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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扎实推进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
本刊记者｜李艳芝  特约通讯员｜张啸  刘伟

“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在

黄河滩区广为流传的一句话道出了滩区群众的“安居

之苦”。为躲避黄河洪水，滩区老一辈人要用 4 个 3 年

的时间，才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即便如此，一场

洪水过后，辛苦操持起来的家业很可能又会付之东流。

菏泽是黄河入鲁第一市，境内河道长 185 公里，形

成 13 处滩区，面积 504 平方公里，居住人口 14.7 万人，

涉及东明县、牡丹区、鄄城县的 8 个乡镇，182 个自然

村。多年来滩区群众一直在“抗洪——重建——抗洪”

的怪圈里循环，为住房安全问题所深深困扰。安居成

了滩区群众最大的期盼。

2016 年 8 月，省委、省政府确定在菏泽实施黄河

滩区脱贫迁建工程，根据实际情况分类迁建，采取建

设 28 个大村台、6 个外迁社区的方式解决群众住房问

题。同时，通过集中改善滩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一

举解决黄河千年来的水患危害问题，真正让滩区群众

安居乐业。据悉，菏泽黄河滩区迁建规划总投资 118.26

亿元，其中 ：中央投资 29.16 亿元，省投资 35.91 亿元，

市县财政及群众自筹 53.19 亿元。各级财政资金及时筹

集到位，为黄河滩区迁建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建百年民生工程——“马虎不得！”

黄河滩区是黄河在拥抱大海之前留给中华大地的

最后一个难题。受历史、自然等多种因素影响，黄河滩

区成为了社会民生发展的“洼地”。滩区群众的民生大

事始终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在 2013 年 , 总书记

来菏泽调研时就专门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

谈 , 共同探讨扶贫开发和加快发展的良策。山东始终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 , 把黄河滩区迁建这一民生工程作为

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 , 出台《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规划》, 顶层设计 , 统筹施策 , 着力解决黄河滩区脱贫迁

建难题。

“滩区群众生活苦是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局限，

这种局面不应该再出现在今天。”菏泽市财政局局长肖

友华说，“为了把黄河滩区迁建工程建成百年民生工

程，上上下下都高度重视，全力以赴。”据了解，中央和

省级财政已累计向菏泽滩区迁建工程补助 69.58 亿元，

菏泽也不断加大地方投入力度，累计投入地方财政资

金 4.3 亿元配套支持工程建设，同时积极落实税费减免

政策，通过先征后返支持黄河滩区迁建工程和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达 8000 万元。一笔笔真金白银的投入，有

力保障了滩区迁建工程的顺利实施。

在鄄城县旧城镇三合村村台社区建设工地上，塔

吊林立 , 机器轰鸣 , 运料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干劲十

足。村台公共设施配套工程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基

础设施配套正快速推进，安置房正在室内外装修。

每天早上 5 点 30 分，村台建设指挥长周朝红都会

准时来到工地指挥部，早早来到工地的还有项目经理

谢保记。谢保记介绍，以前都是各家各户垫自家的房

台，高高低低、质量也参差不齐，洪水一过，很多又得

重建。现在为保证工程质量，村台建设要经过修筑围

堤、吹沙淤台、半年沉降三个阶段，结实牢固后才能在

上面建房。这些集中修筑的村台高度一般在 4 米左右，

可以防 20 年一遇的洪水和 8 级地震。

 “为了建设‘百年工程’‘精品工程’，我们始终坚

持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招标、统一建设、统一监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4

中国财政｜ 2020.16半月刊｜总第813期

本期专题

理、统一验收‘六个统一’，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

村台建设，马虎不得啊！”周朝红说。

今年正月十六日，周朝红他们是第一批复工的人

员。他们每天一早在工地入口的监测点，为 1200 余名

复工工人检测体温、消毒，确保工人们安全进入自己

的岗位。为了赶回疫情耽误的工期，他们需要尽快保

质保量完成剩余的外墙粉刷、水电安装等工作。

三合村村台是旧城镇四个村台中最大的一个。“滩

区迁建工程是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前期，镇里把群众

的宣传工作作为重点，宣传黄河滩区迁建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把政策宣传到位，把群众的思想引导到位，营

造了关心搬迁、支持搬迁、参与搬迁的良好社会舆论

氛围。”周朝红说，“这期间，所有参与者在工作中做了

多少难、受了多少累、忍了多少委屈，只有他们自己最

清楚。但是，想到滩区的群众能早日搬进新房，所有的

付出都值了！”

白墙灰瓦，红门大院。4 月底，村台样板房装修完

成，附近村民时不时过来参观，一声声赞叹让坚守村

台的每一个人真正体会到用心付出之后的“值得”。 

旧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范世武介绍，旧城镇正在

建设的 4 个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村台社区，涉迁村庄 22

个，群众 17771 人。今年 9 月底滩区群众就可以搬迁新

居，滩区群众的安居梦终将照进现实，新建的幼儿园、

小学也将在 9 月份新学期争取启用。

啃下硬骨头——“好日子就在眼前”

在黄河入鲁第一村——东明县

焦园乡辛庄村村外 , 焦园二号村台昼

夜不停地打夯。70 岁的村民陈思温回

忆起过往 ,“滩外闺女不下滩 , 滩区村

光棍儿多。我们村 1800 口人 ,35 岁以

上的单身汉就有 50 多个。等到年底

上了新村台 , 就再也不怕淹了 , 好日

子就在眼前了。” 

作为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

承 担 的 滩 区 脱 贫 迁 建 任 务 尤 为 艰

巨。东明县扶贫办主任张中华介绍，

2017 年，东明县黄河滩区未脱贫人口 21434 人，占全

县贫困人口的 44.2%，是全县乃至全省的深度贫困区

域。根据规划，东明县需在滩区建设 24 个村台，涉及

4 个乡镇、12 万人，在全省搬迁人数最多、投资额最

大、建设任务最重，是全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的

主战场。

为按期完成滩区群众脱贫搬迁的任务，在国家每

人 1 万元迁建补助的基础上，省里确定再给予每户 2.51

万元的补贴，市县财政也每户跟进 2 万元。有了财政的

助力加持，东明县的迁建工程终于可以高歌猛进了。

“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国家、省、市、县的优惠政策，

自我加压，确保 2020 年能保证整个滩区的搬迁完。‘骨

头’再硬，也要啃。”张中华说。

为保证滩区迁建工程如期完工，东明县精心组织

好社区建设工程的实施，及时解决施工单位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全力以赴搞好服务，营造良好的施工环境。

同时，紧盯时间节点，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全力加快社区建设进度，确保把滩区迁建

工程建成放心工程、精品工程。

清晨，东明县长兴集乡八号村台施工现场工人们

已经到岗交接，木工罗亮带着施工必要的装备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自复工以来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这位老家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小伙，来到东明已经

 正在淤积筑台的东明县八号村台。邵长柱 乔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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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摄 来源：视觉中国

三个月了，5 月 1 日他们并没有放假。“长兴集乡的第

一个村台从 2004 年就开始淤沙建设，直到 2016 年才

迁建成功，群众等了整整 12 年，太不容易了。为了让

滩区群众早日搬迁新居，加班加点不算什么！”在长

兴集乡八号村台，像罗亮这样坚守岗位的工人还有

1000 余名。

稳稳的幸福——“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你帮俺盯一下，等俺回家给公公婆婆和孩子做完

饭，就赶过来。”5 月 13 日 12 时许，在旧城镇西周楼村

扶贫车间里，村民潘玉琼结束了一上午的活，正准备

回家。

潘玉琼的公公患有心脏病，婆婆残疾，都没有劳

动能力，家中还有俩儿子，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

生活全靠常年在外打工的丈夫维持着，生活的艰辛可

想而知。得知村里建起了扶贫车间，她第一个报了名。

“在村里上班，家里都能照顾到，农忙时能忙庄稼，一

个月下来还有近 2000 块的工资哩！”潘玉琼家的日子

越过越有奔头。

据了解，为了给滩区群众“稳稳的幸福”，旧城镇

多管齐下，以就业扶贫为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党建扶

贫、产业扶贫、孝善扶贫、迁建扶贫等各项工作。“目

前正在建设的 4 个村台共规划了 5 个创业车间，进驻

企业已经对接好，多为服装、家具等劳动力密集型产

业，为的就是确保村民不失业，保证脱贫不返贫。”

范世武说。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是一项统筹考虑

搬迁安置、经济发展、就业创业、生态建

设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为保证滩区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菏泽立足

滩区特殊地理环境，高标准、高起点、高

水平编制黄河滩区产业发展规划。结合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迁建工程突出体现

滩区“滩、林、田、居、俗”五大特色，力

争做到“一村一韵、一台一品”，安居与

富民同步推进，生态与产业同步发展，努

力打造成美丽乡村示范点和乡村振兴的

样板，真正让黄河滩区成为生产发展、生活服务、生态

良好的“花果滩”“幸福滩”。

在东明县，以鲈鱼养殖为代表的万亩水产养殖，以

虎杖种植和豆丹养殖为代表的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

以黄河滩农业发展为代表的生态农业产业园……一批

独具滩区特色、凸显滩区优势的富民产业正在稳步推

进，富民效应已初步显现。据了解，近年来，东明县对

滩区资源进行了统筹规划、科学整合、整体开发，因

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县财政局努力克服困

难，积极筹措资金，全力支持安居富民同步推进。万亩

水产养殖项目总投资 1700 万元，其中财政出资 1000 万

元 ；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3400 万元，其中

财政出资 850 万元 ；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其中财政出资 1560 万元。

产业发展是保障滩区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的关键。脱贫攻坚，关键在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为此，鄄城县制定扶持政策，对在滩区产业示范区内

按照标准要求种植中药材、果品等特色高效农业产业，

县财政按照每亩每年 800 元的标准，对种植户给予奖

补，连续奖补 3 年。

三合村的贫困户陈景玉，在镇政府的引导下，承包

了 200 亩土地，每年下来有近 10 万元的纯收入，成为

三合村首批脱贫摘帽人员。“俺想趁着自己还有把子力

气，把村里的土地多流转些，再承包 400 亩地。”尝到

甜头的陈景玉又动起了致富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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