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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档案，

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感受中国

的“脱贫攻坚奇迹”，更深刻地感悟、领

会“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

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

攻坚精神。

上下同心，共同写就精准脱贫故

事。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

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强化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构建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

员促攻坚的局面，为脱贫攻坚提供了

有力的制度保障。脱贫攻坚是干出

来的，首先靠的是贫困地区广大干部

群众齐心干。人民群众的同心协力，

也 是 十 八 洞 村 精 准 脱 贫 的 重 要 保

障。“一户一门增收技术，一户一个增

收项目，一户一个产业工人”的谋划，

极大地激发了贫困群众发展生产、脱

贫致富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力，写就了

十八洞村上下同心、顺利脱贫的精彩

故事。

尽锐出战，筑牢精准脱贫的人才

基础。十八洞村以人才引领脱贫致

富，注重选人、用人。派出以懂农村、

有技术、会管理的人才组成精准扶贫

工作队，选出有知识、有能力的新一届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调动和发挥致富

带头人的积极性和引领作用，鼓励在

外务工人才回村创业、吸引毕业大学生人才回村工作，形成

脱贫攻坚战中人才、土地、资金、产业良性循环的模式，有力

推动了村里各项事业的发展，为精准脱贫奠定坚实的物质

基础。

精准务实，构建精准脱贫模式。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精准识贫、精准脱贫，积极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旅

游业、民族工艺品产业，在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

措施到户、脱贫成效等方面都做到“精准”。

开拓创新，走出可持续发展的脱贫致富路。十八洞村

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脱贫致富之路，建立了“农户+合

作社+公司”的互助合作机制，使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发展

道路；通过建立以本村和产业园区土地流转、按比例出资的

形式与合作社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了农民获得长期稳

定收益的机制；通过创新“互助金”制度形成了促进农户自

我发展的机制；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形成了依靠集体力

量抗击风险的机制；通过发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特色农

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形成了吸引外出能人、高校毕业生等各

类人才回乡创业就业的机制。

攻坚克难，铸就精准脱贫新篇章。十八洞村沟深路

陡、偏远封闭、山多地少、资源匮乏，居住分散。面对困

难，十八洞村以“投入少、见效快、原生态”为目标制定了

全村整体发展规划，推动水、电、路、房、通信、环境治理

“六到户”，村内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村容村貌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巨变。

不负人民，创造精准脱贫奇迹。始终坚定人民立场，

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

重要体现。十八洞村的脱贫实践生动诠释了脱贫攻坚

精神，是新时代新作为的缩影。我们要发扬脱贫攻坚

精神，凝聚起磅礴力量，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彰显

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
所长）

十八洞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图①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

（花垣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一处农家乐。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图③ 上图为脱贫前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村道

路（2011年 12月摄，新华社发）；下图为 2019年 9月拍摄的十八洞村及进村道路（新

华社记者陈泽国摄）。 新华社发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

论述的首倡之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只用了 3 年时间

实现脱贫 ；在发展中得到保护的蓝天白

云、绿水青山，又为这片土地提供了永续

发展之基。

十八洞村是一个苗族村，也曾是典型的

贫困村，人均耕地面积 0.83 亩，2013 年，人

均纯收入1668元。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

八洞村，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我

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

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扶贫攻坚就是要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总书记饱含深情的殷殷嘱托，点燃了苗

家人的激情，一个感人的“十八洞故事”展现

在世人眼前。

找准“穷根子”

湘西的春天，微雨绵绵，云雾缭绕。十

八洞村隐匿在青葱山林中，吸引着四面八方

的游客。

2014年 1月，花垣县委抽调了以龙秀林

为队长的 5名党员干部组成“十八洞村精准

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探索精准扶贫

新模式。“有村民看到工作队进村了，直接问

‘带了多少钱来’。”龙秀林说，十八洞村要脱

贫，最缺的不是钱，而是要从根本上转变“等

靠要”思想，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如何找

准病根对症下药？“精准扶贫”是指针。

精准扶贫，排在第一位的是扶贫对象

要精准。“在一个村子里，谁才是贫困人

口？没有标准和具体规定，我们自己想办

法来评。”为了在全村 225 户中精准识别出

真正的贫困户，扶贫工作队制定了《十八洞

村精准扶贫贫困户识别工作做法》，让群众

自己评议需要政府扶持的贫困对象。同

时，为防止出现优亲厚友等现象，对识别工

作实行全程民主评议与监督，明确了“贫困

户识别九不评”的标准。这是湖南首个由

群众制定的“贫困户识别标准”，识别出贫

困户 136户 542人。

“在十八洞村 3 年时间，我体会最深的

是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的扶贫才是‘精准扶

贫’。”龙秀林说，为了转变村民“等靠要”的

思想，扶贫工作队和村里制定了《十八洞村

2014—2016 年扶贫工作总体规划》；围绕村

寨建设、公共道德、村风民俗、文明礼仪等内

容，制定《十八洞村村规民约》，并以苗歌、三

句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广泛宣传；

开道德讲堂，树致富榜样，推行“思想道德建

设星级化管理”模式，对村民进行潜移默化

的思想教育……

开对“药方子”

十八洞村把“精准扶贫”重点放在了发

展扶贫产业上，当地干部群众按照“把种什

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的要求，因

地制宜发展当家产业，形成了乡村游、黄桃、

猕猴桃、苗绣、劳务输出、山泉水等产业

体系。

“飞地经济”发展的千亩精品猕猴桃基

地，猕猴桃直接销售到香港、澳门；村民组

建的苗绣合作社，发展订单苗绣让留守妇

女在“家门口”就业；300 多名劳动力通过

东西扶贫协作到深圳、广州等地转移就业，

直接增收 600 余万元；村里还引入企业投

资山泉水厂，每年给村集体分红；十八洞村

旅游公司正式营运，直接带动 70 余人实现

“家门口”就业，农家乐、乡村民宿、特色产

品销售等同步发展……2016 年，村里贫困

人口全部实现脱贫。2020 年，全村人均纯

收入 18369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200

万元。

乡村发展步入“快车道”，曾经远走他乡

的十八洞人纷纷返乡就业创业，农家乐老

板、讲解员、民宿店主、短视频“网红”等不断

涌现。杨秀富家 2015 年开始办农家乐，生

意越来越红火，每年有五六万元进账。2018

年，杨秀富扩大了农家乐规模，做起了民

宿。“脱贫摘了帽，日子越过越好了。”杨秀

富说。

2018 年，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为十八

洞村做旅游规划，将竹子寨和梨子寨绑定，

作为十八洞村主推的旅游观光线路，村里统

一修建了“山货集”，石远女和丈夫施照发开

始到竹子寨“山货集”摆摊。冬天和春天卖

自己熏制的腊肉，夏天和秋天卖村里自产的

黄桃和猕猴桃。如今，她家每年还能拿到猕

猴桃基地的分红。

八年战贫，八年奋斗。2021 年 2 月 25

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十八洞

村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脱

贫攻坚的过程中，十八洞村的老百姓有了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谈及下一步发展，十八洞村第一书记孙

中元说，面向“十四五”，十八洞村将对标乡

村振兴的远景找差距、补短板，聚焦产业兴

旺和乡村治理两大目标，继续探索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径、新经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们将继续奋斗，把十八洞村建设成为中国

反贫困理论的实践基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

的展示窗口，让十八洞村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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