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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搬迁后的
班彦新村

本报记者 赵树宴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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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党恩忆苦思甜永记来时崎岖
路，明政策奋发创业建设今日小康
村”，这是班彦新村村口牌楼两侧的
一副对联。

班彦村过去是一个贫困村，是传
统的土族村落，全村共有 8 个社 369
户 1396 人，其中土族人口 1368 人。
早在5年前，住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五十镇大山深处的班彦村
村民们，在党和政府关怀下整体搬迁
到现在公路旁的班彦新村。

记者沿着笔直的村路走进新村，
听讲解员介绍起乡村新变化：“近几
年，通过省市县帮助整合各类资金，
除实施村级配套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外，还要让搬下山的村民有事干、有
钱赚。”

搬 得 出 、 稳 得 住 、 能 致
富。记者亲眼目睹了村里陆
续搞起的特色种养、光
伏家庭日光节能温室发
电、民俗接待、温室

采摘等产业。
驻村第一书记赵成生告诉记者：

“开餐馆、开小卖铺、搞养殖，村里的产
业一片红火。好日子是靠大家奋斗出
来的！只要选准了产业，大家撸起袖
子加油干，就没有赶不走的贫困！”

▲班彦新村村口牌楼。

▲班彦新村新旧对比展馆。

◀班彦民俗创客基地，有民俗展
馆、手工艺坊等相关配套设施，吸引
各地游客来此体验、购物。

▶班彦新村新貌。

▼易地搬迁后，政府新建了班彦
新村幼儿园。

▶绣娘正在完成一幅盘绣作品。村里修
建了盘绣园，国家级非遗土族盘绣得到更好
传承，也带动全村妇女就业，绣品俏销全国
各地，有的还远销海外。

▶酩馏青稞酒酿造工艺是村
里两个国家级非遗之一。图为班
彦新村岔路口吕有金家醒目的酩
馏酒坊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