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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偶有酗酒闹事违反社会治安现象，给社区管理带来

困难；部分搬迁家庭劳动力不足，需采取有针对性措施

重点关注，政策扶持压力较大；随着搬迁家庭婚进婚出

和人口出生、死亡等，人口结构发生动态变化，对安置

点的综合承载能力带来新的挑战。

（二）低收入群体稳定增收压力较大

六盘水市2022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口达60万人

左右，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43%以上，外出务工仍然是

绝大部分家庭的主要增收渠道，但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

和经济下行的压力，造成部分外出务工人口难以稳岗就

业、持续增收；部分脱贫户、边缘户基础还比较脆弱，

在产业发展、就业等方面一旦出现问题，极有可能出现

返贫致贫风险；由于受疫情、灾情、农业生产成本上升

等多重因素影响，农户稳产业稳就业稳收入难度加大。

（三）乡村振兴人才基础还需夯实

面对乡村振兴这一全新的课题，部分基层干部组织

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方法还跟不上形势的

需要，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加之农村大量青壮劳

动力外出务工，实用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优、老龄问

题较为突出。如访谈中当地干部反映缺乏发展新型产业

的人才支撑，如乡村旅游、现代农业方面的人才等。

意见与建议

（一）以科学扶持作为“新市民”安居之举

围 绕 高 质 量 做 好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后 续 扶 持 工 作 ， 将

防返贫监测与帮扶作为长期的政策保障措施，对无劳动

力 、 弱 劳 动 力 家 庭 进 行 长 期 监 测 和 帮 扶 ， 对 因 病 、 因

灾、因意外可能返贫致贫家庭及时落实帮扶措施，守牢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底线；将搬迁家庭子女的教

育保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加大教育帮扶和人文关怀力

度，教育好、引导好搬迁家庭子女成长成才；要持续做

好搬迁劳动力培训就业工作，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要加

强安置点社区移风易俗、治安管理、设施维修维护等工

作，不断提升社区管理水平；要积极应对搬迁人口变化

问题，采取灵活多样的住房保障供给解决承载力不足难

题；要组织开展形式内容丰富的志愿活动、文化活动、

公益活动，不断丰富搬迁群众精神文化供给，引导其真

正融入城市生活。

（二）以产业发展作为巩固脱贫成果之要

依 托 现 有 的 特 色 产 业 基 础 ， 加 大 政 策 、 资 金 、 人

才等要素投入，加强农民种养殖技术培训，引进或改善

产品加工技术，不断提升产业精细化管护和精深加工水

平；要加强产业品牌化建设，借助电商直播带货、各类

农特产品博览会、东西部协作市场等渠道和机会，不断

提升产品知名度，努力将以“凉都三宝”为代表的特色

农产品打造成为具有品牌影响力、区域带动力的农特产

品，打造成为“黔货出山”的代表产品之一；要扛稳粮

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强化耕地保护，保质保量抓好粮油

生产。

（三）以稳岗就业作为群众稳定增收之策

深刻认识外出务工仍然是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稳定

增收的主要渠道这一实际，有计划、有组织动员劳动力

外出务工，年初制定相应计划，落实好外出务工交通补

贴、生活补贴等奖励政策，做好外出务工返乡回流监测

和就业帮扶等工作，不断巩固提升外出劳动力务工的组

织化程度，确实当好外出务工人员的贴心“娘家人”；

进一步拓展开发公益性岗位、就业创业培训、点对点劳

务输出的政策支撑性，鼓励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

村寨项目建设，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延续支持扶贫车间

的优惠政策，加强规范化管理，严格认定标准，建立动

态管理机制，确保持续发挥作用。

（四）以引才育才作为乡村人才振兴之基

重 视 人 才 的 吸 引 与 培 育 ， 紧 贴 农 业 和 农 村 发 展 的

现实需求，通过各种平台建设和产业支撑，海纳百川、

广揽贤才，汇聚各行各业中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优秀人才到农村献策献智，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

进添砖加瓦；要大力培养和培育本地人才，分层次、分

类别、分步骤，逐步将乡村本土人才挖掘出来、精准培

养，培育一批懂农技、善经营的乡村人才队伍，带动乡

村产业发展振兴；要进一步提升派人精准度，立足乡村

发展差异和特色，因地、因业按需选派干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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