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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来，泰顺举全县之力深入推进大搬迁，主
要成效体现在六本账上：

1.算好山区城镇化账，加速了人口集聚。20年
来，全县打造县级生态搬迁小区59个，安置群众3.7
万户超 11 万人。基本实现“小县大城关”“小乡大
集镇”人口布局，县城的城镇化率达到 78.3%。同
时，把群众从地质灾害点等安全隐患区域中撤离出
来，为应急排险、工程治理扫清了障碍。

2.算好民富村强账，促进了增收致富。深入推
进“三权”分置、权随人走等机制，让农民在一二三
产融合中，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全县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3 年的 2561 元提升到 2022
年的 24375 元，增长了 9.5 倍；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03年的3490万元提升到2022年的2.22亿元，增
长了6.36倍。

3.算好民生工程账，补齐了民生短板。整合系
列政策更大限度返利于民，通过集中安置有效补齐
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小微创业园、竹木产
业加工园、来料加工点等，帮助群众实现“家门口”
就业。全县发放来料加工费 3.13 亿元，其中发放低
收入农户加工费 1546 万元，带动低收入农户就业
2125人次，从业人员每年人均收入达到2万余元。

4.算好土地节约账，集约了土地利用。推动
“农民下山、产业上山”，变农村榴式建房为城镇套
式建房，节约宅基地 2/3 以上。破解了重大项目落
地规划空间不足等问题，通过宅基地复垦盘活建设
用地指标，有效平衡政策补助、安置点建设的资金
压力。

5.算好财政经济账，节约了公共财政。摒弃以
往“摊大饼”式分配方式，集中财力补齐公共基础设
施短板。虽然短期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但偏远乡村不需再投入
大量水、电、路、学校、医院等建设。

6.算好生态保护账，优化了生态环境。居住在
乌岩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珊溪库区等重点生态区域
和水源保护地的群众有序撤离，趁势拆除关停了畜
禽养殖、石材加工等污染产业。自 2005 年以来，泰
顺县生态环境质量一直名列全省前茅，连续 9 年位
居全省第一，2019 年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2023年创成全省唯一的“五星级”省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

大搬迁背后的
六本账

泰顺深入实施大搬迁20年

超11万群众连续五年增收10%
尤建明 赖淼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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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来，有奔头

“这几年，小区生活越来越好，医院、菜场、
公园、学校就在家门口。”“小孩在小区就读幼
儿园，老人每天在老年活动中心休闲娱乐，这
样的日子过去有谁敢想呐！”⋯⋯在泰顺县司
前畲族镇峰门新村安置小区，原峰门村老支部
书记邓敏良和首批搬迁下山农户方大旺，每每
聊起搬迁后的生活，如同在分享这辈子最风光
的故事。

泰顺，浙南边陲，“九山半水半分田”既道
出了生态资源禀赋的“优”，也写明了空间制约
发展的“难”。专家的分析是：山民分布小聚
集、大分散，出行难、看病难、读书难，而人口散
居又引发基础设施配套不均，中心城镇辐射受
限、资源浪费等结构性问题。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怎么破题？切口，从
一个“搬”字入手。超 11 万人下山，谈何容
易。转折，源自于一场关键调研。2003 年以
来，沿着“下得来、稳得住、富得起”指引的方
向，泰顺坚定不移掀起一场未曾谢幕的绿水青
山突围战。

“20 年来，这场举全县之力的大搬迁，我
们经历了三次迭代升级。”泰顺共富搬迁办相
关负责人胡昌锋介绍：2003 年起，一镇带三
乡，先行试点搬迁；2011 年起，打破全县行政
区域限制，开展无区域生态移民；2017 年起，
和异地避灾、抗震安居等一起，实施生态大搬
迁；2021 年 8 月起，拿更好的地建未来社区，
推进共富大搬迁。

如何让农民自愿离开祖祖辈辈耕耘的故
土和老宅？“各乡镇干部用脚力去掌握真实民
意，大家见招拆招，几乎使出了十八‘搬’武
艺。”胡昌锋分享了下山人潮汹涌的秘诀。

返利补助最大化。把宅基地复垦、避灾安
置等多个政策，融为一个意见和细则，一次搬
迁可享受多种补助。

资金一个口子出。由县委书记领衔指挥，
抽调相关单位人员集中办公实体运作，破解

“政出多门”。
拿最好的地安置。在城关优势地段，建移

民小区、避灾安置小区等，让69个重点村八类
对象有序安置。

给群众更多选择。提供自行购房、集中安
置、就近安置、共有产权、廉租房等，确保不落
下一户。

稳得住，有盼头

居已有所安，业须有所兴。如何让搬迁的
群众在山下也能扎好根、稳得住？泰顺的答案
是：让大伙儿有事做。

走进泰顺筱村镇北坑畲族村，搬迁户龚晓
琴日常都忙着制作开关。以往在山上务农为
生，收入微薄。2018年搬迁入镇后，她在安置
小区从事来料加工，不仅能照顾家里，还有了
稳定收入。

像龚晓琴这样的搬迁户，村里还有 40 多
个。“闲暇时就来，一个月多的时候收入有两三
千元。”搬迁户王爱媚说。

村里的妇女从事来料加工，男人也没闲
着。“山上种杨梅1000多株，年收入10万元左
右。”村民雷德银说。

搬家不搬田，泰顺以“农户下山、产业上
山”赢得民心。搬迁群众留在山上的土地、林
地等资源，通过租赁、流转等方式发展农业特
色产业。“村里有 100 多亩杨梅、50 多亩油茶、
20 多亩茶叶。”筱村镇北坑畲族村党支部书记
黄世湾说，习惯脚踩泥土的农户每年参与种植
还可增收2万元左右。

超 11 万村民搬到中心镇或县城后，部分
群众住不太习惯怎么办？泰顺在完善公共服
务中寻找系统更优解。当地以搬迁集聚的新
小区为服务圆心，打造了121个包括友好生活
圈、就业致富圈、综合服务圈在内的15分钟品
质文化生活圈。

走进泰顺司前畲族镇畲族风情园，这里是
大搬迁的发源地。在这个“网红”安置小区，群
众口碑相传的还是当地请来的三个服务“管
家”——红色管家、物业管家、数据管家。

红色管家，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破解搬迁
群众因人生地不熟而面临的“办事难、就业难、
读书难、看病难”等问题。

物业管家，代建代管生态移民安置小区，
根据搬迁群众的需求和生活习惯，提供个性化
的服务。

数据管家，上线“搬富通”应用，为搬迁家
庭精准画像，动态监测其现状和需求，并分类
施策服务。

如今，三大服务“管家”已成搬迁小区靓丽

风景，而当地也顺势打造了 30 个“共享社·幸
福里”山区样板。

富得起，有劲头

安居乐业，不仅要有优质服务，还要有增
收致富的门路。为打通 3.7 万户搬迁家庭增
收、致富的“任督二脉”，泰顺亮出四招，引来了
专家共鸣。

用腾挪转移盘活闲置资源。当地对农民
在山上的资源进行确权，并允许权随人走，若
山林流转、宅基地腾退，农民依然有收入。在
司前畲族镇徐宅村，腾退出的深山密林，成了
村民严立超养蜂的甜蜜谷，带动周边300多个
搬迁农户增收，200多个低收入农户就业。

为搬迁小区打开就业门路。当地在搬迁
小区的周边几公里内，配套有小微创业园、竹
木加工园、来料加工点、村淘电商点等平台，让
搬迁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在省级经济开发区，
1000亩土地建起的鹿泰飞地，提供了1500多
个就业岗位。

用科技创造更多选择。奶牛、毛竹、茶叶、
栀子花等通过企农融合，让搬迁群众有了更多
增收门路。在科技特派员指导建立的蜂业养
殖孵化园，160 多户搬迁农民经培训后，获免
费赠送蜂种和协议价收购蜂蜜，有了稳定的增
收来源。

请内外乡贤先富带动后富。借泰商网络
帮销农产品，借订单农业开展合作创业等，14
万泰商纷纷前来助力。一时难以搬下来、搬下
来后一时富不起来的群众，依托乡贤公益和带
富，累计获得各类善款 1.17 亿元，受帮扶人数
达2.6万。

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培养应用型人才，创
新政策帮扶机制⋯⋯这些都成为泰顺搬迁群
众逐梦共富的重要抓手。随着“千万工程”与

“共富大搬迁”的同步持续推进，泰顺县将资源、
资金由分散投放转为统一谋划，有效提升乡村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其中当地西旸
镇以飞行项目激活带富效应，成为远近闻名的
典型。

“西旸镇拥有约 200 人的泰商群体，村里
现在有电影院、供村民休憩的风雨亭，这些都
是门楼坳泰商乡贤捐建的。在乡村振兴中打
好‘泰商回归牌’，对于我们村子的发展特别重
要。”门楼坳村党支部书记周仕朝介绍。

众多回归项目中，浙南运动飞行小镇项
目，是门楼坳泰商乡贤周行贵的手笔。“今年暑
假期间，我们创新推出夜市，加上传统的飞行
小镇营地活动，高峰时游客日流量达 7000 人
次左右。”周行贵介绍，随着游客数量不断增
加，大量青壮年回乡创业，项目带动就业近百
人。门楼坳村也陆续开出了酒店、民宿、农家
乐、超市、各类小吃店等。

山 城 小 镇 热 闹 起 来
了，造富效应还向邻近乡
镇持续溢出。

山区群众的致富路——文泰高速

泰顺罗阳镇新城区泰顺罗阳镇新城区

泰顺县城夜景泰顺县城夜景
农户下山农户下山 产业上山产业上山

小县大城关小县大城关

紧挨无区域移民小区的北辰学校紧挨无区域移民小区的北辰学校

位于县城优质地段的无区域移民小区位于县城优质地段的无区域移民小区

泰顺司前畲族镇畲族风情园泰顺司前畲族镇畲族风情园

畲 族 风 情 园 内 搬畲 族 风 情 园 内 搬
迁 农 户 通 过迁 农 户 通 过““ 来 料 加来 料 加
工工””实现灵活就业实现灵活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