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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岩区大扶贫视野下的整村搬迁问题研究

吴婷婷

一、整村搬迁的现状概述

（一）西线片区

1.杨惠村。该村位于金惠社区，其北依观山湖区，南临花溪区，靠近贵阳城市轻轨和贵黄公路，占地 6 平方公里，农业人

口 641 户共 2158 人，人均年收入 6500 元，经济来源主要是种养殖业、土地租赁，村集体资产为 23135672.62 元，截至 2016 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为 894547.54 元。由于地处交通要道，依托高新产业园区的连带效应，目前有中关村“海汇天创”、一树药业、

“中食”公司中广传媒、交通研究设计院等项目相继落户。

2.大凹村。该村地处阿哈水库上游和三马片区经济开发带，临近普天社区和金关社区，贵黄公路、沪昆高铁线和太金线贯

穿全境，占地 5.7 平方公里，有 1071 户共 3967 人，人均年收入约 10800 元。村委会于 2009 年收回近 20 余户村民 50 亩土地承

包经营权，并支付了约 600 万元的土地补偿款，由于上级统筹规划，一直未能将此片闲置的集体土地盘活，且村委会至今背负

着近 600 余万元的债务，直接影响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北线片区

1.雅关村。该村位于贵阳市北郊，距市区 7.5 公里，全村总面积 9平方公里，土地面积 490 亩，总人口约 2700 人，总户数

812 户，其中有 55 户低保户。征地拆迁前主要经济来源是养殖、种植业，该村的农产品生猪、蔬菜在贵阳市农贸业占据重要市

场，拆迁后有 1/3 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中年妇女在附近的城市综合体融入第三产业或低端服务业，2016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加上政府拨款共计 70 余万元（其中村里靠租金收入 20 万元，政府拨款 50万元），但仍不能支撑全年的日常经费开支。自盐沙

线修建 5 年以来，由于村民无就业发展出路，有些不得已又开始违规养猪挣钱。

2.偏坡村。该村地处贵阳市北郊盐沙线 8—12 公里处，东接乌当，南接顺海，处于小关湖上游，属黔灵镇边远村之一，总

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 4556 人，人均年收入 1万余元，全村靠打零工和种植业，无村集体经济收入，无村民活动场地，

在待开发阶段，经济发展困难。

二、整村搬迁的制约因素

（一）政策性因素

尽管村级、区级在规划设计和发展定位上有一定的思考和发展愿望，但受全省城市总体规划的影响，西线、北线 4 个村的

整村搬迁工作起起落落，进展缓慢，造成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建项目停滞和待开发项目不能落地生根，群众也对政府产

生了不信任感。

4个村目前的发展几乎处于等待论证结果的空档期，有的村一等就是几年，导致土地资源闲置，没有土地的农民无法就地就

业和增收。大凹村在开发生态观光休闲旅游景区上面临的污水处理和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偏坡村在寻找就业增收上重蹈覆辙再

养猪问题，是明显与新型城市规划设计理念产生冲突的痛点，“禁止开发、限制性开发，或是高成本的排污技术引入”，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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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云岩区提升高效利用城市土地资源面前必须“快刀斩乱麻”的决策博弈，过长的土地闲置周期不利于城市经济集约型发展，

同时会伴随农村人口在城市发展的诸多不稳定性因素。

（二）资金因素

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安置整村搬迁村民的能力受限，安置点的建设工作滞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整村搬迁后村民最关

心的是拆迁征地补偿、就业、住房和教育问题，这些配套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

（三）村民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

此次调研发现，整村搬迁的村民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针对村民的技能培训少，培训投入偏低。一方面是大

部分村民缺乏进一步提升生产技能、获得更大发展的机会。另外培训质量不高，使村民在接受培训后，发展能力难有实质性的

提高。二是村民依赖心理强。不管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还是扶助村民发展，村民对村委产生依赖心理，一旦遇到生产和生活上

的困难，他们首先认为这是政府让他们搬迁造成的，认为政府有责任替他们解决生计。因此，他们在生产和发展方面存在等待

和观望的心态，缺乏自身求发展的动力。三是村集体经济薄弱，在解决村民就业和提高收入上的作用有限。

三、整村搬迁的对策建议

（一）及时确定政策和发展规划，促科学、高效、精准搬迁

从区位优势来看，大凹、杨惠集中在三马片区环状经济带，雅关、偏坡集中在小关片区国际开放功能板块。西线、北线两

处整村搬迁项目应当结合云岩区城市综合体建设的定位，依托观山湖高新技术产业、白云综保区、花溪大学城高校教育资源，

和沪昆、渝黔、成贵高铁集散地优势，转变输血式扶贫和政府兜底式扶贫理念，针对目前开发困难的实际问题及时通过调整规

划设计，以民为本，杜绝“一任领导一张图”的现象，划定整改期限和倒逼机制，在 2020 年以前，按照“高一格扶贫”的战略，

科学、高效、精准地推动整村搬迁。

（二）配套完善公共服务，妥善解决村民就业、就学、就医

选好村民安置地址，做好安置地规划，使新村既美观大方又方便生活生产，既有利于增加村民收入又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直接补贴与安置配套建设相结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交通、水利、生态建设，着重从农村医疗、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

性基础设施项目对优势产业进行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建新型农村社区，提高村民意识，做好配套服务。

（三）多途径推进，拓展移民生存与发展能力

村委要把村民技能培训作为村民获得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帮助村民掌握生产技术，提高就业能力。教育内容不仅要包括

基本农业实用技术，运用新农业科技的能力，还要包括非农就业所需要的技能，增强村民非农就业能力，提升村民在城镇就业

的素质。

（四）打造“一村一园”，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魅力村寨

1.大凹村——国际物流园

大凹村沿交通枢纽线，贵黄公路、沪昆高铁和太金线贯穿全境，可依托现有的物流公司，扩大规模，连片发展，建设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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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管理规范的国际物流园，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村民收入。大凹村沿水源生态线，处阿哈水库上游和三马片区经济开发

带，具有先天的生态环境和区位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市场，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将水资源保护理念融入旅游文化市场的开发建设

中，打造一个具有现代环保理念、呈现“水知道答案”的水生态科技体验馆。

2.杨惠村——标准化产业配套服务园

杨惠村依托高新产业园区，充分发挥资源区际优势，实现园区标准化配套服务和特色化物联发展，开展市场咨询、信息评

估、物流仓储、汽车租赁等服务，负责园区水、电、卫、护等分包性服务管理，投资主题公园、文化旅游等项目建设，既能壮

大村集体经济和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又能缓解云岩区经济发展受限的问题。

3.偏坡村——文创产品交易园

偏坡村基于承北接南，服务东线的定位，可以立足上游文化产品和整合国际国内文化产品，将云岩区境内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古城文化资源、饮食文化资源等结合起来，引进文化创意企业和合作开发文化艺术产品，将偏坡村致力于打造成文化创

意工业园区和流通交易市场的孵化园，通过引入创意科技和创意人才，培育创意市场和消费者行为，从长远促进区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

4.雅关村——自然主义亲子度假园

雅关村依托现有自然林木，野生天然石木和农业材料，对自然生态适度改造，在保持原有地形和生态完整性基础上，结合

当下热门的“亲子旅游”，开发以“自然主义教育”为主题的亲子互动体验式生态公园。在二孩政策背景下，未来的亲子市场

是打造云岩智慧城市升级转型的一个突破点。

（作者单位 ：中共云岩区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