶內容不斷拓展，
做到「寧夏所需、福建所能」；此外，兩省區持續推動
經濟協作和產業對接，有5,600多家福建企業、商戶入駐
寧夏，總投資達800億元，每年解決3萬多人就業。
1997年7月15日，寧夏閩寧村正式奠基，第一批從西
吉縣搬遷來的8,000移民在這塊土地上艱難創業。20年
後，當初荒無人煙的戈壁變成了常住6萬西海固移民的
閩寧鎮，這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頭開始 倍感絕望
現任閩寧鎮福寧村的村黨支部副書記的鐵梅，是今年7

月作為村民代表和習近平總書記親切交談過的一員。說
起1997年初到閩寧村時，鐵梅依然難忘當時見到的荒
涼。當時鐵梅的姐姐因為政策移民搬遷到這裡，想勸說
鐵梅也過來，但當她到這裡，遠遠望去一片沙蒿地，荒
無人煙，便打消了搬遷的想法。
2000年2月，親戚勸鐵梅說，閩寧村離銀川近，賺錢
機會多，有國家移民政策支持，閩寧對口幫扶，在這裡
好好幹，將來日子一定能過好。鐵梅一家最終決定從西
吉縣馬蓮鄉巴都溝村自發移民到閩寧村。
一切從頭開始！帶着三個孩子，最小的女兒只有一歲
多，沒有經濟來源，生活困難到連包食用鹽都買不起，
每天看着日出日落，鐵梅對生活感到絕望。
熬到當年9月份，轉機出現了。鄰居帶鐵梅到附近農

場的葡萄園摘葡萄，一天掙12塊錢。搬來大半年，頭一
次看到希望的鐵梅幹起活來格外賣力。踏實勤快被隊長
看在眼裡，她成了長期工人。

毛遂自薦 帶隊脫貧
2009年，鐵梅毛遂自薦成了村裡的隊長，當大家質疑
一個女人能不能當好隊長時，鐵梅二話不多說，用自己
的實際行動帶大家脫貧致富，如今成了福寧村的副書
記，村裡的人都喊她「鐵娘子」。
談到現在的生活，鐵梅笑得合不攏嘴，臉上洋溢着幸
福滿足。記者看到，鐵梅家新建了寬敞明亮的磚瓦房，
裝上了空調，還買了私家車。「鐵娘子」一家的日子正
在越過越紅火。
這些祖祖輩輩生活在西海固貧困山區的農民走出大
山，通過移民搬遷走上了致富之路，農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從開發建設初期的500元增長到2015年的10,350元，
閩寧村也已升格成閩寧鎮。
據永寧縣扶貧辦主任撒奮勇介紹，閩寧鎮將在2016年
下半年確保76戶貧困戶全部脫貧，進一步加強小城鎮精
細化管理，推進美麗鄉村建設，使閩寧鎮成為東西合作
扶貧、生態移民、美麗鄉村和農村改革的樣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