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385期（总13958期） 今日12版

农历庚子年二月十七

经济日报社出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1-68

主 流 权 威 公 信 力

ECONOMIC DAILY

星期二
2020年3月

日10

曾经“一步跨千年”，今朝脱贫再
跨越。

2月18日，四川省政府批准凉山彝
族自治州木里、盐源、甘洛、雷波4个县
退出贫困县序列。凉山，这片脱贫攻坚

“最后的堡垒”正被次第攻破。
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虽然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但凉山各族干
部群众正鼓足干劲，双线作战，“两手
抓，两手硬”，力争让余下的喜德、普格、
越西、昭觉、金阳、布拖、美姑等7个县
加快脱贫摘帽，全州530万各族人民将

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

脱贫星火正连成片

初春的暖阳下，昭觉县三岔河乡三
河村一片黄墙黑瓦的彝家新居满是暖
意。村民吉好也求的新家就在这片新
居之中。

虽然已过去两年多，吉好也求仍清
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到村子里考察时
的细节。如今，他与村民们搬出了四面
透风的土坯房，住进了配套齐全的新居，
养殖种植加打工收入，去年全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已从3年前的不足2000元
攀升到9000多元。吉好也求家3个学生
与村里其他适龄青少年无一辍学。

地处大凉山深处的昭觉虽然还未
全县脱贫，但如三河村一样的脱贫星火
正连成一片。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70
年前，凉山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
义社会。但由于交通闭塞等多种原因，
直到脱贫攻坚战打响前夕，凉山仍是深
度贫困地区之一。全州17个县市中11
个民族聚居县均为深度贫困县，全州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97.5万人，2072个贫
困村中就有1350个村的贫困发生率在
20%以上，堪称“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坚中之坚”。

习近平总书记对凉山脱贫攻坚高
度重视、对彝区群众十分牵挂。2018
年春节前夕，在凉山脱贫攻坚爬坡过
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
深入大凉山腹地考察，并作出重要
指示。

四川省和凉山州干部群众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凉山的重要指示精
神，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
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四川
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了12个方面34
条“含金量”颇高的政策措施，派出11支
综合帮扶工作队，5700多名骨干党员干
部长期驻扎凉山11个深度贫困县的贫
困乡镇和贫困村助力脱贫攻坚。与此同
时，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浙江两省通过
对口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等模
式，也给予了有力支持。四川省内还形
成了“一对一”的帮扶机制。

尽锐出击、聚焦聚力、多方支持、广
泛参与、立体攻坚。近年来，凉山既按
照全国“两不愁三保障”基本要求严格
对标，精准施策，又结合凉山的特殊情
况，紧紧抓住超生、辍学等问题，各个击
破，一体推进，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凉山全州已累计退出贫
困村1772个、减贫80.14万人，木里等
4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富民产业迅速发展

3月上旬，乍暖还寒。
在普格县五道箐乡草莓大棚基地

的公路边，村民曲比子沙正站在一顶帐
篷前售卖刚摘下的草莓；不远处，10多
位彝族妇女分散在大棚里熟练地采摘
新鲜草莓。乡党委书记李天云介绍，去
年，当地112户贫困户分别从基地分得
数千元不等的红利，数十位在基地务工
的村民可获得万元以上的劳务收入，加
上土地流转的收入，许多贫困户收入大
幅增加。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要落实分区
分级精准防控策略。疫情严重的地
区，在重点搞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可以
创新工作方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当
前加强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夺取
全面胜利的信心。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既要聚焦老问
题，又要面对新挑战。要落实分区分级
精准防控策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

战“疫”战“贫”两不误、两手抓。“对
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继续加

大扶贫工作力度，通过建立网上招聘和
网上求职超市，为扶贫车间提供资金、
技术和防疫支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和脱贫攻坚战。”湖北省竹溪县委
书记余世明说。

据湖北省扶贫攻坚领导小组的扶
贫干部介绍，湖北目前剩余5.8万贫困
人口，上半年要全部达到脱贫标准，下
半年开展查漏补缺，确保剩余贫困人口
如期实现脱贫。

分类施策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疫情或
疫情较轻的地区，要集中精力加快推进
脱贫攻坚。全国多地在做好防护的前
提下，积极鼓励企业复工复产，促进贫
困劳动力就业。

3月7日一大早，山东省武城县四女

寺镇扶贫办主任王美艳就到办公室，开
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让我们深感责任在肩，要继续
加大力度推进贫困户就业增收。”

目前，武城县3个省级扶贫龙头企
业、184个产业扶贫项目全部复工复
产。听着轰隆隆的生产和加工机械声，
正在车间忙碌着的贫困户庞立峰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我心里更踏实
了，一家老小的生活有了着落，日子肯
定会越来越好。”

“欢迎定西籍兄弟姐妹来榕就业！”
7日晚，伴随着福州火车站一道道鲜红
的条幅，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定西务工
人员顺利抵达福州。这是近半个月来，当
地第四批搭乘专列赴榕务工人员。

（下转第四版）

在3月6日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新生活需要我们
倍加珍惜，新奋斗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针对
实际情况的变化，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全面小康的基础
打得更牢、底色擦得更亮。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标志性指标，乡村振兴是建设现代化国
家的重要历史任务。当前，我国正处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
史交汇期。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收官之年、
冲刺之时，做好二者的有机衔接与协同
推进，既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
长效脱贫机制，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实施脱贫攻坚战以来，我们以脱贫
攻坚统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扶贫贵在精准，精准识别、精准施
策、精准退出、精准考核。发展生产脱
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
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
障兜底一批，脱贫分类施策。经过努
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
发展后劲明显增强，农民群众收入明显

提高，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
重承诺正在加快实现。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随
着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绝大多数贫
困县已经摘帽，新的问题和挑战也开始
凸显。例如，一些地方认为脱贫摘帽就
是“终点站”，没有认识到脱贫的下一站
是乡村振兴、农民富裕；一些基层干部
群众对于脱贫之后主要靠自身发展心
里没谱，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继续“等
靠要”的思想。显然，剩余脱贫攻坚任
务更加艰巨，必须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狠抓政策落实，攻坚克难，决不能
松劲懈怠。

要保持脱贫攻坚成果稳定，还需要
扶上马送一程。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
化的进程中，乡村有其内在发展规律，
农民脱贫增收亦如此。因此，对退出的
贫困县、贫困人口，在方向上，主要政策
措施不能急刹车，摘帽不能摘责任、摘
帽不能摘政策、摘帽不能摘帮扶、摘帽
不能摘监管，确保频道不换、靶心不
变。在力度上，要加大财政涉农资金整
合力度，加强扶贫资金监管，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和效益，用好扶贫的土地和金
融政策。

要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和边缘

人口致贫。要对存在返贫风险的近200
万人群和存在致贫风险的近 300 万人
群实施针对性预防措施，及时将这部分
人口纳入帮扶。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
测和帮扶机制，对因新冠肺炎疫情或其
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
测，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对已经实现
稳定脱贫的地方，可以统筹安排专项扶
贫资金，支持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贫
困人口脱贫。

要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
转型。如期脱贫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
前提，也是下一步乡村振兴的基础。
2020年乡村要告别绝对贫困，而农民的
持续增收、补齐乡村短板、缩小城乡差
距，还要靠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
把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统筹纳入乡村
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
体制机制。已摘帽的贫困地区在后续
脱贫攻坚工作中，应参照乡村振兴战略
的目标要求，瞄准持续增收，推动乡村
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
让我们进一步振奋精神，以更大决心、
更强力度推进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础，向党和人民交出高水平的答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财政部门
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经费保障，截
至目前，各级财政安排疫情防控资金已
超千亿元。我国还通过减税降费、贷款
贴息、援企稳岗等措施，对冲疫情对经
济平稳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下一步，
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加大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助力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经费保障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资金投入是

重要保障。“当前疫情防控任务非常艰
巨，绝不能因为经费问题延误医疗救治
和疫情防控。”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

疫情发生后，财政部门切实保障疫
情防控经费，截至3月4日，各级财政共
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104.8亿元，已经
使用714.3亿元。

患者就医费用得到有效保障。政
策明确，对确诊患者个人负担费用实行
财政兜底，中央财政补助60%；对疑似
患者，由就医地制定财政补助政策，中
央财政视情况给予适当补助。

着力改善医务人员工作生活条

件。各级财政加大用于医疗设备和防
护物资购置、支持改善医疗卫生机构设
施条件的支出力度。

国家还对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
助给予专门支持。对参加一线疫情防
控的医务和防疫工作者，按照风险程度
等，分别给予每人每天300元、200元
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中央财政
已预拨一部分资金，下一步将与地方据
实结算。全力保障医务和防疫人员其
他待遇，对感染新冠肺炎的医务人员，
给予工伤保险保障；对参加疫情防控的
医务人员，按照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
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通过一系列资金保障措施，确保
人民群众不因担心费用问题而不敢就
诊，确保各地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
救治和疫情防控，彰显了财政应急兜底
的作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
尚希表示。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分类施策，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必胜信心

脱贫摘帽是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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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加大宏观政策

调节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

适度。本报从即日起推出系列述评，解读宏观政策如何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敬请关注。

对冲影响，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光明镇阿吼村距离县城 17 公里，海拔 2500 米至
3200米，一年5个月属冬季气候。在政府和对口支援单位电力部门帮扶下，建起了彝
家新村和产业园区，如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8900多元。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 本报记者 曾金华 董碧娟

3月9日，中铁一局建安公司施工人员在西安地铁六号线钟楼站项目施工现场工
作。近日，陕西西安地铁施工项目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复工建设。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西安地铁恢复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