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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2月12日在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
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
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清醒认识把握打赢脱
贫攻坚战面临任务的艰巨性，清醒认识
把握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这些
问题的紧迫性，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
提高脱贫质量，聚焦深贫地区，扎扎实实
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
进展

“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
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鼓舞人心，让扶贫干
部工作更有干劲儿，贫困群众感到生活
更有奔头。

除夕，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湖南湘
西十八洞村，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石登高还在村内走访贫困户。“昨
天收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发给村民龙先兰的‘金兰十八洞’商标注
册申请受理通知书，我正要给他送去。”
石登高说，十八洞村如今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人均年纯收入由 2013 年仅
1668元提高至2017年的10180元。

龙先兰是孤儿，2014年起，在扶贫工
作队的帮助下养蜜蜂，如今成了远近闻名
的养蜂能手，每年能出产生态蜂蜜 500
斤。“有了自己的品牌，将来要让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品质变品牌。”他说。

临近年夜饭，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
李家山镇峡口村村民山成荣家里特别热
闹，他说：“今年亲戚来得多，也是为了庆
祝孩子大学毕业，要不是扶贫政策好，我

们供不出这个大学生。”他曾是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2016 年在村里帮扶下发展养
殖，“现在我一年收入有 4 万多元，日子
越过越好了。”目前李家山镇 10 个贫困
村，已经脱贫的有6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
史上的最好成绩，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
少 6853 万人，年均减少贫困人口 1300
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 2012年的 10.2％
下降至3.1％。

“这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大窝镇党委
书记涂冬将扶贫经验归结为四点：一是
党委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让一个贫
困群众掉队；二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三是社会各界支持形成脱
贫攻坚合力；四是从严治党贯穿脱贫攻
坚全程，干部有紧迫感、使命感。

山西省永和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奇奇里村一度被认为是“永和最
穷的村”。2015 年，26 岁的郭若桥驻村
任第一书记，产业扶贫、旅游扶贫……能
想的办法都用上了，2017 年奇奇里村整
村脱贫。“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在
人的观念、能力、干劲。”郭若桥总结道。

啃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这块硬骨头

“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挑战依然巨
大，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依然不少。今
后 3年要实现脱贫 3000 多万人，压力不
小，难度不小，而且越往后遇到的越是难
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当
前脱贫攻坚形势，让扶贫干部对于使命
和责任的认识更为深刻。

“行百里者半九十。必须再接再厉，
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做好应对和战胜各
种困难挑战的准备。”习近平总书记这一
要求，点中了扶贫工作的要害，引发一线
扶贫干部共鸣。

“基层扶贫三年，最大的感受是增强
了信心，温暖了人心。”湖南省凤凰县山
江镇雄龙村驻村干部周毅说，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脱贫攻坚更有决心。

黑龙江省龙江县是大兴安岭南麓山
区集中连片特困县，龙江县哈拉海乡西里
村党总支书记胡连明说，脱贫已到了攻坚
冲刺阶段，村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都有
了扶贫项目，能够稳定脱贫，没有劳动能
力患大病的贫困户是脱贫攻坚的难点。

建档立卡数据显示，目前贫困人口
超过300万的还有5个省区，贫困发生率
超过 18％的贫困县有 229 个，超过 20％
的贫困村有2.98万个。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工作，他走遍全国 14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

一些深度贫困地区长期与外界脱
节，社会发展滞后，文明程度低，群众安
于现状，内生动力明显不足。“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云南省寻甸县
驻村扶贫工作队总队长杨蜀军说。

经过多年努力，寻甸县贫困发生率
从 2014年的 26.93％下降到 0.35％。“这
证明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是
完全正确的，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非常
振奋，对于啃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这块

‘硬骨头’，有了底气和信心。”杨蜀军说。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贫困户

干劲十足。“扶贫政策这么好，我不能拖
后腿，我有劳动能力，就要靠自己的双手
脱贫。”黑龙江省龙江县哈拉海乡西里村
贫困户龙双山说。

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
首位

“全面打好脱贫攻坚战，要按照党中
央统一部署，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对于打好今后 3 年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基层一线

扶贫干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新疆喀什
地区疏附县布拉克苏乡乌润巴斯提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万江勇说。

“从目前进展看，总体上完成任务问
题不大。现在，就是要由‘打赢’向‘打
好’转变。‘打好’体现在从关注脱贫速度
转向提升脱贫质量。”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刘永富说。

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
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
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心的脱贫大事。

“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穿，保障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扶贫局局长
朱勋波认为，“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
准已经很精准了，作为执行层要想办法
把中央的标准细化到贫困户的生活、生
产的每一个环节。

除夕，江西省瑞金市的拔英乡，家家
户户都忙着贴春联、挂年画，这个瑞金市
最偏远的乡镇，基础设施的改善让当地
贫困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不仅要在‘面子’上提升贫困村的
面貌，我们还要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
动力，从‘里子’上增强脱贫的干劲和信
心。”瑞金市委书记许锐说，实现扶贫对
象“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后，瑞金市还
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加强对贫
困户的职业技能培训，并通过实行产业
扶贫奖补机制，进一步调动贫困群众参
与脱贫攻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着力
营造出一种“我脱贫，我光荣”的社会氛
围，增强贫困户依靠产业脱贫的自我

“造血功能”。
文/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周 楠 张

玉洁 范 帆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一句句暖人心扉的节日祝福，一笔
笔满载关爱的帮扶资金，一次次饱含深
情的交谈询问……连日来，中宣部、中央
文明办组织开展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
活动，慰问组分赴 26个省（区、市），登门
看望慰问全国道德模范，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及社会各界的关心送到他们身边。

2月8日，正值农历小年。慰问组一
行的到来，让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刘玉
杰感动不已。

刘玉杰是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街道
双泉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她身残志
坚，高位截瘫康复后致力服务周边群
众。慰问组详细询问了刘玉杰的生活和
身体状况，嘱咐她保重好身体，更好地发
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引领示范作用。刘玉
杰动情地说：“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和幸
福，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尽己所能帮助别
人，并且要做好传帮带，让更多人参与到
志愿服务中来，让社区处处充满爱。”

礼敬有德者，好人有好报。道德模范
以平凡无私的举动，创造了不平凡的感人
事迹，传递着善行的力量。他们助人为
乐，不求回报；他们见义勇为，不怕牺牲；
他们敬业奉献，拼搏进取；他们孝老爱亲，

默默无闻；他们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尊重礼遇道德模范，不仅在全社会

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也
让道德模范备受感动鼓舞。

“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给
了我这么多关怀，我很感谢。”在甘肃省
陇南市两当县金洞乡太阳村，第三届全
国道德模范王冬梅对慰问组一行说。面
对家庭的负担和生活的不幸，王冬梅悉
心照料瘫痪卧床的婆婆和养父，用大山
般厚实的情怀诠释着人间真爱。这位质
朴的农村妇女说，有党和政府的关爱，日
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在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南阳堡镇后
南堡村，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刘贵芳告诉
慰问组，今后要把敬老养老事业办得更
好，让更多的农村老人感受到党和政府以
及社会的关爱。从医 30多年，刘贵芳把
病人当亲人，把村里的孤寡老人、留守老
人当父母一般贴心照料。她努力探索医
养结合模式，克服困难开办了爱心敬老
院，有一百多名老人在这里安度晚年。

在上海，火海中见义勇为疏散邻居、
自己大面积烧伤的“英雄邻居”、第六届全
国道德模范王海滨正在康复治疗中。慰

问组一行详细询问了王海滨当前的生活
和身体状况，祝他早日康复。王海滨说：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践行，未来要
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印证获得的荣誉。”

不让模范受贫寒，不让好人养家
难。四川、云南、甘肃、宁夏、新疆、湖北
……慰问组走进一位位道德模范家中，
为他们送去春天般的温暖，送去诚挚的
敬意，送去实实在在的帮助。

“春节快到了，我们给您家拜个早
年，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好。罗
长姐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我们都要向
她学习。”在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
治县湾潭镇九门村，慰问组成员握着罗
长姐老人的手说。数十年来悉心照顾参
军时不幸患上乙型脑膜炎而导致精神失
常的儿子，罗长姐以超凡意志和深沉母
爱谱写了感人至深的爱亲赞歌，被评为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你爸爸是英雄，我们都很崇敬他，
人民也不会忘记他。”在第二届全国道德
模范谭东的家中，慰问组详细了解了谭
东妻子和女儿的工作生活情况，嘱咐随
行的相关部门要切实关注和解决她们面
临的困难。谭东生前是四川省成都市大

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预防处理中队
西岭执勤组组长，2009 年 1 月牺牲在工
作岗位上。如今，谭东的女儿继承父亲
未完成的事业，成为一名警察。

冒着严寒，慰问组看望慰问了黑龙江
省黑河市嫩江县的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李
忠华。对于自己20多年来勇救30余名落
水者的经历，李忠华话语简单，却道出了深
刻的道理：“有人有危险，咱就搭把手，能帮
的就帮一把，我有困难大家也帮我。身边
人都做好人好事，社会就更好了。”

善行天下，德者有得。2007 年以
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 6部门联合开
展了六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共评选出 333 名全国道德模范。中宣
部、中央文明办先后出资 1700 多万元，
帮扶全国道德模范191人次。

按照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要求，各地
也对本地区的各类道德模范开展走访慰
问，采取有效举措，解决实际困难，通过
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志愿服务等方式，
落实关爱帮扶措施，引导人们关心关爱、
崇尚学习道德模范。

文/新华社记者 黄小希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礼敬有德者 好人有好报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活动综述

四川姑娘冷玲捧着手机，
一遍又一遍看着屏幕，不敢相
信：“习总书记收到我们从大凉
山工地寄出的信了！他还问候
我们90后青年，这是我们春节
收到的最大喜讯！”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看望
四川凉山地区群众后，主持召
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
会。在谈到全社会扶贫合力
时，习近平提到了前不久的一
封来信，让他感受到青年一代
对祖国和人民的担当和忠诚，
读了很欣慰。他向这些青年和
所有奋战在贫困地区重大工程
建设一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
祝福。

这封信正是冷玲等一群
90 后从大凉山成昆铁路扩能
改造建设工地上发出的。

冷玲今年26岁，毕业于成
都大学旅游专业，现在中铁隧
道局集团工作。她身材娇小，
却甘心吃苦，常年奋战在成昆
铁路扩能改造工地上。她所在
项目部负责打穿 40 公里长的
小相岭隧道——这是成昆线改
造的难点。

1964年，国家集中修建力
量从华北奔赴西南，投入三线
建设，承建了全线海拔最高、施
工难度最大的沙木拉打隧道。
用六年时间修通的这条长达
6379.12 米的隧道是当时全国
最长的隧道。这支力量后来组
建为中铁隧道局集团。

而今，在距沙木拉打隧道
不远处又要凿通新成昆铁路的
第一长隧——小相岭隧道。

中铁隧道局一线施工人员
中，有20多人的前辈参与了当
年沙木拉打隧道建设。一代新
人正延续着“愚公”精神，书写
时代新篇。

冷玲说：“我们要学会成
长，学会承担，要以自己的能力
和底气接过老一辈的棒，撑起
国家重任。”她表示，在工地上，
90 后居多，但都非常踏实、吃
苦，成为中坚力量。

冷玲说起给习总书记写信
的“缘起”。

“习总书记一直关注我们青年一代的成长，对我们寄予
厚望。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
年强则国家强’，让我们很受鼓舞。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
习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让我们很受启发。我
们当时就讨论，作为青年一代，什么样的奋斗才是幸福的？
大家认为，我们的奋斗，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小家，应该是为
全体人民的幸福。”

冷玲回忆，当时，大家按捺不住心中热情，一边讨论，一
边勾画未来。不知道谁提议：“我们给习总书记写封信吧！”
这，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建筑工地在小相岭深处的喜德县冕山镇，交通不便，工
地上要好几天才派人出去一次。大家把心里话想了好几
天，特别委托写得一手好字的年轻人李恒执笔。

当他们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习近平总书记收到了他们的
信并在成都的会议上做了回应时，十分激动。

“绝不辜负习总书记的期望，不管任何困难，我们都要
修好新成昆线，让它早日成为沿线人民脱贫致富的‘加速
器’！”大凉山下，一代青年发出誓言。

（新华社成都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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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产业支撑得保障

数九腊月，太行山深处天寒地冻，正是当地农民
农闲猫冬的季节。但在村西北的一片河谷中，却是
车来车往人声鼎沸。展眼望去，这里是一个颇具规
模的果品种植基地，一块块梯田顺谷而上，村民正挑
筐挥锹热火朝天地干活。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扶贫攻坚，只有实
施产业带动才是长久之计。通过不懈努力，目前村里
已经形成了食用菌培育、高山果品种植、农家乐旅游
三项产业。”河北省农业厅驻村扶贫干部、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敦伟涛介绍说，“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利用200
亩土地发展食用菌大棚75个，引进两家果品公司，发
展高山果品种植700亩。同时，还利用当地旅游资源
开办了10多家农家乐”。

在骆驼湾村村民李爱民开办的农家乐里，这位年
轻人告诉记者：“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到我们村调
研，提出要在发展旅游业上找出路。我得知这一消息
后立即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乡创业，利用政府给父母
和自己家的34万元建房补贴，加上自己多年打工的积
蓄，开办了农家乐。同时，我还承包了村里的4个食用
菌种植大棚。此后，家里收入一步一个台阶地走高，
2017年纯收益达到12万元。”

“道路畅、住新房，能就业、饭菜香。这就是让我
们村民笑在脸上、美在心头的幸福生活。有了这样
的生活，大家心里感谢党，感谢习总书记。”骆驼湾的
村民对记者说。

2月14日，腊月廿九，经济日报记者来到成昆铁路昆广
段达速扩能改造工程施工现场，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的施
工人员正在吊装箱式变压器，这是整个施工过程中的“硬骨
头”。

记者在现场看到，重达4.5吨的箱式变压器体积庞大，
和我们平时对变压器的印象完全不同，要把这个“大个子”
安装好可不容易。

现场负责安全盯控的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安全监察大
队工程师谭金柱介绍说：“这是成昆铁路昆（明）广（通）复线
安装难度最大的箱式变压器，吊车头顶上有接触网导线，邻
线有运行的列车，施工安全风险极大，光吊装方案就论证了
4次，今天早上7点多我们就开始搭设辅助支架。受铁路上
方接触网导线限制，吊车的起重臂只能勉强升起，无法移
动，所以我们采用了搭建二次平台，水平方向人工移动的施
工方案。”

“就位，停！”随着现场施工负责人、电力专业经理陈小
明的一声命令，在近 50名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箱式变压器
终于被稳稳停放在基础中心。

随着这块“硬骨头”被顺利啃下，现场一片轻松的气氛，
因为这个任务完成后，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工人们将休息两
天。“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我们把最硬的骨头放在最后啃，也
是想把它当作给自己最好的过年礼物。”陈小明告诉记者。

不过，成昆铁路昆广段达速扩能改造工程工期十分紧
张，全部施工任务要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完成。昆广项目
指挥长、一公司副总经理毕志峰介绍，春节期间，昆广项目
部 1500名员工都要投入到工程中来。为保证队伍干劲不
减，项目部鼓励家属到工地反探亲，也做好了改善饮食等各
项安排。

“正月初一我们安排了慰问演出，项目部员工领衔主
演。同志们热情很高，都很期待。”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安智勇说。

啃下“硬骨头”是最好的年礼
——成昆铁路达速扩能改造工程现场见闻

本报记者 齐 慧

2月15日，海南万宁市广百汇超市顾客正在挑选新鲜水果。春节期间，当地生产的各类水果陆续上市保障节日市场

供应。 吴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