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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上贴着大红福字和春联，院角堆放着金

黄的南瓜，云南省腾冲市清水乡司莫拉佤族村脱

贫户李发顺家里，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一

大早，李发顺就做起了大米粑粑，他感慨：“去年

一年，我家的小餐馆挣了近 10 万元。住新房，挣

活钱，日子就像大米粑粑一样甜！”

敞亮的新房，整洁的巷道，陕西铜川市耀州区

小丘镇移村脱贫户赵博兴热情地招呼，“快进屋坐

坐，尝尝咱自家种的苹果。去年苹果销路好，卖了

3万多元。今年再加把劲，收入还能往上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

任务，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

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 8 年持续奋斗，近 1 亿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

这是决胜全面小康的“脱贫答卷”，这是令全

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

庆新春、贺脱贫，亿万脱贫群众告别穷日子，

奔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以非常之举，攻克一个
个贫困堡垒

“过去娃娃们盼着过年，能吃上肉，现在天天

能吃上肉，每天都像过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

县旱天岭村脱贫户马志保感叹。

马志保还记得，原来住在老旱天岭，那日子真

是苦，喝的是沟里收集的雨水，最苦的还是娃娃们，

上学要越过两个大沟。2012 年搬迁下山后，孩子

上学有了明亮的教室，还吃上了免费营养午餐。

产业扶贫资金帮扶，70%的村民养起了肉牛，2020
年马志保养牛纯收入 10 多万元。“我们旱天岭村，

不光脱了贫、摘了帽，而且村民户户有了产业，不少

脱贫户还开上了小汽车。”村支书丁建华说。

旱天岭村的变迁，是这场脱贫攻坚战的缩

影。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大别山区到秦巴腹地，

从土家苗寨到雪域高原，决战贫困，中华大地号

角嘹亮。

各级“链条”全面转动——中央统筹、省负总

责、市县抓落实，五级书记抓扶贫，全社会广泛参

与大扶贫。

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全面建立——

顶层设计逐渐完善，政策文件、实施方案相继出

台，很多“老大难”问题顺利解决。

扶贫领域改革全面深化——资源投入由多

头分散改为统筹集中，扶贫模式由偏重输血改为

注重造血。

广大扶贫干部冲锋一线——300 多万名驻

村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任务

抓在手上，打通扶贫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贵州省晴隆县广大群众难以忘记，原县委书

记姜仕坤 6 年跑了 60 万公里，带着乡亲们跟贫困

抗争，2016 年因病倒在了脱贫一线。瞄准问题，

靶向解决，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城北感

恩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罗保才，常年无休，“只要搬

迁贫困群众过上好日子，再苦再累也值。”

在一个个贫困地区，广大扶贫干部、基层干

部用超常规付出，攻克了一个个贫困堡垒。

以精准之策，确保扶贫
扶到根上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功之要在于

精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这场脱贫攻坚战的

基本方略。

——因贫施策，一项项好政策落地生根。

“直播带货，村里的腊肉卖火了”“新民宿 5
月能建好，田园综合体马上动工”……新春刚过，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好消息不断，脱了贫的苗

寨正大步迈向乡村振兴。

“这一切都是精准扶贫带来的。”村支书施金

通说，政策帮扶因地制宜，村集体发展起乡村旅游、

矿泉水、猕猴桃等主导产业；分类施策，扶贫工作队

引导年轻人搞旅游接待、中老年人养牛羊、留守妇

女做传统苗绣。村民钱包鼓起来，人均收入近 8年

增长 8倍；村子吸引力强起来，节假日游人如织，成

了网红打卡地，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

贫有百种，困有千样，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全

国 12.8 万 个 贫 困 村 、832 个 贫 困 县 开 对“ 药 方

子”，甩掉了“穷帽子”。

——靶向治疗，一个个脱贫难题迎刃而解。

疫情防控期间，外出务工困难，农产品销售

不畅……党中央统筹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打

出组合拳——40 多项应对政策密集出台，点对

点组织复工，优先稳岗帮扶，当年贫困劳动力外

出务工规模同比不降反增 10％；“互联网+”拓

宽 销 售 渠 道 ，消 费 扶 贫“ 带 货 ”，化 解 农 产 品

卖难。

“过江靠溜索，种地像攀岩”，云南省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深度贫困成因

复杂，越复杂越要精准施策，要一户一策，更要探

索一户多策。”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说。

挪穷窝，福贡县匹河乡托坪村村民李小波告

别山上的“杈杈房”，搬进了安置小区的新楼房；

换穷业，李小波当上生态护林员，妻子在扶贫车

间上了班，全家年收入四五万元，顺利脱了贫，李

小波高兴地说：“现在这日子很温暖、有盼头。”

靠着精准扶贫，怒江州实现了从区域性深度

贫困到整体脱贫的千年跨越。在全国，政策聚焦

深度贫困，资金、项目集中发力，挂牌督战最后

52 个未摘帽县，脱贫攻坚在不断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问题中深入推进。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贫攻坚扭转了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贫困人口减到 3000 万左右就减

不动的趋势，如期实现了近 1 亿人脱贫。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中，90%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

扶贫支持，2/3 以上主要靠外出务工和产业脱

贫，发展能力稳步提高。

脱贫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经过持续攻坚，脱贫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历史

性、标志性变化，脱贫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明显增强。

——补上短板，脱贫地区发展基础更牢了。

“兰渝铁路通了后，每吨橄榄油运到北京，费

用从 1500 元下降到 400 元，网速更快、快递通乡

村，我们的橄榄油通过电商卖到了国外。”甘肃省

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

玉红说。如今，60 多万亩油橄榄搭上“互联网+”

快车，成了陇南 40 万农户的致富树。

8 年攻坚，脱贫地区新增铁路里程 3.5 万公

里，100 多个县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新改建农

村公路 110 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

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农网供电可靠率

达 到 99% ，脱 贫 村 通 光 纤 和 4G 比 例 均 超 过

98%……发展条件不断改善，全国脱贫地区经济

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每个脱贫县都有了

2 至 3 个特色主导产业，“十三五”期间，贫困地区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年均增幅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约 7 个百分点。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脱贫群众生

活上了个大台阶。

“日子有奔头，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自

从脱了贫，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城关镇二十三号

村村民李三女总是乐呵呵的，治疗脑梗后遗症，

她每年要住两次院，医药费能报销 80%，孩子上

学有补助，全家支出大大减轻；发展产业有指导

员，种地养牛有补贴，收入持续增加，一减一增，

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2013 年至 2019 年，832 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9.7%。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

医，脱贫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动态清零，

760 万户脱贫群众的危房全改造。“两不愁三保

障”全面实现，脱贫群众心里更踏实了。

—— 基 层 治 理 能 力 提 升 ，干 群 关 系 越 来

越近。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红石梁村脱贫户王克

林家门口的一块石头上，刻着“致富不忘共产党”

7 个大字。王克林说，为了让他家尽早过上好日

子，帮扶干部可没少操心。2017 年危房改造时，

改造电线、安自来水、改厕改厨，镇党委书记谢江

鸿一趟趟跑来帮忙，“我记得很清楚，有天下大

雨，谢书记来了 3 趟，身上都淋湿了，真是把我家

的事当成自家事一样上心。”

在脱贫攻坚一线，广大基层干部、扶贫干部

尽心竭力为贫困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经磨炼长本

领，赢得了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基层组织

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

定了坚实基础。

在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们为什么能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

浙江省宁波市多年如一日，帮助贵州省普安

县把长毛兔产业做成脱贫支柱产业，手把手培

训，村村建养殖小区，建设产业园打造全产业链，

带动 2000 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养兔脱贫。

脱贫攻坚战中，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攻坚

难题。东西扶贫协作、定点扶贫、“万企帮万村”精

准扶贫行动……各方力量汇聚起强大的攻坚合

力 ，办 成 了 许 多 过 去 想 办 而 没 有 办 成 的 脱 贫

大事。

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

这些天，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坪子村脱贫户

张顺东忙活不停：为村里的残疾人提供联络服务，

打理新开的“顺东商店”微店……“别家能脱贫，我

家照样也能！”凭着这股劲头，身有残疾的张顺东种

地养猪，骑三轮摩托车卖菜拉货，以超常的意志克

服重重困难，成为村里首批脱贫户。

坚持开发式扶贫、志智双扶，脱贫攻坚的战场

上，无数脱贫群众像张顺东一样撸起袖子干出了

好日子。

脱贫摘帽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广大脱贫

地区脱贫群众摘帽之后不歇脚，接续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民宿改造提升后，更多的客人住了下来，去

年农家乐收入 6 万多元，卖土特产赚了 8000 多元

……”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脱贫户彭夏

英盘算着 2020 年的收支账，喜悦的神情在脸上

荡漾。

“脱贫不脱政策，帮扶不减力度，我们的旅

游饭越吃越香。”神山村村支书彭展阳介绍，随

着一系列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的举措落地，神山

村开起了精品民宿，建起了神山振兴学院，搞起

了红色培训，目前 80%的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

中。脱贫摘帽后，井冈山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推

进“一户一块茶园、一户一块竹林、一户一块果

园、一户一人务工”的产业就业模式，群众日子

越过越好。

摘帽不摘政策，很多脱贫地区延续脱贫攻坚

中形成的精准施策、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等有效机制和做法，积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

续推进乡村振兴。

“多亏了工作队，去年种冬桃增收了 6000 多

元，今年我准备再种几亩。”陕西省石泉县饶峰镇

光明村脱贫户王会建口中的工作队，以前叫脱贫

攻坚驻村工作队，脱贫摘帽后就地转化为乡村振

兴工作队。针对村里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的情况，

工作队决定做大冬桃产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饶峰镇乡村振兴工作队总队长程贤军说：“脱贫

摘帽后我们保持‘四个不摘’，巩固脱贫成果，全

面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

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

经开启，让我们继续奋斗，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

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近 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奋斗，奔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顾仲阳

提升农
民培训的精
准 性 、实 用
性 ，让 培 训
内容更好满
足 需 求 、更
贴 农 民 心 ，
才能让更多
农民更好长
本 事 、增 收
入 ，为 乡 村
振兴注入蓬
勃新动能

节 日 期 间 ，河

南中牟县春岗村合

作社理事长李峰依

然围着草莓忙个不

停 ：白 天 钻 进 大 棚

采摘，组织发货，晚

上到合作社教学。

村民们争着上“田

间课堂”，成了新年

春岗村一道别样的

风景。

春岗村农民为

啥喜欢培训？不少

村 民 坦 言 ：“ 看 得

见、摸得着，学了就

能鼓腰包”。学会

技术，生物防治、绿

色种植，草莓摆上

了城市超市货架；

学通经营，抱团成

立合作社，草莓告

别挎篮叫卖实现订

单销售；防疫、生产

两不误，合作社请

来 教 授 讲 农 村 电

商、直播营销，不少

村民开起网店卖草

莓，收入长了一大

截。一场场农民培

训课，让村里人成

了“明白人”，家家

户 户 种 草 莓 ，去 年 亩 均 纯 收 入 达 到 2.5
万元。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近年来，

各地利用送教下乡、田间课堂、线上培训

等形式，培养了大批农业专业技术人才，

全 国 高 素 质 农 民 达 到 1700 万 人 ，为 确 保

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总体看，

当前农村人才依然短缺，农民培训需求很

大，然而有些培训离农民需求还有偏差：

教技术的多，讲经营销售的少；有些课程

“ 大 锅 菜 一 锅 炖 ”，不 对 农 民 的 口 味 。 看

来，要把农民培训这件好事办好，还需精

准施策，做好供需衔接。

农民培训的主体是农民，要提升培训

精准性，让农民愿意学、方便学。一方面，

培训内容要量身定制、更接地气。农民培

训要遵循客观规律，充分考虑农民群体的

特殊要求。现在，农民对培训需求的面更

广了，培训内容应从偏重生产环节向产业

全 链 条 拓 展 ，从 突 出 一 产 向 三 产 融 合 拓

展，“缺什么补什么，用什么教什么”，农民

才能用得上、愿意学。另一方面，培训还

要创新形式，把课堂放在村庄，从田间寻

找教材，在生产一线答疑释惑，才能更好

提升培训针对性。通过搭建线上平台、引

导农民用好手机等新农具，促进线上线下

培训有效融合。不少地方将网络直播引

入 农 民 培 训 ，课 堂“ 屏 对 屏 ”，服 务“ 心 连

心 ”，参 与 互 动 明 显 增 强 ，受 到 农 民 广 泛

欢迎。

农民培训目的是服务农民，要提升培

训实用性，让农民学了用得上。过去有的

农民培训看重覆盖率，面面俱到，反而学

得不深、学得不专。实际上，分类施策，有

所侧重，培训才能收到更好实效。比如，

对发展潜力大的农村党员和产业带头人，

培训应突出绿色发展、品牌创建、市场营

销、风险防控等内容，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和带动能力；对于刚刚脱贫的群众，用好

农 民 田 间 学 校 ，鼓 励 新 型 主 体 带 着 他 们

干，在生产实践中增长致富本领。培训不

是走过场，要将农民培训课堂变成学习交

流 的 平 台 ，做 好 后 续 的 点 对 点 咨 询 、“ 实

战”指导等全程跟踪服务，努力将农民培

训效果转化为更多产业发展成果。

一年之计在于春。持续提升农民培训

的精准性、实用性，让农民培训更贴农民

心，才能让更多农民更好长本事、增收入，

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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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里淌得哗啦啦，山上滴水贵如油。”贵州

喀斯特地貌占全省面积的 73.6％，因水而困。这

些年，贵州水利部门采取多种措施治理石漠化，

为石漠化片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

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走进毕节市黔西县五里乡新法村，连片的头

花蓼开得正盛，群山披上了粉色“彩带”。

“过去种地种到山尖尖，种一坡收一筐，几亩

苞米地刚够口粮。”新法村村民杨群回忆。

“地块破碎，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村子

缺乏发展产业的条件。”新法村驻村第一书记张

旭峰坦言。2014 年，国家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工程项目落地，为村子带来了机遇。机耕

道、作业便道、截排水沟、蓄水池等设施不断完

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坡耕地变为了梯田，

土层厚了，土质也更好了。

村里发展头花蓼种植，石漠地里长出花海。

杨群把 5 亩地流转给了合作社，自己在基地打工，

“每月能挣 2000多元，比种苞米强多了。”

为了治理石漠化，贵州省水利厅加大投入，

改善石漠化片区的耕地条件，从 2012 年起累计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7051.94 平方公里，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 2015 年底的 0.451 提高

到 2019 年底的 0.479，越来越多跑水、跑土、跑肥

的“三跑田”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

安顺市平坝区高标准蔬菜生产基地里，万亩

蔬菜田绿意盎然，农民忙碌的身影点缀其间。“摘

了贫困帽，也不能松劲，如今村里条件好了，我们

谋划把产业继续做大，让村民稳稳致富。”平坝区

天龙镇高田村第一书记明华说。

一条条输水管、一座座蓄水池，让破碎的“斗

笠田”变成了高标准农田。平坝区不断推进农田

设施建设，创建了 8100 亩高标准蔬菜生产示范

基地，蔬菜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带动农

民户均增收 2 万多元。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新发村的

头花蓼发展到 1300 多亩。“每亩产值可达 3000
元，累计带动 250 多户农户增收。头花蓼开花

时间长，村里又添置了上百个蜂箱，等蜂蜜上

市，村民又能增加一份收入。”张旭峰笑眯眯地

算起账。

源源清水“活”了产业。2016 年以来，贵州

省水利厅不断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了一

批小塘坝、小渠道、小泵站、小堰闸、小水池等“五

小水利”。截至 2019 年底，贵州石漠化片区发展

蔬菜种植面积 1042 万亩，中药材面积 428 万亩，

茶叶种植面积 314 万亩，主导产业累计覆盖了

53.1 万脱贫人口。

贵州石漠化片区 8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7000多平方公里

“三跑田”变成“三保田”
李晓晴 梁似愚

■话说新农村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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