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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距离 2020年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只有两年时间，正是最
吃劲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
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3月7日，
习主席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如春风吹遍大地，让全国广大干
部群众倍感振奋，更添信心和干劲。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
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
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向绝
对贫困发起总攻。脱贫攻坚力度之
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6
年时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8000多万人，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目前，全国还有1600多万人没有脱
贫，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脱贫攻坚到了啃硬骨头的冲刺
阶段，人民军队理应领跑在前。可
以说，扶贫攻坚是一项长期复杂、艰
苦的系统工程，任重道远。所以，要
找准落实的发力点，以立说立办、一
抓到底的精神把真脱贫、管长远的
事办好办实、钉准钉牢；要增强执行
力，以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韧劲推
进扶贫工作；以过硬的作风和扎实
有效的行动，将扶贫中的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要坚决克服轰轰烈烈“走
一趟”、蜻蜓点水“问两句”、简简单
单“送点钱”的虚浮作风和陈旧工作
模式，经常深入到帮扶单位和百姓
家中，满怀真情地了解贫困情况，心
贴心地拉近感情，实打实地定出规
划，手拉手地共同奋斗；要以精准的
精神落实精准要求，针对帮扶对象
的现实困难、县乡村的特色项目，认
真进行分析，搞好评估预测，努力拿
出脱贫帮困的具体措施。因地制
宜，精心筹划，科学扎实推进，形成
各司其职、通力配合、积极作为、强
力推进的良好态势。

骨头多硬都得啃,仗再难打也
要赢。军队参加打赢脱贫攻坚战，
必须以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紧迫感、
以“勇破楼兰、攻城拔寨”的决心勇
气、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昂扬精神
状态咬定目标不放松，一鼓作气、尽
锐出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
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作者系沈阳警备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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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忙到头，却攒不下几个钱，
刘立国憋屈得很：“我在村里算勤快
的，每年养几十只鸡，还种了几百棵
果树，但就因为缺技术管不好，赔得
多挣得少。”

“村里的那条路像是一道无形的鸿
沟，阻断了村里和外界的联系。”村民马
玉彦指着伸向远方的通村柏油路说，以
前雨天路不通、黑天路难行，出一趟门
坐车回来颠得人肚子疼。扶贫攻坚启
动后，马玉彦几次找到村干部，“只要修
好路，靠我自己准能脱贫。”

刘立国、马玉彦是康平县郝官屯镇
孙家屯村两个普普通通的贫困户。两
年前，他们俩被列入沈阳警备区年度脱
贫攻坚帮扶对象。

警备区党委感到，贫困户致贫原因

复杂多样，“简单复制”的想法不切实
际，必须精准识别，分类施策。

“农民要致富，先强党支部。”该警
备区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贫困村由于
发展起步晚，底子薄，贫困户多，原村

“两委”干部干事动力不足，思想滞后。
为此，该警备区决定把扶贫帮困同基层
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让老百姓有坚
强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2018年，在警备区的大力支持下，
孙家屯村党支部一班人带领村民修通
20公里进山路，村民外销玉米、苹果等
农产品获利后，又引入蓝莓，种下 200
余亩“致富苗”。贫困户感慨不已：“跟
着这样的党支部，奔小康有盼头！”

“帮困不漏户，户户见干部。”为找
准致贫原因，警备区工作人员带着问题
摸实情、找答案，党委常委先后 6次进
村入户，与市、县、镇、村四级分管领导
现场办公，召集村干部、村民代表面对
面座谈、心贴心交流，摸清贫困现状、研
究脱贫规划、找准发展的突破点。最
终，确定了以“帮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为突破口，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壮大
村集体经济、实现村民增产增收”的总
体扶贫思路。

光伏发电项目清洁环保、技术可
靠、收益稳定，符合国家清洁低碳能源
发展战略。

2018年，警备区一次投入80万元，
扶持该项目“上马”，村集体当年收益
12万元，村里决定每年拿出3万元对贫
困户进行资助。

针对村容村貌整体破旧，办公场
所、文化广场、道路、照明等基础设施
简陋匮乏的实际，警备区又先后投入
资金对村部、卫生室、文化广场进行改
造，补充医疗、教育、文化等设施设备
和书籍。

产业在兴、风气在变、习惯在变、观
念在变。孙家屯村气象一新。

“如果说扶贫前半篇是用好政策
让贫困户脱贫的话，那么后半篇，就
是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更好的、持
续地发展下去。”该警备区司令员王阳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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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上级通知，你们明天要到沈
阳134中学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

去年 10月份，阜蒙县实验小学教
师何媛媛和同校其他 5名教师接到通
知。何媛媛喜出望外，自己早想出去进
修培训了，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像何媛
媛一样，辽宁省贫困地区百名教师都接
到了这样的通知。

在沈阳警备区、沈阳市教育局联合
举办的第二届贫困地区教师到省重点
学校践学培训活动中，来自全省 70所
学校100名农村骨干教师分赴沈阳市8
所知名学校进行“套餐式培训”。培训
中，特级、省、市骨干教师以示范课、诊
断常规课、互动交流、举办专题讲座等
方式强化培训效果。精巧的课堂教学
设计、巧妙灵活的教学方法、良好的课
堂组织能力，启发和鼓舞了参训教师。

“脱贫攻坚，既要‘富口袋’，更要

‘富脑袋’。”警备区党委一班人在研究
扶贫工作方案时深刻认识到，扶贫先扶
智，扶智首要在教育。于是，开展“助学
兴教”活动拉开了序幕。

他们着眼省会城市文化底蕴深、教
育资源多、师资力量强的优势，联合市
教育局探索教育扶贫新格局，辐射带动
全省教育扶贫工作。

如今，回忆起那次培训经历，何媛
媛依然感慨不已：“农村教师到名校培
训活动对我帮助很大，听了知名教师的
讲课，感到自己的教育理念落后、教学
方法陈旧，这次，不仅开阔了视野、拓展
了思维，还学到了先进办学理念、办学
思路和教学方法。”

与此同时，警备区先后与教育局联
合开展“送教下乡”“种子培训”等活动，
市内 9区 100所中、小学校分别对接贫
困地区学校，通过优秀教师指导、丰富

活动配合等，提升贫困地区教师和学生
的整体素质。

宽敞明亮的新教室，配套设施齐全
的大操场……和山间村落里黑暗低矮的
校舍相比，祝家镇中心小学仿佛是另一个
世界。虽然祝家镇山清水秀，但是因为教
学条件差，过去优秀教师引不来、留不住；
如今，却吸引了不少大城市的优秀教师。
孩子们的人生，再也不会“输在起跑线
上”，希望之光在一个个贫困家庭中升腾。

“从‘扶上学’到‘扶就业’，从学得
好到用得上，教育扶贫的靶向还需更加
到位！”警备区领导告诉记者，他们正研
究设计为当地建文化休闲广场，以良好
的环境吸引人才、造福一方。同时做好
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无缝对接，让没
有升入大学的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
教育，学到就业技能，以便将来凭借一
技之长找到合适的工作。

只有教育事业不断进步，才能从根本上阻断贫困——

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

往年春节刚过，常年在外打工的辽
中区牛心坨镇李胡岗村村民刘超就会
纠结：继续打工，耽误农时；请假回家，
路费、误工费比土地产出多，出力不出
利。今年，刘超则神闲气定。年前，他
加入村“农产品种植合作社”，参与了新
品种大米、花生试验种植项目，一解“打
工荒了田地，种地误了挣钱”的尴尬。

在扶贫帮困中，围绕“谁来种地、怎
么种地”的问题，警备区党委在一番调
查后研究决定，通过开展生产、供销、扶
持“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让贫困户一步
跨出“两头难”。刘超正是扶贫新模式
的受益者。

咬定目标不放松，落实责任不松
劲。对此，该警备区政委李军感慨不
已：“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的信
心，越要有一鼓作气攻城拔寨的决心。”

然而，事实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简

单。“别费劲了！”今年年初，当警备区与
康平县郝官屯镇孙家屯村研究新年度
扶贫项目时，村支部书记张恩海的头摇
得像拨浪鼓。如此情况，让警备区领导
颇感意外。

原来，春节前夕，这个村已经接受
省级第三方脱贫摘帽评估验收，大部分
项目顺利通过各项指标考核。张书记
和村民觉得，当前的项目和成果与邻镇

比起来势头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再做
扶贫项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精力，
不想再折腾了。

虽然碰了“钉子”，但警备区领导却
认为：“扶贫，也得‘扶气’，不能留尾巴，
必须一鼓作气。”随后，他们积极发挥
县、乡、村三级的推动联动作用，加强跟
踪指导。使该村转变了满足现状、“见
好就收”的思想，很快就研究确立了以

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主要突破口，继续投
入资金为该村修建分布式光伏发电工
程，使该项目做大做强。

“敲竹板，响连天，村容村貌换新
颜……”前不久，一封封饱含真情的感
谢信，寄到了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四干
休所。红纸上的字迹虽然歪歪扭扭，但
是清晰可辨。干休所官兵把它当作是
对过去扶贫帮困的见证，也是对现在和

今后工作的鞭策。
康平县东升满族蒙古族乡五家子

村是该干休所定点扶贫单位。经过一
年多的努力，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
化。面对新的成果，有的官兵认为帮扶
成效已经很明显，加之当前所里人手
少，扶贫分散精力多，可以缓一缓了。

警备区领导了解情况后，及时反
骄破满。带领干休所官兵，积极与村
党支部班子成员面对面研究，逐项拉
单列表，研究筹划年度脱贫计划方案，
很快确立 150亩品种地瓜、3.5亩白沙
山药、100头繁育母牛等特色种植、养
殖产业试点项目，并列出“时间表”、画
出“路线图”。

春意催人奋进。2019年五家子村
建设新规划，已跃然纸上。林荫绿廊、
魅力广场……过不了多久，一切或将成
为现实。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时刻，越要响鼓重锤——

咬定目标不放松，落实责任不松劲

脱贫攻脱贫攻坚坚，，如何如何在在最吃劲的时候鼓足劲最吃劲的时候鼓足劲？？
—辽宁省沈阳警备区坚持不懈抓好精准扶贫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本报记者 刘建伟 赵 雷 通讯员 胡玉军 梁忠春

山连山、弯连弯，一道山梁一盘山！
初夏时节，从沈阳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崎岖前行，越过重重山岭，康平县郝官屯镇孙家屯村映

入眼帘：宽阔的水泥路连接家家户户，村部前的休闲广场上，凉亭、太阳能路灯、宣传栏和健身器材
一应俱全。

而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以脏乱差出名的省级贫困村。
孙家屯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辽宁省沈阳警备区打赢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按照统

一部署要求，警备区党委发动所属单位、协调驻沈部队与周边百余个贫困村结成帮扶对子。
几年来，他们一场战役接着一场战役打，一个硬骨头接着一个硬骨头啃，定点帮扶33个省级贫

困村，帮助310余户困难家庭和200余名贫困学生。前不久，康平县接受省级第三方脱贫摘帽评估
验收，顺利通过了检查考核，国务院扶贫办在检查时对警备区帮扶项目给予充分肯定。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走进一个个村镇，在扶贫攻坚的战场
上，沈阳警备区治贫的道道履痕，赫然入目。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

压题照片：辽宁省康平县人武
部政委刘立雄为贫困户指导特色农
业种植。

右图：沈阳警备区、沈阳市教育
局联合组织的第二届贫困地区教师
到省重点学校践学培训活动。

（本版照片均由臧东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