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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阅读昭通·深度

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群众，习近平总书
记十分关心，强调“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力度。现在搬得出的问题基本
解决了，下一步的重点是稳得住、有就业、
逐步能致富。”

2018年以来，昭通市全面启动易地扶
贫搬迁民生工程，下大力气把那些不具备
发展条件、生存在贫困山区和生态脆弱地
区的群众搬出大山，由此拉开了易地扶贫
搬迁高质量发展的帷幕。

如今，4年多过去了，搬迁群众的生活
如何，他们是否有事干、稳得住、扎下根？
记者日前走进了全国跨县搬迁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最多的——鲁甸县砚池街道卯
家湾安置区。

有事干：不让一个劳动力闲着

“搬得出”是关键，“有事干”才是硬
道理。

“搬迁群众有事干，才能稳得住；稳得
住，才有好日子。”景新社区党支部书记吴
朝洪快人快语，一见面，他便向我们谈起
了帮助居民龙清全找工作的事。

龙清全出生在单亲家庭，搬迁之前，
妻子撇下家人跑出去再没有回来。龙清
全的两个孩子都在读小学，家中还有一个
80 多岁的老父亲，而他却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工作。搬到安置区，了解到实情
后的吴朝洪很快和社区干部商量，帮龙
清全找工作。开始，他们把龙清全介绍
到县城的一家保安公司，月工资 2700 多
元。也许是照顾不到家里的老人和孩
子，龙清全没干多久就跑回来了。龙清
全家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如果闲着，一家
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最后，考虑到
龙清全的家庭情况，社区决定给他提供
一个保洁员的公益性岗位，同时还为他
申请了防贫保险。这样，他干保洁工作
的收入和一家人的低保加在一起，一年
就有近 3万元的收入。生活不成问题了，

自己又有事情干，龙清全感恩社区干部对
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此把心思都用在
了工作上。

无独有偶。挂钩景新社区的县综合
执法局干部了解到该社区有4名闲散劳动
力后，很快联系到当地的苗圃基地，为他
们找到了工作。基地包吃包住包接送，他
们每天还有 80元的收入。居住在春熙社
区的韩银洲，妻子患有精神疾病，20多岁
的儿子韩发金闲在家里，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福来很快联系到鲁甸在深圳那边的就
业信息员，把韩发金送到了比亚迪股份有
限公司上班。临走时，韩发金身上没有
钱，社区干部商量送了他 1000元作路费。
18岁的刘清勇从学校出来后无事可做，社
区干部多次上门，才做通这个小伙子的思
想工作，最后把他送到外省务工，现在的刘
清勇已经适应了工作岗位，工作很稳定。

不能让一位劳动力闲着。卯家湾安置
区把搬迁群众的就业放在第一位，千方百
计、用心用情为群众着想，他们采取“一批外
出务工，一批自主创业，一批就近就业”的措
施，确保了安置区每个劳动力都有事干。

稳得住：家门口就业把钱赚

从“山头”搬进“城头”，地理落差带
来的心理落差，无疑让搬迁群众感到了
种种“不适”。只要这些因素存在，挪出

“穷窝”的群众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稳得住”。

那么，如何让搬迁群众“稳得住”？
卯家湾安置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解

除搬迁后续管理中群众在思想、情感、生
活上面临的困惑与难题，抓住就业、产业
扶贫这个“牛鼻子”，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增
收难题。

在一望无际的香葱基地里，安置区的
群众正在田间地头劳作，整地、拔葱、捆
葱、搬运……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勾勒出
一幅乡村振兴图景。

“这个葱不难拔，只要人勤快，一天收
入 200多元不成问题。”张福来说，他们社
区有几位 70多岁的老人，身体硬朗，干活
不比年轻人差，个个都是“拔葱能手”。他
们大部分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熟练工达
6000元以上。

香葱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种
类多、需求量大，覆膜、打药、栽葱、管理、采
摘等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目前，鲁甸
香葱基地已发展到6000多亩，每逢收获季
节，平均每天有 70多吨香葱销往北京、上
海、成都、南京等地，年产值达1.5亿元，带
动了数千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致富。

“饭碗”多起来，“口袋”才能鼓起来；
“口袋”鼓起来，日子才能“稳下来”。近年
来，卯家湾安置区在统筹整合物业管理、
片区长、楼栋长、绿化、保洁、河道管理员
等公益性岗位的同时，抓住东西部协作机
遇，抓住上海市及普陀区对口帮扶的机
会，建起多个配套设施齐全的蔬菜基地、
苹果基地、食用菌基地、核桃厂，引进了18
家企业，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赚钱，真正为
实现“稳得住”这一目标创造了良好条件。

扎下根：好日子还在后头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沿着昭鲁快捷通道行驶，在鲁甸县城

附近下车就能到达卯家湾安置区。一眼
望去，安置区高楼林立，色调和谐统一，俨
然一座“小城”。安置区内，游玩、健身的
人很多，孩子们欢呼雀跃、追逐嬉闹，每个
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卯家湾安置区居民来自 5个县，涉及
46个乡（镇、街道），目前安置区劳动力就
业率达 90%以上，2019 年搬迁以来，群众
的人均纯收入从 8306元增长到 2022年的
12480元。

搬迁群众能否“扎下根”，除了发展壮
大产业，管长远的还是要靠技术和技能。
今年以来，昭通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百日行动”期间推出“局长直播带岗”
活动，由各县（市、区）人社部门领导担
任主播，共开展“直播带岗”70场，入场
观看240多万人次，推介就业岗位28万
多个。下一步，全市人社部门将强化新
媒体矩阵建设，帮助群众打消务工顾
虑，增强就业增收的信心和动力。

拥有一技长，就业不用慌。全市农
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百日行动”启动
以来，鲁甸县不断探索“直播带岗”新模
式，带出就业富民新路子。各乡（镇、街
道）开启“点菜式”“上门式”培训，让有需
求的劳动力在“家门口”、在务工地享受
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卯家湾安置区抓住
契机，深入了解搬迁群众务工需求、换
岗意愿等，统筹做好群众就业培训，让
他们真正掌握一技之长。与此同时，砚
池街道党工委从群众最关心、最需要的
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入手，为群
众提供“一站式”“一条龙”“全天候”服
务，有效打通了联系服务搬迁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为搬迁群众“扎下根”奠
定了坚实基础。

“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不
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鲁甸县砚池街道党工委书记
唐亚东表示，下一步，卯家湾安置
区将持续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公共
服务、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
务、社区治理、基层党建“五个体
系”建设，推动后续扶持工作高质
量发展。

让群众搬迁之后再“扎根”，
踏踏实实过上好日子。这一切，
不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提出的“提升服务效能，完善
功能配套，保障就医就学，加
强产业培育和就业帮扶，强
化综合治理，确保搬迁群
众生产生活稳定、安居
乐业”的最好诠释吗！

有事干 稳得住 扎下根
——鲁甸县砚池街道卯家湾安置区基层治理系列报道之一

记者 马永孝 刘建忠

编者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社会治理，重在基层。近年来，作为全国跨县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多的鲁甸县砚池街道卯家湾安置区，之所以
能够“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干、能致富”，在于他们不断探索创新，推出“红黄绿”精细化管理模式，采取大数据集合、优质化服务、多元化帮扶等措施，
不断推进社区居民就业增收，有效破解了社区治理中的难点、堵点、痛点，增进了民生福祉，提升了群众幸福指数。卯家湾安置区基层治理的经验和
做法，为助推群众融入城市社区生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温 暖“ 警 ”相 随
——鲁甸县砚池街道卯家湾安置区基层治理系列报道之二

记者 秦 勇 莫 娟

9月 25日，鲁甸县砚池街道卯家湾
安置区雨露社区。

砚池派出所民警李仁鸿和辅警李
梅琴一大早便

开始走访他
们 重 点 关

注的独居
老 人 。

18 栋 的
王大爷特

别 没 有 安
全 感 ，害 怕

自己摔倒在家，他家的门没有什么特
殊情况从来也不关闭。李仁鸿明白老
人的心思，只要有时间他便去老人家
里坐坐，时刻关注着独居老人的生活。

“老人家，最近身体怎么样？”看到
李仁鸿和李梅琴来到家中，老人家脸上
浮现出笑容。李仁鸿随即与老人聊起
了家常：“不管干什么一定要小心，不要
滑倒，需要什么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 24小时都在线。”李仁鸿每周都要

去看望他，详细了解其身体、生活情况
及存在的困难，叮嘱老人保重身体，注
意用电、用火安全，并告知他如果遇到
困难及时拨打他们的电话。

除了独居老人，留守女童也是李仁
鸿重点关注的对象。

卯家湾安置区不少父母外出打工，
留守儿童的安全特别是留守女童的安
全成了砚池派出所民警的心系之事。
通过“红黄绿”三色管理，留守女童成为
重点关注的红色对象，李仁鸿和他的战
友每周都要走访了解留守女童的生活
和学习状况，让孩子们能随时感受到

“警察妈妈”和“警察爸爸”带来的关爱
和安全感。

“多亏你们帮忙，不然我和前夫的
关系到现在可能还僵着，现在前夫再也
没有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生活也归于
平静。”9月25日，看到前来走访的李仁
鸿，雨露社区王某脸上满是笑容。

事情要从2023年3月说起，王某的
前夫李某刑满释放，出狱后得知妻子已
另嫁他人还生育了一个孩子，两人共有
的财产也被前妻变卖。情绪激动的李
某扬言要让王某一家付出血的代价，准
备实施报复。得知情况后，为防止民事
案件转发为刑事案件，砚池派出所立即
介入、主动作为，成立专班调解李某和
王某的矛盾纠纷。

了解到两人的历史积怨，弄清事情

根源后，该所民警随即组织两次集体调
解、但均不见成效。为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化解纠纷，为了挽救两个家庭，李仁
鸿多次与李某谈心谈话，释法说理，让
其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毁了一生的幸
福。李仁鸿从李某的抖音和微信朋友
圈发布的内容，时刻关注李某的思想动
态和情绪变化，通过电话沟通了解其想
法。同时，从亲情上感化，做通王某的
思想工作让李某见其女儿，突破李某的
心理防线。经过近 4个月的沟通、多方
劝导，最终促成了双方握手言和，制止
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在手机上翻阅李警官与李某的通
话记录，两人的通话记录达到了上百
个，李某在与前妻的纠纷化解后笑称：

“李警官，我真佩服你，你像唐僧一样不
停地碎碎念，都是你的苦口婆心才让我
放下仇怨，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和耐心
调解，我肯定又干了傻事。”

看到王某笑容和眼泪夹杂的那一
刻，李仁鸿感叹：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群众排忧解难就是我们的不懈追求。

从剑拔弩张到偃旗息鼓，再到握手
言和，无不倾注了民警的智慧付出的心
血和对群众深厚的情感。

回派出所的路上，李仁鸿告诉记
者：“每天我都要到辖区走几遍。”这
些工作只是他繁琐工作里微乎其微
的一件件小事，李仁鸿内心认为这些

根本不值一提。
他和他的战友的足迹踏遍了辖区

的每个角落，把群众的小事大事当成自
己的事来抓，切实为群众做好事、办实
事、解难事。派出所的工作就是为群众
服务的工作，而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则
是服务的根本。

7月 17日，鲁甸县公安局砚池派出
所获赠一面印有“真心为民办事，倾心
替民解忧”字样的锦旗。这面锦旗的背
后是派出所民警、辅警不遗余力全心为
民的体现。

事情发生在 6 月 13 日晚，砚池派
出所接到巧家县公安局电话称：“有 3
名离家出走女孩疑似来到砚池辖区，
其父母前来报警，请求砚池派出所帮
忙寻找。”接到此求助后，砚池派出所
民警根据相关线索情况立即开展工
作，经过几小时的冒雨寻找，终于在雨
露社区找到 3名女孩。

经了解，3名女孩为巧家人，因琐事
与家人发生矛盾，3人便相约离家出走，
坐车来到鲁甸卯家湾安置区投靠亲
友。最终在砚池派出所的帮助下，3名
女孩安全回到了家人身边。7月17日，
其家属为此特地从巧家赶来，送上锦旗
以表达对砚池派出所民警、辅警的感激
之情。

步入砚池派出所，大厅的墙上挂满
了群众送的锦旗，一面面锦旗就是群众
的一个个口碑。耀眼光环的背后，是砚
池派出所民警、辅警起昼伴骄阳，入夜
逐繁星，以脚步丈量辖区。一起起真情
救助，一件件感人事迹，一块块充满荣
耀的牌匾，都是砚池派出所勇于担当、
为民服务的见证。

群众事，无小事。
这些暖心“警”事，让守护更有温度。

技能培训。

娱乐生活多姿多彩。

香葱基地劳作。

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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