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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8 月 21 日电(记者杨洪涛、汪军、施钱
贵)“户主姓名：刘清珍，住址：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被
清退人员姓名：任永龙，被清退原因：已享受城镇低保，
本人申请清退……”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村务公开栏里，包含类似信息的
“建档立卡户人员清退表”正在公示中。一起公示的还
有“建档立卡户整户新增名单”“建档立卡户户内漏人
统计表”等信息。

“现在是脱贫倒计时阶段，我们各项脱贫工作必须
要精准、再精准。”麻怀村村支书邓迎香说，为确保不漏
一户、不漏一人，村里前段时间再次对全村贫困情况进
行了摸底，并将排查结果进行公示，群众无异议后，再
有针对性地采取帮扶措施。

据罗甸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初步统计，经近期摸

底排查，全县共整户新增建档立卡户 772 户，户中漏人
补录 2576 户 3766 人，整户清退 826 户 3236 人。

罗甸县的这一做法是贵州近期开展的“精准脱贫
错评、漏评专项治理”行动的一个缩影。当前，贵州各地
正持续不断对脱贫攻坚进行“体检”，推动各项工作落
细、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
贵州强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精准扶
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670 . 8 万，贫困发生率下降
至 7 . 75%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位居全国前
列。

“三都县委原书记梁嘉庚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
短期内不可能惠及群众的形象工程，2016 年以来在建
的 1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有 127 个，但与脱贫攻坚有关

的只有 41 个……”
“有的地方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项目实施进度

慢，覆盖贫困人口比例低，骗取、贪污等违纪违法行为
时有发生……”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纪委监委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和不正之风专项治理”行动，认真查找、坚决整治当前
全省扶贫领域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
确保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落地不走样。

当前，贵州全省还有约 280 万贫困人口，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任务繁重，贫困群众长期稳定脱贫致富
难度很大。为此，贵州着眼长远，以省委全会形式分析
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形势，并对到 2020 年的脱贫攻坚
工作进行部署。

按照部署，贵州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把扶贫资金、东西部扶贫协作、基础设施建设、
帮扶力量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

贵州省提出，到 2020 年将通过发展产业、易地
搬迁、发展教育就业、生态补偿、社会兜底等措施，使
全省贫困发生率降至 3% 以下，农村贫困人口稳定
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
全有保障，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
困。

与此同时，贵州还明确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统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计划，乡村
振兴相关支撑政策优先向贫困地区倾斜，补齐基础
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以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
果。

直面“痛点”，贵州部署脱贫攻坚三年行动

本报记者张爱林

7 月的一天，53 岁的德保县贫困户潘明阳举家搬
进县城“老乡家园”的楼房，成为一名业主。

这对潘明阳来说，做梦都能笑醒，祖辈们的愿望，
他实现了。

广西百色市德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有贫困人口
8 . 8 万多，且生态脆弱、生存环境恶劣、缺乏发展产业
资源，贫困面广且深。

如何解决贫困群众生存与发展问题，德保县按照
中央提出的“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的要求，在“十三五”
期间，计划建设“12+1”个安置点(县内安置点 12 个，
跨县安置点 1 个)，探索精准扶贫的有效模式。

“老乡家园”是德保县“12+1”的一个安置点，这里
规划建设 27 栋安置住宅楼，配套商业用房及幼儿园、
小区道路、绿化、给排水、供配电、燃气、环保等辅助工
程。规划总投资 4 . 64 亿元，计划安置 1845 户 8527 人。

在德保县采访，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搬迁
只是方式，脱贫才是目的。”

在潘明阳家，记者看到客厅里摆放着木制饭桌、
冰箱和饮水机，电视分布在 3 个小房间，新家具装扮
的居室舒适而温馨。潘明阳说，他本是德保县茶亭村
的一个贫困户，一家 5 口人，生活一直比较艰难，后来
靠党的政策，花了 1 万元买了这套 96 平方米的房子，

这在以前怎么都不敢想。现在全家人不仅住有三房一
厅，每月做生意还有几千元收入，生活比山旮旯里好
多了。

一直以来，求富是贫困群众最大的梦想，只要搬迁
生活有保障，谁愿在山旮旯里受穷。围绕“贫困户搬迁
后生活怎么办”议题，德保县党委、政府经过多次研讨，
摸索出引进企业及引导当地能人创办“扶贫车间”等模
式，旨在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照顾家庭、干农活与
上班挣钱“三不误”。

“今年 9 月，小区幼儿园、小学开始招生，方便接送
孩子，我也可以进小区‘扶贫车间’务工补贴家用。”“老
乡家园”住户黎兰周说，为孩子她已做了多年专职主
妇，全家人靠爱人打工维持，搬迁后，这种状况得到改
变。

在“老乡家园”，来自深圳的吉美菲玩具有限公司
“扶贫车间”深受搬迁户欢迎。如今，在这个厂成为熟练
工的贫困群众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在 2200 元以上。而在
德保县敬德镇，当地能人许兰巧在暮洞村创办扶贫车
间，20 名员工中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1 人，员工每人
每月平均收入 1800 元左右。

敬德镇党委书记农启曼认为，开办“扶贫车间”到
村屯，既能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又能增加村集体
经济收入，有着“双带动”“双丰收”的功效。

百姓的生活涉及方方面面，“搬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不能喊口号。德保县在规划建设安置点项目时，
就多方筹集 2 亿多资金在县城移民搬迁扶贫集中安
置点附近建设第二高中、第四小学、文化体育中心，设
置了社保业务服务室、民政业务服务室、矛盾纠纷调
解室、妇女儿童(青少年)之家等功能室，其目的是实
现“群众搬到哪里，管理与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承
诺，让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有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
感。

德保县移民局局长农济铭说，截至 2018 年 7 月，
全县已完成 9 个安置点的住房建设，搬迁入住建档立
卡贫困户 1366 户 5825 人。在实施过程中，县里实行后
援单位包动员宣传、包对象精准、包搬迁入住、包后续
发展、包就业创业、包稳定脱贫等责任制，确保搬迁贫
困人口如期脱贫致富。

德保县委书记石永超说，未来两年，德保县还将
从三方面完善移民(脱贫)搬迁工作。一是有针对性
地组织搬迁贫困劳动力参加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
二是对搬迁到县城、重点镇安置的贫困户，确保每户
有 1 人以上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实
现稳定就业。三是盘活搬迁贫困户的原宅基地、承包
地、山林地资源，统筹好搬迁贫困户的就业、就学、就
医，衔接好搬迁贫困户的低保、医保、养老保险政策，
从根本上解决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的生存与发展问
题。

德保：“搬迁只是方式，脱贫才是目的”

夏日清晨，50 岁的“羊倌”

马吾德像往常一样来到羊圈
前，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但这一
天有点特别，他的母羊产了 3
只羊羔。怀里抱着羊羔，仿佛自
己的小孩一般，马吾德笑得乐
开了花。

“有些小羊羔奶水不够吃，
就需要人工给小羊羔喂牛奶，
喂够 3 个月就能自己吃一些精
饲料了。”每当母羊产小羊羔
时，马吾德最高兴。

马吾德是甘肃省临夏回族
自治州临夏市枹罕镇铜匠庄村
村民。村上主要以种玉米和外
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如果
遇到天灾，一年下来就没什么
收成。因为贫穷，村里都留不住
什么人。马吾德自家危房也是
补了又补。

马吾德家里 3 口人，2013
年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
只有 1 亩玉米地，一年的玉米
收入不到 1000 元。为了生计，
他在镇上一家小窑厂打工，烧
砖、拉砖，每天都要工作 10 小
时以上。就这样，他干了 5 年。

马吾德说：“辛苦一年只有 4 千
元的收入。这 5 年里，自己遭受
的辛酸和挫折数不清。”

后来，临夏州政府大力整
治污染，淘汰落后产能企业，马
吾德打工的砖窑厂因排污不达
标被拆除。没了打工收入，马吾
德心里空落落的。喜欢“折腾”

的他，一心琢磨要再干点儿什
么。

转机发生在 2012 年冬天。

他听说同村的孟存寿在“利民
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养了羊，
且“好日子会越过越得劲儿”。
“养羊是好，可谁能保证赚到
钱？”马吾德坐不住了，急忙带
着疑虑前去咨询。

“有专家和兽医指导技术，
而且会与精准扶贫户签订帮扶
协议，年底有分红，销路不愁，
保证不会吃亏，合作社还常年
有肉吃。”孟存寿的一席话，打
消了马吾德的疑虑。

听孟存寿这么一说，马吾
德心里盘算着：加入合作社，入
股的钱，既能保底、还能分红，
既有技术支撑、又有市场销路，
怎么也比干别的强。就这样，他
下了决心，开始了“羊倌”身份的转变。

放羊、给羊喂药、打针、配料……从没养过羊
的他一点点学起。由于经验不足，经常碰到养殖上
的问题，他就向合作社里请来的畜牧专家虚心求
教养殖技术，一心要把羊养出名堂。

到现在，马吾德负责合作社 600 只羊的管理。

马吾德跟羊感情深厚，甚至“闭着眼听到羊叫唤，
都知道是哪一只”。小羊欢实，母羊壮实，幸福在心
中荡漾。“现在听小羊羔叫唤，就跟听音乐似的。”

马吾德说。

马吾德靠养羊增加了收入。指着羊棚，马吾德
掰着手指开始算账了：在合作社打工一个月 2400
元工资，合作社每年 4900 元的分红，再加上种地收
入，他家一年的收入可达 4 万元左右。“这是之前在
窑厂工资的 10 倍。”马吾德高兴地跟记者唠叨着。

如今，马吾德家里脱了贫。去年他把家里的危
房彻底翻新，今年 4 月搬进新房，购置了新家具、
新家电，家里布置得像城里人一样。“危房修好了，
该享受享受生活了！”他爽朗地笑着说。

这些年，政府对临夏市发展养殖业持鼓励态
度。据临夏市畜牧局局长马正仁介绍，今年上半
年，畜牧局指导动工新建养殖场 3 个，争取到位专
项资金 100 万元，并指派 25 名专业技术人员包村
蹲点。马吾德不止一次地说，自家能够脱贫，过上
好日子，首先得益于党的好政策。

打量着一头头壮实的肉羊，马吾德思忖着，今
后能不能养更多羊，攒钱给孩子娶媳妇用。当然，
这些羊粪也得好好利用起来，给家里的玉米地和
花草施上有机肥。“用羊粪施肥的玉米成熟期更
早，棒子胖胖的，看着就让人喜欢。”

他还盼望着，能为家乡做点事情，让村上更多
人加入合作社，把养羊技术传授给村民，与村民一
道共同致富。

“过去我背的是砖块，现在我拿起了羊铲。我
完全没想到养羊可以变成奋斗的梦想。”他说，“在
我靠自己双手就可以脱贫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当
低保户呢？”(记者成欣)新华社兰州 8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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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天路”
▲ 8 月 20 日无人机拍摄的上南路。

四川省壤塘县上南路全长近 40 公里，在当地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山间蜿蜒延伸。2017 年年底，上南路改扩
建后，方便了藏族牧民的出行，成为当地藏族牧民脱贫致富的“天路”。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上接 1 版）军委政治工作部干事唐勃说，人才资
源是强军兴军的宝贵战略资源。要加紧构建“三位一
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加大联合作战指挥人才、
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
管理人才培养力度。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文职人
员队伍建设。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
重，鼓励实干，鼓励创新，帮助解决现实问题，把大家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用铁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

面从严治军

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和武警部队
的官兵以座谈会、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深入学习习主
席的重要讲话。官兵们认为，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
韧劲，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深入推进我
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要穷追猛打，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决破除。要加
快转变治军方式，按法定职责权限履职用权，依据条令
条例和规章制度开展工作。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严格
纪律执行，用铁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
军。

军事科学院干事黄宙峰说，要坚持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

贿一起查，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扎紧制
度笼子，不给权力脱轨、越轨留空子。要坚持标本兼治，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引
导大家正心修身、律己持家、清廉为官，自觉抵御歪风
邪气的侵蚀。

广大官兵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坚持聚焦备战打仗，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护
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提高我军加强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工作质量，不断开创新时代军队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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