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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搬迁扶贫成效及存在问题分析 

——以凯里市为例 

顾小春 尚海龙 王家文 龙令 杨德慧 任秋瑜 蒋焕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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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学院旅游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摘 要】：农村人口全部脱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标志性指标，异地搬迁是解决农村贫困的一个有效途径。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凯里市异地扶贫搬迁主要成效与存在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异地扶贫搬迁

后续工作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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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市是黔东南自治州的地级行政区首府，素有“苗岭明珠”之称，是贵州省主要城市之一，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丘陵

过度地段，地势西南高北东低，很多地方土地贫瘠、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脆弱等，开发难度高，加之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

展欠均衡，从而导致贫困。异地搬迁使人民的生活平得到提高，医疗保险、就学就业等得到保障。近年来，凯里市把异地扶贫

搬迁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做到应搬尽搬，全力做好异地扶贫搬迁的工作，成效显著。 

1 凯里市异地扶贫搬迁主要成效 

1.1移民总数 

“十三五”期间，凯里市先后建成上马上、清江、白午、冶炼厂、东出口 5 个集中安置点，都分布在凯里市周边，解决了

贫困群众“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改变就业方向，调整家庭经济结构，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为了使搬迁群众住得

安心，凯里市扶贫人员精心组织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任务，增加搬迁群众的收入，坚持扶贫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原则，给予搬迁群

众生活保障，实现了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目前为止，凯里市在异地搬迁扶贫工作中取得了较为显著

的成绩，共计完成有 10028户 44176人贫困群众搬迁，其中市内搬迁占 58%，跨行政区域搬迁占 42%。以下为凯里市 5个安置区

搬迁户数和搬迁人数情况图（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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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凯里市安置区异地搬迁情况统计表 

数据来源：黔东南州生态移民局 

1.2提升搬迁群众满意度 

“搬到凯里幸福来”是凯里市的目标，并坚持“四好”标准打造各安置区，逐渐形成适宜居住、适宜就业、适宜就学的异

地扶贫搬迁“凯里模式”。2020年为止，凯里市异地搬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帮助很大贫困人民走出大山，给予就业扶持培训，

搬迁群众对安置区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1.2.1房屋质量结构稳，设计合理 

凯里市异地搬迁移民安置小区经多方面论证，做到合理规划，认真选址，加强对各实施部门的管理制度，做好一周一调度，

严格按照房屋建设标准来建设凯里市安置房。在走访中，搬迁群众对房屋的满意程度达到 80%以上，房屋居住到今为止没有出现

质量问题，地段好、采光好等，深深得到搬迁群众的好评。 

1.2.2区位优势明显，方便出行 

上马石、清江、冶炼厂、白午、东出口 5 个移民小区都在凯里市很好的路段，从安置区到市中心两公里到十几公里不等，

13路直接到达上马上小区门口、19路到达东出口，有多条公交线路实现“城市建设到哪里，公交车就开到哪里”的计划，先后

在安置区附近开通一批新线路，不断地改进老线路,满足搬迁群众衣食住行等问题。 

1.2.3环境绿化良好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在满足温饱的问题后，对精神追求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不仅有房可住还要住的舒服，让孩子们有

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也让老人们有舒适的养老环境。凯里市在移民安置区建设中，不仅做到房屋外观色彩鲜亮，小区内做到

亮化、绿化、安保、休闲、卫生、服务六个全面覆盖，在严格的管理下，各安置区的环境整洁干净，舒适而又温馨。 

1.2.4充分考虑群众民情 

居住环境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衣、食、住、行等作为人们生活方式中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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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凯里市安置区充分考虑民情，在安置区实施亲情安置，采取“一乡一区、一村一楼、一组一梯”的异地

搬迁安置模式，将安置楼房用原迁出地地名命名，如上马上安置区设有“台江楼”“万潮楼”“三棵树楼”等，不仅尊重各民

族的生活习惯，更增添了各民族搬迁群众的亲情感和归属感。 

2 凯里市异地扶贫搬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2.1配套资金落实困难 

实施异地扶贫搬迁的都找相对困难的地方，财政可用资金有限，造成配套资金落实下来的难度大。在安置点实施的排水排

污、道路建设、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费用较大大、成本也较高，基础实施建设资金缺口很大。在项目贷款偿还本金

问题上，县级财政还款困难，无法确切的落实下来。 

2.2有地安置困难 

安置地的耕地面积小，无法全员安置。搬迁群众习惯了耕种生活，绝大多数移民都希望迁入地有自己的耕地，以有地安置

为主，在当前土地政策长期不变的形势下，基层政府调整农用地的难度大，迁入村不能解决搬迁户的耕地问题。 

2.3贫困户资金短缺 

搬迁群众从“村民”向“市民”转变，大部分只是表面上的改变，实现共同富裕还很切缺，为了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达

到全面小康生活的目标，国家加大对异地搬迁的资金投入，由于缺乏固定收入来源或者收入低，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家庭资金底

子薄、积累少，搬迁后资金短缺成了一大问题。 

2.4产业投入不足 

为了让搬迁群众就业问题得到解决，凯里市培育许多产业进行就业扶持，在实施后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缺乏后续扶持，收

入渠道狭小，收入比较低。再者安置区没有可用的耕地，无法用耕作土地来缓解收入低的这一大问题。同时搬迁群众绝大多数

文化程度低，自主就业相对困难，对培训缺乏自信心不敢轻易尝试，觉得不适合自己而选择放弃；有部分是文盲，只会地方方

言，在语言上难以沟通，语言就业培训中也成人们的一大难题。 

3 凯里市异地扶贫搬迁工作优化策略 

在凯里市政府不断努力下，凯里市 5 个安置区中，不管是从房屋构建、绿化、就业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了许多搬

迁群众的肯定。要想脱贫致富，达到小康生活，它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各级政府的努力，需要的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走

向美好生活。以下是根据凯里市安置区的具体情况分析，给予相应的建议。 

3.1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增强各部门合力 

根据异地搬迁的总体规划要求，将各项任务、目标等进行细化，督促各县、乡、扶贫单位等，从而将各单位所承担的目标

任务量化为具体的工作事项和指标，制定项目完成时间。用节点和标准的方式，以实行目标来倒逼管理，实行定期考核，督促

每一个节点按时完成。同时完善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制度、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及时发现与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

各部门之间形成合力、步调一致、协同共管。制定各项指标，实施考核措施，对资金流向、工程进度、质量要求等进行考核，

对各部门负责的每项工作目标任务实行全过程跟踪督导检查，实行动态考核，加强对过程的考核，强力推进搬迁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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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合理有效资源，化解制约瓶颈 

一是将所有涉农资金，统一纳入移民搬迁工作的平台，科学规划，有条不紊地利用好每一笔资金，整合各类涉农资金，集

中资金，积少成多，才能有充足的资金办大事。做好各项目之间工作，做到互补与协调，减少资金的浪费，尽量弥补资金不足

而带来的问题。二是对搬迁后无人管理的土地、矿产、树木等资源进行有组织的管理，按照国家政策和法规科学充分利用好现

有的资源，杜绝浪费，杜绝破坏。通过无偿划拨国有荒山、荒地，互相调剂集体用地，宅基地指标，荒山荒坡开发与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搬迁户有序流转承包土地等形式，积极盘活土地资源，有效缓解土地制约瓶颈。 

3.3加强后续扶持，解决搬迁户的后顾之忧 

安置地的自愿承载力水平关系着搬迁群众的升级可持续发展问题。做好移民的搬迁工作，不仅要有熟练的业务技能，还需

要有素质过硬的队伍。解决搬迁群众的现存问题，就必须加强后续产业扶持，各部门之间加强合作，政府要做好引导工作，充

分利用政策，做好协调工作，督促检查，使工作得到有效实施。充分利用搬迁地区域优势和产业特色，因地制宜，制定出符合

安置区特色的各种扶贫产业。扶贫人员对搬迁户进行一对一的帮扶，根据搬迁户家庭及个人的情况，给予有效意见，引导搬迁

群众走出脱贫的路子。同时，在确认和承接搬迁后的宅基地、山林田地、耕地、荒坡等过程中，要做到财产性资源的公开透明，

公正规范，确保搬迁户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另外，有些搬迁户在生活和文化精神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困惑，有部分人还有恋

乡情结。所以，在异地搬迁工作中不仅要注重安置区的道路和水电基础设施建设，更要注重安置区的环境卫生、文化、学校教

育、绿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照顾好搬迁户的情感，把安置区存在的道路、水电、医疗、学校、户籍等与群众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的问题解决好。让每个家庭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得到更多的关心照顾，让他们在新家园里有故土老家的归属感，

从根本上长久地保证搬迁户的生活安定，加强文化教育从精神上扶贫。 

3.4积极组织社区活动，增加邻里之情 

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贵州人民素来热情，村民追求着朴素而又快乐的生活，每当节日来临，都热闹非凡，各

有色彩。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恋乡之情人兼有之，尤其是老年人，缺乏伴儿说话、谈心，总是孤零零一人。

社区应该积极组织活动，给予老人一个快乐的老年生活，把群众的好习惯带进来，扬长避短，增加邻里之情，给予搬迁群众家

乡的感觉，使小区更加活化，更加丰富多彩！ 

4 结语 

贫困是当今我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直在解决的问题，解决贫困的方法多种多样，异地搬迁是解决贫困的最有效

的方法之一。而异地搬迁是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一切从陌生开始，是从了解到认可，再到接纳的一个过程，也是最终要的结

果。搬迁群众为了适应新的生活，在国家以及政府和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提高。但完全融入其中是

比较困难的，各相关部门应该注重后续扶持，考虑扶持后的可持续性，让搬迁群众更快地适应新环境、适应新生活，能够安心

地扎根。 

参考文献： 

[1]杨甫旺.异地扶贫搬迁与文化适应——以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8(06). 

[2]王悦,陈源,魏奋子,等.异地扶贫搬迁的成功实践及其启示——以甘肃省东乡县为例[J].甘肃理论学刊,201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