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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
標、苦幹實幹，堅決打贏脫貧

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
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未
來1,000餘日，決戰進入倒計時。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帶領全國
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鐫刻
出中國反貧困鬥爭偉大決戰的時代畫
卷。

總書記訪呂梁 動員深度扶貧
山西呂梁，中國最貧瘠的土地之一。這

裡山大溝深，十年九旱，13個縣（區、
市）中還有10個尚未脫貧。今年6月21
日，習近平總書記風塵僕僕來到他們中
間。此時，中國反貧困鬥爭決戰鏖戰正
酣，脫貧攻堅進入重點解決深度貧困問題

的階段。
呂梁之行，習近平總書記完成了一個心

願——走遍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
區。在這裡，他發出堅強有力的動員
令——「攻克深度貧困堡壘，是打贏脫貧
攻堅戰必須完成的任務，全黨同志務必共
同努力。」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歷史的接力

棒傳遞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手
中。此時，中國反貧困鬥爭進入新的階
段。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貧困人口數佔
總人口的10%以下時，減貧就進入「最艱
難階段」。2012 年，中國這一比例為
10.2%。
4年多來，習近平總書記花精力最多的

是扶貧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貧困地區，牽
掛最多的是貧困群眾。4年多來，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到治
國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準扶貧方略，帶
領全國各族人民向着最後的貧困堡壘發起
總攻。

建大扶貧格局 快速精準實施
一張巨大的決戰圖，已迅速在中國大地

鋪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12.8萬
個貧困村，這是跨越中國中西部廣闊版圖
的主戰場；「五級書記抓扶貧」，層層立
下軍令狀、責任書，這是指揮高度統一的
大會戰；19.5萬名第一書記駐村，77.5萬
名幹部幫扶，這是不拔窮根絕不撤退的突
擊隊……中國共產黨執政體系上的各層
「鏈條」全面轉動。每年脫貧約1,000萬
人，意味着每月脫貧要達到近100萬人，
每分鐘脫貧約20人，這是一場進入讀秒

時間的決戰。
大扶貧格局的優勢，還體現在社會主義

制度下政策的快速精準實施。投錢——在
財政轉移支付基礎上，為中西部地區專設
了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今年資金規模
超過860億元人民幣；派人——全國向各
地貧困地區派駐了近80萬名幫扶幹部，
與困難群眾同甘苦、共奮進，攥着勁瞄準
脫貧目標；搬遷——自 2016 年至 2020
年，一次足以改寫歷史的大遷徙在中國大
地進行，約1,000萬貧困人口將通過易地
扶貧搬遷告別世代生活的貧瘠土地，走向
新的生活。
百年初心不改，百年前赴後繼。在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咬
定目標、勠力攻堅，我們一定能決戰決
勝，創造反貧困鬥爭的人間奇跡。

推開甘肅定西扶貧開發紀
念館的大門，有一種「不
屈」的精神撲面而來。定
西，年人均水資源量僅為全
國三成。不毛的土山、漫天
的黃土和山坡上踟躕的放羊
人，是人們最深的記憶。難
道這裡的土地只能生長貧
窮？定西人不信！乾旱缺
水，定西人就發明「水窖抗
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
挖了30多萬眼水窖；降雨
少，小麥不行，就摸索種土
豆，成了全國土豆三大主產
區之一；冰雹多，地上莊稼
常遭災，就種根莖類藥材，
發展成全國中藥材種植、加
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有一種信念叫「不甘」，

它鼓舞着人們卯足一股勁改
天換地。30多年前，定西頂
着脫貧的巨大問號；30多年
後，定西人把這個問號變成
了巨大的驚嘆號：貧困人口
由1982年的170萬人下降到
去年底的37萬人，貧困面從
78%下降到14%，農民人均
純收入從當初的105元（人
民幣，下同）提高到去年的
5,854元。

寧願苦戰 不願苦熬
90 年前，井岡山的鄉親

們手捧着分田地後收穫的
玉米，唱着《十送紅軍》
送親人；90年後，井岡山
全市4,000多貧困戶靠着自
強不息的精神摘掉了貧困

的帽子。「快頂不住時，
就躲在屋裡哭一場，哭完
後，繼續幹活。」回憶起
自己的脫貧路，井岡山荷
花鄉高隴村49歲的村民梁
清香感慨萬千。她身後，
竹林掩映中的三層小樓格
外引人注目。蓋起這房
子，她用了12年。
丈夫截癱，公婆多病，兒

女年幼，她從不叫一聲苦，
從下地種田上山種樹，到養
豬養牛，靠自己的雙手一點
點改變着貧困的現狀……每
一個貧困戶，都有一個自己
的戰場。「寧願苦戰，不願
苦熬」。這是一幅寫在籬笆
牆上的標語，字跡歪歪斜
斜，卻振奮人心。
「為栽花椒樹，去年我在

山坡上砍荒，到處是荊棘，
雙手流了很多血。但是，要
想脫貧就不能當懶人。種花
椒樹跟紅軍打仗一樣，剩我
一個人也要打贏。所以我在
牆壁上寫了這八個字。」四
川省通江縣柳林村貧困戶李
國芝說。
柳林村，位於秦巴山區深
處的一座山頂上，山下是通
江縣兩河口鄉。1932年，紅
四方面軍挺進四川佔領兩河
口，邁出了創建川陝革命根
據地的第一步。「寧願苦
戰，不願苦熬」。這是當年
革命精神的繼承，是今天反
貧困戰場上人民群眾的堅
守。

今年6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5次會議上，中國代表莊

嚴登上發言席，代表全球140多個國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貧困發表聯合聲明。這

是全球與貧困鬥爭的歷史上，中國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前署長海倫·克拉克說：「中國最

貧困人口的脫貧規模舉世矚目，速度之快絕無僅有！」這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讓7億多人脫

貧，並將在未來3年讓4,000多萬群眾走出絕對貧困的偉大決戰。 ■新華社

聯合國官員讚速度之快絕無僅有

入夜，秦巴山區深處的甘肅宕昌縣。微
弱的煤油燈下，一個男人攥着木炭，在坑
坑洼洼的泥牆上一筆筆畫着：車頭、車
輪、車廂……粗糙的牆面上，浮現出一列
火車的輪廓。「聽說火車一響，黃金萬
両，不知道咱這窮山溝裏，啥時候能見到
真的火車？」他說。大山深處畫火車——
這是20多年前一個閉塞的貧困山區農民對
山外世界最深切的渴盼。
要致富，先修路。從蘭州到重慶修一條
連接西北、西南的鐵路大通道，秦巴山區
正是關鍵節點。然而，讓牆上的火車變成
現實，談何容易。這裡的地質屬於隧道施
工領域的世界難題。以最艱鉅的胡麻嶺段
為例，地層含水量最高達28%，堪比「水
豆腐」，不時湧水、湧砂，嚴重時甚至如

泥石流般掩埋隧道。

10萬大軍共築蘭渝線
然而，在中國，扶貧從來不是一個地方、

一個單位、一個人的事。「扶貧開發是全黨
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要動員和凝聚全社會力
量廣泛參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大扶貧格局完整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

優越性，扶貧道路上，再難的障礙也能跨
越。於是，千里蘭渝線，集結了10萬築路
大軍——全國最優秀的專業技術人才、最富
經驗的作業隊伍、最先進的機械設備。面對
前所未有的高風險地質狀況，堅韌頑強的建
設者們擠牙膏般一點點向前推進。
今年6月19日，胡麻嶺隧道終於貫通

了！蘭渝鐵路在歷經近9年的艱苦奮戰

後，一舉掃除了全線開通的最後障礙。這
條鐵路終於在中華民族反貧困決戰中貫
通，給沿線數百萬貧困人口送上最珍貴的
禮物。

扶貧開發係全黨全社會共同責任

30多年前，在安徽小崗
村的一間舊屋內，35歲的
嚴金昌和另外17戶村民以

「托孤」的方式在白紙條上按出一片紅手
印，把村裡土地包產到了戶。第二年，嚴金
昌等村民家的院子裡第一次堆滿了糧食。
30多年後，嚴金昌又一次按下紅手印，將
家中的10畝土地流轉出去。第二年，他家
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萬元人民幣。
兩次紅手印，兩次巨變，印證了同一個

歷史邏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與貧困鬥，唯改革者贏，唯改革者進。

這是一場仍從土地入手的歷史性變革——

土地流轉、林權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
度改革……它們帶來了中國農村生產力的又
一次大解放。上世紀80年代，山林一直屬於
集體所有。回憶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縣
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觸頗深：「全村164
戶村民守着2.6萬畝林地，卻過着窮日
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領到了全國

第一本新式林權證。轉過年來的初夏，時
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到武平調研，作出
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
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的指示，林
權改革在福建全面推開。2008年，這項改

革在全國全面鋪開。所有權明晰，激發了
群眾的積極性，讓山定權，樹定根，人定
心，林農走上了致富路。

這是一場涉及幹部責任的制度性變
革——改革貧困縣考核機制，扶貧開發成
為考核的主要內容，提高貧困人口生活水
準、減少貧困人口數量、改善貧困地區生
產生活條件成為考核的主要指標。
這是一場以市場為導向的根本性變

革——井岡山人便走在這條路上，井岡山
18個鄉鎮都有電商扶貧站點，「前店後
村」的電商產業模式帶動2,446名貧困群眾
增收致富。 ■新華社

唯改革者贏唯改革者贏 唯改革者進唯改革者進

■蘭渝鐵路甘肅隴南境內的漢王特大橋
（右）。 網上圖片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甘肅定西已挖甘肅定西已挖3030多萬眼水窖多萬眼水窖。。圖為圖為
當地村民楊應弼一家在水窖中取水當地村民楊應弼一家在水窖中取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44年多來年多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突
出位置出位置。。圖為今年圖為今年66月月，，習近平看望山西貧困群眾習近平看望山西貧困群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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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武平縣萬安鎮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在福建省武平縣萬安鎮捷文村村民李桂林在
展示林權改革後領到的林權證展示林權改革後領到的林權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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