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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库车县铜场水库工程移民安置情况进行剖析,查找移民安置实

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移民返迁的原因,找出避免移民返迁的措施,为今后其他同类水库移民安置工

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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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及规划设计成果 

铜场水库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库

车县境内,水库淹没区及工程建设区位

于库车县阿格乡康村,涉及搬迁移民62

户,243人,生产安置人口243人。移民安

置区位于本县阿克吾斯塘乡英买里村,

其中生产安置区用地面积3000亩,移民

人均净耕地面积4亩,生活安置区用地

面积750亩,集中建房62套,户均建房

124平方米(砖混结构),共搬迁移民62

户243人,工程建设征地补偿总投资

3358.87万元。 

2 移民安置实施情况 

2007年铜场水库移民搬迁安置工作

正式启动,2009年阿克吾斯塘乡英买里

村移民安置区建成,建房62套,单户面积

124平方米(砖混结构),同年9月共搬迁

移民62户253人,移民安置区道路交通、

通讯网络、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建

设齐全,居住条件较搬迁前有大幅度提

高；移民生产安置区面积3000亩,人均净

耕地面积4亩。2011年5月,通过下闸蓄水

阶段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 

3 发现问题 

3.1移民因生活所迫,返迁原淹没区

阿格乡康村 

2009年9月,库车县人民政府组织库

区62户移民搬迁至阿克吾斯塘乡英买里

村。由于当地无法开展畜牧业养殖,移民

户把家中牲畜全部变卖,因生产安置区

耕地土壤未熟化,土地盐碱化严重、灌溉

水无法保证,移民不会种植棉花(原淹没

区种植小麦和玉米),造成移民生产颗粒

无收；另外,安置区周边无法打工,致使

移民收入逐年递减,最终全部62户移民

均返迁回阿格乡康村安家落户。 

3.2安置区生产开发缓慢 

经实地调查,生产安置区在一片盐

碱地中开发建设,因基础条件差,土地熟

化困难且历时较长。因土地熟化效果较

差,在移民搬迁后的关键阶段没有起到

稳定人心的作用。为加快耕地改良,库车

县政府经逐户征求移民户意愿后,采取

土地流转的方式,将安置区耕地流转给

当地土地经营大户实施改良。协议明确

2010年至2018年,移民不作投入也没有

分红,期间改良土地成本由大户承担,土

地收益也归大户所得,自2019年起移民

户每年每亩可获得土地收益分红200元,

往后根据种植收入由双方协商提高收益

分红。目前,阿克吾斯塘乡英买里村移民

生产安置区开发耕地近3000亩,安置区

土壤熟化已完成,实现滴灌种植,棉花亩

产可达到300公斤/亩,生产安置区机耕

道、水利设施均配套齐全。 

4 移民返迁原因分析 

经实地调查及与村民座谈,造成铜

场水库全体62户移民返迁主要原因有以

下三点： 

4.1生产方式改变,生计困难 

2009年9月,62户移民搬迁至阿克吾

斯塘乡英买里村,由于安置区没有开发

饲草料地,移民被迫将所有牲畜变卖,移

民生产模式由半农半牧业变成了纯农

业；因生产安置区耕地土壤未熟化,土地

盐碱化严重、灌溉水无法保证及移民由

种植小麦和玉米变更为种植棉花,种植

技术发生了变化而未对移民进行技术培

训和指导,造成移民生产性收入几乎为

零；另外,安置区周边无打工条件,致使

移民收入逐年递减。由于移民看不到希

望,生计没有保障,致使移民被迫返迁。 

4.2安置区社会关系重建时间漫长,

移民故土难离 

阿克吾斯塘乡安置区距离水库淹没

区阿格乡约150公里,移民搬迁至阿克吾

斯塘乡英买里村后,原有的社会关系被

打破,相对孤立,融入困难。加之安置区

生计无法保障,使得移民宁愿舍弃安置

区新建成的124平米砖混房屋和人均4亩

耕地,也要投亲靠友返迁至原淹没区阿

格乡康村。 

4.3地方政府在阿格乡康村的投入

和建设,令移民看到新的希望 

62户移民2010年返迁后,先是临时

居住在亲戚或朋友家,靠打零工生活。面

对移民不断返迁的现实,在维稳工作的

政策背景下,库车县政府不得不重新考

虑重新安置。2014年至2017年间,阿格乡

康村分配给每户移民1亩宅基地,利用

“安居富民”、“游牡民定居”、援疆政策

等惠民政策,解决了62户住房问题。经移

民反映,每户移民获得政府补助建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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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万元,目前移民已建设面积66平

米～88平米不等砖混房屋。 

另外,阿格乡康村周边煤矿产业发

达,分布着多个煤矿和洗煤厂。返迁移民

通过打工,每天可获得人均150元以上收

入,返迁移民打工收入已远远高于种植

业收入了。经统计,康村2019年人均收入

达15814.61元,返迁移民中的贫困户年

人均收入达1万元以上,人均收入中打工

收入已占总收入的60%以上,同时返迁移

民还可以继续利用库周剩余天然草场进

行放牧,增加收入。 

5 避免返迁措施 

分析库车铜场水库移民安置特点,

笔者认为造成移民返迁的最主要原因

是：原安置区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生存

条件恶劣,造成移民被迫返迁。要解决或

避免移民返迁,可采取以下措施： 

5.1认真开展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工

作,从源头避免返迁 

根据《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利水电工

程移民安置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水规计[2010]33号)文件第十三

条“移民安置方式应在认真调查分析拟

安置移民地区的资源、产业结构和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确定……编制移

民安置规划应当广泛听取移民和移民安

置区居民的意见”的规定,在开展前期规

划设计时,设计单位应会同地方政府广

泛征求移民意愿,并充分尊重移民意愿,

进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移民安置方案,

从源头上避免返迁现象。 

5.2合理制定土壤改良措施,预留足

够过渡期生活补助费 

根据已实施的新疆QFQH水利枢纽工

程和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移民生产安

置区土壤熟化成功经验,由当地政府引

导移民户在自家分配的耕地中进行土地

熟化工作,地方政府根据移民投入工程

量,支付相应熟化费用。这样做不但可以

调动移民参与自家土地熟化的积极性,

达到土地尽早熟化的目标,还可以通过

支付相关熟化费用,保证移民有一定的

收入,最终实现地方政府和移民双赢。 

另外,前期规划设计阶段,设计单位

应根据土地熟化周期,合理制定过渡期

生活补助费。地方政府在土地熟化期间,

向移民支付相应过渡期生活补助费,保

障移民在土地熟化期间生产、生活质量

不降低,从而降低返迁风险。 

5.3加强技术培训,加大扶持力度 

地方政府应根据移民的文化水平和

劳动技能,结合当前市场需求,对移民进

行技能培训。一方面分析移民现有的生

产、生活现状,根据安置区的地理位置、

主导产业、市场经济环境等条件,培养和

改善移民现有的生产技能和作业方式；

另一方面,根据市场需求,对移民中的年

轻劳动力或剩余劳动力开展种植业、服

务业、加工业等方面的能力培训,最终目

标实现移民致富、增收。 

地方政府还应逐步加强安置区惠民

政策扶持力度,尽量安排专项资金提高

安置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生产设施

条件,同时增加财政资金注入,如实施小

额信贷及惠民补贴政策,引导有能力的

移民发展种植、养殖等多种合作社,通过

惠民政策的实施,增加移民对安置区的

归属感,降低返迁风险。 

5.4后扶措施加快实施 

根据我国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相关政

策,移民搬迁安置后即可开展后期扶持

相关工作。因此可将移民安置实施规划

与移民后期扶持规划进行紧密衔接。通

过加快实施后期扶持补助资金的发放实

现移民增收,通过后期扶持产业项目的

实施可作为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公共

设施、生产设施的有益补充,由此提高移

民对安置区的满意度,降低返迁风险。 

6 结语 

移民返迁现象是水库移民安置的特

殊情况,只要我们在前期规划设计时科

学合理并充分征求移民意愿,在实施过

程尽早解决移民关心的各类问题,消除

移民心理落差,实现移民“搬得出、稳得

住、能发展、可致富”就能从根本上杜

绝移民返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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