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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2000 米至 4850

米的昆仑山上，在常年积雪
的帕米尔高原，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三师的克力木·依
莫拉洪就驻守在这里的边境
牧场。14 岁成为小牧羊战
士，后来转业为牧羊工，再到
如今光荣退休，他在这里一
守就是 43年。

山里人迹罕至。每天早
晨天刚亮，克力木·依莫拉洪
就赶着 200 多只羊徒步进
山，往返有 20 多公里。饿了
就咬几口干冷的馕饼，渴了
就顺手抓一把雪往嘴里一
塞。岁月如梭，克力木的头
发染上了白霜。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
苦也不能苦孩子。”这是克力
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克
力木出生在贫困家庭，没有
机会接受良好教育，因此他
总是尽己所能让更多的孩子
上学，多学科学文化知识，将
来好为家乡作贡献。

1994 年 1 月，克力木将
羊鞭交给了女儿，光荣退休，
但并没有闲下来。他拿出多
年 来 积 攒 下 的 钱 ，在 海 拔
3700 米的吐尔尕特口岸经
营饭馆、商店、招待所。短短
几年，凭着他的诚信、勤奋和
精明，靠改革开放的富民政
策，他成为雪域高原上先富
起来的人。

生活富裕了，意味着可
以多资助几个孩子，多盖几
间教室，多帮助几户人家。
于是，克力木拿出了更多积蓄用于教育事业，扶贫帮困。
1994 年，由于托云牧场学校学生入学率不断提高，教室
不够用了。得知情况后，克力木毫不犹豫地拿出 5000
元给学校，支持牧场扩建校舍。1995 年 1 月，托云牧场
学校准备盖一座实验室，他拿出 5000 元捐给学校；当年
6 月，又捐款 1000 元给学校用于购买教学设备。每年的

“六一”儿童节，克力木都要为 20 名贫困学生送去 4000
元现金，还有新衣服和鞋子。

受到克力木资助的汉族青年曹乃福是河南信阳人。
曾经，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只能靠拾荒为生。得
知这件事，克力木叫自己的儿子给他买了一吨煤，并给
他留下 2000 元钱支持他重新开始。之后的日子，曹乃
福在克力木那里学到许多经商的经验，重振信心开始创
业。如今，曹乃福在口岸新建了 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和
废品储藏库，成为了一个小企业主。“没有克力木大叔
的帮助，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我们家要世代铭记克力
木大叔的恩情，并向他学习，把他的精神一代代传下
去。”曹乃福说。

克力木大叔的爱就像一缕暖阳，让雪域高原上的人
家格外温暖。对他来说，扶贫帮困的义举已是生活的一
部分，他要将这缕温暖送给更多的人。

高原上的一缕暖阳—
—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退休职工克力木

·依莫拉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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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六盘山区的宁夏西吉县极端缺
水，人均水资源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的
1.22%。在公路边修车，有时麻雀会飞
来，抢喝盆里的柴油。由于极端干旱，西
吉县自古民生艰难，也因此被确定为六盘
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国家重点扶
贫开发县。像六盘山区这样的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全国共有 14 个，片区内贫
困县达 680个。

统计显示，1978 年至 2010 年，按照
国际扶贫标准，我国共减少了 6.6 亿贫困
人口，成就举世瞩目。如今，比较容易帮
扶的贫困人口都已脱贫，剩下的都是类似
于宁夏西吉这样的“硬骨头”。

扶贫攻坚任务重

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我
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 8249 万人，
但按世行的标准核算有2亿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成就世
界公认，然而，受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
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状况依然十分严
峻。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的话说
就是，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要啃“硬骨
头”。

这块“硬骨头”有多大呢？
2011 年，中央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
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 2009 年提高了
92%。经过此次大幅上调，我国贫困人口
总 量 增 至 1.28 亿 人 ，占 农 村 总 人 口
13.4%，占全国总人口近 10%。按照新的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2300 元的扶贫标准，
到 2013 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
8249 万人；按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农村贫
困人口大约还有 2 亿多。而且最难的是
他们大都分布在自然、生态条件恶劣的地
区。

2012 年 6 月，国务院扶贫办根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精神，以 2007 年至 2009 年 3 年
的人均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县域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
等与贫困程度高度相关的指标为基本依
据，考虑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加大扶持力度的要求，在全国共划
分了 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上
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地区，共 14
个片区 680个县。

这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生产生活条
件差，自然灾害多，生态脆弱，基础设施落
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
的六成，一些地方还面临着吃水难、行路
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贷款难等诸
多问题。这些地方的扶贫工作，是最难啃
的“硬骨头”。

刘永富说，现在距 2020 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仅有不到 7 年时
间。扶贫攻坚任务极其艰巨，需要全党动
手、全国动员、全社会参与，打一场扶贫攻
坚战。

社会扶贫再拓展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
扶贫，正是多年来我国扶贫开发
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我国扶贫啃“硬骨头”，有赖社会扶贫
开拓新领域。

我国社会扶贫主要分定点扶贫、东西
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 3 个方
面。定点扶贫是指党政机关等单位定点
帮扶一个贫困县；东西扶贫协作是东部经
济较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经济欠发达
地区；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是将各地驻军
列为当地同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就地就近，因地制宜地参与扶贫开发。

统计显示，仅 2013 年，中央和国家机
关等单位就向定点扶贫地区选派挂职扶

贫干部 451 名，直接投入帮扶资金 20.82
亿元，帮助引进各类资金 53.85 亿元，培
训各类人员 11.6 万人次，组织劳务输出 7
万人次，资助贫困学生 6.45 万人次。其
中，东部各省市共向西部贫困地区提供财
政援助资金 12 亿元，引导企业协议合作
投资 5608 亿元，培训各类人员 3.6 万人
次，帮助输出劳务人员 21.2 万人次。军
队和武警部队共定点帮扶 63 个贫困县、
547个贫困乡、2856个贫困村。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说，新的
历史时期，社会扶贫在继续发挥定点扶
贫、东西扶贫协作、军队和武警部队扶贫
的引领作用的同时，要在倡导民营企业扶
贫、引导社会组织扶贫、动员公民个人扶
贫 3个方面取得突破。

据统计，目前每年全国投身公益的志
愿者高达 2900 多万名。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一项研究显示，各类社会组织中，
扶贫社会组织占 18.8%。其中，在农村开
展活动的社会组织中，从事扶贫工作的占
到 53%。相当部分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了
多种形式的扶贫济困活动。

郑文凯说，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已经
具备了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扶贫
开发的基本条件。

改革创新打硬仗

目前正在加紧推动贫困县
的考核机制的改革及约束机制、
退出机制的建立

“硬骨头”最难啃，需要集中力量。要
集中力量，就得实行精准扶贫，建立贫困县
退出机制。扶贫机制改革由此提上日程。

刘永富说，长期以来，扶贫开发存在
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
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
现在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是根据农村住户
抽样调查推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对于研

究贫困人口的规模、分析判断贫困的发展
趋势，是比较科学的，但落实到具体扶贫
工作上，还需要弄清“谁是贫困人口”、“致
贫原因何在”、“如何针对这些致贫原因进
行帮扶”、“帮扶的效果如何”。建立精准
扶贫机制，就是为了坚决解决这些问题。
精准扶贫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
管理。目前，全国已完成识别贫困人口约
9200 万，已完成贫困村识别约 12 万个。
预计到 10 月底，识别工作可望全部完成，
数据录入也将全部完成并试运行。全国
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完成后，以往扶贫
工作存在的“漫灌”弊端可望切实解决。

要精准扶贫，改“漫灌”为“滴灌”，就
要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

“现实中存在一种现象：个别国家级
贫困县在脱贫之后不愿意摘帽，或者戴着
贫困县的‘帽子’炫富。一些地方用贫困
县的名义争取了国家的支持以后，没有把
工作重点放在扶贫上，而是放在城市建设
上。”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
霞说，目前，改革贫困县的考核机制、建设
扶贫县的约束机制、建立贫困县的退出机
制，这 3项工作正加紧进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取消生态
脆弱地区贫困县 GDP 考核，降低其他贫
困县 GDP 在考核中的比重。国务院扶贫
办正研究对贫困县的行为作出约束，规
定贫困县必须有所作为的事项。比如，
贫困县的财政投入，要安排相应的比例、
更大的比例用于民生和扶贫；贫困县必
须按照国家的要求，科学地建档立卡，派
驻驻村工作队，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工
作队、每个贫困人口都有帮扶责任人。同
时，规定贫困县禁止作为的事项，像建设
宽马路、大广场以及脱离实际的形象工
程，都在禁止之列。

“目前，类似的约束机制已征求各省
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很快就要下发
文件。”苏国霞表示，退出机制实际上是导
向问题。达到什么样的发展程度，就必须
退出贫困县的行列，相应的指标体系，国
务院扶贫办正加紧研究。考核机制、约束
机制和退出机制，将让贫困县的政策更多
地有利于贫困地区的发展，更多地帮助贫
困人口受益。

刘永富说，国务院从今年起，将每年
10 月 17 日设立为“扶贫日”，就是为了广
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事业，共同啃下
扶贫开发这块“硬骨头”。

决战，啃下扶贫开发“硬骨头”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杜 芳

贫困人口减半，是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在世界各国中，很难想

象，人口多、负担重、底子薄的中国，竟率先完成了这一宏愿！

减贫 6.6 亿人，超过世界人口大国美、俄、日、德 4 国人口的总和，这是 1978

年以来，我国累计减少的贫困人口数。而今，比较容易帮扶的贫困人口都已脱

贫，剩下的“硬骨头”该怎么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