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贵州来讲，适应新常态、贯彻新理
念、开创新局面，就是要把短板补齐补全，把
长板做强做优。”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在 3 月 7 日下

午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贵州代
表团团组开放日活动上表示，“这既是发展
的组合拳，也是工作的辩证法”。

陈敏尔代表认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既
有优势也有劣势，既有长板也有短板。从某
种程度上讲，补短板是贵州的主要任务。“中
央明确提出补短板，这对贵州是机遇”。

陈敏尔代表说，在补齐补全短板方面，
贵州将千方百计补齐脱贫攻坚、基础设施、
教育医疗事业三块“短板”。

第一块短板是贫困人口按期脱贫。截至
2015年底，贵州省尚有493万贫困人口。“脱
贫攻坚是贵州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是我们沉甸甸的一份责任。”据了解，贵
州将在“十三五”时期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
确保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第二块短板是教育医疗事业。据陈敏
尔代表介绍，贵州省今年计划压缩行政经费
6%用于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补助贫困

家庭学生，免除其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
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贵州农村的孩子
来说，一条起跑线是教育，另一条起跑线是
健康。如果不健康，就踩不到起跑线，所以
一定要把医疗卫生事业搞上去”。

第三块短板是基础设施。陈敏尔代表
说，当前贵州修路的路还很长，特别是要把
通道型交通变成网状型交通，解决“最后一
公里”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此外，包括
水电、通讯、环保设施等，如何通到乡通到
村，扩大覆盖面，都是贵州要补的短板。

“短板和长板是相对的。我们既要补短
板，也要从实际出发，做好长板。”陈敏尔代表
表示，市场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做什么，我们有
什么优势，就做什么。“贵州将从大数据、大旅
游、大生态三方面入手，做强做优长板”。

“大数据有广泛的需求，现在贵州大数
据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也有条件把这块长
板做活。”陈敏尔代表说，大数据可以创造出

很多产品和服务，“市场有需求，我们就创造
供给”。

据了解，贵州在发展大数据上，既有大数
据中心、端产品智能制造、大数据商业模式创
新、大数据交易和金融等“高大上”的项目，也
有农村电商、呼叫服务等“接地气”的项目。

在做大做强旅游上，陈敏尔代表说，贵
州有独特的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地方风
物，素有“公园省”的美誉，将打造旅游升
级版，实现旅游产业全业态、全过程发展。

“现在哪个行业能够增长 10%都值得点赞，
旅游业现在的增速是25%到30%。只要有内
在动力和外部条件，旅游业完全是可以实现
井喷式增长的”。

围绕做优生态长板，陈敏尔代表表示，
将用绿色发展理念来指导发展实践，推进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让绿色创造红利。

“通过厚植生态优势，让人民富起来，让贵州
美起来，这是我们的愿景。”

补 齐 短 板 做 优 长 板
——访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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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贫困户的自
我发展能力，是实现脱
贫不返贫的根本途径。”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赣
州 市 市 长 冷 新 生 接 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在推进精准扶贫过
程中，应立足当地资源
禀赋和产业基础，宜农
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
游、宜商则商，着力实施
产业扶贫，增强“造血”
功能，促进贫困群众持
续稳定增收。

冷新生代表介绍，
赣州市结合各地实际选
择最有基础、最有前景
的产业，因户制宜实施

“一人一亩油茶、一人
一亩脐橙、一户一亩蔬
菜、一户一亩茶叶、一户一个鸡棚、一户一
人进园务工”的“六个一”产业扶贫致富工
程，精准扶贫到户。与此同时，赣州市引导
和支持贫困户与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农业龙
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养
大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从中获取分
红收入、劳务收入和经营收入，最大限度吸
纳贫困户参与产业链脱贫。积极探索“电
商+”的扶贫新模式，帮助贫困群众通过直
接开办网店创业、参与相关产业链、分享电
商发展的溢出效应等途径实现增收脱贫。此
外，赣州采取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现
金直补、产业保险等多种方式，创新多种金
融产品，帮助贫困户发展产业解决融资难
问题。

“产业扶贫是长久之计。下一步，我们将
坚持把产业扶贫贯穿精准扶贫全过程，按照

‘选准一个产业、打造一个龙头、创新一套机
制、撬动一笔贷款、提供一套服务’的思路，积
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冷新生代表说。

江西赣州市市长冷新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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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进程中，科技扶贫既是事
半功倍的手段，也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
郭社荣认为，深化科技扶贫，有利于贫困群
众提高技能，拓宽视野，增强造血能力；有利
于从根本上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彻底改
变贫困农民的生产方式。

郭社荣代表分析说，目前，在贫困地
区，科技扶贫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对此，他建议，设立国家科技扶贫工作协
调领导小组，负责分门别类制定国家科技
扶贫年度工作计划，研究安排重点任务，
组织开展科技扶贫工作，提供科技服务，
审批科技扶贫重大项目；建立科技扶贫技
术保障机制，整合全国农业科技资源，按
照“一对一、点对点”的方式，每个负责
人分别包抓一个省份，负责指导各省科技
扶贫工作；设立国家科技扶贫专项资金，
用于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科技服务、
技术培训等方面工作。

陕西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郭社荣代表——

加大科技扶贫体系建设
本报记者 张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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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模本上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模
式式，，彻底改变贫困农民的生彻底改变贫困农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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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全国政协民革界举行联组会议。吴先宁委员（右二）提出要重视消除贫困，多

倾听贫困群众意见，增强脱贫的可持续性。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