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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雨洗过，巍巍太行山生机盎然。
山西省平顺县的一处扶贫车间里机器轰
鸣、人头攒动，贫困户宋月青熟练地将番
茄种子装入育苗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她曾一度为失去工作而发愁。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坚定信心、顽强奋斗，以更大决
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坚决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
战全面胜利，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
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3
月 6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在京
召开，习主席发出号令。这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议，
所有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中西
部22个省份一直开到县级。
“现在心里踏实了，干劲也格外

足。”聊起当下的境况，很多群众像宋月
青一样心中充满底气。向前看，时间紧
迫，战鼓催征，广袤的神州大地汇聚起
强劲的奋进力量。

以非常之力攻堡垒

深贫地区激荡冲锋号

仲夏的大环江畔，一幢幢崭新的楼
房依山而建，蜿蜒曲折的石板路通到家
家户户门前。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生
活在当地的毛南族群众大多祖居深
山。如今，在党的政策关怀下，幸福敲
开了每一户毛南族群众的家门。

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成为我国脱
贫攻坚成就的一个缩影。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109万，贫困

发生率降至 0.6%，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成就。”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
展示了我国去年脱贫攻坚的“成绩
单”。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书写了“最
成功的脱贫故事”。

然而，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
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
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截至
今年3月，全国还剩余551万贫困人口未
脱贫，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
未出列。
“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这

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贫困程度深、致
贫原因复杂多样，剩余贫困人口中近一
半是老年人、病人、残疾人等。”中国扶
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夺取全
面胜利须用非常之力、有非常之策。
“三区三州”是我国脱贫攻坚史上

的一个特有名词。作为“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之一，云南省怒江州还有
4.43 万贫困人口。为攻克最后的贫困
堡垒，当地正聚焦特色产业全力冲刺，
确保完成脱贫摘帽任务。

时间分分秒秒，目标步步逼近。
习主席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部署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工作时，把继
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作
为第一项任务，要求瞄准突出问题和薄
弱环节狠抓政策落实。

中央各部门出台一系列务实举措，
勾勒出收官之年的行动图——

财政部专项扶贫资金向“三区三州”
等倾斜，今年将补助地方 1461亿元；国
家卫健委加大对“三区三州”等支持力
度，深入实施重点传染病地方病综合防
治攻坚行动；民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
合开展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

深度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接力实干，
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冲锋——

雪域高原，西藏推进建设阿里与藏
中电网联网工程等重点任务，实现主电
网覆盖全区 74县（区）；云贵高原，云南
省产业扶贫覆盖 169万人，科技扶贫取
得新成效；黄土高坡，山西省推出 26条
措施推进易地搬迁后续扶持……
“没有劈不开的柴，没有刨不平的

板。”脱贫攻坚战场上，处处激荡着与贫
困决战的冲锋号角，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脱贫攻坚形成的“大扶贫格局”，正汇聚
起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以长效之举防返贫

乡村农院奏鸣幸福曲

6月 30日，四川省布拖县阿布洛哈
村新建安居小区首次开通前往镇上的
乡村客运班线。随着硬化路通到这个
大山里的村庄，花椒、蜂蜜等当地特色
农产品可快递出村，该村易地搬迁群众
有了更多增收方式。

易地扶贫搬迁，让贫困群众摆脱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
搬入新居后，如何巩固帮扶成果、实现
稳步脱贫，成为摆在当地干部群众面前
的新课题。
“攻克最后贫困堡垒的同时，巩固

好已有成果仍然难度不小。”在汪三贵
看来，防止返贫与推进稳步脱贫一样重
要，而且任务同样艰巨。他介绍，在已

脱贫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
薄弱，有的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有的
就业不够稳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
高。初步摸底显示，已脱贫人口中有近
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

巩固成果防返贫，关键要有长效之
举。为此，习主席要求加大就业扶贫力
度、产业扶贫力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力度。“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
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
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
一程。”
“田间种苞谷，地里栽红薯，要想吃

得饱，全靠天色好。”一句口头禅，道出
贵州省江口县黑岩村村民过去的生活
窘况。如今，小村庄不但实现脱贫，还
被江口县作为防贫监测预警试点，实施
“网格化”管理、常态化监测，返贫致贫
风险大大降低。

防贫监测预警，让贫困群众尝到了
甜头。当地干部认为，在摘帽后的巩固
提升期，抓实产业、就业问题是稳定脱
贫的关键。为此，他们围绕重点监测对
象户均覆盖 1-2个产业做文章，帮助他
们通过分红、务工、入股等方式，实现长
效增收、稳定脱贫。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
明。今年 3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专门就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印发指导意见，明确将统筹政府、市
场和社会资源，坚持事前预防与事后帮
扶相结合、开发式帮扶与保障性措施相
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外
部帮扶与群众主体相结合，巩固脱贫成
果，确保高质量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以自信之姿奔小康

希望田野激扬奋斗歌

在村屯行走，人们目光所及之处干

净整洁；曾经贫困的农民，实现了家门
口就业，吃上了“旅游饭”……这里是广
西宾阳县中华镇新塘村大庄屯——一
个昔日的贫困村屯如今甩掉了“穷帽”，
美丽乡村建设呈现勃勃生机。

此前，屯里基础设施落后，多数村
民只能外出谋生。为此，村党支部用足
扶贫政策，以土地入股大力发展特色种
植和农旅结合项目，进一步夯实村集体
经济，实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
“同频共振”。

脱贫后如何接续奋斗？这个问题
一直萦绕在脱贫地区干部群众心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习主席强调，要针对主
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
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
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
治的体制机制。

落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举措，保
障重要农产品供给，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扶持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加强农户社会
化服务；支持现代农业设施、饮水安全工
程和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改善农民生产
生活条件……今年全国两会释放出的鲜
明信号，再次点燃了人民群众的致富热
情，让奋斗者的活力竞相迸发。

潇湘之畔，湖南将湘赣边区 10个县
市纳入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范围，首次
探索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嘉陵江边，重庆通过建设现代农
业产业园、打造“智慧农业·数字乡村”、
实施农村“三变”改革等重点工程推进
乡村振兴；大别山区，安徽依托生态优
势和不断完善的交通设施，以特色休闲
农业构建起生态旅游协作区……放眼
神州，广袤田野里孕育着新的希望。

上图：海南省琼海市龙寿洋国家农

业公园把农田变成游客免费观光的公

园，依托乡村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助

力乡村振兴。图为观光小火车在花海

中穿梭。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尽锐出战，绘就美好生活图景
—感受脱贫攻坚战场迸发的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侯 磊 通讯员 胡玉博

此前，我参与了安徽省军区扶贫督

查。回望两个多月近万公里的扶贫督

查路，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党领导人民

取得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农村发生

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变化。

农民生活大大改善。“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和饮水安全总体得到解

决，这是中国上下几千年没有过的伟大

成就。

村民文明素养提高。村容村貌、卫

生习惯，特别是村民精气神大为改观，

有些小山村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远超陶

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干群关系改善。基层干部、驻村干

部、“兵书记”得到很大锻炼，也取得很好

的成绩，赢得村民的口碑。就像有位县

委书记讲道：“现在群众也会心疼干部。”

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战斗堡垒作

用增强。群众有事愿意找支部，更加信

赖党、感恩党。

子弟兵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

干部群众对人民军队、对后备力量的特

有优势和重要作用高度肯定，对部队帮

扶的好人好事赞赏有加。

展望未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我们无比坚定，充满信心。这

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干出来的自信，

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召唤。

“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次扶贫督查

中，我深切感受到置身人民、学习人民、

服务人民的蓬勃力量。

第一，置身人民。分管扶贫、双拥

工作以来，特别是这两个月来，一脚迈

进绿油油的麦田茶园，一把握住老乡粗

糙的大手，一锅吃着柴火灶烧出来的饭

菜，那股烟火气，那个亲切劲，除了感动

还是感动。与群众干在一起，聊在一

堆，吃在一锅，方能想到一块。

有人觉得部队扶贫干不了什么。

然而，我看到的是，部队扶贫不仅完成

了任务，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还有人讲，现在有了网络和大数

据，是不是就可以不到一线？殊不知，

脱鞋下田，少在上边，多在下边，依然是

真理。要有发言权，还得到一线。脚底

有多少泥土，手中就有多少真理。

第二，学习人民。实践出真知。

现在，市场就是战场，地方工作犹如

天天在打仗。例如三大攻坚战，哪一

仗都不好打。参加地方常委会、办公

会、专题会，都是开阔视野、学习提高

的机会。

同时，市场激活了全社会的创新创

造。坐办公室琢磨不出解决问题的方

案，到市里、县里、村里、群众那里都有办

法。比如，为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界

首市创办“小板凳信仰党建工作室”；为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黄山市广建“生态美

超市”；为倡导形成阅读新风尚，铜陵市、

阜阳市施行“你读书，我买单”。

善学群众智慧，整个世界都是自己

的智囊团。尤其是社会上迸发出的创

新、奋斗、务实、奉献精神，很能影响、鼓

舞人。

第三，服务人民。这次扶贫督查

中，不少领导干部对军队支持打赢脱

贫攻坚战，给予充分肯定；对我们援助

的爱民路、爱民桥、爱民鱼塘、爱民企

业和八一林、八一小学等标志性工程

交口称赞。

服务人民不止在平时，战时更应豁

得出来。人民的安全感，就是军队的存

在感。例如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军队

医护人员逆向而行、驰援武汉；省军区

系统组织广大民兵值守卡点，助力复工

复产，是一次很好的准战争动员。

到地方，干部和群众常问的一句话

就是：“战争来了我们能不能打赢？”有

人民作靠山，我们这支人民的军队一定

能打胜仗！

置身人民 学习人民 服务人民
■杨学伦

扶贫手记

蜜图为安徽省金寨县梓树
村的光伏发电项目。

蜜安徽省濉溪县铁佛镇铁
佛村村民殷雁云在离家不远的

扶贫车间工作，同时还帮忙照

看同村的儿童。

以上均由叶笑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