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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过后，云南省会泽县新城

的搬迁安置区暖阳高照。随着安置

区孩子们陆续开学，在妇女儿童中

心忙了一个月的吴赞平终于可以

轻松点了。

吴赞平是会泽新城妇联项目点

的社工，去年开始在安置区做群众

的融入发展工作。在刚过去的寒假，

她和8名大学生志愿者为40多名搬

迁家庭的孩子定制了“专属课程”。

上午做寒假作业，下午培训

安全知识、做手工艺品、演情景

剧……吴赞平说，持续的培训让孩

子们越发活泼开朗。

“他们还把学到的知识告诉家

长。”吴赞平说，在开展垃圾分类、

小动物讲卫生等情景剧后，一些家

长还来到中心详细了解具体的做

法。如今，不少搬迁群众也主动参

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作为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

迁县城集中安置区，会泽新城容纳

了 8 万余人，群众多从偏远山区搬

迁而来，要融入城市生活，需从教

会他们用电梯等简单小事做起。

“搬迁群众变成了新市民，就

要有新面貌。”会泽县乡村振兴局

负责人介绍，让搬迁群众实现“要

我干”向“我要干”的转变，就要大

力推进扶智扶志工作，引入社会工

作组织是当地持续开展扶智扶志

的一个缩影，他们用群众乐于接受

的方式，摒弃不良习俗，扭转“等靠

要”思想，从而开阔视野、补足素质

短板。

“雪花纷飞，要有责任担当，要

让贫穷成为过去，要让生活有所保

障……”这是会泽新城搬迁户王文

选送桶装水途中发的一条朋友圈。

2019年，王文选一家从半山腰

的土墙房里搬至会泽新城，王文选

也在社区的帮助下开始送桶装水，

改变了过去守着几亩玉米地、花生

地过活的日子。“政府给了我们好

政策，自己也要加油干。”王文选

说，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在上学，他

们是家里的希望，为了他们什么苦

都不怕。

在脱贫攻坚期间，云南有近

150万人因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过

去的生活。面对如此多的搬迁群众，

做好搬迁后续帮扶工作依然重要。

“针对搬迁群众，去年我们发放

了 125 亿元创业贷款，转移就业 48

万余人。”云南省乡村振兴局负责人

介绍，他们积极完善配套设施，提升

公共服务，强化社区治理和社会融

入，加强产业创业扶持，确保“稳得

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康恩家园是迪庆藏族自治州

最大的搬迁安置点，位于维西傈僳

族自治县保和镇永宁社区。在安置

点的康恩家园制衣厂，制衣厂主

管、搬迁群众武治军正在分配制衣

计划。

武治军过去在福建、广东等地

务工，去年，随着搬迁点的制衣厂

开始运营，为了照顾家人，他选择

就近务工。起初每月工资不到3000

元，但随着自己技能的提升，他开

始担任小组长、主管，现在每月有

5000 多元收入。武治军说，制衣厂

是当地引进的一家企业，提供了

100余个就业岗位。

过去搬迁群众思想较为封闭，

害怕与外界接触，更多依靠以前的

土地增收。“发展产业和保障就业

是搬迁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措

施。”永宁社区党委书记苟松说，政

府在安置点成立就业服务站，详细

介绍企业情况、工资待遇和劳动力

需求，开通点对点劳务输出班车，

提供就业补贴、技能培训等方式，

让搬迁群众最大限度实现就业。

如今，在云南的搬迁安置点，

群众有了增收的技能，有了持续增

收的产业，在幸福生活的道路上越

走越稳。 （据新华社报道）

多措并举写好搬迁“后半篇”
——云南聚力帮扶搬迁群众开启振兴生活

从塞外山城到冬奥之城，从脱

贫攻坚主战场到冰雪产业聚集地，

乘着北京冬奥会东风，河北省张家

口市大力发展冰雪经济，“冷资源”

加快变身“热产业”，越来越多的人

在家门口捧起了“雪饭碗”。

“一坡白雪”美 圆梦小康时

“真没想到，山上的一坡白雪

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我儿子

在雪场工作，儿媳在旅游接待酒店

干物业，我和老伴过上了踏踏实实

的晚年生活。”说起北京冬奥会带

来的变化，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

乡太子城村村民李果十分开心。

太子城村有 400 多户、1200 多

口人，因地势高寒，村民以往收入主

要靠种地和外出打工。村党支部书

记高伟说，现在，全村三分之一的人

从事冰雪相关行业，年轻人纷纷返

乡，“冬奥让我们村圆了小康梦”。

太子城村所在四台嘴乡一带

的发展曾主要靠采矿，随着市场变

化和环保政策的强化，一度辉煌的

采矿业衰落下来。近年来，依托冰

雪资源优势，当地陆续开发建设了

一批大型雪场，并成为北京冬奥会

张家口赛区场馆及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的核心区域。

如今，“一坡白雪”成为四台嘴

乡的发展资源，为加快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鲜活力。2021 年，全乡农民

人均纯收入超过1.6万元。

曾经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崇礼也因雪而兴，因冬奥而闻

名，全区10余万人口中直接或间接

从事冰雪产业和旅游服务人员已

超过 3 万人。2019 年崇礼退出贫困

县序列，实现“脱贫摘帽”。

冰雪产业已成为崇礼新的经

济支柱。全域拥有7家大型滑雪场，

其中 4 家跻身“中国滑雪场十强”，

区域内雪道 169 条、总长 160 余公

里，成为国内高端滑雪聚集区。

喜捧“雪饭碗”“集群”强振兴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记者走

进张家口市万全区“林语山谷”冰

雪运动主题乐园。这是一座2021年

底投入运营的滑雪及亲子乐园，由

张家口万铁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开

发，因毗邻张家口市主城区，成为

周边滑雪爱好者的首选地。主题乐

园开业以来人气一直很旺，有时还

要实行限流。

“林语山谷”冰雪运动主题乐

园的开发直接带动了万全区旧堡

乡三里庄村的发展，这个村曾是万

全区贫困人口较多的贫困村之一。

“我们用了 80 多个长期工，有

一半是三里庄的村民。不仅如此，

雪场还带动了周边服务业，成为脱

贫之后接续乡村振兴的有力产业

支撑。”张家口万铁文旅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华一告诉记者。

“我这年纪外出打工也不方

便，以前靠种地有点收成，如今家

门口有了雪场，我放下锄头，吃上

‘滑雪饭’了。”60 岁的三里庄村民

王广荣说。

春节过后，张家口冰雪运动装

备产业园内的企业陆续开工生产。

产业园负责人介绍，目前产业园已

签约 49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

45亿元。项目陆续投产后将为当地

居民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记者了解到，张家口市已累计

引进冰雪产业项目 100 多项，涉及

冰雪装备研发制造、人才教育培

训、文化旅游等领域，已有 50 多个

项目投产运营，全市冰雪产业集群

初步形成。

“冰天雪地”间 “真金白银”来

凿冰、下网、收网……随着冬

捕队员将长长的大网缓缓拉出冰

窟，一条条活鱼跃出湖面，库伦淖

尔湖的冰面瞬间沸腾了。北京冬奥

会期间，张家口市沽源县连续多日

举办的“库伦淖尔湖冬捕节”，吸引

了众多游客。

这里是距离京津最近的冬捕

活动地之一，渔猎文化传承千年之

久。由于冰冻期长，鱼类资源丰富

的库伦淖尔湖为冬捕活动提供了

优越条件。

家住库伦淖尔湖畔的村民孙

河说，过去，这里冬季太冷，人们大

都在家“猫冬”。现在，村里很多人

都加入了冬捕队，有的开起了农家

乐，乡亲们大冬天都忙活起来了。

紧邻崇礼的沽源县依托“冷资

源”，着力打造“零度以下”旅游项

目，挖掘传统的库伦淖尔湖渔猎等

资源，打造冰雪渔猎文化节，让“冰

天雪地”变身“真金白银”。

近年来，张家口市推动冬奥机

遇加速转变为发展“红利”，持续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接力乡村振兴，

大力发展冰雪经济等主导产业，努

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

份优异答卷。

以筹办冬奥会为契机，河北省

统筹推进冰雪运动向纵深发展，全

省参与冰雪运动群众超过 3000 万

人；与此同时，逐步培育壮大的冰

雪产业正在成为拉动城乡发展的

“新引擎”，冰雪旅游势头强劲，“冷

资源”加快变身“热产业”。

（据新华社报道）

河北：“冷资源”加快变身“热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