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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昭觉县，全省最大的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一栋栋灰瓦黄墙

的六层小楼迎来他们的主人——84户

来自“悬崖村”的村民顺利入住自己心

仪的大房子。

在贵州省松桃县，松桃苗绣第七代

传承人石丽平，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开设100家扶贫工坊，带动当地4000多

户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实现就业。

两则深度贫困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

故事，一为“安居”，一为“乐业”，共同汇

聚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美好生活。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口迁移是人类

顺应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人们追

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从深度贫困

地区的脱贫实际看，许多地区发展长期

受限于当地自然环境，自然灾害频发，

交通不便、人才短缺、市场不完善，难逃

“贫困-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贫困程度

加深”的恶性循环。经过多轮扶贫开

发，贫困状况仍未发生根本改变，易地

扶贫搬迁成为这些地区摆脱贫困的有

效途径。

1983年，我国针对“三西”地区严重

干旱缺水和当地群众生存困难的情况，

提出“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

都不通另找出路”的建设方针，开启我国

易地扶贫搬迁的先河。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五个一批”

精准扶贫工程之一，易地扶贫搬迁成为

深度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一项重要举

措。截至今年5月，全国已建成安置住

房266万余套，960多万贫困人口通过易

地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的困境。

用 5年的时间对约 1000万贫困人

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这在中国扶贫

史、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前所未

有。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才能实施如此规模、如此艰巨的伟

大工程。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一项社区再造

和重建工程，更是一项人口分布、资源环

境、经济社会重新调整与完善的系统工

程。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中，农民与土地

生来便紧紧捆绑在一起。农民离开赖以

生存的土地，生活得怎么样？这是萦绕

在许多人心头的问号。贫困群众搬迁不

是一蹴而就的简单工作，搬迁群众融入

新社区、适应新环境、开始新生活仍然面

临诸多挑战。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对此，

习主席多次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强化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推

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对于易地搬迁贫困群众来说，最关

心的也许是来到新家后的收入从哪里

来。设置公益性岗位，鼓励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鼓励青壮

年外出务工；安置点周边打造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开设扶贫车间，为村民提供就

近务工渠道……“挪穷窝”与“换穷业”同

步，方能真正既安居又乐业。

安 居 与 乐 业
■佟欣雨

“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
的硬仗。”

2017年 6月 23日，习主席在山西太
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务必深
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采取
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
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

如今，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的
关键阶段。回顾奋斗历程，我们看到
深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
展；展望未来，攻克最后的堡垒、对接
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贫困地区致富的
道路充满希望。

上下同欲者胜

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石头缝里不出苗，熬干汗水吃不
饱。”今年初，一名来到广西大石山区参
加脱贫帮扶的工作人员在扶贫日记中
这样描述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

打开中国地形图，目光所及之处，
西北、西南一带最险峻和高寒的地方多
是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包括“三区三州”
等连片特困地区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
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 20%的
贫困村。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
础弱、贫困程度深，当地村民祖祖辈辈
在贫困线上挣扎。

如何啃下这块脱贫攻坚的硬骨
头？也许从一张照片中可以寻找答
案。今年 4月，习主席在陕西考察时，
一张“五级书记同框”的照片在社交媒
体刷屏。从党的总书记到村党支部书
记，同时出现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共抓
扶贫工作。从这张照片中，可以读出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密码：上下同
欲者胜。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
共同努力。”面对这场硬仗，从党中央到
最基层，层层压实责任，努力兑现对人
民的承诺。

在四川大凉山腹地，习主席沿着
崎岖山路，走进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
村贫困户家中，问冷暖、听心声；在湘
西十八洞村，习主席同村干部和村民
代表围坐在一起，同大家一起商量脱
贫致富奔小康之策；在给云南省贡山
县独龙江乡群众的回信中，习主席勉
励大家要“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守护
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
明天”……

上下同欲，则无往而不胜。在横
跨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脱贫主战场
上，“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立下军令
状、责任书；未摘帽的 52 个县和 1113
个村全面实施挂牌督战；数十万名驻
村第一书记和帮扶干部不拔穷根绝不
撤退；贫困群众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一鼓作气、努力奋斗……当前，进入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面对

最难啃的硬骨头，唯有继续坚定“上下
同欲者胜”的信念，做到上下一条心、
拧成一股绳，才能攻克最后的贫困堡
垒。

众人拾柴火焰高

汇聚磅礴的攻坚合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
不能少。”今年 5月，广西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毛南族实现整族
脱贫。

从深度贫困到整族脱贫，多个“直
过民族”一步跨千年的背后，离不开全
社会的帮扶。

从 2010 年起，上海市将帮扶独龙
族列为沪滇合作的重要内容，独龙江乡
80%旅游文化特色村、21%安居房的建
设资金都来自上海。不仅如此，在乡政
府的一份扶贫清单上，密密麻麻地记录

着来自社会各方的援助：广东省珠海市
荷包村资助 50万元，援建村级卫生室；
某基金会资助 100多万元，用于修建九
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宿舍；深圳一家企业
捐赠体育器材、书本文具……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社会主义中
国，扶贫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
一个人的事。这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
要经验，也是“中国式扶贫”的鲜明特点
和突出优势。

如同最短的木板决定水桶的最大
容量，深度贫困地区和老弱病残贫困人
口是当前脱贫工作的最大短板。攻克
这些深度贫困堡垒，更加需要动员和凝
聚全社会的力量，将优势兵力集中起来
打歼灭战。

新增脱贫攻坚资金主要用于深
度贫困地区，新增脱贫攻坚项目主要
布局于深度贫困地区，新增脱贫攻坚
举措主要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
近年来，中央 28 个部门相继出台 40
多个支持“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的“硬核”文件，推动教育
扶贫、就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土地
政策支持和兜底保障等各项工作逐
项落实。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一直是不少
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拦路虎”。为啃
下这块硬骨头，人民子弟兵挺身而出，
冲锋在前。全军 74所军队医院对口支
援 113所贫困县的县级医院，助力贫困
村建设卫生室 1458 个，其中不少还接
通远程医疗系统，让贫困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放眼全
国，963 家三级医院与 834 个贫困县的
1180 家县级医院建立对口帮扶关系，
为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留下一支支“不
走的医疗队”。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倒计
时”甚至“读秒”的决战时刻，军号嘹
亮，冲锋声急。从深化东西部扶贫协
作到党政机关定点扶贫，从行业扶贫
到社会扶贫联动，各方力量协同，汇
集起总攻冲锋的强大火力，汇聚成脱
贫攻坚的磅礴合力，以排山倒海之势
打好最后的歼灭战，迎接脱贫攻坚的
胜利。

兵因敌而制胜

越是攻坚越要精准施策

5 月中旬，网红“悬崖村”的搬迁备
受关注。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支尔莫
乡阿土列尔村的 84户贫困户全部从山
上的土坯房，搬进县城的楼房，告别出
入攀爬近2500级“天梯”的历史。
“悬崖村”村民下山，是全国易地扶贫

搬迁的一个缩影。在全国很多深度贫困
地区，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贫困
程度深，脱贫攻坚难度极大。要改变这些
地区贫困群众的生活，就要将他们从“山
窝窝”“石头缝”中搬出来，从源头破解“一
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

开对了“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
子”。事实上，各个深度贫困地区情况
千差万别，自然禀赋、脱贫条件迥异，解
决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需要立足实
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的地
区如何实现脱贫致富？西藏在 44个深
度贫困县区安排生态补偿岗位 40多万
个，引导农牧民群众投身生态护林、防
沙治沙等“绿岗就业”和“绿色富民”工
程，既建好美丽家园又实现脱贫增收。

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禀赋做好产
业扶贫？青海省充分利用高原的冷凉
气候和天然牧草优势，发展牦牛和青稞
产业。全省成立近千家牧业股份合作
社，引导各村实施特色乡村旅游扶贫项
目，实现整体发展、全面增收。

深度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怎么
抓？2019年，甘肃省临夏州面向全国招
聘教师 2173 名，以缓解农村教师数量
少、学校办学水平低的难题，加强深度
贫困地区教育扶贫力量。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对基础设施薄弱的贫困村加强农村道
路等建设，对因病致贫返贫群众加大
医疗救助帮扶力度，对无法依靠产业
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推行保障
兜底……越是攻坚克难，越要精准施
策，下足绣花功夫。

尽锐出战，打赢“硬仗中的硬仗”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纪事

■本报记者 宫玉聪

毛南族曾因居住条件恶

劣，过去叫“毛难族”，意思是受

苦受难的民族。广西环江毛南

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

自治县。2020年5月，该县退

出贫困县序列。综合全国毛南

族脱贫情况，毛南族已实现整

族脱贫。

蜜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
镇陈双村新貌。

蜜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
南乡下南社区松朗屯，两名儿

童在健身器材上玩耍。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