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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2013年 11月 3日，习主席在湖南省
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
扶贫”理念，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要求
当地闯出“不栽盆景，不搭风景”“可复
制、可推广”的脱贫之路。

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
战之一。当前，脱贫攻坚到了攻克最后
堡垒的阶段，面对的多是贫中之贫、困中
之困。务实求“精”，方能高效释放扶贫
制度红利，推动脱贫致富奔小康进程不
断提速。

时代考题

走上精准扶贫新路子

“足盏摇过的山峦，山峦一片春色。
银饰拂过的层林，层林一片锦绣。情歌
飘过的水波，水波一片清明。”这是湘西
籍作家彭学明在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
阳天》中对十八洞村的描绘。

初夏，站在自家的苗寨特色小楼前，
经营农家乐的十八洞村村民杨秀富夫妇
笑着送走一拨拨游客。“过去收入没着
落，如今开了农家乐、入股了猕猴桃产
业，闲暇时还能织苗绣……”摘掉“穷帽
子”的杨秀富掰着手指头，细数现在的幸
福生活。

在过去贫困的日子里，十八洞村传
唱更多的是生活的艰辛和无奈：“苗家住
在高山坡，坡上芭茅石头多。不通公路
水和电，手捧金碗莫奈何。”

十八洞村的变化，映射出中国农村
从贫困走向小康的沧桑巨变。

数据显示，以现行标准衡量，1978
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
农村贫困人口共计 7.7亿。改革开放以
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廓清思想迷雾，
消除绝对贫困的实践驶入快车道。1986
年，我国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
项资金，确定了开发式的扶贫方针；1994
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正式启动，
提出力争用 7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 8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1年和
2011年，我国先后实施两个为期 10年的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进一步加强扶
贫力度。

2011年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呈现
出新特征、新变化。由于贫困地区交通
闭塞、生活条件更为艰苦，脱贫难度更
大，传统的扶贫模式已经无法啃掉剩余
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扶贫工作必须跳
出过去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大水
漫灌”的扶贫模式，转向对症下药、靶向
治疗的精准施策。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

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
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
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2013 年
11月 3日，习主席在十八洞村的重要指
示精神，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新一
轮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旨在根据致贫
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因人因户因

村施策，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金钥匙

“大水漫灌”变“滴

灌输送”

在黑龙江省兰西县兰西镇林盛村，
驻村第一书记赵谦还记得，自己头一回
到贫困户家走访时，发现村里不少条件
不错的家庭竟然挂着贫困户牌子。随
后，扶贫工作队对全村 869户 3340人进
行拉网式入户调查，按照相应政策规定
重新认定贫困户。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村里之前的贫困户竟有51%被清退。

名单公示出来，就有村民找上门质
问：“凭什么说我不是贫困户！”赵谦把重
新认定的程序一讲，把评上的、清退的贫
困户收入一比，村民心服口服。

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识贫。扶贫
不能“手榴弹炸跳蚤”，不能搞“大水漫
灌”，对贫困人口要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精准管理。自此，一项史无前例的贫困
人口建档立卡工作在全国展开。2014
年，扶贫系统在全国范围开展贫困识别，
建档立卡使我国贫困数据第一次实现了
到村到户到人。

一份档案一份情，一个农户一对
策。建档立卡不仅是简单地登记名字，
还要分析什么原因致贫，再逐户制定帮
扶措施，有针对性地予以扶持。有了这
本“账”，扶贫开发进入“滴灌式”精准扶
贫新阶段。

近年来，在精准识别贫困家庭、从多
个维度对致贫原因和贫困表现进行分析
的基础上，各省区依据具体情况实施发
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

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
会保障兜底一批“五个一批”工程，做到
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
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

摆脱贫困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安徽省金寨县大湾村，扶贫工作
队一山一水勘实地、挨家挨户访实情，
引导年轻人搞乡村旅游、中老年人养牛
羊、村集体成立茶厂，革命老区旧貌换
新颜；陕西省汉阴县健康村，900多户村
民走出世代居住的秦巴山区腹地，搬到
了离县城不远的搬迁安置小区，昔日
“云中村”如今迎来蝶变和新生；云南省
贡山县独龙江乡，扶贫干部依山就势，
带领群众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成立草果
种植培训基地，助推独龙族整族脱贫，
一跃跨千年……

下篇文章

对接乡村振兴新考卷

在河南省新县周河乡西河村，一片
已经荒废了几十年的农田重新生长出当
地特色植物阳荷姜。再过一段时间，打
着“大别山阳荷姜”标签的农产品，将被
摆上旅游商铺的柜台。

数年前，这个有着 800 年历史的古
村落还是一片凋敝景象，原有数百人的
村庄仅剩下 39 名老人，在贫穷中挨日
子。如今，“空心村”变成“网红村”，青砖
黛瓦的古民居吸引诸多游客前来参观游
玩，阳荷姜、油茶等大别山特色农产品也
销往全国各地，越来越多沉睡的资源被
重新唤醒。

扶上马，送一程。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要接续推进、有效衔接，实
现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
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
兼治的体制机制。总的来说，就是要有
利于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
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利于实施精准帮扶，
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今年受疫情影响，是否会造成新
的返贫或者致贫？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刘永富表示，监测发现，存在少量返
贫，这些返贫不完全是因为疫情，有的
是因为其他灾害和因病致贫。3 月 20
日，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建
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
见》，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
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
的帮扶措施。

为做好精准脱贫的“下半篇文章”，
河北建立健全脱贫防贫长效机制，设立
防贫中心，抽调教育、民政、医保等部门
精干人员负责预警、协查、救助工作，并
配备预警员，建立完善乡村预警、部门
联动、个人参与相结合的三级预警机
制；河南洛阳上线智慧扶贫信息系统，
实现政策落实、问题整改、返贫监测云
调度，适时自动生成村级政策落实一览
表、各类人员花名册、重要指标监控等
数据；江西遂川建立“遇困即扶”机制，
启动应急救助和专项帮扶，不等遇困群
众致贫返贫再补救，对因遭遇突发情况
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可按应急程
序认定……
“雨露阳光，润我家乡，饮水思源，

自立自强。”这是十八洞村新修订村规
民约的开篇语。如今，成千上万个“十
八洞村”正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
指导下，朝着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阔步
前进。

精准扶贫：减贫事业的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单慧粉

近年来，河北省井陉县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传统古村落区位优势，建设美丽乡村旅游度假

区，探索旅游文化的市场化运作，使古村落文化游成为农民致富增收、乡村美化的有效手段。图为6月上

旬，游客在井陉县“剧境小镇”吕家村游玩。 张晓峰摄

陕西省镇巴县黎坝镇王家坪村贫

困户罗文斌有一本自己的增收账：“小

额无息贷款5万元成立农牧养殖专业

合作社，养牛23头。2018年出栏6头，

增收3.5万元。2019年出栏9头，增收4

万余元。此外，年底还有中药材入股分

红……”

黎坝镇驻村扶贫干部康述钧有一

本扶贫手册：“贫困户王芳有因病返贫

的风险，需要筹措医疗费用；贫困户杨

太忠因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需要协

调社区为其提供就业岗位；贫困户腾文

忠易地搬迁后，需要解决后续家庭增收

问题……”

贫困户和驻村干部的小账本，连着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大情怀，折射出

精准扶贫的大方略。有了这本“账”，扶

贫开发进入了“滴灌式”精准扶贫新阶

段。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扶贫

工作也面临着一城一地，甚至一村一户

存在贫困情况千差万别的复杂现实。

因此，找准症结把准脉、因人因户因村

施策尤为重要，这是转变传统扶贫方

式、开展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只

有拿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精准办法，

下足绣花功夫，才能吹糠见米、水到渠

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走遍了全

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入偏远

山区的偏远村落，走进大山深处的贫困

户家里，帮贫困户一笔一笔算好收支

账，从贫困户的小账本上指出了增收门

路。从7年前，习主席首次提出“精准

扶贫”重要论述，到如今，光伏发电、网

络直播带货等助力精准脱贫，幸福生活

的注解，不仅有一组组增收数字，更有

一张张笑脸。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扶贫的路

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

贫困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

民族都不能少。”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方略中，“人民”是一个念兹在兹的主

题。精准扶贫是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

众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的一个突出

体现。

今年全国两会，习主席讲道：“我们

这一代人有这个情结，一定要让我们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特别是要扶农民一

把。”这份炽热的为民情怀，彰显着人

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诠释着共产党人的

初心使命。相信凭借着全国上下志在

必得的信心、久久为功的韧劲、舍我其

谁的担当，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战、共

圆全面小康梦。

小 账 本 与 大 情 怀
■单慧粉

2018年起，青海省共和县通过设立扶贫车间，带动当地农民就近就

业。目前，共和县拥有8家扶贫车间，从业人员超过400人。图为6月23

日，在传统木雕加工产业扶贫车间，工人完么当周在制作根雕。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