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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葱郁的山峦与蜿蜒的河流之间，一场

关乎家园与希望的迁徙正在进行。8 月底，

记者深入舟曲县果耶镇池干村，见证了 135

户村民告别世代居住的大山，踏上 35 公里外

新居的迁移之路。

“小心点，别把照片磕碰坏了！”刘仁民的声

音在搬迁队伍中显得格外响亮。他紧紧抱着儿

子新拍的结婚照，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韩海成小心翼翼地搬着一张旧木桌，虽然

已显陈旧，但它却承载着韩家几代人的记忆与

情感。“放在新家，就是个念想。”虽有几分不舍，

韩海成的话语中也透露着对未来的憧憬。

随着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政策的深

入实施，池干村村民将在新的居住地——大

川镇两河口的福津山水居开启美好新生活。

舟曲县，这个曾经备受地质灾害困扰的地区，

如今正以搬迁行动回答安居乐业的问卷。

10 月底，走进金塔县营泉村生态及地质

灾害避险搬迁项目安置点，鳞次栉比的房屋

和平坦笔直的街道让人眼前一亮。营泉村村

民王让平从田间劳作归来，在新居里抱起孙

子，笑声盈满整个房间。

和王让平一样，营泉村 56 户 237 人受益

于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政策，搬进了户

型合理、设施完善的新居。金塔县在搬迁安

置工作中，不仅注重住房条件的改善，更着眼

于群众就业和长远发展。

据悉，营泉村根据群众种养需求新建了

200 座日光温室，种植沙漠西瓜、普罗旺斯西

红柿等时令果蔬，年棚均收入可达 6 万元。

同时，当地依托周边产业园区优势，吸纳搬迁

群众就地务工，150 余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红红的“福”字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在清水县白驼镇姚黄村安置点，村民邹

银霞正在给新房窗户贴“福”字。“现在搬入的

新房自己烧地暖，屋子里非常暖和，屋外的活

动广场便民设施齐全，家门口通了公交车，真

的很方便。”邹银霞说。

清水县在做好搬迁安置“后半篇”文章上下

足功夫，在安置点附近谋划配套建设食用菌产业

园、蔬菜种植基地、农产品加工车间等设施，累计

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40个，涉及16个乡镇38个

村，种植各类菌棒2000万棒，解决搬迁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不是终点，而是

幸福生活的起点。我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

迁工作实施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紧紧围绕让

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生活好、能融入”，

紧盯目标任务，抢时间、赶进度，保质量、提效率，

全力以赴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

搬出了新路径、搬出了新变化、搬出了新面貌。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田 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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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耶镇池干村村民韩海成正在搬旧家具。

△

中 东 镇

团 结 村 入 户 走

访 工 作 人 员 在

村 民 赵 林（中）

家了解情况。

果耶镇池干村村民刘仁民正在将儿子的结婚照搬往新家。

△ 新能源公交车经过白驼镇姚黄村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

搬迁项目安置点。

△ 白 沙 镇

马 沟 村 的 清 水

县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内，村民正在

采摘滑子菇。

△清水县白驼镇姚黄村五组村民邹银霞在新房贴“福”字。

坐落于大山中的舟曲县果耶镇池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