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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

征程正未有穷期——中国脱贫攻坚纪实
“5、4、3、2、1、0!”
2020年12月31日子夜，北京。
国务院扶贫办大楼前悬挂的“脱贫攻坚倒计时”电子牌前，人们齐

声倒计时，随着数字归零，现场掌声一片，不少人湿了眼眶。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胜利。”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新年贺词向全世界郑重宣告。
这是永载史册的伟大功绩——8年攻坚，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这是波澜壮阔的豪迈征程——奋斗百年，中国共产党人咬定青山，

初心不忘，坚韧不拔，接续奋斗，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阿妹戚托嘞，阿妹戚托嘞……”
当 2021 年的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全

国最后一批脱贫摘帽县——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阿妹戚托小镇广
场上，文安梅和乡亲们一起跳起了彝族传统
舞蹈。

他们都来自不远处的三宝彝族乡，全省
20个极度贫困乡镇之一。

2015年底，贵州省启动大规模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计划“十三五”期间搬迁188万人，
三宝乡被列入整乡搬迁。

2019年6月，三宝乡全乡群众搬出大山，
迁入阿妹戚托小镇新家园。“政府给母亲安
排了保洁员的岗位，一个月有 1800 元工资。
父亲当起了护林员，一个月也有 800 元。我
在镇里的旅游公司上班，每月工资有 3800
元。”这样的收入，文安梅以前想都不敢想。

2020年11月，晴隆县等9个县退出贫困
县序列。至此，全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摘帽。

“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
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
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 1 亿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
大胜利。”

在2020年1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
宣告。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
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以此为标志，中
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引领亿万人民创造
的人间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脱贫攻坚
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2012年12月30日上午，河北省阜平县
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雪后初晴的日子里，
冒着刺骨的寒风，习近平总书记踏雪访贫。

走家串户，他搀扶着上了年纪的乡亲嘘
寒问暖，又盘腿坐在炕上跟大伙儿拉起家
常。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就
是来“看真贫”的。

此前一个多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
阜平县这个太行山里的革命老区，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
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
总书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划定底线任务。

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

是一部反贫困的斗争史。
“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理想。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作为奋斗目标，为此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
努力。”

1982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三西”农业
建设计划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
200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2020年)》。到发起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之初，
国家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已使7.5
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最多的是贫困地区，惦记最多的是困难群众。

“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
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
藏、新疆等地。”习近平总书记曾饱含深情地
说，“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
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2013年2月3日，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老党
员马岗老人的家。“总书记进到屋里，也没嫌
干不干净就坐到炕上，和我拉起了家常。”马
岗说。

缺水干旱是困扰当地脱贫的一大难
题。习近平总书记看到屋里水缸，特意舀起
一瓢水，一口水下肚后紧锁眉头……

第二天，总书记专程来到渭源县引洮供
水工程工地考察工程建设情况，叮嘱当地和
随行的有关国家部委负责同志，让老百姓早
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脱贫攻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实践。
8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全国 14 个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考察调研了 24 个贫困村。
群众的冷暖甘苦，他始终念兹在兹。

2015 年 11 月 27 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战
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
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会上，中西部22个省区市的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
在此基础上，省、市、县、乡、村层层签订脱贫
攻坚责任书。

誓言如铁，承诺如金。
8年来，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

9899万贫困人口，这组沉重的数字到2020年
底已全部“动态清零”。

中国继 2005年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中将贫困人口减半后，再一次提
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减贫目标。

“这是21世纪最伟大的故事之一，将成为
全球减贫的教科书。”有国外专家这么评价。

2020年10月，江西省寻乌县。
随着最后一户的脱贫，留车村这个曾有107户477名贫困群众、

贫困发生率18%的“硬骨头”终于被啃下，中宣部派驻村里的第一书
记雍鑫松了口气。

在村民客家口音里，雍鑫被念成“用心”书记。“脱贫攻坚，不用
心不行!”雍鑫索性将微信名改成“用心”。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
从东北边境到西南边陲，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从革命老区

到民族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根据
贫困地区、贫困群众不同的致贫原因，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向贫困发
起最后总攻。

在缺乏产业增收的地方，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新年伊始，一部扶贫题材的电视剧《山海情》，将人们带回曾经

“苦瘠甲于天下”的西海固。
在西海固的西吉县将台堡镇西坪村，村民白雪琴第一次听到帮

扶干部劝她种艾草时，头摇得像拨浪鼓。企业按订单回收艾草、人
可以到扶贫车间打工、土地还能入股……帮扶干部磨破嘴皮子，才
劝动白雪琴试试。如今，她 1 亩艾草的年收入超过 1500 元，全县艾
草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

菌菇、枸杞、葡萄、畜牧养殖……在西海固，昔日贫瘠的土地上
“冒出”一个个像艾草这样的脱贫产业。

在全国，90%以上的贫困户得到产业和就业帮扶，70%以上的贫
困户有龙头企业或合作社带动。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
2020年5月13日，四川省昭觉县“悬崖村”。天刚蒙蒙亮，51岁

的某色达体轻轻拉上院门，背上行囊，迎着初升的太阳走下2556级
钢梯，搬到位于县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新房。

在中国的脱贫版图上，一个个生存条件恶劣的村寨消失了，一个
个宽敞明亮的集中安置点拔地而起。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近千万
贫困群众搬离了“穷窝”，几乎搬迁了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

生态脆弱与贫困交织的地方，推进生态扶贫——

冬日暖阳下，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的光伏产
业园区，6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宛若披上一层蓝色铠甲，熠熠生
辉。荒漠戈壁变为“蓝色海洋”，贫困群众喜添“阳光收入”。更
令人惊喜的是，在光伏板的遮挡下，荒滩上的草又长了起来。村
民马生建说，如今他不仅有光伏发电收入分红，还能去园区放羊，
每月能挣约3000元。

有的贫困是思想上的，既扶智又扶志——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张扬帆，被派往江西省定南县鹅公镇大

风村担任扶贫工作队队员。走访中他发现，相较于物质的匮乏，村
民们精神生活的贫瘠更让人担忧。

张扬帆决定重新拾起画笔。2018 年 11 月，他的同心画室在村
里办起来了，跟他学画的除了孩子，还有一位特殊学员——贫困户
卢保华。43岁的卢保华幼年时不幸患病导致双腿残疾，生活离不开
轮椅，不幸的境遇曾让他自卑抑郁。在张扬帆的鼓励下，卢保华从
素描学起，彩铅、水彩、油画……很快就在绘画方面展露出天赋。

2019 年 6 月，同心画室举办了一场绘画作品义卖活动，卢保华
的9幅作品被一抢而空。

还有的群众根本没劳动能力，开展兜底保障——
今年 53 岁的慕保记是河南省武陟县龙泉街道南贾村人，妻子

和女儿都是重度精神残疾，需要时刻照看。2019 年 3 月，慕保记家
被识别符合条件入住精神卫生医养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享受

“医疗、康复、护理、文娱、生活照料”五位一体的服务。如今，除了妻
子女儿，慕保记还负责看护另外两个人，每个月管吃管住，月收入
2000元。

在全国，共有200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范围，稳定实现“吃不愁、穿不愁”。

贫困有多复杂，帮扶就有多精准。
以发展生产脱贫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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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一批”为主体，健康扶
贫、消费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相结合，一个个贫困堡
垒被攻克，一批批贫困群众开启了新生活。

历史，就像一幅不断展开的画卷。
“我们还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

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习近平主席在二○二一年新年贺词中，描绘了从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胜利，到大步迈向乡村振兴的愿景。
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在云南省澜沧县景迈山上的芒景村，77岁的布朗族村民苏国文家

两代人有着不同的梦想。
1951 年，他的父亲苏里亚当着村民说了三个梦想：总有一天公路

会修到山顶上;会用“铁牛”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光明的日子。
“如今三个梦想早已实现，而且还超越了一大截。”苏国文说。

近年来，村里大力发展茶产业，茶叶因品质上乘卖出好价钱。
看着生机勃勃的景迈山，苏国文也有了三个梦想：进一步办好教

育;把生态茶园改造进行到底;保护好生态。
这是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
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
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
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就是
就业。

在云南省福贡县匹河乡托坪村搬迁安置点，一些妇女正在扶贫车
间缝制棒球。她们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棒球，现在都成了缝制棒球的
能手。

“挪穷窝”、“换穷业”，目前，云南省建档立卡99.6万人真搬实住，建
成集中安置区2832个、其中万人以上安置点19个，集中安置区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2559个，建成扶贫车间211个。

搬迁群众生产方式从广种薄收转变为多元增收，“能致富”的基础
夯实，一些生态脆弱的迁出地的山变绿了，水变清了，生态环境变好了。

“2020 年后，特别是‘十四五’期间，云南摘帽县大部分仍要把巩
固脱贫成果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各项工作衔接主要体现在规划、政
策、机制和资金项目上，做到不停歇、不停顿。”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
波说。

这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如何让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农牧民分享生态红利？
藏族牧民阿松家住澜沧江源头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

赛乡。几年前，他被政府聘为生态管护员，放牧同时，他还要负责做好
当地野生动植物监测、三江源雪豹红外线相机监测等，和其他牧民一
道，成为政府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

“我的家就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在保护家园同时一年还有2万多
元收入，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护好家乡的山山水水，给后代留下一
片净土。”阿松说。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邓尔平说，偏远的林区牧区，往往是贫
困程度深、群众增收难的区域，但也是林草资源量大、国家补偿政策受
益大的地区。

目前，青海省还有非建档立卡生态管护员近 10 万人，在带动
农牧民群众脱贫增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被农牧民群众亲切称为

“暖心工程”。
站在新起点上，迎来新机遇，看到新变化。
湖南省雪峰山深处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罗武村，村规民

约“一年一更新”。
“严禁无证驾驶、酒后驾驶”——2017 年，村规民约里增加了这样

一条。
“过去全村没一条水泥路。2016 年路通了，村里的小车也越来越

多。”村支书陈维卯笑着解释。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破除陈规旧俗”——2018 年加入的这条村

规民约现在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严禁毒鱼、电鱼、炸鱼;严禁钓泥鳅、捕杀蛙类”——2019 年 6 月，

村里打造乡村旅游项目时，这一条也被写进了村规民约。截至2021年
1月，全村已有8家民宿和10多家农家乐。

“摆脱贫困、迎来乡村振兴，不仅生活变了样，大家的精气神也变了
样。”陈维卯说，罗武村的村规民约以后肯定还会不断修改变化。

行程万里，初心不忘。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一定能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
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据《求是》）

这两年，湖南省平江县大青石村村民李
存泉的日子过得格外“痛快”。

初中刚毕业，李存泉就跟着邻村两个表
哥逃出闭塞的深山，去长沙、广东打工。直到
一次工伤让他失去了左手，他才重新回到村
里，结婚生子。可嗷嗷待哺的孩子、年迈患病
的父母，让他的生活倍感艰辛。

转机发生在 2014 年。先是李存泉一家
被认定为贫困户，纳入了社会保障兜底。此
后，大青石村也在国家政策扶持下逐渐通了
水泥路、自来水、手机信号……外面的世界一
下子打开了。驻村扶贫工作队找到李存泉，
提出可以试着养牛脱贫。

如今他已有了 11 头牛，去年光牛肉就卖
了5万元。

历史是忠实的记录者，它默默为这场伟
大的脱贫攻坚战写下精彩注脚——

为了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五级书记
抓扶贫”，从顶层设计到层层抓落实，党的
主张凝聚成上下一心的力量，推动脱贫攻
坚结出丰硕成果。许多人甚至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但他们散发出的光和热，始终温
暖着群众的心。

哪怕是已经住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承包的快递服务日渐忙碌，广西柳州融安县
城的李建萍仍然保留着时不时点开手机看看
的习惯。她在看珍藏的曾担任县委常委、副
县长蓝标河的照片。

2015年，李建萍家被识别为贫困户。一
天傍晚，天空飘着雨，蓝标河和村干部骑着摩
托车，一脚泥一身水走进屋门。

“那晚，我第一次知道扶贫政策。蓝县长
鼓励我们努力奋斗，改变现状。”李建萍说。
从此，蓝标河像亲戚一样，家里缺什么、短什
么，他样样上心。他帮着李建萍学到技术，种
上金桔。在蓝标河的多次劝说下，李建萍一
家人参加了易地扶贫搬迁。

2018 年 4 月的一天，蓝标河因连续加班、
疲劳过度不幸去世。

“他要活着该多好，快过节了，我想给
他送几筐金桔尝尝。”泪水在李建萍眼里打
着转。

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全国共派出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
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担任第一
书记或驻村干部。他们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诠释了扶贫干部的担当和情怀。

新疆伽师，位于我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
干沙漠边缘。库热西·哈吾力从自治区政协
机关来到这个县英买里乡阿亚克兰干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一干就是好几年。

脱贫攻坚干部群众的背后，还有来自全
国的大力支援。这是中国扶贫的一大特色，
更是助力贫困地区发展的不竭动力。

“十三五”时期，我国专项扶贫、行业扶
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逐步形
成并日趋完善。依托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正为脱贫攻坚注入
新动能。消费扶贫行动实现贫困县全覆盖，
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问题……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汇聚起社会各界参与脱
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2020年11月16日，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至此，宁夏全区9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图为2020年9月17
日，工人们在当地政府依托闽宁协作对口帮扶项目建设的工业园区内
生产枸杞深加工产品。

▲2020年4月，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托坪村
五湖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扶贫车间，村民用草果杆编织工艺品。

一、铮铮誓言——“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
打赢打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
庄严承诺”

二、奋楫争先——“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
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三、尽锐出战——“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
心协力、顽强奋斗，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

四、擘画新局——“乡亲们脱
贫只是迈向幸福生活的第一步，是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位于黄河岸边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原本是一片干旱少雨的荒漠。近年来，当地通过建设光伏发电基地大力发展“阳光产业”，同时建设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实现并网发电，将收益发放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公益岗位工资，推进贫困群众增收，昔日荒滩变身产业“银滩”。图为塔拉滩光伏发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