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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县禾库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分析

邓利伟　吕绮锦　陈淑瑜　黄　倩　杨馥毓

吉首大学，中国·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全国脱贫攻坚开出的精准治病良方，其完成度在于要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脱贫”。在距十八洞村50多公里之外，同为武陵山腹地集中连片特困山区的凤凰县禾库镇便从中找到解决千年贫困

的治病良方，实施了全省最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围绕加强安置点后续扶持工作，国家政府千方百 计推动移民群体

持续收入水平的上升，坚决防止随着各地安置社区的建设、搬迁任务的全面完成，工作重心逐步转入后续持续阶段的返贫

现象的发生。文章对凤凰县禾库镇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取得的成效进行总结分析，并找出易地搬迁安置点现存在利益述求

矛盾较为突出、基础设施利用不充分、社区融入难突破、生活保障难确定、收入水平不肯定等问题，提出加强信息沟通，

缓解利益述求矛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安置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加大就业帮扶，解决移民生机问题；贯彻“多元共

治”理念，因地制宜打造可持续发展安置点地理体系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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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凤凰县禾库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基本情况

凤凰县禾库镇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是一项重大的社会

工程，旨在帮助当地贫困群众改善居住条件，实现脱贫目

标。该项目自2016年开始建设，至2019年初步建成，总投

资超过10亿元人民币，包括国家拨款5.9亿元和当地政府拨

款5.1亿元。该项目共建设安置房932套，安置了973户6446

人的建档立卡户，分别来自禾库镇、两林乡、腊尔山镇等4

个乡镇。

2　凤凰县禾库镇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存在的问题分析

虽然我国早已在2021年2月就已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

胜利，最深层次的贫困堡垒也被攻克，但自打天下易守天

下难，禾库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治理开发仍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

2.1社会适应难度大

易地搬迁移民群体居住环境不适应。移民群体从山间村

寨迁徙到县城小区，由于易地搬迁的速度快、范围广，移

民群体缺少缓冲过程和过渡阶段，短期内难以完成“断崖

式 ”的社会转型，需要较长时间[1]，因此，从山间村寨向

县城居民区迁移的移民群体在短期内很难完成“断崖式”

社会转变。根据实地调研发现，移民群体对易地搬迁的看

法并不统一，相当多的移民群体表示，他们更倾向于天马

行空的田园别墅，而非城市生活本身。

2.2易地搬迁移民群体的生计发展

农民与土地的紧密联系被割裂，深刻影响易地搬迁移民

群体的生计发展。当地政府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对

移民群体家乡的危旧土坯房进行推倒“复垦”，以保证安

置点的“入住率”和“居住痕迹”。易地搬迁将脱贫户从

大山迁移到县城，有的安置点社区和自家土地隔山相望 ，

有的县城安置点离自家土地几公里，一定程度上割裂 了农

民和土地的联系。

2.3易地搬迁安置场所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易地搬迁安置场所存在着基础设施不够充分利用的问

题。这些设施未能发挥其最大的潜力，尽管它们已经进行

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配套投资和建设。比如，道路建设虽

已完工，但与之配套的公交不多，开通的车次也不多；安

置点规模较大，可能存在供水、供电、通讯设施维护不好

或管理不当等问题，个别安置点经常出现停水现象；无法

满足社区生活需求的教育、医疗机构缺乏足够的师资和医

疗人员。这些问题凸显出为保证这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和发展机会，不仅需要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更需要有效规划和管理。

2.4回迁安置小区难以落实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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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迁安置小区的治理现代化明显脱离了治理思路，难

以落实自治能力。凤凰县虽然启动了搬迁集中安置新社区

各项治理行动方案，并在各安置点建立了禾库社区、红安

社区、吉云社区等社区自治组织，但仍然存在着组织内部

运行机制不够完善、社区自治观念更新、移民自治能力滞

后、移风易俗工作难度大、群众反映强烈等问题，群众反

映强烈，各安置点的社区自治组织还不够健全，组织内部

的很多安置点的社区都存在着外来人口的迁入地与实际居

住地不一致的情况，这就造成了上学、看病、社保、医保

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断档。

3　凤凰县禾库镇易地扶贫搬迁地区治理对策建议

农户易地搬迁完成并非意味着脱贫任务就结束了，搬迁

后的后续发展又是一个新的奋斗起点。面对这些挑战，我

们不但要让群众搬出穷窝，对于后续发展也要做好帮扶工

作，坚实做好易地搬迁“后半篇文章”。

3.1重建农户的社交网络，加强社区文化活动建设

积极搭建交流平台，重建社交网络。俗话说：“远亲不

如近邻”，与新邻居建立友好的社会关系对农户生活质量的

提高以及新生活环境的适应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

社区文化活动，文化节的一系列活动来搭建农户间沟通的桥

梁，扩大农户的社交范围；其次，通过搭建社交交流平台来

加强农户间联系，增强农户的文化融入程度和适应能力，一

方面，这可以为在线交流或者心理咨询提供平台，另一方

面，通过网络平台推送社区新闻可以进一步增强农户的归属

感，帮助他们更好更快的适应搬迁后的新生活。

3.2完善农户生计发展规划

加强就业培训，提高经济生产水平。做好搬迁后续帮扶

工作，有利于农户后续生产生活发展，保证农户真正实现

安居乐业。第一，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农户群众的职业技能

培训，以农户自主意愿为基础，围绕凤凰禾库特色文化，

开展民族银饰、民族服装制作等一系列民族手工艺培训，

同时借助少数民族特色，开展民居接待、民俗旅游发展等

服务业技能培训，并且提高培训补贴政策的实效性，使交

通和食宿补贴能覆盖到全参训人员，解决好“参加培训最

后一公里”问题，保障他们获得参加培训的机会。第二，

由用人单位在实际岗位上开展实际操作培训，提高就业技

能，培训期间给学徒发一定的基本工资，保障他们的基础

生活。第三，充分发挥周边高等学校及科研实验室技术优

势，帮助当地农户做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同时

缓解人地割裂的情绪。

3.3健全社区治理制度，保障秩序，均等化公共设施与

服务

一是相关政府和事业单位要针对易地扶贫搬迁人员，

创造专门服务对象的公共服务体系。要通过这些举措，实

现搬迁群众对公共服务全覆盖，全面提升搬迁群众新的居

住环境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公共服务功能布局，完善与之

相配套的教育系统、文化、公交场站等功能服务。对已经

易地搬迁的，要切实促进搬迁群众在心理、感情等方面融

入，切实保障搬迁村民的合法权利，确保搬迁群众在享受

教育、医疗、文化服务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能够平等地在一

起，共同建设美好生活。

其次要不断加强社区治理能力。以居委会、业委会、物

业公司“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逐步建立社区委员会组

织领导下的物业管理难点、痛点问题，着力解决社区居民

最关心的问题，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和业委会常委负责人与

社区委员会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务”[2]，定期组织召开

居委会、物业等多方协调会，通过基层委员会协创牵头，

抓重点，统筹各方力量，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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