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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团团圆家具有限公司的扶贫车间内，建档

立卡贫困户王小荣正熟练地操作着叉车运送木材。“感

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我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在离

家不到 2 公里的工厂上班，每天工作 8 小时，每月工资

将近 5000 元，不但还清了给父亲治病欠下的债务，还

顺利摘掉了穷帽子，我家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王小荣所说的好政策，就是易地扶贫搬迁 + 就业扶

贫政策。

易地扶贫搬迁，破解“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之痛

赣州市南康区是位于罗霄山脉的贫困县，有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2.45 万户 9.09 万人，人多地少，人均耕地

面积不足三分。受山区地貌、南北狭长地形等地理条件

的制约，全区城乡发展、南北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北

部、中南部与外县接壤的一些边远乡村，“远看青山在，

近看无用柴”，成为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困中之困。

王小荣以前居住在南康区龙回镇油田村，那儿是

距离城区近 20 公里的大山深处，生活条件恶劣，基础

设施薄弱。“以前在老家，我们一家六口人守着一亩三

分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买个日用品都要到十几公里外

的镇上才能买到，生活很不方便。”王小荣回忆说。

为了彻底摆脱“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窘境，

南康区顺应群众期盼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一方面，

通过区里抓总、乡村推进的工作模式，不断加强易地扶

贫搬迁政策宣传，逐户动员符合搬迁条件的贫困户搬

迁，做到政策宣传“不漏一户”。另一方面，组织乡村干

部、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结对帮扶干部通过“拉

网式”入户调查，摸清贫困户家庭情况、搬迁意愿和发

展需求，根据贫困户实际制定搬迁规划、设计安置房户

给搬迁贫困户“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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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实现有搬迁需求的贫困户“不落一人”。最终，按照

“农户申请→村级初审→公示→乡级审查→公示→区

级审批”的流程，全区精准锁定了 1333 户 5277 名搬迁

对象。

在解决“搬到哪”的问题上，南康区精心谋划、精

准搬迁，着力在配套服务好、公共设施完善的工业园

区、圩镇、中心村建设集中安置点，实行“梯度安置、分

类而搬”：将不愿离乡离土、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安

置在中心村 ；将有意愿在圩镇周边发展的贫困家庭搬

迁到圩镇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则鼓励进城。据

介绍，南康区在中心村建设了 6 个安置点，共安置建档

立卡贫困户 97 户 315 人 ；在圩镇建成 5 个安置点，共安

置建档立卡贫困户 191 户 732 人 ；在工业园区建设了 3

个进城进园安置点 ， 共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 927 户 3953

人，占全部搬迁对象的 75%。所有安置点做到“五通七

有”，即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视、通通讯，有服务中

心、有人管理（大型安置点由物业公司进驻管理）、有活

动场地、有超市、有卫生室、有小学（幼儿园）、有公交

路线 ， 让搬迁贫困户过上有保障的生活。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南康区共投入易地扶贫搬

迁资金 34078.025 万元，其中投入家具产业园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的资金达 22265.22 万元，为确保易地搬迁

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提供了坚实保障。为

确保贫困家庭不因搬迁而举债，所有的安置房都由政府

统一建设，在严格控制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 25 平米的

基础上进行简单装修，贫困户最多只需要出 1 万元就可

以拎包入住。另外，其原居住地的山林土地及复垦的宅

基地原则上实行统一有偿流转，流转收益全部归搬迁贫

困户所有。 

2017 年 10 月，王小荣一家走出了深山，搬进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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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康区秀峰大道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梦想

花园，迈出了成为城里人的重要的第一步。在这个花园

般的现代化社区里，记者看到高楼林立，树木葱茏，道

路整洁，幼儿园、卫生室、警卫室、爱心超市、健身广场、

物业服务中心等公共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就业扶贫，扎下“稳得住、能致富”之根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

的脱贫方式。”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

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指出。易地搬迁不是简单

地一搬了之，搬迁后贫困户若没有产业、没有就业、没

有可持续的收入，仍然稳不住、难致富，所以后续帮扶

工作至关重要。

对于留下来安置在中心村和圩镇的贫困户，依托

农业产业脱贫致富是根本。南康区结合蔬菜、油茶、甜

柚等优势产业，在中心村和圩镇安置点周边建设现代农

业产业基地，通过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吸纳搬迁贫困户

务工就业，增强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造血”能

力。目前，全区 121 家农业产业基地已带动近千名搬迁

贫困户脱贫。

对于进了城的贫困户，如何做好后续帮扶工作，帮

助其真正扎根城市，实现“稳得住、能致富”是南康区

政府花大力气着力解决的一大课题。

从 1993 年第一家家具厂诞生起，南康家具产业便

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从 2013 年开始，南

康区抢抓国家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历史

机遇，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投入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发展

壮大家具产业。短短几年时间，全区家具产业已发展到

7500 多家企业，可提供 40 多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家具

产业产值也实现了从百亿到千亿元的重大跨越，2019

年家具产业集群产值突破 1800 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

实木家具生产基地。

“无疑，家具产业是我们南康区的最大优势、最大

支撑，我们充分依托这个产业优势作为实现全区高质量

脱贫摘帽的根本出路，哪里有产业就向哪里搬，哪里有

搬迁安置点就向哪里建扶贫车间。”南康区扶贫办主任

陈超峰说。

为了搭建产业扶贫平台，鼓励企业打造扶贫车间

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南康区财政出台了多项激励措

施 ：一是对持续带动 5 名以上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扶贫

南康区家具产业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梦想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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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建设补助，对地处边远、产业

基础薄弱的贫困村创建的扶贫车间再给予 5 万元补助 ；

二是对扶贫车间吸纳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按每人每月

500 元标准发放岗位补贴 ；三是对认定的就业扶贫车间

涉及的场地租金、水电费根据所吸纳的贫困劳动力稳定

就业人数按每人每月 300 元标准给以补偿 ；四是对用

人单位为贫困劳动力缴纳养老、医疗及失业保险给予社

会保险补贴。“2017年以来，全区共认定扶贫车间47家，

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444 人，落实扶贫车间补贴 150.2

万元。”南康区财政局局长陈德怀告诉记者。

在王小荣工作的扶贫车间，团团圆家具有限公司

总经理曾慧告诉记者，从 2016 年设立扶贫车间以来，

公司已获得财政补贴 40 万元。为履行好社会责任，做

好帮扶工作，扶贫车间对贫困劳动力给予充分倾斜，在

同等条件下，同一工种的工资要比其他普通工人高出

10% 左右，并且提供包吃包住、适当全勤补贴等福利。

目前在扶贫车间稳定就业的贫困劳动力有 11 人，占车

间工人总数的 60%。针对部分贫困劳动力缺乏一技之长

的现象，扶贫车间坚持志智双扶，不养“懒汉”，已累计

对 138 名贫困劳动力进行了职业技能培训和实用技术

培训。

为了全方位解决好贫困户搬迁后的落户、就业、医

疗、就学等“稳得住”的问题，南康区财政投资 300 余万

元建成易地扶贫搬迁便民服务中心，同时配备了 2 名专

职、3 名兼职工作人员，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创业、培

训、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服务。截至目前，

易地扶贫搬迁服务中心已累计对接企业 295 家，发布就

业岗位 3870 个，帮扶搬迁贫困户就业 1270 人，月人均

工资在 3500 元以上，实现了安置点有劳动力的搬迁贫

困户每户至少有 1 人以上就业全覆盖、收入可持续。受

益于服务中心，王小荣进入扶贫车间成了一名叉车司

机，他的妻子进入附近的制衣厂上班，三个孩子也都进

了附近的学校上学，一家人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获得了“稳稳”的幸福。

记者了解到，已有 1.35 万名像王小荣一样来自贫

困家庭的劳动力，通过家具及配套产业获得了持续稳

定的收入。2019 年 4 月 28 日，南康区正式脱贫出列。出

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南康把防止已脱贫人口返

贫摆到突出位置，坚持靶心不偏、焦点不散、标准不变，

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南康区第二幼儿园梦想花园分园学生正在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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