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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工程”是指把生活在偏僻地方的困
难群众，搬迁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从
根本上解决偏远地区贫困群众出行难、上学
难、看病难等社会问题。闽清县自1994年实施

“造福工程”扶贫搬迁以来，至今已走过了24个
年头，取得了不菲的业绩。7月30日，本报记者
与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黎义晖一起采访了长
期从事农口工作的县农业局党组副书记、农办
系统党委书记张志书，听其讲述我县造福搬迁
工程的实施历程和喜人成果。

张志书，1960 年出生，桔林乡后洋村人，
1981年毕业于尤溪地区农校，初在桔林、省璜、
坂东等乡镇工作。1987年起先后任三溪乡副
乡长，桔林乡、云龙乡党委副书记。1996年起
先后任后佳乡、上莲乡人大主席。2002 年至
2007年任县畜牧渔业局局长，2010年至2015年
任县农办系统党委书记，2015年起至今任县农
业局党组副书记、农办系统党委书记。

我出生于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
子，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整整37年，工作过十多
个乡镇、部门，一直干着与“农”有关的工作，对
农业农村农民怀有深厚的情感。我县实施造
福工程以来，我亲身参与了许多项目的实施，
应当说，算是个造福工程的历史见证人。

我们福建多山，山区县多，一些高山偏远
的贫困村农民生存条件恶劣，交通极其落后，
信息闭塞，群众的出行、就医、就学成了“老大
难”，单靠政府救济和扶持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他们的贫困状况。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地
区贫困群众出行难、上学难、看病难等社会问

题，从 1994 年起我省开始大规模实施造福工
程。随后，我县积极响应政策，陆续开始了造
福工程的实施。

我县最早实施造福工程的是桔林乡伴岭
村。1994年6月20日，桔林乡伴岭村发生大面
积山体滑坡，冲毁民房 6 座，造成危房 12 座。
当年，县委县政府立即对伴岭村实施造福工
程，第二年伴岭村建成了“幸福园”，210名群众
喜迁新居，还搞了个落成典礼，那时伴岭“幸福
园”可是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群众欢天喜地，
笑逐颜开，搬迁群众高兴得不得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高
度重视这项工作，经常深入调查，指导协调，甚
至实地查看搬迁工作。1996年春，习近平来闽
清雄江库区和东桥镇慰问特困户时，曾专程视
察了东桥镇竹岭村的造福搬迁工程进展情况，
并在竹岭村部与县镇村干部座谈，对造福工程
作出重要指示。当时，竹岭村是继伴岭村之后
的全县第二个造福工程村，在习总书记的关怀
推动下，我县的造福工程顺利推进并走在了全
市的前列。在2008年之前，我县造福工程总量
还不多，共搬迁了1000多户。到2008年以后，
全县造福工程进入井喷时代，规模大，数量多，
搬迁群众达到4400多户。目前，我县造福搬迁
工程涉及全县15个乡镇208个行政村，各级财
政投资达11855万元，完成高山边远或受自然
灾害威胁的群众搬迁任务6009户22240人，其
中整村搬迁32个村，搬迁达4008户14430人，
占总搬迁人数的 64.88％，是全市搬迁人数最
多、任务最重，也是群众受益面最广的县区。

造福工程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对大多数村
民来说，不仅故土难离，穷家更是难移。对地
方党委和政府来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牵涉面广、工作量大，要靠上级给予大力支持
和部门密切配合。土地和建设部门在审批手
续上给予简化，规费减免上给予优惠，交通、电
力部门在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中给予扶持等，
这样，造福工程才得以顺利开展。回想这二十
多年造福工程的实施历程，过程很艰辛，但成
绩是喜人的，看到搬迁后群众过上幸福的生
活，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县的造福工程坚持
“政府引导，群众自愿，政策
协调，讲求实效”的指导方
针。从搬迁形式上来说，主
要采取“整村搬迁”或“多村
合一”的模式；从楼房建设
方面来说，主要采“取统规
统建”或“统规自建”的做
法，从安置方式来说，主要
采取“套房公寓式”或“联排
别墅式”，因此，形成了较多
的 集 中 安 置 区 。 其 中
20-50户的有13个，如塔庄
秀洋住宅小区、池园宝新下
新厝、金沙王垅小区、坂东
六角村统规统建安置点等；
50-100 户的有 11 个，如省
璜镇的玉水、良寨、柴岭、际
峰以及兰厝少数民族安置区，金沙三太小区、
白中梅坂村造福工程小区、东桥镇高港造福工
程小区等；100户以上的有12个，如东桥的新桥
村、溪芝村、村后村、北洋村造福小区，池园的
井后村里段造福小区、云龙竹柄村造福新村、
坂中村佳垅坂造福工程小区、塔庄上汾造福工
程小区等。

造福工程项目的实施，要吃透政策，更要
讲究方法。在工程实施之前，做好宣传和规划
等前期工作。在深入基层充分做好项目调研
的同时，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优惠政策，提高
广大干部群众对“造福工程”的认识，使贫困户
树立起建新村、脱贫致富的信心。在规划造福
新区建设时，邀请市、县建设规划设计部门进
行统一规划设计。根据实际情况，规划中按照
新村建设的要求设计，使新村规划既有较高的
起点，又易于实施。像坂东、塔庄上汾、白樟新
庄洋、省璜玉水、柴岭等村正是由于前期规划
搞得好，建设后的新村街道宽敞，新居整齐统
一，下水道、绿化带、休闲场地等基础设施齐
全。其中，省璜镇玉水村造福搬迁工程创新作
法，采取“套房安置模式”并取得成功，得到了
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肯定，为全省造福工程提
供了“闽清玉水模式”方案，向全省推广。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村所在乡镇的党
委书记或乡镇长作为该村“造福工程”的第一
责任人，亲自抓建设措施落实，分管领导具体
抓整基、分地、建房等工作，并及时反馈上报工
程进展。有关部门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深入搬
迁地督促检查指导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搬迁地政府把搬迁任务分解落实到包村干部
头上，确保“造福工程”整体进度。在工程建设
完成后，制定验收标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对
验收条件不具备或验收不合格的，责令其整改
完善后再行验收。在造福工程建成搬迁后，积
极争取上级和部门的支持，努力实施水、电、
路、通讯、广播电视“五通”建设，逐步完善基础
设施。

造福工程搬迁后的最大问题是群众的生
产和生活出路问题。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
记到山西省吕梁山区调研时强调，“生活条件
改善是第一步，还要通过多种帮扶措施，使贫
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真正过上
好日子。”确实，搬迁户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如
何致富，怎样过上好日子，是当地政府要为其
深谋远虑的。在搬迁后扶持群众生产生活过

程中，各乡镇结合各自实际情况，都制定了一
系列切实可行的脱贫致富帮扶措施，主要采取
五种办法：一是鼓励群众利用空闲地和山地种
植竹、林、果、反季节蔬菜等，来增加经济收
入。二是租赁搬迁地所在村民的田地来种粮、
种菜和其他经济作物，或结合当地优势发展种
养业经济。三是发展劳务经济，充分利用我县
本地工艺品手工业优势，鼓励搬迁户中的老
人、妇女在家从事工艺品手工制作，发展家庭
经济。四是强化培训，掌握实用技术。对于搬
迁户中的年青有劳动力户，我们结合扶贫扶
智、农村实用技术的免费培训等工作，进行劳
动技能培训，联系外地和本地的用工企业单位
介绍就业，并积极鼓励外出打工，寻找门路。
例如东桥镇是著名的“食用菌之乡”和“水果之
乡”，为了使搬迁户群众尽快掌握食用菌和水
果现代生产技术，我们多次邀请省农科院、省
植保站、县科委、县科协等部门专家学者来镇
授课，先后举办食用菌生产和柑桔栽培培训班
39 期，受训人员达 3700 多人次。据统计，8 个
造福村生产食用菌 87 万袋，年产值达 187 万
元，户均年纯收入1.3万元。其中，“造福工程”
村群众栽培食用菌年纯收入达5万元以上的大
户有13多户；收入最多的达10万多元。五是
干部带头，带动致富。“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
干部”。这虽是一句老话，但在21世纪今天的
农村，仍然是实用的。前几年，东桥镇村后村
群众搬迁到过洋村后，许多人没有经济门路，
并对发展食用菌生产能否赚钱半信半疑。为
了带领大家致富，过洋、村后村13名党员干部
创建党员示范基地带头发展食用菌生产，每户
年均净收入达 2 万多元；在村干部带动下，过
洋、村后村有30多户群众也都种上了食用菌，
户年纯收入都有一、二万元。实践证明，当地
政府的帮扶措施得当有效。有了收入，搬迁群
众的信心足了，生活好了，幸福感也随之而来。

实施造福工程以来，县委县政府始终高度
重视，把它作为“一号民生工程”，24年连续为
民办实事，坚持不懈，锲而不舍，抓出了成效。
许多高山、半高山地区的群众搬迁到平
原地带安居乐业，使集镇人口聚居，有力
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有力地促进了我
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和谐发展。

首先，造福工程的实施，解决了贫困
村群众“四大难”问题。一是读书难。没
有搬迁前，高山偏远山村学校因留不住

老师或师资薄弱，都先后停办了，很多适龄儿
童没条件的就自然失学了，有条件的就得到镇
区或邻村学校就读，但父母还得专门租房子陪
读，既劳民又伤财。造福工程实施后，原先的
高山孩子和镇区孩子一样享受较为优质的教
育资源。二是看病难。造福工程实施前，高山
偏远乡村没有像样的村卫生所，不少群众生病
因缺乏药物或不及时治疗，导致小病变大病、
大病变不治。搬迁下山后，他们居住在平原集
镇附近，上乡镇卫生院或县医院方便多了。三
是增收难。这是高山偏远地区群众祖祖辈辈
的“难题”，由于路不通畅，他们与外界沟通少，
信息闭塞，增收无门，致富无道。造福工程实
施后，他们生产生活在平原地区，视野变宽了，
赚钱的门路也多了。他们赚到钱后，在政府的
引导下，还积极主动投资于公路、机耕路的建
设。农忙时骑车上山种田、开挖山地，植树造
林；农闲时就地或外出打工赚钱。四是男青年
结婚难。试想，在不断城镇化的今天，哪家姑
娘愿意嫁到那贫穷、落后、闭塞的山里过一辈
子？搬迁平原地区后，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改
善了，“房子、票子”有了，自然媳妇也就容易找
了。我记得省璜镇玉水造福村在搬迁的那一
年，三个大龄青年同时找到了媳妇。像这样的
幸福故事不断在造福村上演，群众感受深刻，
对党和政府感激不尽。你说，这样的造福工程
还有谁能不支持呢？回想起造福工程实施前，
部分贫困村群众对造福工程政策不理解，不相
信政府，对造福工程不支持、不靠拢。当看到
身边在造福工程中受益的同村村民时，他们才
后悔不已。

造福工程还大大改善了贫困村群众的居
住条件。原先祖祖辈辈住着的土坯房一下子
变成了钢筋混泥土的高大楼房，让他们突然有
了城里人的感觉，神清气爽，面子里子都发生
了改变。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敢想象能
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过上这么好的日子。我记
得有一次去省璜柴岭村，走访慰问一个60多岁
的老农，问他现在的生活感受，他激动地说：

“从小一家子在自然村居住了大半辈子，过去
一听到台风暴雨来临就担心，一家人就得马上
转移到避灾点居住。搬到这里后，房子宽敞明
亮，出行又这么方便，一家人再也不用提心吊
胆过日子了。”说实在，“造福工程”恰如其名，
在百姓心中就是大恩大德的德政工程，造福百
姓的民心工程。

新世纪以来，我县“造福工程”实行统一规
划，搬迁新村建设可以算是新农村建设的样
板、典范，不但房屋整齐美观、环境整洁卫生，
而且配套设施齐全，道路交通规范，充满着生
机和现代气息，到处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相形
之下，其他村庄新房子虽也盖了不少，但由于
缺乏统一规划，给人的感觉远不如有规划的造
福新村美观。近年来，我县造福工程坚持与扶
贫开发、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有效
衔接，注重配套做好异地集中安置小区的水、
电、路基础设施，协调解决好教育、医疗、土地
调整、住房建设等问题，确保他们“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

只有心中装有人民，人民的福祉才能源远
流长。“造福工程”实施20多年，是扶贫工作开
展以来最受群众认可的一件大事。我相信，这
项惠泽千秋万代的民心工程还会长期继续下
去，不论时代与社会怎样变化，造福工程的丰
碑将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永远树立在人民群
众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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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闽清县实施造福工程24年历程

◎口述 张志书 ◎整理 王广兰 黎义晖

清新的空气、干净的街道、古朴的
民居、房前屋后的小菜园……走进省璜
镇前峰村，美丽乡村图景在眼前一帧帧
浮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沿着河岸蜿
蜒延伸的红色护栏，在蓝天、白云、碧水
的映衬下，愈发显得靓丽耀眼。

来到村里的文化活动广场，你会看
到不少群众在此散步。听村民讲，每天
傍晚，村民都喜欢到这里走一走，聊聊
天、说说话，小广场成为了村民休闲的
好去处。还有一些村民会聚在这儿下
象棋、打扑克、跳广场舞，很是热闹。

村里还有不少老式民居，像黄氏宗
祠、下新厝等，古色古香、古朴典雅，与
周围清新的田园风光相得益彰。前峰

村书记黄勤霜告诉记者，在建设美丽乡
村过程中，村里坚持“修旧如旧”的原
则，并融入本地文化、建筑风格以及乡
土风情等，充分保持古民居的原始风
貌，对古民居进行了修缮和保护，留住
了很多人记忆中的“乡愁”。

前峰村距镇中心2.5公里，下辖三
个自然村，区域面积4.76平方公里，耕
地面积458亩，总人口585人，是从2016
年启动建设美丽乡村的。但由于当年7
月9日发生特大洪水，建设成果全部被
冲毁。现在成效凸显的美丽乡村是
2017 年重新建设的，总投资 300 多万
元，建设了文化活动中心、活动广场、水
坝工程、河道栏杆，对 28000 平方米房

屋立面进行了改造，建立了幸福院，家
家门前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村里
面貌焕然一新，美丽乡村建设为前峰村
新添了亮丽的景致。经过一年的建设，
前峰村美丽乡村于2017年12月通过了
考核验收，今年还将对其进行一系列的
提升改造。

在黄勤霜看来，美丽乡村建设，不
仅要营造干净整洁的农村环境，更要注
重当地的文化资源，使两者融合，彰显
人文特色。黄勤霜介绍说，今年将投入
200余万元对美丽乡村做进一步提升：
修建文化长廊，打造基层文化传播阵
地；沿护岸做 200 多米的休闲步道，为
百姓提供休闲好去处；在文化活动广场

增添健身设施，推行全民运动风尚等
等。

前峰村将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坚持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号召每一
个人积极参与，致力于打造打造美丽乡
村升级版，让村民们过上更加惬意的生
活。据悉，前峰村所有提升项目预计今
年 10 月份将全部完成，届时前峰村将
进一步提升美丽乡村村容村貌、改善人
居环境配套服务，老百姓也将获得更多
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吴俊青）

省璜镇前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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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与与改改革革开开放放同同行行
省璜镇柴岭村整齐划一的楼房

塔庄镇上汾村联排别墅式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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