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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总书记的两会故事
本报记者 杜尚泽 张 音

河南省渑池县英豪镇幸福里社区，脱贫户姚
万锁告别土坯房，搬进新楼房，对现在的生活非
常满意：“水电路样样通，看病上学都方便，俺们
赶上了好时代，真是住进了‘幸福里’。”

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加方乡骉骉种养专业
合作社，脱贫户凡文红干劲满满：“学技术有培
训，兴产业有政策，我在家门口上班，一个月能
挣4000多元，好日子有奔头！”

中国大地上，一家一户的脱贫故事汇聚成波
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答卷。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努力，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021年 2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在解决困扰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

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是中国人
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
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摆脱贫困，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也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
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

“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
精力最多”“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
事”“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习近平总书记
饱含深情的话语，温暖着贫困群众的心田。总书记
考察调研的不倦足迹，深深印刻在14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的山山水水。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做到“六个精准”到
实施“五个一批”，扶到点上、扶到根上。创新工
作机制，五级书记抓脱贫，层层动员促攻坚，全
社会广泛参与大扶贫。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
沐雨，发扬钉钉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
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脱贫攻坚取得
了重大历史性成就。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
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
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

脱贫攻坚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兑现
了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深刻改变了亿万群
众的命运，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补齐
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

脱贫群众收入年年涨，生活节节高，生活水
平显著提升。

“现在乡亲们都努力奔向更好的日子。”云南
省昭通市昭阳区易地扶贫搬迁户罗宪超说，住上
城区新楼房，在扶贫车间加工手机膜，月收入
5000多元，顾家挣钱两不误。

“两不愁三保障”全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稳步提升。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
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
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脱贫地区产业兴了，环境好了，人气旺了，
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

“村里变化天翻地覆，出行通客车，宽带全覆
盖，田园综合体新项目建起来，致富门路更宽
了。”江西省井冈山市柏露乡长富桥村村支书郭荣
林说。在井冈山，城乡协调发展的故事不断上演。

放眼全国，脱贫地区处处呈现山乡巨变、山
河锦绣的时代画卷。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
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脱贫村全部通上
动力电。全国每个脱贫县形成 2至 3个主导产业，
经济发展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乘势而上，接续奋斗，脱贫攻坚战全
面打赢一年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号角响彻
山乡村寨。

防返贫、强帮扶，脱贫基础更加稳固。各地
不断健全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目前近 70%的监
测对象已消除返贫和新致贫风险，其余人员经过
一段时间努力也可消除风险，守住了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

兴产业、促就业，脱贫成效更可持续。截至
2021年底，全国脱贫劳动力通过务工就业3145万
人，同比增加126万人。“饭碗”多起来，腰包鼓
起来，2021 年全国脱贫群众人均纯收入超过 1.25
万元，比2020年增长16.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小康、摆脱贫困是
我们党给人民的交代，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让大
家过上更好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从摆脱贫困
到乡村振兴，一个个脱贫县、脱贫村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
进乡村振兴，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
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新时代展现新气象，新征程要有新作为。从
今天起，本报在“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栏
目下开设“伟大变革”子栏目，从中央出台的一
系列重大改革、重大举措入手，回顾梳理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央推进各领域工作的战略考量、决策
过程，选取基层一线典型开展蹲点调研采访，通
过基层巨大变化反映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推进
变革的生动实践，展现中国人民踔厉奋发、笃行
不怠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
砥砺前行、奋发有为，努力争取新的更加伟大的
胜利和荣光！

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本报记者 顾仲阳

2013 年 —2022 年 ， 十 年 两 会 ， 故 事
很多。

来自大江南北的代表委员，带着泥土的
芬芳、暂别工厂的轰鸣、肩负人民的重托，
沿着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拾级而上。头顶上
方，五星红旗迎风猎猎。

十年，53 次“下团组”，习近平总书记
同许多代表委员面对面，倾听他们的所见所
闻、所思所感，倾听奔涌在中国大地上的往
昔和憧憬。

故事里有乾坤。
“去嘎查，路怎么走”，问的是掣肘偏远

地区发展的交通问题；
“白雪换白银换来了吗”，思考的是生态

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条件比十八洞村还差的有多少”，牵挂

的是全面小康路上的短板弱项；
“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擘画

的是新时代强军路上的历史跨越……
在这里读懂中国。十年跋涉、十年笃

行，十年的大道如砥，浓缩于此。如一幅时
光卷轴，铺展民族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揪心与放心
“不要因为我们看了

心情沉重就遮遮掩掩”

悬崖村，习近平总书记挂念在心。
那是2017年全国两会，在参加四川代表

团审议时，总书记谈到有关这个村的新闻报
道：“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

脱贫攻坚的浩荡春风吹遍了山河万里，
上山的路很快变了模样。

就在今年两会，来自四川省民政厅的益
西达瓦委员带来了村子的新消息。两张照片
对比鲜明，一张是昔日挂在峭壁上颤巍巍的
藤梯，一张是今日稳稳当当“飞”入云霄的
钢梯。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端详，细问孩子上
学、老人看病的近况，再问乡村旅游进展。
这一次，他放下心来。

从“揪心”到“放心”，中南海和大山深
处一个村庄的距离，那么远，又那么近。

回首这些年，总书记花的精力最多的，
是扶贫。山脚下直通省城的路、搬出土坯房
的家、家门口就能读书的课堂，那些人、那

些事，都装在他的心里。
“去年村里有多少人娶媳妇？”
2016年全国两会，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

时，习近平总书记见到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的郭建群代表，亲切地问。总书记清
晰地记得，2013年到访十八洞村时，大龄男
青年“脱单”是个老大难问题。

“7 个。”郭建群代表答道。当讲到全州
还有 50 万贫困人口时，总书记又问：“条件
比十八洞村还差的有多少？”

再看2017年全国两会，参加四川代表团
审议时，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林书成代表带来
了总书记一直放心不下的大凉山的消息。彼
时，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习近平总书记
绝大多数都去过了，“还没有走到的吕梁和
凉山会尽快去”。

“文盲率高不高？”
“一个村里初中以上的都很少。出去打工

很困难，深山里彝族群众的脱贫不是一次冲
锋就能完成的。”

这一年初夏，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吕梁山
区。转过年来，飞行 3 个多小时，在深山里
又辗转奔波两三个小时，沿颠簸崎岖的山路
深入大凉山腹地。村里的琅琅书声，火塘边
座谈时憧憬的目光、质朴的志向，都点燃了
大凉山的无限希望。

不畏严寒酷暑，不惧山高路远。深山小
院里的欢歌笑语，农家账本前的细致追问，
一串串足迹在中国地图上星罗棋布，丈量着
从贫困到小康的路途有多远、有多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下团组”时语气
坚定地说：“哪怕一天只走一个点，也要看到
真贫。我如果光是看好地方，就难免乐观，
感觉指日可待，就会作出错误决策。不要文
过饰非，不要因为我们看了心情沉重就遮遮
掩掩。我们都是从基层摸爬滚打过来的，而
且和基层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知道中
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乡
亲们实实在在有获得感。”

从“穷窝窝”里走出来，更读得懂饭碗
里的穷、感受得到贫穷里的苦。在河北阜平
的皑皑白雪上，在安徽金寨的蜿蜒山道间，
在重庆华溪村的密林晚霞中……万里行程，
印刻着百年大党的为民本色。

“坚持精准扶贫，不能‘手榴弹炸跳
蚤’”“少搞一些‘盆景’，多做一些惠及广
大贫困人口的实事”“绝不能搞数字脱贫”

“抓工作不能狗熊掰棒子，去过的每个地方都
要抓反馈”……“下团组”时，每每谈到扶
贫，总书记总是殷殷叮嘱、谆谆告诫。

“讲得非常生动。”2019年全国两会，参
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听了一
位村党支部书记畅叙农民的梦想，不由感
叹：“到农村去，我总有一句话，你们还需要
什么？你今天讲的这些，恰恰是广大农民对
幸福生活的新追求。一些我们已经在做了，
做成了；一些还在做的过程中；一些是下一
步准备做的。”

今天，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已全部脱
贫，斑斓田野正在谱写乡村振兴的新乐章。
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恰是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的最后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意味深长
回忆起他在陕北插队，饿着肚子问乡亲们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日子算幸福生活”。
从“吃饱肚子”到“吃‘净颗子’”，再

到当年看来高不可攀的“想吃细粮就吃细
粮，还能经常吃肉”。老乡们再努力想了又
想，期盼“将来干活挑着金扁担”。

梦想已然照亮现实。“‘金扁担’，我把
它理解为农业现代化。”总书记的目光看向更
远的未来。

危与机
“哪个都不能等闲视之”

2020年，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艰苦卓
绝的历史大考，史册上永久镌刻下中华民族
应对危机的非凡之举。

那一年的全国两会，召开于疫情防控形
势逐渐好转的 5 月。任凭风浪起，中华“复
兴号”巨轮的既定航程稳如磐石。

“我提出，湖北代表团一定得来一下。你
们是湖北6000多万人民的代表，我要看望一
下大家。”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湖北代表团审
议现场，掌声如潮水奔涌。

两个月前赶赴武汉的场景历历在目。从
“暂停”到“重启”再到全面复工复产，武
汉、湖北的身后，站着一个14亿多人拧成一
股绳的中国。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你们这里的
疫情防控情况，党中央每天都在关注。我们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命至上，实事求是，
绝不隐瞒疫情。这正是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下团组”时，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敲响警

钟：“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越是
在这个时候越要慎终如始，越要再接再厉，
善作善成。”而今回望，正是得益于居安思
危，才有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

到武汉社区看望，同时谋划着疫情防控社
区治理的精细化；去北京的医院调研，还酝酿
着下一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解题之路——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重大的历史进步都
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你们采取的措
施、收获的教训，都为今后的疫情防控创造
经验，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值。”

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在
治理如此大一个国家的过程中，贯穿始终。

“居安思危啊！只有深入研究、料事在先，防
范于未然，才能掌握战略主动。”而今重温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席叮
嘱，远见卓识令人感佩。

再向前追溯。2014年全国两会，参加安
徽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讲
形势，基本都是那么几句话，‘形势是严峻
的’。实际上想一想，什么时候形势不严峻复
杂？到哪一年都一样，但是我们有必要讲这
个话，要看到严峻复杂形势的常态性。‘严峻
复杂’的意思，就是我们始终要保持积极进
取的姿态，同时对于克服困难和挑战怀有一
种平常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
从一粒米，思虑“中国粮食，中国饭

碗”的战略安全，警示“不能轻言粮食已经
过关了”。今年全国两会“下团组”，习近平
总书记的忧思跃然纸上：“粮食安全是‘国之
大者’。”“谁来养活中国？中国要靠自力更
生，自己养活自己！”

从一滴水，看到“民生为上、治水为
要”的治国方略，这几年走遍了黄河上中下
游：“水安全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灰犀牛’。”

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这是
“下团组”时又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早在
2013年全国两会，首次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
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到的就是科协、科技
界委员联组会：“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
竞争中，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承认差距、密
切跟踪、迎头赶上，走自主创新道路，采取
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涉及未来的重
点科技领域超前部署、大胆探索，加快从要
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
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在国际形势愈加

波谲云诡的今天，在中国的自主创新已然
由量变到质变的今天，世界更深刻读懂了
一个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
的政党。

人才是创新的主角。
“创业十多年，前面七八年比西天取经还

难，年年亏损；最近几年才腾云驾雾。”2018
年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来自猪八
戒网络公司的朱明跃代表讲得生动。

“开始那几年，有没有过回高老庄的想
法？”习近平总书记风趣问道。

笑声里，总书记一语双关地指出：“猪八
戒啊，虽然意志不坚定，但仍然不忘初心。”

“创新驱动是国策。只有新旧动能真正实现历
史性转换，中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中国
的发展复兴，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天行健自强不息。”

危机相伴，时势变迁。从更宏阔的时间
坐标上去看，“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些具有历史
意义的时间节点上。”

几年前有次“下团组”，习近平总书记
想起一个小故事。去欧洲访问，一位政要好
奇询问：“你们平常用手机支付吗？”从落后
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中国天
翻地覆慨而慷，“他们感慨，这件事简直不可
思议。”

五千年文明、960 多万平方公里、14 亿
多人，这是观察中国的宏阔时空观，也因此
更强调“不可能凭着一招鲜立国”“像我们这
样的大国绝对要靠自己”。

走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不是我们
困难的时候才搞‘双循环’，就是平时，‘双
循环’也是最稳定、最可靠的经济布局。我
们一定要有底线思维，安不忘危。”

这是中国的战略远见。

破与立
“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在北京拉开帷幕。“APEC蓝”一词在互联
网上不胫而走。第二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
总书记谈及此事：“当时我就在欢迎宴会上对
大家说，这并不是一去不复返的短暂蓝天，
未来北京将会有持久的蓝天。”

时间来到了2022年。
（下转第二版）

3月 14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
沈弄村，田野、村庄、道路在初春暖阳映衬
下，构成了一幅春意盎然的生态田园画卷。

肖本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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