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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记者侯雪静)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聚焦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众获得
感。4 日由新华社受权播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
前提。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提高脱贫质量
放在首位，既不降低扶贫标准，也不吊高胃口，采取更
加有力的举措、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细的工作，坚
决打好精准脱贫这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
意义的攻坚战。

“这是中央根据当前扶贫工作进行到攻坚阶段面临
的实际问题提出的新要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
究院院长汪三贵说，脱贫攻坚在当前阶段重点是要把握
好标准，要更加有针对性，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养懒
汉，要保证扶贫政策可持续，更要确保脱贫质量。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十八大以来，创造
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5 年累计减贫 6600 万人以
上，消除绝对贫困人口 2/3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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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有些地方扶贫政策过了头，这和降低扶贫
标准一样，影响脱贫质量。”刘永富说，有些地方为了显
示对扶贫的重视，或者为了体现“成绩”，把“义务教育有
保障”变成从学前到大学全免费，把“基本医疗有保障”变
成看病不花钱，把“住房安全有保障”变成住大房，这种

脱离实际的做法违背了实事求是精神，效果适得其反。
为了提升扶贫质量，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一号

文件明确，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把救急纾困
和内生脱贫结合起来，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
经商的基本技能，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引导贫困群众
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要打破贫困均
衡，促进形成自强自立、争先脱贫的精神风貌。改进帮

扶方式方法，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
赈等机制，推动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
致富。

当前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深度贫困地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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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攻克“贫中之贫”，中央将采取超常规举措。一
号文件明确，聚焦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发力。全面改善贫
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确保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
点，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为抓手，加大政策
倾斜和扶贫资金整合力度，着力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发展
条件，增强贫困农户发展能力，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任务。新增脱贫攻坚资金项目主要投向深度贫困地
区，增加金融投入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优先保障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用地需要。

脱贫攻坚，关键在党。一号文件强调，强化脱贫攻坚
责任和监督，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强化县级党委
作为全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的关键作用，脱贫攻坚期内
贫困县县级党政正职要保持稳定。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对挪用和
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严惩不贷。

好的作风才能将精准扶贫政策精准落实，一号文
件指出，将 2018 年作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集中力
量解决突出作风问题。科学确定脱贫摘帽时间，对弄
虚作假、搞数字脱贫的严肃查处。完善扶贫督查巡查、
考核评估办法，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外，各部门
一律不准再组织其他检查考评。严格控制各地开展增
加一线扶贫干部负担的各类检查考评，切实给基层减
轻工作负担。

如何攻克“贫中之贫”？一号文件是“定盘星”

据新华社银川 2 月 6 日电(记者邹欣媛)村部篮球
场上两队你争我抢，一旁崭新的砖瓦房里上演皮影大
戏，还有象棋对弈、拔河比赛……这几天，在宁夏回族
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沙草墩村，各种文化
活动扎堆犹如“赶大集”。

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扶贫集中
区，安置着宁夏宁南山区 8 县移民 23 万人，下辖 64 个
行政村、5 个城镇社区。

有着 5816 人的沙草墩村是红寺堡区有名的文化村
之一，村里非遗皮影戏最受欢迎。去年，在政府大力支持
下，村里新建了 100 多平方米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还
配置了器材、买了新戏服。6 年前组建起皮影剧团的村
民杨永红告诉记者，随着硬件设施越来越好，他的“自乐
班”逐渐走出沙草墩，到银川、中卫市演出。去年 12 月，
他成立了宁夏兴隆源皮影演艺有限公司，“以前就是义

演图个乐，现在不一样，成了全村的文化产业。”
对干了 10 年村支书的王永明来说，沙草墩今年

能如期脱贫摘帽才是主业。他深有感触地说，扶贫先
扶志，文化的作用可大着呢。“平时开会叫人难，可一
有活动大家就很踊跃。尤其冬闲，老百姓玩了乐了，
生活充实，耍赌的少了，互相交流，比着发展的多了！
最重要的是，现场宣传党的好政策让老百姓心中有
数，也更信任村干部。”

“原来全村评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400 多户，
现在只剩 36 户，今年脱贫销号，我们很有信心！”王
永明说。

文化小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近
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在想办法补齐短板，让
农民在腰包鼓起来的同时精神也要富起来。

去年以来，宁夏整合各方资金 3 亿多元，在固

原、吴忠、中卫三市 9 县(区)高标准建设了 606 个贫
困地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面实现了贫困地区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达标全覆盖。

据了解，红寺堡区共整合各类资金 2740 万元，
在 64 个行政村全部按照“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
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图书阅览室、一套
文化器材、一套广播影视器材及一套体育健身设施”
的“七个一”标准建设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为更好地利用新建的文化阵地，宁夏还采取
“聘”“招”结合的方式为每个项目村配备文化专员，
招募文艺骨干驻村组织文化活动。同时规定，图书阅
览室每天免费开放，每月组织开展 1 次以上农村小
戏、歌舞表演，每季度举办 1 期板报、开展 1 次以上
群众性体育活动等。

自治区扶贫办主任梁积裕说，宁夏是全国脱贫
攻坚重点省区，大多数老百姓居住在山区，主动脱贫
的意识不强，而部分搬迁到新村的老百姓又面临文
化背景、生活习惯的差异，要激发内生动力、实现村
民融合，一定要加大文化方面的投入，组织文化活
动，让山区群众想脱贫、能脱贫，让移民有认同感、归
属感，才能与全国同步奔小康。

宁夏文化扶贫：赶“文化集”鼓脱贫劲

一年前，5 岁的彝族女孩吉玛阿呷听不懂汉语，见
到陌生人就躲在大人身后。在村东头的村幼教点就读
后，她不仅能用普通话背儿歌，还主动与人打招呼，变
得开朗大方了。在吉玛阿呷居住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普
格县沙合莫村，两年前新建了幼教点，这让当地孩子直
到上小学二年级、三年级才会说汉语成为历史。

几周前，记者到沙合莫村幼教点，只见半个篮球场
大的院坝内摆放着儿童组合滑梯，教室、活动室宽敞明
亮，彩电、电子琴、玩具教具等教学设施一应俱全。4 名
辅导员正给两个班的学生上课，孩子们跟着老师一字
一句念儿歌。

这是凉山州 3000 余个“一村一幼”教学点中的一
个。为让民族地区幼儿过好国家通用“语言关”，从根本

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2015 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在
大小凉山彝区启动实施“一村一幼”计划。以村为单
位建幼教点，普及以双语教育为主的学前教育，并减
免在园幼儿学前 3 年保教费。

让孩子得到更好教育，是许多家长的心声，也是
凉山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
说，因学前教育普遍缺失，彝区孩子上小学后才开始
学汉语，语言障碍导致“学业困境”，孩子听不懂容易
厌学。“一村一幼”为幼儿打好语言基础，从源头打牢
“控辍保学”根基，使民族地区教育进入“良性循环”。

凉山州教育局局长游开军说，各地突破师资、场
地、资金等发展瓶颈，把村委会活动室、闲置村小校
舍等改造成幼教点。并由四川省财政“兜底”，对彝区

10 县行政村每村 2 名辅导员，每人每月劳务报酬补
助 2000 元，保证了教学点正常运转。

为破解幼儿“听不懂”问题，凉山聘请双语教学辅
导员，还专门组织专家编写了一套融入民族特色、操
作性强的教材。教师通过游戏、儿歌，教孩子说汉语。

普及学前教育的同时，政府还通过午餐补助前
移营养干预关口，改善贫困地区幼儿营养不良、发育
迟缓的状况。

39 岁村民吉木喀则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二
儿子在杉树村小上学，小儿子在杉树村幼教点学习。
她说，两个儿子在学校吃的免费午餐比家里的饭都
好，明显长高、长壮了。 (吴晓颖、肖林、窦彦群)

据新华社成都 2 月 6 日电

“一村一幼”让彝区孩子过好“语言关”
凉山从源头“控辍保学”，阻断贫困代际传播

 2016 年 9
月 1 日，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喜德
县拉克乡四合村的
阿尔布都(中)跟着
妈妈来到村里的幼
儿教学点报名登
记。

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5
日电(记者柴海亮、王靖)时近
年关，记者走进我国最大国有
林区——— 内蒙古大兴安岭，一
路风雪，一路牵挂，全面停止商
业性采伐 3 年的林区职工是否
脱贫有路，是否小康可期……
最终，答案尽在欢颜和笑语里：
不砍一棵树照样有出路，不伐
一片林照样能脱贫。

支部建在“链”上

2017 年入冬以来，孟库林
场食用菌创业增收扶贫基地的
木耳销售点几乎每天人来人
往，车进车出……林场党总支
书记白俊清看着 1800 多公斤
干木耳由“小山”逐渐削减露出
地面，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2017 年入冬以来，许多林区
单位生产的木耳都愁卖，但我
们卖光了。”白俊清说，“这要归
功于基地党总支。”

2016 年 9 月，内蒙古大
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满
归林业局孟库林场与内蒙古
根河市满归镇雪乡食用菌合
作社联手成立了这个基地。林
场出场地、设备和劳务，合作
社负责经营管理。

据雪乡食用菌合作社理事
长、基地联合党总支副书记郑
越介绍，基地目前吸纳了四五
十名林场困难职工或家属就
业，每人每年平均增加工资性
收入近万元。

年近五旬的董和杰是孟库
林场的清洁工，妻子祖金莲无
业，女儿上大学，生活拮据。作
为帮扶手段，祖金莲被安排到
基地上班，每月工资 2000 元左
右。“自从我爱人上了班，女儿
上大学的生活费，就不用愁
了！”董和杰说。

为了激励党员带动困难职
工创业致富的积极性，基地联
合党总支还通过开展“党员致富能手”评选、党员示范
岗等活动，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产业链上延伸。

“功夫”做在林下

森林的冬天，不到 17 时，已入黄昏。任庆良的养
殖场，一小排平房，孤零零地坐落在半山腰，一声声犬
吠，响彻雪原，尤显空寂。

54 岁的任庆良在绰源林业局梨子山林场是有名
的“因学致贫”户，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大学，他卖光了自
己的“家业”——— 10 多头牛。但 2017 年在林业局工会
3 万元无息贷款的扶持下，他“东山再起”。在温暖的炉
火旁，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脱贫账”：养了 1000只草原红
公鸡出售 800只，收入 6 . 4 万元，出栏 4 头肉猪，收入
1 .2 万元，还有 18只羊待售，估价至少 1 .8 万元……

“大兴安岭林下遍地宝，只要你肯下功夫，没有不
能脱的贫困帽。”任庆良信心满满。

大力开发林下资源，谋求产业转型，实现职工增
收，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已探索多年，成效正在显现。

幸福“甜”在心里

数九寒天，室外天寒地冻，但冀春艳的“漫生活”宾
馆里温暖如春，玻璃窗上的冰花化成了水流。

42 岁的冀春艳，穿着白貂皮夹袄，满面红光。
她的丈夫是绰尔林业局五一林场的职工，自己曾

长期无业。几年前，由于家中老人得重病，欠了 3 万元的
债，生活困顿。2015 年，林业局贷款 10 万元扶持她家养
殖森林马，现在已发展到 100 余匹，市值约 80 万元。
2017 年 9 月又投资近 20 万元开了这家宾馆。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党委副书记赵宝军说，像
董和杰、任庆良、冀春艳这样靠产业和奋斗解开“绿”与
“穷”之结的林业职工家庭数不胜数。

据介绍，从 2011 年至今，林管局平均每年筹集帮
扶资金 1600 万元，帮扶困难职工超过 1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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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地方扶贫政策过了头，这和降低扶贫标准一样，影响脱贫质

量。”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有些地方为了显示对扶贫的重视，或者为

了体现“成绩”，把“义务教育有保障”变成从学前到大学全免费，把“基本医疗

有保障”变成看病不花钱，把“住房安全有保障”变成住大房，这种脱离实际的

做法违背了实事求是精神，效果适得其反。

为了提升扶贫质量，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一号文件明确，把扶贫同扶

志、扶智结合起来，把救急纾困和内生脱贫结合起来，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

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

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要打破贫困均衡，促进形成自强自立、争先脱贫的精

神风貌。改进帮扶方式方法，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

推动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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