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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外出就业精准对接。精准对接用工需求，提高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精细化程度。

积极鼓励引导45岁以下公益性岗位人员外出务工，调剂

使用劳动力外出务工稳定后空缺的公益性岗位。

加强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产管理。符合规定且具备

条件的集体资产可探索把资产折股量化为村集体和农民

持有的股份，建立长期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资产收益

可按规定用于支持搬迁群众发展产业、创业就业增收、

解决搬迁群众面临的突出困难等，为安置区的后续发展

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四）集中进行搬迁政策落实排查与整改

严格落实易地扶贫搬迁旧房拆除及复垦复绿规定。

积极稳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旧房拆除，实现应拆尽拆，

加大力度督促指导各地推进拆旧区复垦复绿进度。

加强迁出区山林地管理。继续确保搬迁群众在迁出

区享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停伐补偿政策，保障

搬迁群众合法权益。

认真落实进城大型安置区物业、水电费减免政策。

在一定期限内对进城安置户物业管理费、电视收视费、

水电费进行适当减免，减免费用直接兑现给搬迁户。

将符合条件的搬迁家庭新增人口纳入当地住房保障

范围。通过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实物方式或租赁

补贴等补偿方式，解决安置区群众的住房问题。

（五）加强特殊群体和重点人群服务和管理

加强安置区特殊群体救治和管理工作。加强风险研

判，采取针对性措施，联合相关部门做好救助帮扶、管

理稳控、教育引导、应急处置等工作，最大限度预防和

避免发生个人极端行为和群体性事件。由公安、司法、

民政、卫健等部门建立矛盾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做好特

殊人员管控帮教，从源头上消除矛盾纠纷风险隐患。医

保局和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继续落实好搬迁群众基本医疗

保 险 、 大 病 保 险 、 医 疗 救 助 三 重 保 障 和 “ 先 诊 疗 后 付

费”“一站式”结报等政策，持续做好严重精神障碍和

艾滋病患者管理治疗服务。

关注“一老一小”。当地政府要指导安置区开展留

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人员基本信息摸排，通过建立信息共

享和动态管理台账，定期开展探访等方式，精准落实关

爱救助保护措施，依托并支持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企事业单位、志愿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

生活照料、心理疏导、精神关爱等服务活动。

（六）多形式开展安全培训教育

加 强 安 全 知 识 普 及 与 宣 传 。 利 用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心等平台，及时组织搬迁群众开展用电用气、电梯运

行、食品卫生、消防等安全知识培训。对交通标识、标

志和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大力宣传和宣讲，采用显示

屏进行违章事故的滚动播放等多种方式，帮助群众尽快

适应新环境，提高安全素养、安全技能和应对突发事件

的避险自救能力。

持续开展安置区消防安全检查整治工作。着力推动

解决安置区消防设施设备损坏缺失、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不明晰、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灭火救援力量不足等

突出问题，建立健全安置区消防安全工作机制，有效防

范化解安置区重大消防安全风险。

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支持城镇安置区供排水

管网、垃圾污水处理、供气供暖、公共消防等设施提档

升级，加快电网增容改造、网络覆盖建设，因地制宜提

升路网等级。将农村安置区水、电、路、气、通信、消

防等配套基础设施纳入乡村建设行动统一规划、统一建

设，对入户电气线路进行安全改造维护。将安置区已建

成的配套基础设施纳入迁入地统一管理，落实维护管理

责任。

注释

①西部决策网：《“十三五”西部省份扶贫搬迁总

人口达779万》，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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