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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庆武陵山区属于少数民族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是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的重点区域。“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后居住条件尽管得到了明显改善，但由于

生活生产支出、权益保障和生计重构等方面原因极易返贫，建议实施盘活扶贫搬迁闲置资源、完

善搬迁配套服务政策、发展民族特色产业等策略来阻止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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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贫困和生存环境是紧密相关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精准扶贫战略“五个一批”的重要脱贫措施

之一，目的是通过“挪穷窝”、“换穷业”从根本上解决扶贫搬迁户的贫困问题，兼具提高贫困户生计能

力、强化生态保护和促进区域发展的多重效益。一方面，把贫困人口迁移到生存条件好、发展前景良好的

地方，从根本上提高贫困户可持续生计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移民搬迁，避免迁出地的

生态环境遭到继续破坏，有利于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系统修复，重建生态屏障。重庆武陵山区域是重庆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重点，而其中的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又是工程中的难点，这是破解片区“一方水土养

不活一方人”的根本方略。因此，面临重庆武陵山区“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这一艰巨工程，要在“搬得

出”基础上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必须在梳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基础上，深入分析少数民族扶

贫搬迁户由于经济、权益以及后续生计等方面原因可能导致的返贫困境，并进一步提出针对性的阻止返贫

策略，以实现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经济能立足、权益有保障、生计可持续的脱贫目标。

1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与重庆武陵山区实践

1.1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精准

扶贫的概念，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精

准扶贫”成为新一轮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思想。2015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次提

出“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其中就包括易地搬迁脱贫工程。同年 12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拉开新时期易地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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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工作的序幕。2016 年 9 月，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搬迁的

目标人口近 1000 万人，在 2020 年前彻底解决这部分人的绝对贫困问题。

1.2 重庆武陵山区扶贫搬迁的政策实践根据 2016 年重庆市发布的“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方案，

计划易地扶贫搬迁 54.5 万人，其中建卡贫困人口 25 万人，涉及到 17 个贫困区县，其中包括位于武陵山区

的黔江区、武隆区、丰都县以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自治县和彭水苗

族土家自治县。为了进一步推进重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2017 年 12 月底，重庆市出台《深化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努力实现扶贫搬迁户无负担搬迁安置、稳定脱贫的目标。2018 年 7 月，重庆市出

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在接下来 3 年的脱贫攻坚战中高度重视易地扶

贫搬迁工程，并进一步细化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以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的顺利实施。

2 重庆武陵山区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成效

2.1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展顺利重庆武陵山区属于贫困程度深、生态环境薄弱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

点区域。2018 年，国家已下达我重庆市“十三五”建卡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计划 23.92 万人，截至同年

9 月底，重庆累计搬迁入住建卡贫困人口 21.33 万人，已经完成国家下达搬迁任务的 89.17%。从 2017 年底，

重庆对生态脆弱区贫困户进行了多次摸底核实，2018 年增补搬迁贫困户 12889 人，在充分尊重搬迁贫困户

意愿的基础上做到“愿搬尽搬”。

2.2 少数民族扶贫搬迁得到大力支持重庆武陵山区下辖石柱、彭水、酉阳、秀山四个民族自治县，为

了推进重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据 2017 年重庆市《关于贯彻落实“十三五”促进民

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重点任务分工的通知》，各项惠民政策和民生项目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倾斜，要求对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给予大力支持，以扶贫搬迁带动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要进一步少数

民族贫困户、贫困村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手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特色势产业

3 重庆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的返贫困境

3.1 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支出增加快导致的返贫困境易地扶贫搬迁资金来源主要有中央预算内投资、

专项建设基金、地方政府债、低成本长期贷款以及贫困户自筹资金这五部分构成，原则上每户自筹资金不

超过 1 万元。但“十三五”期间搬迁的重庆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扶贫户大多位于高山、高寒等深度贫困地区，

底子薄，积累少，除了要负担自筹资金外，还要考虑到迁入后添置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开支，特别是

对于无土安置贫困户以及少数民族、妇女、老年人口，既无法延续以往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面临

着重新择业的困难。因此，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尽管居住条件有所改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前期自筹

资金的耗费和后期生活成本的增加极易导致扶贫搬迁户返贫。

3.2 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权益保障难导致的返贫困境扶贫搬迁户在迁入迁出地的政策存在衔接难的

问题，可能导致其权益受损：首先，户籍及社保等迁移配套政策不健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伴随着迁入迁

出地的户籍迁移、社会保障衔接、子女教育、附属用地确权等一系列权益保障问题，这些政策缺失或不健

全，不仅带来生活的不便，也限制了就业、教育等发展机会。其次，迁入与迁出地的生产生活资料处置分

配规则不清晰。扶贫搬迁户迁出后原有宅基地、林权、地权以及自留地等使用和归属处置困难，迁入地的

耕种土地、菜地分配往往面临原住地、毗邻地农户的排斥和竞争，这些问题处置不当极易引发基层冲突，

也直接关系到扶贫搬迁户的经济利益。最后，对于从生态修复区搬迁出的扶贫户，尚未建立起常态化、制

度化的生态补偿机制。这些权益保障不到位，不仅影响到扶贫搬迁户生活稳定，也可能导致经济利益受损

而返贫。



3.3 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生计重构难导致的返贫困境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面临着生计重构、后续产业

发展的难点。一方面，重庆武陵山区位于欠发达地区、偏远山区，龙头企业少，带动能力弱，同时市场空

间窄，交通物流不便，后续产业培育困难，这些因素导致对扶贫搬迁户后续生计重构的产业支持乏力；另

一方面，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切断了原来熟悉的社会关系网络，面临民族差异、文化差异以及社会适应差

异等多方面问题，产生了经济、生产和就业方面的多重压力，另外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教育水平不高，技

能水平偏低，就业能力差，也容易再次陷入贫困。

4 “阻返”策略

4.1 盘活易地扶贫搬迁的资源，实现扶贫搬迁户收入稳步增长当前大力推进中的“三变”改革为扶贫

搬迁户收入增长提供了可能性。第一，以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

盘活易地扶贫搬迁后遗留的资产资源，厘清产权归属，强化资本运作，把闲置的自然资源、房屋、建筑等

可利用资产使用权，以资本形式投入到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让搬迁贫困户享受到股份收

益，增加资产性收入。第二，重新整合扶贫搬迁户搬迁后的禀赋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积极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增加扶贫搬迁户生产经营性收入水平。第三，扩大易地扶贫搬迁对口支

援单位的就业帮扶力度，采取劳务派遣、扶贫车间、服务外包、招聘用工等多种方式手段帮助扶贫搬迁户

就业，增加扶贫搬迁户工资性收入。

4.2 完善搬迁配套政策与服务，维护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合法权益重庆武陵山区易地扶贫搬迁中，要

借鉴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三西”、粤北、广西等地区搬迁配套政策好的作法，完善搬迁配套政策与服

务。首先，要提供便捷的户籍管理、就业生产生活、教育医疗、养老低保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开通少数民

族服务热线，及时收集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其次，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置少数民族移民安置点一站式

综合服务大厅，设置科教文卫、法律咨询、矛盾调解、劳务信息和民族事务等办事窗口，让少数民族搬迁

户少跑路、好办事；最后，尽快出台生态补偿法规条例，特别是提高森林、水资源的生态补偿标准，通过

生态补偿盘活扶贫搬迁户原有的资产，这对于搬迁后后的稳定脱贫具有积极作用。

4.3 发展壮大民族特色产业，保障少数民族搬迁户可持续生计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特别是做好绿色

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一方面，在有条件的移民安置点发展绿色产业，打好“武陵山牌”，推动区域

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形成多样化、专业化的区域品牌，通过消费扶贫等方式带动移民搬迁户增收；另一方面，

易将少数民族贫困户易地搬迁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特色小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让少数民族扶贫搬迁户

参与到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业中，从而阻止其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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