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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坚持“五抓五促”

扎实做好易地搬迁“后半篇文章”

大同市聚焦“稳”“富”“融”，坚持“五抓五促”做好易

地搬迁“后半篇文章”，全市创建市级“五好社区”40 个、省

级“五好社区”18 个，2022 年度搬迁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16

万元，同比增长 12.6％，搬迁脱贫群众融入感、获得感、幸福

感得到有效提升，受到国务院表彰激励。

一、抓牢“两扶”，促进脱贫成效

监测帮扶：推广“一套系统”。推广防返贫监测预警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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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全部常住农户纳入监测范围，定期采集更新信息，提

高监测帮扶精准性。调整“一个标准”。将收入低于 8500 元且

不在监测范围的农村常住居民列为观测对象，重点关注收支情

况，落实就业、产业、志智等措施，提前预防返贫致贫风险。建

立“一个基金”。整合意外险、返贫险，建立“防返贫保险基金”，

将全部农户纳入保障范围。挂起“一套图纸”。及时更新村情简

介，绘制产业分布图、收入构成图和监测帮扶图，实行挂图作战。

驻村帮扶方面：派驻干部全覆盖。安置区全覆盖派驻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十送”帮扶解民忧。开展送规划、送产业、送就

业、送消费、送宣讲、送文化、送人才、送信心、送温暖、送

清洁“十送”专项行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落实“六化

十到位”。严格落实走访经常化、培训制度化、责任清单化、

帮扶精细化、管理信息化、考核规范化“六化”要求，做到防

返贫监测帮扶等“十个到位”。注重成效严考核。每季度对驻

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考核，每半年对驻村工作队开展一次星级

化评定。

二、抓强“两业”，促进群众增收

发展产业：科学规划谋长远。出台《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2022 年市本级投入衔接资金 2 亿元，优先

支持安置区发展产业，800 人以上安置区全部配套产业园区，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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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下有序配套车间工坊。重特优树品牌。全方位推动黄花、畜

牧、设施蔬菜等八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建设云州黄花、广灵食

用菌、灵丘杂粮、浑源黄芪、阳高蔬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带

动农民户均增收 1200 元。重融合强业态。在 22 个安置区开展乡

村振兴示范创建，农文旅深度融合扩张业态，投入各类资金1.385

亿元，吸纳农户及脱贫劳动力 10338 人。

推动就业：强化技能培训。出台《加快推进“人人持证、技

能社会”行动方案》，安置区一体推进设立创业就业平台，每年

开展 2-3 次技能培训，送技送岗上门。天镇县易地搬迁后扶实施

方案被国家发改委作为典型案例推广，万家乐移民新区培训就业

得到国家人社部肯定，为搬迁群众在雄安新区及天津提供就业岗

位 5000 多个。挖掘务工潜力。坚持市县联动、部门包联、政策

激励，外找、内挖、公益补共同推进，搬迁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

25580 人，每个有劳动力搬迁脱贫家庭至少一人稳定就业。打造

劳务品牌。促进劳务输出，形成竞争力，全市打造出了浑源搓澡

工、黄花经纪人、天镇保姆、广灵剪纸等劳务品牌。

三、抓实“两基”，促进社区治理

健全基层组织。全市集中安置区实现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全覆盖。落实网格化管理机制，出台《培育发展社区

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在安置区组建党员、乡贤、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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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等志愿服务队 252 支，为搬迁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解决因

搬迁带来的“疏离感”，实现共治共享共融。提升基本服务。

配套义务教育学校 112 所、幼儿园 194 所，新建改扩建文娱设

施 259 处。新建一站式服务设施 193 个，大中型安置区实现全

覆盖。

四、抓住“两地”，促进权益保障

明确迁出地权益。保障承包地合法权益、林地合法权益、退

耕还林、荒山造林、土地复垦增减挂、光伏、原村集体组织成员

身份及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益、巩固衔接各项支持政策等 8 项权

益。明确迁入地权益。保障选举权、被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

决策权、监督权、党组织关系、干部选用、子女教育、文体娱乐、

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城乡低保、特困供养、监测帮扶、户口转

移、新增住房需求等 17 项权益，确保搬迁群众享有的权益有人

管、有人帮、不悬空、不漏项。

五、抓好“两美”，促进社区融入

安置区域环境美。抓清洁展新颜。开展“六乱”整治、清洁

家园等活动，安置区环境明显改善。立规约树理念。全市安置区

村规民约完成率 100%。天镇县赵家沟乡于家窑村入选山西省优

秀村规民约。理户貌提风貌。开展“户容户貌”提升行动，通过

改厕、发展庭院经济、绿化美化等综合性措施，户容户貌大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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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搬迁群众心里美。开展文明乡风评选活动。有序开展农村移

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小手拉大手专题活动，组织

开展家风家训普及、家庭文化展示、家庭文明传播、文明家庭评

选等活动，用好家风带动好民风。赋予传统文化时代内涵。打

造传统文化走廊，让耕读、民俗、孝老爱亲等传统文化活起来。

运用文化作品展示精神。编演《夸夸扶贫工作队》《戒麻将》

等小戏、小剧种。灵丘县“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主题

的大型实景演出《龙渠沟的老百姓》成为搬迁群众移风易俗的

典型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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