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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四金收入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王思彩

贵州省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而黔西南州又是贵州省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黔西南州切实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围绕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把“盘活三地、统筹三就、衔接三保、建好三所、用活三制”作为目标，大力推广黔

南州惠水县“五个兰”经验，以增加农民“四金”收入为抓手，形成了独真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方法路径。

一、增加农民“四金”收入在黔西南州的实践探索

黔西南州结合本州实际，以增加易地扶贫搬迁农民的土地流转金、打工薪金、保障金和股金收益为抓手，在增加农民“四

金”收入上做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实践探索，助推脱贫攻坚。

（一）盘活承包地、山林地、宅基地“三地”，增加农民“流转金”收入

盘活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搬出点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地”，也就盘活了搬迁群众在搬出地的核心资产，目的就是要落

实好搬迁群众对“三地”流转收入的所有权，实质就是增加农民的“流转金”。通过用足用活“特惠贷”和政府小额贴息贷款

等优惠政策，对搬迁农民原承包地、山林地和旧房拆除复垦旳宅基地统一进行外包流转、开发经营和生态修复，支持龙头企业、

种养大户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进行盘活，产生的流转金归农民所有。

（二）统筹就业、就学、就医“三就”，保障农民就业“薪金”收入

落实就业、就学、就医“三就”，也就落实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最根本的民生问题。搬迁群众有了充分的就业，收入才能

有保障，才有条件考虑孩子就学问题和家人生病就医问题，因此“三就”的落脚点在就业上，就业有了保障，农民打工的“薪

金”有了保障，就学和就医才有保障。“三就”归根到底实质就是要稳定农民打工旳“薪金”，使其长期稳定有保障。除了保

障搬迁农民的打工“薪金”，黔西南州各搬入地还比较注重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建设。

（三）街接低保、医保和养老保险“三保”，确保农民“保障金”收入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搬迁后旳低保、医保和养老保险的衔接及待遇水平。说到底，就是要衔接好搬

迁群众的低保金、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确保农民的“保障金”不断档、不脱节、不漏人、不降低。

（四）搭建经营性场所、农耕场所、公共服务场所“三所”，探索集体经营机制、社区管理服务机制、群众动员机制“三

制”，增加农民“股金”收入

“三所”“三制”的核心，实质上就是要解决搬迁群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三所”的搭建需要资金的注入，“三制”旳

目的是实现搬迁群众的自治管理，实际也是夯实集体经营积累，同样需要公司运作，也需要资金的注入。搬迁群众利用创业就

业“薪金”、土地经营“流转金”、政策补助资金以及“特惠贷”和政府小额贴息贷款入股“三所”、入股集体经营的公司和

社区管理服务公司，变成为“股金”，农民参与股金分红。

二、黔西南州增加农民“四金”收入的面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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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在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工作中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还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制约着易地扶贫搬迁的

整体推进。

（一）搬出点承包地、山林地、宅基地流转有困难，影响了农民“流转金”收入

目前有的县市三证确权工作没有结束，山林地分割不清，制约了大宗承包地、山林地的流转，拟复垦的宅基地旧房拆除工

作还处于过渡缓冲期，没有完全开展。2016 年搬迁的 14029 户中，只有 80 户拆賒旧房,仅占 0.57%。许多搬出地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严重滞后，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形成“公路是瓶颈，银行在山上，钞票在空中，勤劳不致富”的现象，很难引进种养大户，

外包流转受到瓶颈制约。由于土地没有充分盘活，搬迁群众可持续的收益难保障。

（二）就业创业不够充分，影响了农民务工“薪金”收入

黔西南州经济总量小，产业层次低，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率都低，缺少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发展吸纳就业能力有限，

就业需求无法满足。特别突出的是搬入地企业入驻少，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少，产业发展水平跟不上，再加上搬迁群众长期养成

的传统农耕习惯，适应新岗位的新技能缺乏，部分企业岗位对学历水平要求较高，而搬迁群众普遍学历低、就业能力低，致使

搬迁群众就业创业不够充分，门路不宽，难度较大。

（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水平还不高，农低保转城低保存在困难，影响了农民“保障金”收入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城镇原有教育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开始凸显。在调研中发现，跨县市搬迁中，

有的搬入地解决孩子就读的学校教学管理质量还不如搬出地所在的教育水平，出现了一些搬迁回流现象。一些搬迁户担心原户

籍地权益受损，不愿意把户口迁到搬入地，使农低保转城低保工作不畅。

（四）部分搬迁群众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依然严重，影响了农民“股金”收入

由于长期封闭和历史康因，再加上搬迁群众“我要脱贫”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自我发展能力弱，依赖思想严重，一些搬迁

群众不谋就业、不谋发展，就等着政府送钱送物、发钱发物，成为搬入地新的懒汉。

三、打赢易地扶贫搬迁硬仗的对策建议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易地扶贫搬迁是四大硬仗之一。针对上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切实增加农民“四金”收入，确保搬

迁群众的流转金、薪金、保障金和股金有出处，有落处，可持续，助推脱贫攻坚工作，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一）整合各部门力量尽快出台实施细则

落实“五个三”目标，增加农民“四金”收入，涉及搬迁群众方方面面的民生问题，比如“三地”怎么流转，流转给谁，

流转租金多少，由谁负责统筹的问题；“三保”如何衔接，标准多少，如何精准的问题；“三就”如何推进，质量如何提高，

渠道如何拓宽的问题；“三所”怎样搭建，谁来建，由谁管理的问题；“三制”怎样形成，怎样运转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

农业、国:土、移民、扶贫、人社、城建、金融等多部门通力合作，加快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加大政策保障力度，确保“五

个三”目标能够落地生花。

（二）提高各级干部运用政策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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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中央关予易地扶贫搬迁的决策部署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政策“盲点”。各级干部要用足、用活、用好搬迁政策。

一方面要加強调研，充分、全面、深入地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实情，遵守决策程序，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要

加强督查督办，提升政策执行能力，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切实将“五个三”目标要求落实落细落地。

（三）加快推进土地开发和拆旧复绿步伐

统筹好搬出地和搬入地资源，加快三证确权步伐，引导和鼓励搬迁群众流转原承包地、山林地和复垦的宅基地，能流转大

户的流转大户，不能及时流转的由搬出地政府利用产业扶贫、退耕还林等政策进行统一开发。探索成立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引进种养大户，成立专业合作社，对土地进行集中连片开发，加快土地流转步伐，种植市场前景好的经果林、茶叶、油茶、中

草药等，提高土地种养附加值，实现搬迁农户增收和生态恢复双赢。

（四）坚持把发展产业扶贫作为主攻方向

把发展产业扶贫作为主攻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在河北考察时专门强调提出的。实践证明，扶产业就是扶根本、扶长

远。必须加快产业发展，通过以产带迁、以产定迁、以迁促产等有效途径，确保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搬迁群众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受益，增加收入，快速脱贫。根据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精准建立产业扶贫机制，让搬迁群众实现“三有”，

有股可入、有事可做、有利可获，不断扩大群众的参与度、获得感和受益面。

（五）积极招商引企拓宽农民就业主渠道

入驻企业少、提供岗位少始终是搬迁群众充分就业的制约瓶颈。要加大招商引企力度，大量引入工资薪金高、就业门槛低

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拓宽就业渠道。加大对搬迁群众的就业创业培训力度，根据安置产业发展导向和企业就业岗位需求，探索

成立移民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学校，结合雨露计划、阳光工程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项目，引导搬迁农户转变传统观念，适

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切实提高搬迁农户的创业就业素质和能力。多设计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扶持有劳动力的

老年人再就业，全面提升搬迀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

（六）强化资金保障鼓励农民入股积极性

农民入股的过程也是参与利润分成增收的过程。一方面要充分用足用活政策，鼓励搬迁群众在维持好基本生产生活支出的

同时,积极将自己的流转金、薪金以及通过特惠贷和政府小额贴息贷款取得的资金，入股到经营性场所、农耕场所、公共服务场

所，入股到村集体经营公司、社区管理服务当中，参与利润的分成。另一方面要强化资源整合，撬动金融杠杆，吸引社会资本，

加大扶贫投入力度。

除上述措施之外，还要重视兑现对搬迁群众的社会保障性政策承诺，特别是对搬迁农户提供临时生活救助、转为城市低保、

提高养老待遇等承诺，做到及时、全面、精准。要重视搬入地教育机构的建设，重视教育水平和教学管理能力的提高。重视搬

入地医疗机构的建设，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和医疗救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