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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省 （区、市） 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孙志刚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
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
据显示，2018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4800亿元，是1949年的2377倍。

孙志刚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贵
州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深
入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
略行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贵州
的巨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即将
历史性地解决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
题。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
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
工程，实现了连战连胜、再战再捷。据
了解，全省建成近 8 万公里农村通组硬
化路，彻底解决了1200万农民群众出行
不便问题，以及 279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
全问题。深入推进振兴农村经济的产业
革命，产业扶贫成效明显，2018年农业

增加值增长 6.8%，增速全国第一，“黔
货出山”势头强劲，农村电商方兴未
艾，绿色农产品风行天下。

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
贫困人口从 923 万减少到 155 万，减贫
人数全国第一，贫困发生率从 26.8%减
少到 4.3%，33 个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

“相约 2020，贵州将彻底撕掉绝对贫困
标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高质
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贵州以实施大数
据战略行动为引领，推进大数据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连续五年成功举办
的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成为国际性盛
会、世界级平台。贵州省建成政务服务

“一云一网一平台”，智慧农业、智慧旅
游、智慧交通、智慧广电蓬勃发展。实
施“千企引进”“千企改造”“万企融
合”，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实现新突破，
军民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能源工业运
行新机制展现出强大生命力，新旧动能
转换促进十大千亿元级产业加快发展。
传统产业焕发生机，煤炭开采机械化智
能化水平大幅提高。此外，新兴产业发

展壮大，2018年全省规模以上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26.7%，电信业务收
入增速全国第一，绿色经济占比达到
40%。

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城乡面貌发
生历史巨变。2018年，贵州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 6453 公里，在全国位居第 7 位，
出省通道达到18个；高速铁路通车里程
1262公里，贵阳已经成为中国西南地区
高铁中心枢纽；全省通航机场11个、实
现市州全覆盖，贵阳机场2018年旅客吞
吐量突破 2000 万人次。“立体快捷交通
网络的形成彻底打破了原有时空格局，
明显提升了贵州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
位。”此外，贵州还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
2634 座、200 多个骨干水源工程，喀斯
特地区最为典型的工程性缺水问题得到
了极大改善。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双赢，绿
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贵州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力推进十大污染
源治理和十大行业治污减排工程，在磷
化工领域创造性地实施“以渣定产”，废
渣综合利用率大幅度提高，资源枯竭型

城市万山区成功实现绿色转型。目前，
贵州省县城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保持 97%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
优良率保持 100%。同时，旅游业持续
大幅增长，近三年全省旅游人数、旅游
总收入连年增长 30%以上。“昔日‘天
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已经
成为世人向往的空气清新、气候凉爽、
生态良好、山清水秀的旅游胜地。”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贵州省
委、省政府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千方百计办好教育、
就业、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
实事，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高，民生保
障持续加强。据了解，2018年贵州省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1592
元 、 9716 元 ， 是 1949 年 的 336 倍 、
201倍。

孙志刚表示，70年来贵州发生的历
史巨变，生动印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贵州
一定能够夺取脱贫攻坚和同步小康的全
面胜利，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
彩贵州新未来。

“多彩贵州”决战脱贫攻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贵州的 70 年是与贫穷落后作斗争
的70年，老百姓的最大愿望就是摆脱贫
困。”8 月 9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 （区、市） 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贵州脱贫攻
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即将历史性地
解决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

千百年来，贵州给世人留下了“天
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的印象，一直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
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
近年来，贵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
线，深入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以脱贫
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奋力开创
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实
现了连战连胜、再战再捷。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全省贫困人口
从923万减少到155万，减贫人数居全国
首位，贫困发生率从 26.8%减少到 4.3%，
33 个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与此同时，
贵州经济增速连续8年居全国前三位。

“组组通”建设奠定脱贫基础

贵州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地
和丘陵占国土面积的 92.5%，地形破
碎、山高谷深，横亘绵延的高山深谷，
曾经束缚了多少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欠账多，
是制约贵州脱贫步伐的突出短板。

贵州深知，要确保到2020年与全国
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
在农村，最突出的短板是群众“最后一
公里”出行不畅。

长期以来，贵州大力修建高速公路
和农村公路，打通了“大动脉”，畅通了

“微循环”，相继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所
有行政村通公路。2017年 8月份，贵州
又启动实施了农村“组组通”公路三年
大决战，到今年 5 月份，累计新修农村
公路7.8万公里，30户以上村民组100%
通硬化路，惠及近 4 万个自然村寨 1167
万农村人口。

“通组路”催生了一条条资源路、
旅游路、产业路。据不完全统计,贵州

“组组通”建设带动贫困群众约 25 万人
次,带动增收 27.1 亿元；带动农业产业
发 展 500 余 万 亩,乡 村 旅 游 村 寨 突 破
3500个。

为解决山区农民饮水安全问题，2018
年实施农村饮水安全攻坚决战行动，覆盖
279万人，其中贫困人口82.7万人，目前
已经全面解决群众饮水安全问题。

生活在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
发、通水通路通电成本过高地方的群
众，很难实现就地脱贫，必须实施易地
搬迁，彻底改变“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的贫困地区群众生存条件。

贵州省省长谌贻琴介绍说，贵州把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大政策机遇，从 2015 年 12 月份开
展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搬迁规模达
188万人，其中贫困人口149.4万人，占
全国搬迁贫困人口的六分之一，是全国
搬迁人数最多的省份。

在具体实施中，贵州根据特殊的地
形地貌、贫困人口分布和经济社会发展
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省级统贷

统还，坚持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主，坚
持城镇化集中安置，坚持以县为单位集
中建设，坚持不让贫困户因搬迁而负
债，坚持以产定搬以岗定搬”的搬迁实
施路径和政策框架，初步探索出一条独
具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路子。

2018年，随着搬迁任务进入收尾阶
段，贵州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后续扶
持工作上来，又率先在全国系统启动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创造性探索
形成了以“六个坚持”“五个三”和“五
个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保障体系，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从解决好“怎么搬”
向“搬后怎么办”转变，从“搬得出”
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

同时，贵州在全省范围掀起一场振兴
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2018 年共
调减低效玉米种植面积785万亩，新增高
效经济作物667万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增长9.6%，为近年来最快增速。

“三保障”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贵州贫，贫在教育、医疗、住房短
板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这“三保障”，与“不愁吃、不愁穿”一
起，构成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
心指标。

近年来，贵州咬定底线任务，在千
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实施饮水安全工
程解决“两不愁”问题的同时，紧盯

“三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确保一项一项地保障到位，让贫困人口
真正实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
所居。

在教育方面，贵州持续压缩党政机
关6%的行政经费用于支持教育扶贫，全
面实行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无障碍入学，

实现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营养餐改善计划
全覆盖，为每个农村中小学配备校医，
让农民学生实现从“有学上”向“上好
学”的转变。

在医疗方面，贵州针对山区山高路
远的实际情况，2016年对全省乡镇卫生
院实施标准化改造，2017年建成全省一
张网，实现省市县乡医疗机构远程医疗
全覆盖。

据了解，2015年贵州省的远程医疗
只有100多个病例，到2018年增加到了
30多万个，有效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的问
题。此外，全省全面落实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政策，因病致贫返贫
人口从2015年的78.92万人减少至2018
年的35.92万人。

“在乡卫生院就能检查、确诊，再不
用跑去县城医院看病了，省时又省钱。”
如今，贵州的基层群众普遍感觉就医方
便了很多。

在住房保障方面，贵州实施了农村
危房改造和住房保障三年行动计划，到
今年将完成全部现有 51.38 万户农村危
房改造任务。针对农民木结构住房较多
的实际状况，全省开展了治透风漏雨老
旧住房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整治老旧住
房22万户。

贵州还在改造中同步实施改厨、改
厕、改圈，有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聚焦深度贫困啃下“硬骨头”

贵州有深度贫困县14个，尽管都不
在“三区三州”范围，但2016年末尚有
贫困人口 115.6 万，占到全国深度贫困
县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县均贫困人口
8.3万，是全国深度贫困县县均贫困人口
的2.8倍。

贵州深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战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才能确保按时打
赢。为此，贵州省推动扶贫资金、东西
部扶贫协作、基础设施建设、帮扶力量
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不断增强深度贫
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2018年，贵州深度贫困地区共减少
贫困人口19.21万户81.35万人，贫困发
生率下降到8.6%。为加大攻坚力度，贵
州省在财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调整省
级财政支出结构，计划今明两年每年再
向每个深度贫困县增加专项扶贫资金 1
亿元，支持当地决战脱贫攻坚。此外,贵
州还设立了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专项资
金,支持1721个深度贫困村。

强化脱贫攻坚作风建设，确保脱真
贫、真脱贫。贵州在全省各级各部门推行
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督促检
查、追责问责“五步工作法”，广泛开展扶
贫大调研活动，推动各级干部深入扶贫一
线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破解难题。

贵州省委要求，市州党委书记、市
州长必须深入到贫困发生率 30%以上的
村,县委书记、县长要深入到贫困发生率
20%以上的村,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
员。目前，全省仍有8542名驻村第一书
记、4.3万名驻村干部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为全面脱贫最后冲刺。

贵州持续办好“扶贫专线”，开展
“第三方”评估监督，不断加大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力度，2018年对所有贫困
县开展了一轮巡视。

当前，贵州各级干部群众正“以贫
困不除、愧对历史的责任担当，群众不
富、寝食难安的为民情怀，小康不达、
誓不罢休的坚定意志”，向千百年来的绝
对贫困发起总攻，确保2020年与全国一
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贵州开创百姓富生态美新未来——

历史性撕下贫困落后标签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老板，西瓜批发怎么
卖？”

“你要多少？要得多，
1块2毛一斤。”

炎炎夏日，在贵州省毕
节市七星关区团结乡的沙坝
上，瓜农一边忙着摘瓜，一
边和瓜贩、游客讨价还价。

“ 我 们 的 西 瓜 从 种 到
收，没有打过一次农药，纯
天然、无污染。”瓜农告诉
记者，因为坚守品质，产自
沙坝的西瓜已小有名气。

团结乡的西瓜刚成熟，
就受到商贩的青睐。自6月
20 日西瓜陆续上市以来，
已售出 400 余吨，收入 70
余万元。

七星关区团结乡地处赤
水河畔，赤水河常年冲刷造
就了200余亩沙坝。在此之
前，沙坝被视为农业生产禁
地。今年当地群众将沙坝实
行改良种植西瓜，让原本一
无是处的荒地变成了生机勃
勃的绿洲。

“我在基地上班已经两
个多月了，每天能挣 100
元。”沙坝变绿洲后，贫困
户陈志秀多了一条谋生出
路，她还把自家两亩地流转
给基地，“现在干一年比以
往干几年挣得还多”。

团结乡大力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在不破坏山、水资
源和生态原则下，将沙坝、
荒地整治为农业良田，并采
取“公司+农户+支部+合作
社”模式，发展 1200 亩西
瓜，覆盖341户1559人。

沙坝变良田、良田种西
瓜、西瓜带农富，是七星关区决战贫困的一个缩影。

地处乌蒙山连片贫困地区的七星关区峰峦叠嶂，沟
壑纵横，大山造就了旖旎的自然风光，也带来了千年的
贫困。

石缝间觅产业，大山里谋出路。近年来，七星关区
牢牢守住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充分发挥产业是脱贫攻
坚根本之策的作用，将一座座绿水青山打造成金山
银山。

截至目前，七星关区累计发展刺梨、茶叶、蔬菜、
经果林 28万亩，累计带动 20.9万贫困人口年均增加收
入近千元。同时，通过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商联
动、订单种植销售等方式保证产品销售，保障产业调得
下、稳得住，贫困群众能脱贫、能致富。

一片片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的脱贫产业，将七
星关区的山地变成金山银山，群众逐步告别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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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瓮安县松坪乡的美丽乡村。 杜万国摄

贵州榕江县古州镇农民收获脐橙。

王炳真摄

贵州惠水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明田安置点。

（资料图片）

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生态蓝莓产业示范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