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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座新庄院整齐坐落在宽阔整洁的

村道旁，村口小游园里一串串沙枣果挂满了

枝头，广场上孩子们正在追逐嬉闹，老人们

坐在一起晒着太阳拉着家常……走进古浪

县干城乡富民新村，一幅村庄美、产业兴、治

理好、乡风和、百姓富、集体强的和美乡村图

景展现在眼前。

富民新村是古浪县实施黄花滩生态移

民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成的 12 个移民新村

之一。

2019 年 8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富

民新村，看望这里的乡亲们，并叮嘱大家，从

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等方面想办法、找

出路，让易地搬迁的群众留得住、能就业、有

收入，日子越过越好。

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歇气、不松劲，在

曾经飞沙走石的戈壁滩上建设新的幸福家

园，走出了一条贫困山区群众易地搬迁和生

态环境保护双赢的脱贫致富新路。

古浪县干城乡富民新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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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下山，希望在发芽

“总想着能把现在的好日子再给总书记说

说。”今年 65 岁的李应川说。

“我现在还记得，总书记来到我家，拿着我

家以前旧房子的照片，问得很仔细。”李应川深

情地回忆，当时总书记问他：“搬下来住，满意

吗？还有什么要求？”李应川大声回答：“没有

要求了，真正好得很！”

正如李应川所说，搬下来的日子“真正好

得很”。

2015 年，古浪县启动“下山入川”移民搬

迁工程，李应川一家自筹 2 万多元，加上政府

补助和易地扶贫搬迁贷款，从古浪县南部山区

的横梁乡横梁村搬到了黄花滩移民区，彻底告

别了曾经的黄泥墙、土坯房，住上了新盖的 90

多平方米的砖瓦房。

为了让搬迁群众能够真正实现“优其屋、

舒其心、乐其业”，武威市坚持规划引领，因村

施策，科学布局，持续完善黄花滩移民搬迁区

基础设施条件，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有效提升搬迁群众生活质量。

“没想到，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住上新

房，用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天然气、自来水，家门

口就有医院和学校，去城里还有公交车……”

李应川感慨地说。

这两年，李应川家里添置了一辆翻斗车，

今年还承包了一座暖棚，种了一棚香瓜，眼瞅

就要成熟了。“等香瓜卖了钱，就给馋嘴的孙

子、孙女买些零嘴儿，再买些学习用品。”李应

川笑着说。

李应川的孙子和孙女都在家门口的富民

新村小学上学。“现在村里的学校和城里的学

校一样，修得很漂亮，教室也宽敞，还有足球

场，我的小孙子还参加过学校足球比赛呢。”李

应川说。

如今，日子越来越好，李应川期冀着，孙子

孙女好好上学，将来考上大学，做个有出息的

人，不仅能从山里搬到川里，也能从川里走向

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搬出大山，住进新房子、吃上自来水、出门

有车坐、学校就在家门口……

在富民新村，聚集了古浪县南部山区 8 个

乡镇的移民，共 1379 户 4580 人。同李应川一

样，村民们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山深沟，在

新开垦的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建起新家园，开启

了幸福的新生活。

留下来，幸福在身边

夏日的阳光洒在黄花滩上，富民新村村民

朱得瑾老人哼着欢快的古浪小调，往村里的

“一老一幼”关爱服务中心走去。

“老朱，你咋才来，赶紧得！”朱得瑾刚走进

服务中心大门，就听到一连串的催促声。原

来，村民们正等他排练新曲目。

随着鼓乐声响起，朱得瑾拿起话筒，声情

并茂地唱了起来。

朱 得 瑾 今 年 72 岁 ，平 时 就 喜 欢 唱 唱 歌 。

前些年，村子里建起了“一老一幼”关爱服务中

心，朱得瑾和几个老伙计就组了个乐队，一起

唱歌娱乐，还一起参加表演呢！

朱得瑾老人在曲艺室内唱得认真，一旁的

乒乓球室里，吴村会老人正在和球友进行激烈

对决。

“我快 75 岁了，以前住山里，日子都过不

下去，更不要说打乒乓球了；现在搬下来有条

件了，可以好好锻炼一下身体了。”吴村会乐呵

呵地说，中午还可以在这里的餐厅吃饭，方便

得很。

一手托起夕阳，一手托起朝阳。富民新村

“一老一幼”关爱服务中心，不仅是老人们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也是孩子们假期的乐园。

暑假期间，村里的孩子们每天都会准时

来到服务中心的爱心课堂，这里的大学生志

愿者为孩子们辅导作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

户外广场运动，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且快乐

的暑假。

富民新村“一老一幼”关爱服务中心是古

浪县 2022 年实施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中

心内设有棋牌室、舞蹈室、曲艺室、台球室等 8

个功能室，提供助餐、全托、日托、医疗康复护

理等服务，让“一老一幼”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优质便捷的服务。

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一老

一幼’关爱服务中心的建成投运，是我们提升

村民生活幸福感、满意度的重要内容。”富民新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延堂说。

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宜居的生活环境、

和谐的文明乡风，让村民们感受到身处新时代

和美乡村满满的幸福感。

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万树”新型乡村绿化

模式，富民新村的主干道、房前屋后以及村道

两旁，栽植着各类绿化苗木 23 万余株，有 3 处

小游园，村道实现绿化全覆盖，富民新村也成

功入选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

依托村综治中心组建网格化管理队伍，富

民新村深入开展文化、文明进村和移风易俗行

动，成立“和为贵”调解室，及时调处各类矛盾

纠纷，引导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尚，培育文

明乡风民风。

如今，走进富民新村，房前屋后绿树成荫，

花团锦簇，景色宜人；邻里守望、敬老爱幼、家

庭和睦的新风尚蔚然成风。

富起来，未来在脚下

搬下来，还有地种吗？以后日子靠什么过

活？这是黄花滩移民区群众问得最多，也是摆

在当地党员干部面前最重要的问题。

从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等方面想办

法、找出路，让易地搬迁的群众留得住、能就

业、有收入，日子越过越好。

近年来，武威市坚持把产业培育作为群众

稳定增收的根本之策，累计为富民新村投入协

作帮扶资金 4054.8 万元，实施产业就业、基础

设施等帮扶项目 21 项，确保搬迁群众不仅搬

得出、稳得住，更有了致富的产业。

翻地、施肥、浇水……记者见到许生权时，

他正在自家新修的暖棚里忙碌着。

“今年，村子里分批将家家户户的大棚翻

新，把原来落土、有坍塌的危险土墙，换成了

更安全、保温效果更好的砖墙。”许生权告诉

记 者 ，自 己 刚 收 了 一 茬 人 参 果 ，卖 了 1 万 多

元。趁着最近人参果市场价格还行，想着再

种上一茬。

50 多岁的许生权是个勤快人，也是富民

新村发展富民产业的受益者。2018 年，许生

权一家从古浪县干城乡干城村搬到了富民新

村，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种了一辈子旱地、没见过暖棚长什么

样 ，到 学 会 了 如 何 搭 建 暖 棚 、如 何 在 暖 棚 里

种 植 人 参 果 、香 瓜 、西 红 柿 、辣 椒 等 各 类 蔬

果 ，和 大 多 数 移 民 群 众 一 样 ，许 生 权 不 仅 学

会 了 致 富 的 本 事 ，也 真 正 在 黄 花 滩 上 安 下

了家。

近年来，古浪县为富民新村落实产业奖补

资金 460.78 万元，累计建成日光温室 820 座、

养殖暖棚 940 座，全村畜禽存栏量 5.4 万头只，

果蔬年产量 6500 多吨，年实现收入 3200 多万

元，特色种养业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

以上。

村集体富了，才能更好地惠及村民。近年

来，古浪县富民新村通过组织引领、龙头带动、

入股分红、建厂办企、发展林果经济等方式，建

成了包括种植区、养殖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经

济林基地、纸箱厂在内的村集体经济产业园

区，有效壮大集体经济。

“这片林木是 2020 年在天津市蓟州区帮

扶支持下建成的集体经济林，栽植了包括山

楂、李子、沙漠油桃和新疆大沙枣等各类经济

林木。”张延堂告诉记者，这片经济林在为村

集 体 带 来 一 定 收 入 的 同 时 ，还 可 以 起 到 很

好 的 防 风 固 沙 作 用 ，实 现 生 态 效 益 和 经 济

效益双赢。

2023 年 ，古 浪 县 投 资 2039.28 万 元 在 富

民 新 村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果 蔬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示

范 园 项 目 ，打 造 集 生 鲜 辣 椒 出 口 、脱 水 蔬 菜

加 工 、蔬 菜 调 味 品 生 产 等 于 一 体 的 果 蔬 示

范 园 ，让 村 民 在 家 门 口 就 有 了 稳 定 致 富 的

产业。

除 了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富 民 产 业 、发 展 壮

大 集 体 经 济 外 ，古 浪 县 还 积 极 引 进 以 古 浪

越 海 现 代 农 业 有 限 公 司 为 代 表 的 农 产 品 加

工 销 售 龙 头 企 业 ，让 当 地 的 串 收 番 茄 、草

莓 、古 浪 香 瓜 等 优 质 果 蔬 远 销 北 上 广 一 线

城 市 ，也 让 当 地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有 了 就 业 的

机 会 。

50 多岁的刘晓花夫妻俩就在越海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工作。盘头、疏花疏果、采收、打老

叶……刘晓花熟练地在番茄温室里忙碌着。

“以前出门打工，老人孩子都没人照顾；现在家

门 口 就 有 活 干 ，赚 得 不 比 外 面 打 工 少 ，好 得

很！”刘晓花笑得合不拢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来，富

民新村的村集体经济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

的转变，当地移民群众也实现了“留得住、能就

业、有收入”的目标。

2023 年，富民新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216.68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178 元。

富 民 新 村 干 部 群 众 用 勤 劳 的 双 手 在 戈

壁 滩 建 起 了 美 丽 家 园 ，彻 底 告 别 了“ 一 方 水

土 养 活 不 了 一 方 人 ”的 贫 困 生 活 ，接 续 推 进

乡村振兴，让“日子越过越好”的美好愿景变

为现实。

黄花滩上，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幸福

花”正灿烂绽放，幸福生活的画卷正徐徐铺展。

牢 记 嘱 托 ，感 恩 奋 进 。 近 年 来 ，全 省 上

下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甘 肃 重 要

讲 话 重 要 指 示 批 示 精 神 ，聚 焦 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奋 力 谱 写 加 快 建 设 幸 福

美 好 新 甘 肃 、不 断 开 创 富 民 兴 陇 新 局 面 的

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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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越海农业有限公司智能温室内，务工人员运送小番茄。 武威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