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地处武陵山

腹地。2013 年，村里人均纯收入只有 1668
元；2020 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 18369 元。

种养、苗绣等产业蓬勃发展，村集体经济收

入也从零起步增长到 200 多万元。

十八洞村的改变，是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实践的生动注脚。

2013 年 11 月 3 日，在十八洞村，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方略，作出“实事

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

要指示。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

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制胜法宝。

识真贫，精准到户、精
准到人

截至 2012 年底，现行扶贫标准下尚有

9899 万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贫 困 发 生 率 为

10.2%。

新时代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怎么打？

201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

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精准扶贫

工作机制。一系列配套政策相继出台，精

准扶贫，迅速落实到行动与实施层面。

“开展建档立卡，摸准贫困底数，这是

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全国政协农业和农

村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

永富说，2014 年 4 月，全国贫困地区 80 万基

层干部开始进村入户，一张识别贫困人口

的大网在中国大地上铺展开来。

怎么确定贫困人口？从“一看房、二看

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

书郎”，到综合考虑“两不愁”（不愁吃、不愁

穿）是否真不愁，“三保障”（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和住房安全）是否真有保障，贫困人口

认定指标越来越清晰。农户申请、村民评

议、投票表决、村级公示、乡级复核，认定程

序越来越严密。

精 准 确 定 扶 贫 对 象 ，全 国 共 识 别 出

12.8 万个贫困村、2948 万贫困户、8962 万贫

困人口，基本摸清了我国贫困人口分布、致

贫原因、脱贫需求等信息，建立起了全国统

一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为了让贫困人口数据更精准，2015 年，

全国又组织 200 多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

看”，筛除识别不准的贫困人口 929 万人，新

识别补录贫困人口 807 万人。至此，脱贫攻

坚的扶持对象精准确定，中国扶贫开发历

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精准到户、精准到人。

精准施策，“五个一批”
拔穷根

进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一个个

数 据 不 仅 清 晰 地 标 示 出 贫 困 户 分 布 在 哪

儿，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从总体上摸清了

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致贫原因。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开对“药方子”

才能拔掉“穷根子”。

2015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我们坚持分

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

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

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

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

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印发。之后，按照中

央统一部署，“五个一批”脱贫路径的 101 项

具体任务，落实到 32 个牵头部门和 77 个参

与部门。中央和国家机关先后制定、出台

了 200 多个扶贫政策文件和实施方案，各省

区市也纷纷出台和完善“1+N”扶贫政策举

措。中国构筑起从上到下全面联动的贫困

治理政策体系。

发展产业是根本。宜种则种，宜养则

养，山西大同的小黄花、陕西的小木耳……

一个个特色产业茁壮成长，到 2020 年底，

832 个贫困县全部编制了产业扶贫规划，累

计建成各类产业基地超过 30 万个。

易地搬迁是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

的重要途径之一。全国 960 多万贫困人口

搬进了新落成的 266 万多套住房，水、电、

路、气、网一一配齐，基本实现了有劳动力

的搬迁家庭至少一人就业。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通过实

施生态补偿扶贫、国土绿化扶贫和生态产

业扶贫，20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

教育。到 2020 年底，全国 20 万义务教育阶

段 建 档 立 卡 辍 学 学 生 人 数 实 现 了 动 态

清零。

“兜”住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生

活。党的十八大以来，近 2000 万贫困群众

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2400 多万困难

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和护理补贴。

解决“谁来扶”的问题。2013 年开始，

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全

国累计选派 300 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

部，每年保持近 100 万人在岗开展驻村帮

扶。第 一 书 记 和 驻 村 干 部 在 落 实 扶 贫 政

策、建强基层组织、为民办事服务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打通了精准扶贫“最后

一公里”。

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
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扶真贫，真扶贫，还要真脱贫。

脱贫攻坚战始终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

首位，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

检验。

确 保 脱 贫 质 量 ，严 把 贫 困 退 出 关 。

2016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 印 发 了《关 于 建 立 贫 困 退 出 机 制 的 意

见》，提出“以脱贫实效为依据，以群众认可

为标准，建立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退出

机制”，将第三方评估方式纳入脱贫成效考

核评估体系。

“贫困县退出摘帽，要经过较真碰硬、

从严从实的评估程序。”国家乡村振兴局

考 核 评 估 司 司 长 杨 炼 说 。 考 核 评 估 方 法

越来越完善，制度体系越来越严密，切实

把好贫困退出这“最后一关”。

在考核方式上，2016 年增加了省际交

叉考核，不打招呼，不走过场；2017 年增加

媒体暗访，直指问题，真刀真枪。

在数据采集上，2016 年增加了民主监

督、督查巡查等情况，2017 年增加部门专项

督查检查情况，2018 年增加脱贫攻坚巡视

发现问题等。

在考核内容上，2016 年交叉考核和第

三方评估将“两率一度”（贫困人口识别准

确率、贫困人口退出准确率和群众满意度）

作为重点，2017、2018 年将交叉考核重点调

整为考核各地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

落实情况。

2020 年至 2021 年年初，21 万多名普查

人员对中西部 22 个省（区、市）开展了国家

脱贫攻坚普查。普查结果显示，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实现了脱贫。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只要我们坚持精准的

科学方法、落实精准的工作要求，坚持用发

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

一定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

科学路径和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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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环绕，花团锦簇。春天，

广西上林县西燕镇岜独村的芒果

树开了花。“前期要勤修枝、及时追

肥，后期坐果率才高。”村民李道全

是种植四季蜜芒的能手。这些日

子，他在田间忙得不可开交。

岜独村位于上林县西北部，距

离 县 城 约 20 公 里 ，属 于 大 石 山

区。旱地多，地块碎，过去村民大

多靠种玉米和养蚕为生，日子过得

紧巴巴。曾经，全村 500 多户村民

中有 200 多户是贫困户，产业基础

薄弱。可就是这样一个村庄，在

2020 年底，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80 万 元 ，人 均 纯 收 入 也 达 到 1.2
万元。

变化因何而来？岜独村充分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党

员“一帮一”“多帮一”的结对帮带

方式，带动乡亲们发展特色产业，

闯出一条致富路。

2014 年 ，在 外 务 工 多 年 的 卢

英光回村，担任岜独村党支部书

记。“让乡亲们过上富裕的生活，是

我最大的心愿。”他说。从那时起，

村两委班子想尽办法为村里找出

路，出去考察、请专家把脉，终于确

定了村里的产业发展方向——种

植四季蜜芒。

起初，村民担心不会种、没市

场。村党支部发动党员积极示范，

做 给 乡 亲 们 看 ，带 着 乡 亲 们 一

起干。

为了发展好芒果产业，村两委

引导村民成立了合作社，在芒果地

旁办起了学习班。在这里，村民们

不仅能了解各项惠农政策，还能学

习种植技术。请来的农技专家，每

月在学习班上两次课，为农户解决

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每次上课，课

堂都被挤得满满当当。”李道全说，

学到了致富的本领，脱贫道路越走

越宽。

几年下来，岜独村四季蜜芒种

植规模扩大到 1200 多亩。村里发

挥“岜独山+大龙湖+蜜芒生态农

业采摘园”优势，打造岜独休闲观

光旅游园区。目前，岜独山环山步

道、农旅文化服务中心、农耕文化

室等旅游配套设施已经修建完成，

依托大龙湖旅游开发契机，辐射带

动周边村庄，促进村民增收创收。

在今年 2 月召开的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上林县西燕

镇岜独村党支部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称号。“我们要和乡亲

们一起奋斗，接续推动乡村振兴。”

卢英光说。

广西上林县西燕镇岜独村党支部

带领乡亲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郁静娴

■■辉煌历程辉煌历程R

■■党旗飘扬党旗飘扬R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①：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西

定乡村民沙内（右）和丈夫在申请到了 8 万元创

业贷款后，开始经营生态养鸡场，走上致富道

路。图为 2020 年 9 月 18 日，沙内和丈夫展示他

们饲养的鸡。

段 健摄（新华社发）

图②：2020 年 5 月 25 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重楼村，夏日田园绿意盎然。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图③：2020 年 3 月 6 日，山东滕州市滨湖镇

村民在该镇黄门山上植树。

宋海存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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