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在今年的中
国两会上，脱贫攻坚是备受关注的
议题之一。中国已经提出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的目标。尽管脱贫攻坚任务艰
巨，但是国际社会相信，中国政府
的目标务实，计划可行，中国减贫
事业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其
成就将鼓舞其他国家在减贫道路上
努力前进。

《印度快报》报道说，中国政
府执政注重以民为本，并已经取得
非凡成就，成功地使数以千万的民
众摆脱饥饿和贫穷，而这是很多有
着类似经历的国家未能做到的。

突尼斯计划运动党主席穆赫
辛·马尔祖克说，中国减贫事业取
得巨大成功，对世界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时间表
“合理、可行”，“中国制定发展
目标时一贯谨慎务实，结果往往超
出预期。”他认为，突尼斯应借鉴
中国的减贫经验。

埃及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发言
人纳比勒·扎基说，中国仍有数千
万贫困人口，中国政府直面挑战，
通过精准扶贫等举措，力争在数年
内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他相信“随
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减贫将成为
中国改善民生的重要突破口，同时
中国的经验也具有全球意义”，很
多国家正在研究、借鉴中国经验。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
尔斯·奥努纳伊朱说，中国消除贫
困的措施“切实可行、针对性强且
可持续”，中国的减贫事业“不仅
要让人民摆脱贫困，更要让人民富
裕起来，这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他相信中国彻底
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认为广大非
洲国家应该借鉴中国经验。

中国-坦桑尼亚减贫与发展村
级示范项目坦方协调人欧内斯特·
姆孔戈表示，中国的减贫事业正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中国多年
来对贫困地区实行政策倾斜，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创新扶贫
形式。中国的减贫努力推动了全球
可持续发展，也将鼓舞其他国家为
实现本国的减贫目标而努力。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
员苏慕亚·查多帕塔耶说，中国减
贫事业的发展具备两大优势：经济
保持较快增速，减贫举措能够获得足够资金；政治体制稳
定，有利于国家持续、稳定地制定和落实减贫政策。中国减
贫事业成就巨大，其经验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

匈牙利前驻华大使、中国问题专家库绍伊·山多尔指
出，通过到 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中国将为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实现作出巨大贡献。

约旦《言论报》记者易卜拉欣·萨瓦伊尔说，中国政府在减
贫事业推进过程中展现的强大执行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特别关注中国
西南地区的减贫进展。他说，中国政府下大力气在这些地区
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为当地民众带来更便捷的交通和物流条
件。“越南可借鉴中国在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精准选择扶贫
措施、鼓励企业参与扶贫等方面的经验。”

老挝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西提赛说，中国在减贫领
域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鼓励掌握丰富知识的大学毕业
生和公务员到欠发达地区工作，根据各地资源禀赋改善基础设
施，依照各地潜力创造发展条件和创造就业机会等。老挝应向
中国学习经验，这有助于老挝实现自己的扶贫目标。

泰国国家发展行政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李仁良说，中国减
贫事业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按
照目前速度，到 2020 年，中国绝对贫困问题一定会得到历
史性解决。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功经验值得泰国借
鉴。(参与记者：张保平、李斯博、郑凯伦、刘锴、林晓
蔚、殷夏、杨永前、章建华、王迪、陶军、杨舟)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高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5日举行的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会上， 4 位来自基层的全国
人大代表围绕“脱贫攻坚”话题，畅谈扶贫工作经验和实践
故事，引发中外媒体关注。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全国人大代表赵会杰，是赤峰市大
庙镇小庙子村党支部书记。 2009 年，她刚上任时，小庙子
村基础设施简陋，农业生产条件落后，人均收入不足 3000
元。

为解决人多地少收入低的困局，她带领党员群众多次考
察，因地制宜大面积推广胡萝卜和中药材种植，经过长时间
扶贫工作科学有序地推进，到 2017 年全村人均收入已达到
13000 元，村里道路、文化和医疗等基础设施得到了翻天覆
地的改善，村民脸上笑开了花。

来自四川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君，曾是他们县里最年轻的
村党支部书记。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位于秦巴
山深处，为解决贫困户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李君在全国首
创了“以购代捐”模式，协调爱心企业与贫困户对接，实现
了 5000 余户城市家庭“结亲认购”贫困户农产品，让捐赠
者有回报，让受助者有尊严。李君表示，产业扶贫过程中解
决产品销路是巨大挑战，通过“以购代捐”体现了百姓劳动
创造价值，通过市场行为激励，促进百姓实现稳定长效脱
贫。

“我刚到村里时，到每户走访都有一个感受，百姓上厕
所太不方便。”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岩口镇
向家村村主任向长江说，向家村地处高寒山区，山多田少，
十年九旱，曾经 70% 都是土建房。产业扶贫开展几年来，
村里水、电、路基础设施得到大力改善， 95 户 218人全部
提前脱贫，村民家中厕所全部改造升级，并新增了生态污水
处理系统，发展乡情旅游成为湖南省扶贫旅游示范项目。

全国人大代表曹庆华是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党委
书记，墨江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全县 99 . 98% 的区
域都是山区。镇上产业基础薄弱，如何让百姓脱贫并能持续
增收成了曹庆华日思夜想的头等大事。上任后，曹庆华带着
全镇干部职工，半年的时间里深入村镇，听民意实地调研。
几年下来，已培育发展出一批以咖啡、蚕桑、紫米、中药材
和旅游等绿色生态山地产业项目。 2017 年底，联珠镇从
2014 年 6845 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了去年的 9272

元，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14 . 33% 下降到了去年的
7 . 83% 。

“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不可避免将遇到这样那样的难

题，但国家的大政方针指导我们，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总
会找到适合我们自己发展的路子，带领老百姓致富。如今有
这么多好政策，总有一款适合你。”赵会杰说。

“这么多好政策，总有一款适合你”
全国人大代表畅谈脱贫攻坚工作经验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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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
王靖、姜琳)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
中，内蒙古代表团的代表对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进行热议。大家认
为，要想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必须要
有愚公移山的志气，以必胜的信心
精准发力，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同全
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兴安盟
盟长奇巴图说，深度贫困地区交
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
一些连接自然村的路还是土路、砂
石路，亟须打通“最后一公里”。
他建议，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投入，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
条件，优化商贸流通环境，增强贫
困人口造血能力。

奇巴图还认为，深度贫困地区
应加大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他举
例，兴安盟 4.9万贫困人口中，因病
致贫的占到一半以上，是“最难啃

的硬骨头”。“贫困人口普遍文化素质偏低，生活习惯不健
康，这是深度贫困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深度
贫困地区应织密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活保障兜底这‘三
张网’，控制返贫发生，增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旗长

索曙辉说，深度贫困地区主要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地方财力弱，不能有效支撑脱贫攻坚，而向上申
请的项目多数是专项资金，在因地制宜、整合使用方面灵
活性不强。他建议，增加深度贫困地区一般性财政转移支
付，保证资金灵活使用。

“深度贫困地区更要做好扶志、扶智工作。”全国人
大代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铁公泡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国琴
说，要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
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其改变贫
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许晓青、袁汝婷、仇逸)
“这是一条有文化的致富之路。我们成立了神山村乡村旅游
协会，通过协会来协调安排好每天的旅游接待。在接待游客
过程中，一方面传播井冈山的红色文化，同时也带动村民致
富。”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村民左
香云对家乡的文化传统和旅游资源如数家珍。

谈及文化和旅游的紧密关联，不仅像左香云这样在精准
脱贫一线劳作的村民深有感触，在“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
表、黑龙江省同江市同江镇中心校教师刘蕾也有感而发。

她说，开发富含民族文化元素的手工艺品，有助于带动

家乡旅游业的发展，相信乡亲们在致富路上会越走越快。
在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不少代表委员也提到———

旅游火起来，是开启文化扶贫的一把“金钥匙”。
“让文化资源从大城市向小城镇、农村流动。”“帮助

好的当代文化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全国人大代表、导演
贾樟柯以在家乡平遥举办国际电影展为例，短短 8 天时间
里，有 18 万人参与，增加了当地的游客数量，让这个小县
城迸发出新的活力。

近年来，一些企业家相继赴中西部地区参与文化扶贫，
他们也对“文化+旅游”的扶贫模式有所心得。全国政协委

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说，扶贫不能光靠帮扶给
钱，还要在文化和思想上加强引导。

“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发展乡土
游、文化游，是一条比较好的精准脱贫之路。”全国政协
委员、苏宁环球集团董事长张桂平说。

“真脱贫、不复贫，离不开文化振兴。”全国人大代
表、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提交了有关文化扶贫的建议，
希望通过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满足农民求
知、求富、求发展的需求，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实现
文化振兴。

精准扶贫，要善于让旅游和文化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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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阳建、姜琳)在湖南代表
团驻地见到肖又香时，她刚下会。未见其人，先在走廊里听到
了她攀谈的声音。这个来自湖南安化的村支书代表，踩着黑色
布鞋，朴素而干练。

“我从没想到能带着乡亲们脱贫的喜悦，来到北京。”已是
第四次担任村支书的肖又香说，2008 年她接手了刚由三个村
合并而成的青峰村。村子位于偏僻山区，贫困落后，交通闭塞。
最关键的是，人心不齐，党员干部没激情，老百姓意见大。

“并村时，没有一寸硬化路，农电也没改造。”肖又香说，她
最初有点畏难，“但既然是共产党员，就要受命于危难之际。”

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走访村民，了解诉求。良田流失无
法领粮补，大病医保费用不够，交通条件落后……一条条“意
见”被她一字一字记在笔记本上，也深深刻在心里。

2009 年，肖又香带领村民集资修路，硬化了村里主干
道。“每人集资 60-100 元，20 多万元缺口由村里借钱补
齐。”肖又香的胆识与魄力让村民刮目相看。两年后，修路的
债务还清。

之后，为了给乡亲争取权益，她磨破嘴皮；为了争取资金，

她跑断腿；为了村里发展，她殚精竭虑……肖又香由此变成了
“女汉子”。村里的烂泥巴路一条条地变成水泥路，村民用上了
放心电……

村里大变样，老百姓脸上笑容也多了，党员干部的斗志也
起来了。随着干群关系的融洽，肖又香把精力投向了如何帮助
491 名贫困人口脱贫。2015 年，她带领村支两委和全体村民，
携手驻村帮扶单位，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如何才能在偏远山村培育扶贫产业？经过仔细考察，肖又
香决定以种植花生为产业带动村民脱贫。她注册了家庭农场，
指导村民种植，优价收购贫困户花生，并拿出 20% 利润给贫
困户分红。这消除了贫困户亏损的风险，也实实在在增加了农
民收入。

曾经软弱涣散的青峰村，如今已摘了贫困帽，每家每户还
用上了自来水。过去十年，肖又香攒了一堆发黄的笔记本，里
面记录了全村 600 多个家庭的苦恼与喜悦。

“十年付出太多，很苦很累，但心里快乐。”肖又香说，看到
村民脱贫了，村容变美了，民心凝聚了，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
的。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记者姜琳、阳建)一头狮子
般的卷发，一双精明坚毅的鹰眼，一身绣花对襟上衣加宽腿
裤，来自湖南湘西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的全国人大代表龙
献文，走在驻地宾馆格外打眼。

“就这两天，我们翻修的夯吾苗寨重新开张，刚营业每
天就迎来近千位游客。今年的春茶也开始采摘了，清明节前
的古丈茶，都是最好的‘一根针’。”尽管人在北京，作为
党总支书记的龙献文，仍时刻心系村里的事。

他给记者一一展示手机里的照片：“这是万亩茶园，云雾缭
绕。清晨四五点钟，全村人踏着露水，一边唱歌一边采茶。这是
新修的停车场、风雨桥，以及圆形木土结构的‘苗家堂’，游客可
以住苗寨、听苗歌、吃苗饭……今年村里销售额争取过亿元！”

很难想象， 10 年前，这个地处湘西大山深处的苗族村
庄，还是个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800 元的贫困村。如今，依靠
种茶和旅游，牛角山村不仅在两年前实现了脱贫，还成为远
近闻名的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小康建设示范村等。这里出

产的古丈茶更是漂洋过海走向世界。
这一切，都与“领头羊”龙献文的引领、拼搏和奉献息

息相关。因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早在多年前，曾经当过厂长
摆过摊、跑过运输包过工的龙献文，就已经累积了可观的财富。
从热心为村里做好事、做贡献，到不顾家人反对出任村委会主
任、当选村支书，龙献文一步步确立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梦想。

他带领村民办生态农业科技公司，开荒山变茶园、搞茶
叶合作社，建养殖场，把自家汽车拿给公家用，拿个人资产
抵押贷款为村里发展集体产业……

靠山吃山，一村一品。围绕“茶叶”和“民俗”两张名
片，龙献文带领村民撸起袖子加油干。 2014 年，品牌茶叶
“黛勾黛丫”(意为阿哥阿姐)走进“澳大利亚中华文化
节”； 2015 年，古丈毛尖茶获米兰世博会金奖。

龙献文个人，也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全国劳动
模范等荣誉。“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龙献文说，“走进
新时代，我们的日子一定会更好。”

“女汉子”让涣散村“蝶变”

“领头羊”带深山苗寨致富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郑明达、陈国洲)全国人
大代表、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红辣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谭建兰说，产业扶贫是国家大力提倡的脱贫举措，在农村脱
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农业产业
化规划和布局，一些地方存在特色农产品一哄而上、过度发
展的现象，建议国家加快农业产业化规划和布局，为农村脱
贫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近年来，谭建兰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
带领石柱县 7 个乡镇、24 个村、6800 户农户建立辣椒专业合
作社，“谭妹子”辣椒品牌在当地打开了市场，帮助 560 户贫困
户稳定脱贫，使当地群众尝到了产业脱贫的甜头。

但在投身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谭建兰发现
农业产业缺乏规划，容易形成一哄而上、产品过剩、价贱伤
农的问题。“头一年辣椒价格高，第二年大家全种辣椒；李
子价格高，又全种李子，往往跟不上市场节奏，丰收换来的
是价贱。”谭建兰说，自己也曾遭遇过周边市县全部模仿种
植辣椒，差点破产的困境。

“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已经成为常态，要克服波峰波
谷带给农民的伤害，一方面要靠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等产
业链，增加农产品抗击价格波谷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
强产业布局和规划。”谭建兰建议，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各地
气候、土壤、劳动力特点，对发展农业特色产业进行宏观布
局和规划，利用国家政策扶持的有力杠杆，引导农民坚守某
一农业特色产业，形成差异化发展的局面。

谭建兰代表：

加快农业产业化规划

避免一哄而上乱发展

加大对深度贫

困地区基础设施

投入 ，改善贫困

人口生产生活条

件 ，优化商贸流

通环境 ，增强贫

困人口造血能力

本组摄影：新华社记者李鑫

赵会杰

带 领 村
人 均 收 入 由
2009 年的不
足 3000 元，
到 2017 年的
13000 元

李君

在 全 国
首创了“以购
代 捐”模 式 ，
协 调 爱 心 企
业 与 贫 困 户
对接

向长江

9 5 户
2 1 8 人 全 部
提前脱贫，发
展 乡 情 旅 游
成 为 湖 南 省
扶 贫 旅 游 示
范项目

曹庆华

带 着 全
镇 干 部 职 工
深入村镇，听
民 意 实 地 调
研，培育多项
绿 色 生 态 山
地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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