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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江陵县马家寨乡长江村村
民鄢来泽：去年在荆州军分区的帮扶
下，我们家加入了村蔬菜基地，今年年
初获得大丰收。本以为能卖个好价钱，
谁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蔬菜断了销
路。眼看着蔬菜只能一天天烂在地里，
我和其他村民一样，早就做好了“血亏”
的准备。

没想到，2月中旬，军分区扶贫工
作队却带来了一大笔订单，还帮我们收
割抢运。短短半天时间，地里的大白菜
变成了“红票子”，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
着觉。

没过几天，听说城里人吃上了我们
种的蔬菜，大家既自豪又骄傲，浑身是
劲，一心等待复工。

一晃又到年底了。今年，家里的危
房改造完成，常年疾病缠身的妻子也有
了稳定医疗救助，儿子顺利大学毕业找
到工作。我们一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驻长江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孔祥定：“人出不去车也进
不来，白菜要烂在地里了！”“什么时候
才能出去打工？”……2月，接到长江村
村民的求助电话，我在家每多待一天，
就对村里多揪心一天。

去年建起的 23亩村蔬菜基地，是
全村脱贫后走上致富路的第一棒。为
了不让村民因疫减收，我发动朋友和亲
戚多方打听销路，却都因交通管制宣告
失败。

直到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家住
杨家台社区的朋友说，小区物资紧张，
家里蔬菜放蔫了都舍不得吃。

机会来了！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
息上报军分区领导。随后，军分区协
调市有关部门了解到，还有两个社区
面临同样的情况。军分区党委当即决
定，协调收购长江村万余斤新鲜白菜，
并抽调营区10名官兵和1辆运输车组
成抗疫运输支援队，在做好防疫消杀
前提下入村采摘装车。最后，交由社
区网格员进行无接触配送。一下子解
了两方民忧。

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看到新鲜蔬
菜摆上朋友家的饭桌，我十分自豪。

如今，长江村的绿色蔬菜名号更加
响亮，远销省外。村里还建起大棚，种
植火龙果等特色水果，已经有收购商提
前预订……村民们一年的辛劳与期待
终将换来累累硕果。

（张 欣、袁华裔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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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色，出现在东方。
迅速控制疫情，经济率先复苏，

告别绝对贫困——2020年，在新冠
肺炎疫情的阴霾笼罩下，一条条来自
中国的动态，让世界瞩目着这个古老
而又风华正茂的国度。

“不是线条的纵横，而是光的迸
发”。一位外国诗人，这样描摹中国。

经过 8年持续奋斗，中国如期
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
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 1亿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12月 3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境
外媒体纷纷跟进报道。

“毫无疑问，这是消除贫困的历
史上最大的飞跃。”临近岁尾的这一
消息，成为划过 2020年全球“不确
定”阴云的一道光亮，也注定将写入
人类反贫困的史册。

如期

如期，本是个平凡的字眼。年
终，当这两个字与完成“新时代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连在一起时，人们深
知其中的不平凡。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
郑重承诺。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乍起。对本
就任务艰巨的中国而言，突降的这场
大考，无疑是艰巨之上叠加艰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也考虑
过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再到地方
去开，但又觉得今年满打满算还有不
到10个月的时间，按日子算就是300
天，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本来
就有许多硬骨头要啃，疫情又增加了
难度，必须尽早再动员、再部署。”3
月6日，习主席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春天，如期而至，显得格外珍贵
也格外忙碌。神州大地，大江南北，
在与疫情的常态较量中，开始了一场
与时间的赛跑。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截至
4月底，驻村帮扶工作力量全部到
位，中西部地区扶贫公益岗位安置
343万贫困劳动力，扶贫龙头企业复
工率97.5%、扶贫车间复工率97%、扶
贫项目开工率 82%。截至 10月底，

我国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 2973万
人，为去年外出务工总数的108.9%。

疫情期间，多地推动扶贫车间优
先复工。“走路10分钟就能上班”，许
多乡村孩子的母亲在车间内忙碌
着。据统计，5年来，我国累计建设
扶贫车间32688个，吸纳贫困人口家
门口就业43.7万人。人们点赞，扶贫
车间不仅将部分生产空间从城市转
移到乡村，而且再造了农村妇女的社
会空间，提升了生活质量。

按下快进键的还有电商扶贫。
小山村的主干道更名为“微商路”，
家家门口贴着二维码。这一年，从
普通农户到基层干部，再到网络主
播，寻求着破解扶贫产品销售难的

“网动力”，走出了一条宽阔的消费
扶贫“云端路”。定向采购、以购代
捐 、以 买 代 帮 等 新 模 式 也 不 断 涌
现。今年前 10个月，全国累计直接
采购或帮助销售贫困地区特色农
产品超过 3300亿元，是 2019年全年
规模的两倍。网友说，这样的“买
买买”，特别有温度。

联合国评估，2020年，新冠肺
炎疫情和经济衰退致全球多达 1亿
人陷入贫困。而中国，则是另一番
景象。

赶走“疫情寒冬”的，是逆水行舟
的勇毅，是一诺千金的赤诚，是永恒
为民的初心。

攻坚

最后的堡垒，往往最难攻克。
这一年的脱贫攻坚，用“行百里

者半九十”形容最贴切不过。年初，
全国还有 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
个贫困村未出列，都是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一年，是名副其实的攻坚之
年。人们注意到，与“三区三州”、挂
牌督战、摘帽等脱贫攻坚热词一同出
现的，还有“高质量”一词。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为攻坚标注了更清晰的刻度。

再难攻的堡垒也要攻，用非常
之策保质量。瞄准今年疫情造成的
脱贫攻坚难点、痛点和堵点，党和国
家密集出台40多项政策文件破解难
题。1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发布指导意见，将未摘帽的 52个贫
困县，贫困人口超过 1000人和贫困
发生率超过 10%的 1113个村纳入挂
牌督战范围。各地各级既督战更参
战，查短板、找弱项，制定作战方案，

逐项整改清零、逐户对账销号。从
输血到造血，从漫灌到滴灌，从扶贫
到扶志，一锤接着一锤敲，“最后一
公里”被一点点打通。

再难啃的骨头也要啃，用非常之
力保质量。“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的脱贫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在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布拖县乌
依乡阿布洛哈村修一条3.8公里长的
通村公路，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这个
不得不动用直升机修路的“网红村”，
是全国具备条件的建制村中，最后一
个通硬化路的村庄。

还是四川凉山，5月 12日，“悬
崖村”——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
尔村，全村 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423人搬迁至集中安置点。搬离绝
壁，易地扎根，不比“绝壁变通途”
容易。在凉山州，7万余户、36.4%
的贫困人口，告别了“难养一方人”
的一方水土。截至目前，“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960
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乔迁新居。

作为大凉山的儿子，在全国脱
贫攻坚奖贡献奖获得者、最美新时
代革命军人、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
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布哈眼里，交
通、搬迁，产业、教育，深度贫困地区
哪一样扶贫工作的难，都不亚于“蜀
道之难”，都需移山之志，填海之力。

2月，6省清零；3月，3省清零；4
月，4省清零；9月，1省清零；11月，7
省清零——这份贫困县摘帽时间表
的背后，是艰苦卓绝的努力，是一张
张绽开的笑靥，更是一颗颗追求更美
好生活的心。

“国家政策好，不能等靠要。”脱
贫群众的心声，印证了那句话：没有
人比中国的农民更知道用勤劳表达
感恩，他们用勤劳的汗水，在这片土
地上浇灌出不同于祖辈的新生活。

接力

“清零”的捷报并非休止符，而是
擂响的新一轮战鼓。

道有夷险，履之者知。“牵着春
风进山村”的扶贫干部们，没有松
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奋战在脱贫
攻坚一线的他们体会尤深，“我国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
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
依然艰巨”。他们无悔春风化雨，
更期待春华秋实。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这句话，成为

广泛凝聚的共识，更化为具体而微
的行动。

虽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脱
贫，但是刚越过贫困线的农民仍然
数 量 巨 大 ，且 脱 贫 基 础 脆 弱 。 当
832个贫困县已经成为历史，各地
坚持“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
策 、摘 帽 不 摘 帮 扶 、摘 帽 不 摘 监
管”，保持有关政策稳定。“四个不
摘”的承诺与践诺，让脱贫群众对
致富奔小康心里有了底。

“扶贫动态一网打尽”。今年 3
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指
导意见，要求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
扶机制，主要监测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已脱贫但不稳定户和收入略高于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边缘户，录入全国扶
贫开发信息系统，实行动态管理。目
前，52个挂牌督战县的防止返贫监
测和帮扶机制已经初步建立，共识别
87万脱贫不稳定人口和边缘易致贫
人口，并全部落实帮扶措施，为防止
返贫“系上安全带”。同时，全国还有
200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
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进行兜底
保障。

踏得实，方能行得远。中国的脱
贫攻坚战愈深入、愈见效，善作善成、
久久为功的特质便愈鲜明、愈彰显。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要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接续推动脱贫摘帽地区乡村
全面振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
生活改善。特别是‘十四五’期间，将
把巩固脱贫成果作为重点，防止返
贫，脱贫攻坚战将向常态化转变。”国
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说。

“红色最红，绿色最绿，脱贫最
好。”2017年2月实现率先脱贫后，江
西省井冈山市走上三产融合的乡村
振兴之路。井冈山市人武部派驻干
部职工继续挂钩帮扶，为村民致富奔
小康积极贡献力量。

截至今年5月底，全军定点帮扶
的 4100个贫困村、29.3万户贫困户、
92.4万名贫困群众全部实现脱贫。
参与扶贫帮扶的人民子弟兵，成为摘
帽村里不走的“兵亲戚”，持续助力乡
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
村振兴。

有分析指出，2020年消除绝对
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之后，未来中
国的扶贫目标会更加多维，在某种意
义上，是更富持续性的扶贫之路。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可以预
见，对中国的脱贫攻坚而言，2020
年，是一座书写奇迹的里程碑，更是
一个梦想出发的新起点。

书写奇迹
■本报记者 邵 薇 佟欣雨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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