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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民搬迁致富奔小康，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移民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日趋完善，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人居环境日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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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搬迁致富奔小康，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必须用新农村建设来统领“十三五”时期的

农村工作，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城乡统筹

发展，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困扰农村和农民的问题。

近年来，武威市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日

趋完善，社会事业迅速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日益改善。但从总体上来讲，农村面

貌虽有一定的改变，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短缺，尤其是一些公共服务环境

脏、乱、差，使得城乡差距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突出。 

古浪县南部山区山大沟深，气候恶劣，农业基础条件薄弱、行路难、就医难、

上学难、饮水难、就业难、增收难等问题突出，同时有 7 个乡镇地处祁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边缘，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之间矛盾非常突出，是扶贫开发最难啃

的“硬骨头”。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古浪县南部高深山区贫困群众生活自然条件恶劣，

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实际问题，古浪县近年来大规模实施生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

工程，将古浪南部山区符合条件的 4 万多农民异地搬迁至古浪移民区。移民区各

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集聚地，不同民族不同风土人情决定了村庄具有不同的规

划设计。不同村庄也拥有不同风格不一的自然环境，根据移民地地貌超前规划、

超前建设，同时建设必要的配套设施，保护生态环境，改善村容村貌，有效地提

高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只有农民安居乐业，才能保证农村稳定和城乡经济社会

协调；同时对无搬迁能力的低保户、特困人群实行政府兜底，免费提供小户型住

房，解决了农户的实际困难。 

移民区新农村发展规划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新农村的规划是在宜居的理念

下综合考虑生活功能、居住功能、发展功能等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群相对集

中的集聚在一起生活而设计的区域整体规划，从而实现土地资源、公共设施的最

大利用化和节约化。移民区新农村的规划应突出他的自然性、合理性以及和农民

的生活习惯相适应性。黄花滩移民区总体规划对各移民点进行了产业定位和职能

定位，并对区域内交通设施、产业发展设施、基础配套设施进行了统筹安排整体

规划。但由于其农村的特殊身份，无法一次做到尽善尽美，对移民点建设用地、

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 

1 移民点建设特点 
古浪移民点各村庄农户均为古浪周边贫困户，人口较为密集，政府主导在各

村庄建设有商业区、学校、卫生院、文化广场、健身器材等设施，农户房屋皆为

统一设计规划，且针对不同民俗文化的差异，做出了不同的规划。 

1.1 整体规划合理，功能分区明显。 

移民区各村庄规划整齐，各种服务设施设备一应到位，农户居住环境从以前

的土胚房转变为现在的钢混结构房屋，生活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且在各点设有

有专门的清洁部门。移民区整体干净整洁，实现了全域无垃圾，达到了分区管理

的目的。 

1.2 基础配套设施齐全。 

移民区基础设施齐全。各村庄建有配套的网络化水泥路，解决了原来出行土

路出行难的问题，同时金大通道将移民点各村庄串联在一起，方便了移民区农民

的出行；移民区统一规划设计农田灌溉水利，人畜饮用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

文化广场、村卫生室、便民服务点等设施，满足了广大农户的需求，丰富移民区

文化生活，提高农户的生活质量。实现了移民住宅与水、电、路、渠、林等基础

设施和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同步配套，保证了移民群众能够搬得来、

留得住、过得好。 

1.3 产业设施设备先进。 

移民区规划中，在严格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按照“多采光、少用水、新

技术、高效益”的理念，扶持移民搬迁群众大力发展富民产业。着力发展“戈壁

农业”、特色林果和肉羊、肉牛等特色种养业，已规划建设畜牧养殖棚、日光温室、

经济林等产业，且养殖、种植已实现规模化发展，产业深加工工序接近完善，如

饲养、防疫、运输、出售已达到流水线式发展；同时政府对养殖区、种植区专门

进行了地域划分，使居住与产业分成不同模块，使人居环境得到了巨大改善；同

时移民区结合自身区域特点，坚持产业先行，在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突出

戈壁荒漠资源及水、光、温、土壤等资源特点，以移民区北部荒漠区域为重点，

引入现代化的设施设备，规划建设万亩日光温室产业园区，集中发展戈壁农业，

从而实现移民有稳定可靠的脱贫产业。 

2 移民区需加强的部分。 
农村住房建设作为加快新型城市化的重要载体，在多层次推进农村住房集聚

建设和农村人口集中居住的同时，移民区应不断完善相关体系、机制。在规划设

计、建设过程中突出移民的作用，多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在各类决策规划中加重

老百姓的知情权、表决权，最终实现移民区的繁荣富强，达到致富奔小康的目的。 

2.1 住宅设计单一，不适合农民发展要求。在对移民点农户户型设计时没有从

农户实际出发，设计的户型单一，侧重考虑了农户的基本功能需求，而没有考虑

农户发展的要求。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和户型的选择上，没有重点考虑到村民的

实际情况和生活习惯，选择设计了看起来比较复杂用起来却不实用的户型。如户

型内房屋设计不合理，没有综合考虑农户的实际情况，如卧室面积小数量少，不

能满足一家三代一起生活的需要；院内设计布局不合理，不能满足大型机械设备

的停放，同时农户没有晾晒粮食作物的场地。 

2.2 部分养殖场地规划设计不合理。在移民点整体规划中，为了使人畜分离，

保持人居环境干净整洁，在设计规划时划分单独区域进行养殖业的发展，并在养

殖功能区修建了养殖棚。养殖设施修建的前置，导致养殖棚设计不合理。产生此

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真正发展养殖场的农户在前期修建养殖棚时自己也不确定到底

养什么，致使其建筑功能短缺，养殖设备不匹配。 

2.3 建筑设施存在质量缺陷高。在整个移民区建设中，大部门房屋都是农户委

托给施工队修建，政府进行必要的监督，但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部分房屋存在

放线问题、渗水问题、墙面开裂问题、地基沉降问题等，房屋质量问题十分明显。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下，移民区规划应按市场经济规律综合协调、合理配

置农村土地资源，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大力发展具有农村特色循环经

济，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建设具有西北地方特色的村屯风貌，积极探求农村新的

发展机遇；同时加强移民区富民产业培育力度，稳步提高搬迁农户的收入水平，

确保实现 “搬得下、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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