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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禾库安置点的居民搬迁后原土地的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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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凤凰禾库安置点居民搬迁后原土地流失的问题，并介绍了安置点搬迁的过程及相关情况。土

地流失问题在我国农村已经较为普遍，而安置点搬迁引发的土地流失问题则与一般的土地流失有所不同。文章通过对凤凰

禾库安置点搬迁情况的分析发现，安置点居民搬迁后，原土地将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土地流失。大批人口流出导致土地无人

管理，从而引发土地流转困难、大面积土地荒废以及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为应对这一情况，本文提出了明确土地产

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增强环境保护措施一系列解决措施。通过这些对策，希望能够有效缓解因搬迁引发的土地问

题，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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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

段，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

举措。其中，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破“因地致贫”困境的重

要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偏远地区，通过将贫困人口迁移至条

件更优越的集中安置点，改善其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在易

地扶贫的同时有大量的农村土地资源得以释放和重组，但由

于片区自然资源禀赋匮乏，即使搬迁后有大量的用地资源，

资金缺口的存在也严重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1]。

以湖南省凤凰县禾库安置点为例，作为该省重点扶贫

搬迁项目之一，集中安置了大量贫困人口，成功改善了其

生活条件。然而，搬迁户迁出原居住地后，原有耕地、林

地和宅基地逐步闲置，导致土地流失现象严重。这不仅造

成土地资源浪费，还对当地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带来了诸

多负面影响。陈礼通等学者（2022）指出：“健全的土地

管理体制是强化土地管理的前提和保障”[2]。近年来，政

府虽然在推动易地扶贫搬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搬

迁后的土地再利用和管理上却存在诸多不足。李旭（2016

）强调：“搬迁后的土地若不能有效再利用，将极大削弱

农村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3]。凤凰县禾库安置点的

情况正是这一问题的缩影，大量搬迁户迁出后，原土地无

人耕作，出现了土地荒废、宅基地废弃、土地流转困难等

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还

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削弱了农村经济的活力。杨方明

（2015）曾指出，搬迁后土地流失不仅仅是农民生计的问

题，更是关乎乡村整体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系统性问题[4]。

由于原有土地的闲置和废弃，水土流失现象日益严重，尤

其在山区地区，失去耕种保护的土地更易受到雨水侵蚀，

引发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不仅使得当地的生态系

统面临更大的压力，同时也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

进。面对这些挑战，研究搬迁后土地流失的原因，并提出

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方面，通过对凤凰县禾库安置点的深入分析，可以为全

国其他地区的搬迁项目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参考；另一方

面，针对土地流失提出科学的应对策略，有助于实现搬迁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的恢复。

本研究通过对凤凰禾库安置点的实地调研，发现搬迁后

土地流失问题的成因主要包括政策支持不足、土地流转机

制不健全、农户经济利益驱动不足等方面。为此，本文提

出了一系列对策，包括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土地流转

和集约化经营，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鼓励搬迁户参与

土地再利用，并加强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提高搬

迁户的社会融入度和生活稳定性。完善搬迁后土地管理的

政策不仅可以激活土地资源的再利用，还能有效缓解搬迁

带来的生态压力，促进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如涂小

松等学者（2024）所建议的，“通过生态修复和土地股份

合作等方式，能够将闲置土地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5]。

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应在政策引导和

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探索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模式，以实现

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

2　凤凰禾库安置点搬迁情况

2.1搬迁背景与政策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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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县地处湖南省西部的湘西地区，以山地和丘陵为

主，气候潮湿多雨，常年面临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许多村庄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而与外界联系不畅，导致

经济发展滞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薄弱。大多数居民以

传统农业为生，生产方式落后，收入水平较低。因此，在

精准脱贫的背景下，当地政府开始探索通过易地扶贫搬

迁来帮助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贫困户改善生活条件。2016

年，国家全面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凤凰县作为重点地

区之一，积极响应号召，制定了系列搬迁计划。其核心

目标是通过将贫困户从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的村庄搬迁到

生活条件更好的集中安置区，从而彻底改变他们的生存环

境，打破“因地致贫”的恶性循环。禾库安置点正是在这

一背景下建立的，它是凤凰县内规模较大、设施较完善的

集中安置点之一。

2.2搬迁实施过程

禾库安置点的搬迁工作自2018年启动，地方政府采取“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方式，以确保搬迁工作顺利推进。

整个搬迁过程分为规划、动员、执行、安置和后续保障五个

阶段。在搬迁启动前，当地政府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查，全

面评估了各乡镇贫困户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家庭成员情

况等。基于这些数据，政府确定了优先搬迁的对象，主要包

括：居住在地质灾害高发区域的居民、老弱病残家庭、孤寡

老人和低收入农户。随后，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安置点建设

规划，确保搬迁后的居民能够享受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搬迁涉及到许多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政府高度重视动

员工作。地方干部深入各村入户宣传，耐心讲解搬迁政策的

好处，如免费提供住房、就业培训等，并通过村民大会等形

式，打消部分村民的顾虑。由于许多村民担心搬迁后失去土

地和原有的生计来源，因此政府承诺提供就业机会和技能培

训，以确保搬迁户在新的居住地也能稳定生活。禾库安置点

的建设严格按照现代化小区的标准进行，力求为搬迁居民提

供良好的居住环境。新建的住房为五层楼房，每套房屋面积

在80-100平方米左右，设计时还融入了当地苗族和土家族的

建筑元素，使得安置区既现代化又具有民族特色。安置点内

配套建设了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并设有学校、社

区医院、综合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基本能够满足居民的日

常生活需求。

2.3搬迁后居民的生活适应情况

搬迁后的禾库安置点为搬迁居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生活

条件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大多数搬迁户表示，与原来的生

活环境相比，现在的居住条件有了显著改善。孩子们可以

在安置点内的学校就近上学，老人们也能在社区医院享受

更便捷的医疗服务。此外，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居民的

生活品质得到了大幅提升。

然而，搬迁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部分搬迁户在适应

新环境的过程中面临一些困难。首先，一些老年人不愿意

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对新生活环境感到陌生和不适

应，尤其是在传统习俗和社会关系上与原村落的隔离。其

次，原本依靠种植和养殖为生的搬迁户在失去土地后，一

时难以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部分家庭在短期内出现了经

济困难。

3　易地搬迁后原土地问题

凤凰县禾库搬迁安置区的原土地流转问题是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落实中的关键挑战之一。根据统计数据，禾库安

置区共安置了932余户，4800多人，涉及搬迁前原居住地的

耕地面积约3200亩。其中，已成功流转的土地面积为2100

亩，占总面积的65.6%。有约1100亩土地处于闲置状态。

3.1居民原居住地的土地流转问题

部分搬迁户因土地确权手续未完成或对政策不熟悉，导

致土地闲置。其主要表现为权属不明和流转价格偏低。搬

迁后，旧址土地的权属问题可能模糊不清。原有村民搬迁

到新址后，原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处置权问题往往

得不到明确解决，从而引发土地纠纷。搬迁后，由于原住

地的土地没有及时进行合法的流转手续，可能会出现新租

户与原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法律纠纷增加。搬迁

后，由于农村人口减少、劳动力流失，导致原有土地的经

济价值下降。即便土地流转成功，租金和土地交易价格往

往较低，难以为搬迁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农户在土

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接受不合理的低价租

金或买卖价格，导致经济利益受损。当前流转价格平均为

每亩年租金600元，较周边市场价格低约10%，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搬迁户的经济收益。

3.2居民原居住地土地荒废问题

搬迁后，大量农户因原承包地距离较远，耕种成本增

加，逐渐放弃回原地耕作。调研显示，凤凰禾库安置点

仅少数农户会利用空闲时间耕种，而大部分距离较远的农

户选择放弃，导致原地耕地利用率降至不足30%。许多农

田荒废，杂草丛生，坡地因缺乏耕作保护进一步引发水土

流失。这种土地闲置现象源于机会成本的变化：搬迁后，

农户获得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保障，而农业回报相对

较低，促使他们将时间与资源转向非农产业。这一选择符

合“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农业收益不足以覆盖成本时，

农户自然倾向放弃耕作，最终导致土地荒废问题。

3.3居民原居住地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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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凤凰禾库原宅基地复垦或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不合理，

可能导致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等问题。比如在凤凰禾

库山区，不合理复垦可能破坏植被，加重雨季的泥石流风

险。大量移民集中居住可能超出新住地生态承载能力。如

生活污水、垃圾处理不当会污染周边土壤、水体，影响当

地生态平衡。凤凰禾库原居住地的开发或荒废可能破坏动

植物栖息地，导致生物多样性受损，一些依赖特定生境的

物种可能面临生存威胁。凤凰禾库居民的易地搬迁可能使

原有的生态系统连通性被打断，如迁徙通道受阻，影响物

种正常的繁衍和生存。

4　解决措施

4.1明确土地产权，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通过政府主导，集中组织确权工作，减少权属纠纷。

加强土地确权工作，加快土地确权进程，确保搬迁户对原

土地的产权清晰。推广土地信息化管理，建立土地确权和

流转数据库，让搬迁户和外部投资者实时掌握土地资源信

息，提升流转透明度。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规范价格

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合理确定土地流转价

格，避免价格过低损害搬迁户利益。建设土地流转平台，

建立线上线下土地流转服务平台，为搬迁户与流转主体   

（企业、合作社等）提供对接渠道，简化流转手续。  

4.2发展特色产业，有解决闲置土地的荒废问题

政府应出台专项政策，鼓励搬迁后土地再利用，如提供

税收优惠、资金补贴，推动闲置土地流转。对于搬迁户原

有土地，可因地制宜重新规划。例如，可发展特色农业，

吸引龙头企业或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经营承包闲置土地，

推广中药材、茶叶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提升土地效益。

对具自然风光的山区村落，可将废弃农田改造为生态旅游

区，发展民宿、农家乐，打造如“袁家村”式文旅品牌，

吸引游客和投资。此外，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可用于光伏

发电项目，将荒地转化为清洁能源基地，如甘肃“光伏小

镇”，实现环保与经济效益双赢。通过多元开发，既解决

土地闲置问题，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4.3增强保护措施，保障闲置土地的生态环境

对搬迁后的凤凰禾库宅基地和闲置土地，根据土地条件

和生态环境，制定科学的复垦计划。例如，在坡度较缓的

区域，可以将宅基地复垦为梯田，种植适合当地气候的农

作物或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对于遭到破坏的植被，开展

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工程。种植本土的树木、灌木和草本

植物，恢复原住地的生态系统。比如在一些山区，可以种

植松树、杉树等耐旱、保土的树种。建设完善的污水处理

系统和垃圾处理设施。生活污水要经过处理达标后才能排

放，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和无害化处理，防止对土壤和水体

造成污染。在搬迁规划阶段，对新住地的生态承载能力进

行评估，合理确定搬迁人口规模。同时，进行生态友好型

的社区规划，留出足够的生态空间，如绿地、公园等，维

护生态平衡。对于凤凰禾库原住地可能受到影响的动植物

栖息地，设置保护区域或者生态廊道。生态廊道可以连接

破碎的栖息地，确保物种的迁徙和基因交流不受阻碍。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凤凰县禾库安置点搬迁后土地流失问题的研究，

我们发现，搬迁虽然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但对居民原

居住地土地的管理问题却亟待解决。原有土地的流失不仅

导致资源浪费，还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建立有效的土地管理机制，推动原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至关

重要。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应

继续加强政策引导，探索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模式，确保搬

迁工作的顺利推进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韦彩玲,黎燕君,蓝飞行.反租倒包：易地扶贫搬迁

中的土地利用创新——以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忠诚镇为例

[J].开发研究,2022,(05):72-80.DOI:10.13483/j.cnki.

kfyj.2022.05.008.

[2]陈礼通.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研究[J].房

地产世界,2022,(23):116-118.

[3]李旭.基于可持续分析的水库移民生计研究[D].华北

电力大学(北京),2016.

[4]杨方明.城镇化农民土地流失问题研究[J].才

智,2015,(27):301.

[5]涂小松,孙鑫源,张鼎臣.易地搬迁农户生计恢复力测

度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罗霄山片区303户移民家庭的调

查[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15[2024-11-11].

作者简介：

胡娜（2004.8—）,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湖南省

衡阳市,学历：本科,专业：经济学,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刘树仁（2002.10—）,性别：男,民族：土家族,籍贯：

湖南省张家界市,学历：本科,专业：经济学,研究方向：农

业经济；

刘明珠（2004.2—）,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湖南

省新化县,学历：本科,专业：经济学,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辜雯（2006.5—）,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湖南省

常德市,学历：本科,专业：经济学,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