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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心声。中国是人口
大国，什么原因让其在五年内减少贫困人口 6853 万？
哪些经验有助于国际减贫？

日前，到北京参加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的外宾们，会前赴广东深圳市、贵州黔西县、宁夏永宁
县和河南兰考县，在中国改革开放和扶贫攻坚的最前
沿深入观察，探寻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时代变迁背
后的动力之源。

精准扶贫聚焦最贫困人口

乌蒙山区是中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集中
连片特困区之一，贵州毕节是其中的贫中之贫。30 日，
在毕节市黔西县“锦绣花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和林
泉镇海子村，外宾们走进搬迁户家，询问医疗、就业等情
况，考察脱贫攻坚村庄整治项目及猕猴桃产业扶贫。

69岁的村民张正华今年三月和老伴住进了“锦绣花
都”的新房。离开了位于 30公里之外石漠化严重地区的
旧房，老人难掩喜悦地说：“如今住在新屋，心里真敞亮。”

“我一直对中国的减贫举措充满好奇，今天找到了
答案。面对异常复杂的贫困问题，中国的脱贫攻坚，特
别是精准扶贫措施，系统性地融合了各种要素。”拜访
了几位搬迁户的新家后，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农村减
贫战略项目顾问丹妮拉·卡里考斯基说，努力让贫困老
人、残障人士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拥有比较完善的社

保，让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得到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教育
和就业机会，这或许就是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原因。

发展蘑菇产业、民宿旅游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实施
健康扶贫救治病人，提供扶贫贷款……在河南兰考县，
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副会长恩科洛·弗依每
到一处都仔细地记笔记。他多次来过中国考察，对经济
和社会发展很感兴趣。

“中国非常团结，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依靠
发展产业、增加就业岗位等措施使几千万人摆脱贫困，
非常伟大。”他说。

实施精准扶贫，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政府主导、全
社会共参与的大扶贫格局，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中
国的扶贫经验引起很多外宾感慨和思考。

中国经验为世界减贫贡献智慧

从努力解决温饱，到提出“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
少”，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多年扶贫实践为世界减贫带来
哪些中国方案？这是外宾们关注的问题。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一些外宾在参观了双孢菇
基地、闽宁中学、立兰酒庄等后表示，不敢想象这个特
色小镇在 20 多年前曾是一片荒芜。闽宁镇前身是
1997 年成立的闽宁村，当时中国提出东西部对口扶贫
协作，并决定由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多年来，从“输血
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当地形成了“特色种植、特色

养殖、劳务产业、光伏产业、旅游产业”五大产业，人
口从几百人增加到 6 万多人，人均年收入从不足
500 元增加到一万多元。

来自塞内加尔谢赫·安达·迪奥普大学的教授马
马杜·法尔不停地用相机记录。“我正在做一个关于
‘中国扶贫政策研究’的课题，闽宁镇是最好的案例。”
他说，中国政府不断改善民生，扶贫模式对于非洲乃
至全球都是榜样。

“从改革开放到脱贫攻坚，中国政府始终在领导
全国人民通过奋斗实现自身发展，这种领导力值得
学习。”马马杜说。

从东南沿海城市到西部偏远山村，从中原大地到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宾们看得认真、问得详细。

“从 1998 年我第一次来中国至今，这个国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中国在推动更加均衡的
发展，这些发展经验对于同是人口大国的巴基斯坦
非常有用，相信两国能够在许多方面展开合作。”巴
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理事会主席沙夫卡
特·卡卡海尔说。

改革开放为中国减贫事业提供强

大驱动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数千万人口实现脱贫有何关
系？带着心中谜题，外宾们在分赴脱贫一线考察的前

一天，来到中国改革开放前沿——— 深圳。
在莲花山公园山顶俯瞰城市，外宾们惊讶“深圳速

度”；在腾讯大厦，工作人员现场演示用微信平台在线
支付、挂号、点餐，并扫码购买了一只企鹅玩偶送给来
自阿根廷的外宾；在罗湖渔民村和深圳博物馆，外宾
们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和时代变迁的缩影。

“来中国之前有朋友告诉我，在中国不用带钱包就
能出门，有手机就够了。这真是太神奇了。”联合国粮农
组织南南项目合作官员朱莉安娜·加尔朱洛说。

一些外宾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
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为中国减贫事业提供了强大的驱
动力，中国在减贫领域的成绩也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塞拉利昂议会副秘书长默罕穆德·莱比在考察深
圳、贵阳市后，由衷赞叹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
成就。在实地见证了惊人的“中国速度”后，他认为中国
的快速发展对于其本国减贫工作有很强的借鉴意
义———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体
系，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制定中长期规划。

“不论国际社会发生什么都应把发展放在首位。发
展应当聚焦人民，关键是可持续。”塞拉利昂议会党纪
负责人迪克森·默莫表示，中国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
理政突出位置，对腐败零容忍，这些正是减贫和发展
时需要的态度。(执笔记者：于文静，参与采写：赵倩、张
伊伊、缪培源、刘金辉)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电(记者于文静、姜刚、温
竞华、熊家林)从带动贫困群众创新产业发展的致富带
头人，到身患重病仍顽强奋斗带领乡亲奔小康的合作
社负责人；从扎根山区、忘我工作的驻村第一书记，到
“敢为天下先”、带领群众苦干脱贫的领导干部……日
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脱贫攻坚先进事迹
巡回报告，4个报告团分赴中西部 21个省区市作巡回
报告。先进人物的事迹引起很多在场听众强烈反响。

“扶贫和打仗一样，要有战斗员的作风”

在安徽、江西等省份，报告团成员以“生命不息
扶贫不止”“只要能摘帽 失明也心甘”“我用‘双培’助
力脱贫攻坚”“吕梁山见绿了”“心系家乡父老 践行精
准脱贫”“援藏高原行 教育助扶贫”为题，分享了扶贫
攻坚的心路历程。

能容纳 500 多人的金寨县委党校光慈讲堂内座无
虚席。来自安徽 16个市、70个县市区代表现场聆听了
报告。

“78 岁的扶贫干部去帮扶地区 100 多次，而且还在

坚持；冒着‘失明’风险仍奋战在扶贫一线，把贫困户的子
女当作自己的子女……”安徽省岳西县胡戴平说，先进
事迹反映出扶贫人坚定的信念与担当，今后要结合本职
工作做好扶贫宣传工作，凝聚各方力量，巩固脱贫成果。

“我弟弟也是贫困户，我对贫困感触很深，对于报
告人的酸甜苦辣更是深有同感：扶贫从来不是一件容
易事。”今年 71 岁的陈正山是江西省鹰潭市交警支队
一名退休干部，是一个参与扶贫工作 21 年的“老扶
贫”。他说：“报告人朴实的语言让我体会到，扶贫和打
仗一样，要有战斗员的作风，沉下身子、撸起袖子加油
干，才能真正脱贫济困。”

“做精做细扶贫产业，脱贫才能稳定”

山西吕梁是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干旱少雨、多
山少绿，生态脆弱与深度贫困交织。市林业局通过扶贫
攻坚专业合作社造林，探索以林地经营权、退耕还林地
经营权等入股林业新型经营主体试点，组织贫困户参与
林业产业化，带动 3 .6 万人稳定脱贫的故事发人深省。

“《吕梁山见绿了》这篇报告让人印象深刻。这些典

型案例是我们扶贫工作实践的榜样，为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了借鉴。”鹰潭市扶贫办副主任邹世文表示。

脱贫奔小康，产业是关键。产业围绕房子转，房子围
绕产业建；致富带头人培育跟着产业培育走；从前是“要
我造林”工作推不动，现在是“我要造林”势头挡不
住……报告团关于产业扶贫的经验带给听众诸多启示。

“他们探索的产业扶贫做法各有特色，值得学习。
下一步我们将努力拓宽扶贫思路，把扶贫产业做精做
细，推动脱贫奔小康。”安徽省蒙城县扶贫局干部邵泽
涛说。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扶贫办干部、驻原州区河
川乡康沟村第一书记冯亮表示，听了报告团成员敢拼
敢为、苦干实干的故事，深受鼓舞。自己要向这些扶贫
干部学习，想方设法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还要把致
富带头人的事迹带回村里，鼓励乡亲们发挥自强不息
精神，一起奋斗。

“一帮一力量有限，众人拾柴力量惊人”

报告团中，上海市首批“组团式”教育人才援

藏工作队队长、西藏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的
“上海阿爸”傅欣，助力教育扶贫、实现学校连续
两年高考上线率 1 0 0 % 的故事感动了很多听
众。

“贫困孩子如果在教育上得不到帮助，以后就极
有可能失业，成为又一个贫困户。某种程度上，贫困
孩子失学，也是我们扶贫干部没有尽责。一帮一脱贫
的力量有限，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帮忙就有惊
人的力量。”陈正山说，要通过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
格局筹措资金，用凝聚起来的扶贫力量助力脱贫攻
坚各领域。

“鹰潭市在 10 月初举行了助学活动，通过民企
与贫困学生直接对接，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的
教育扶贫全覆盖。政府和社会形成组团式的帮扶氛
围，有助于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成为对社会有贡
献的人。”邹世文说。

报告会上，一个个感人故事赢得阵阵掌声。一些
现场听众向记者表示，脱贫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只
有通过全社会共同参与、砥砺前行，才能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

“扶贫和打仗一样，要有战斗员的作风”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综述

“不论国际社会发生什么都应把发展放在首位”
外宾参观考察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成效综述

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倡导社会消费扶贫。
近日，安徽省无为县举办了以“精准扶贫、绿色消费”
为主题的首届扶贫助农电商节，活动吸引了 5个贫
困村、17 家农业企业(合作社)积极参与，13 家爱心
企业现场认购扶贫农产品 39 万元。“一根网线”连通
电商创业扶贫路的故事，在近年来无为县精准扶贫
工作中，不断成功上演。

在无为县开城镇都督村，潘天富和爱人经营着
一家茶叶店，店门口挂着“电商创业扶贫示范户”的
牌子。据介绍，潘天富和爱人因残致贫，2014 年，他
们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扶贫干部的鼓励、引
导和扶贫政策的帮助下，潘天富和爱人自己种植茶
园，自己加工、销售茶叶，在 2016 年底成功脱贫。

潘天富和爱人的脱贫之路，与无为县精准扶贫
的政策密不可分。无为县制定了《 2018 年商贸扶贫
工作方案》，2018 年度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10
万元用于电商扶贫，截至 9 月 20 日，无为县已实施
项目 53个，兑付奖励资金 109 . 98 万元，受益贫困户
245个。此外，无为县举办多场电商业务知识和实用
技能培训班，支持贫困户就业创业；建设流通配送体
系，搭建产销对接渠道，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无为县电商扶贫政策吸引了年轻人回乡创业，
35 岁的沈雄伟就是其中一员。2016 年初，在外从事
了多年销售工作的沈雄伟回到了家乡，从事小红稻、
水生蔬菜种植、家禽饲养和电子商务。沈雄伟的“农
业梦”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在资金方面，金融部
门帮助沈雄伟申请贴息的银行贷款；在技术方面，农
业部门安排专家提供技术指导；在产销对接方面，无
为县实行“电商+订单+农副产品+配送+贫困户”模
式，全县 63个贫困村全部建立电商网点，建设 40个
农特产品采购配送站点，荸荠、莲藕等农产品在京
东、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挂网销售。

“产业、就业、金融”三项联动，构建起无为县“金
融支持产业、产业带动就业、就业拉动金融”的新型
扶贫格局。2018 年以来，无为县在 262个村成立村
级农民合作社，建成了 170个特色种养业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为贫困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 4714个，帮
扶 1332 名贫困劳动者实现就业，全县累计发放扶贫
小额贷款 2 . 32 亿元，新增贷款贫困户 1 . 44 万户。

(胡春雷)

安徽无为“一根网线”

连通电商创业扶贫路
据新华社太原 10 月 31 日电(记者王井怀)晋蒙交

界、毛乌素沙漠边缘，有一个只有 10 多万人的小
县——— 右玉。近 70 年来，这里的人们从栽种一棵棵小
老杨开始，慢慢把“不毛之地”绿化成“塞上绿洲”。近年
来的脱贫攻坚中，靠着一辈辈种树改良的土壤和改善
的环境，在党的政策支持下，当地发展药材产业、兴建
旅游项目，走出了一条绿色脱贫路。

一棵棵药材：好土种出“摇钱树”

深秋塞北，天高云淡。驱车走在山西省右玉县，木
成行、林成片，把这个塞北小县装点得分外美丽。

黄家窑村附近的山坡上，村集体的大型拖拉机正
在给村民张明宽收获中药材板蓝根。风吹得人都有点
站不住，老张跟在拖拉机后面，躬着腰拔板蓝根。“县里
有公司按合同收购，一斤三块五，收到家里，钱就算是
到手了。”老张忙得头也不抬。

右玉县以前是不毛之地，“种树比养孩子都难”。新
中国成立之初，右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认准了植树，接
下来的近 70 年里，当地干部带领群众一任接着一任
干，当地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右玉县土壤肥力足，成了种药材的好地方。
村民张建平掰断一截板蓝根，指给记者看：“中间的芯
是黄色的，上好的品相。收购公司的人说地里肥力足，
才能种出好板蓝根。”

黄家窑村第一书记杨世新说，全村 300 多亩板蓝
根，平均每亩收入 1000 多元，村子在 2016 年率先脱贫。

积数十年绿化植被、厚植沃土之力，现在，右玉县
全力发展以板蓝根、党参、黄芪为主的中药材种植。全
县培育 3个发展潜力大的中药材加工龙头企业，建设
20个特色中药材种植示范村，发展 30 万亩中药材种
植基地，打造 10 亿元中药材产业，形成一条完整的中
药材产业链。

一个个小院：家里住进“财神”来

几十年植树造林后，如今的右玉风景如画。
“这些年种树讲究搭配，针叶林阔叶林搭配，乔木

灌木搭配，落叶林与常绿林搭配。”右玉县植树大户李
云生说，黄色的金叶榆、绿色的樟子松、红色的红瑞木
等，把山坡染成了一幅五颜六色的画。

美景带来了人气。近年来，右玉成为中央美院、中
国油画院等十几所院校的挂牌写生基地，也成了一对
对情侣拍婚纱照的理想取景地。

人气旺，旅游兴，一个个颇具晋北特色的农家小院
迎来了大批“财神”。今年 5 月，马营河村的朱美利把自
家小院装修成农家乐。“一到周末人就来了，半年多挣
了上万元，还不耽误平时下地干活。”这位 50 多岁的汉
子笑着说，“这钱挣得舒心。”

马营河村支部书记朱义介绍说，今年村里举办了
多场传统民俗活动，夏天就有内蒙古、山西等地的游客
1 . 4 万人，直接为村民增加收入 15 万元。

背靠“大树”好脱贫：闯出一条绿色

脱贫路

从“不毛之地”到“塞上绿洲”，近 70 年沧海桑田，
滴滴汗水浇灌出来的“右玉精神”，如松柏一样常青。当

地人在与风沙的搏斗中，闯出一条绿色脱贫路。
右玉县退休干部赵润虎说，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任接着一任干，党员干部带领勤劳简朴、能吃苦的右
玉人民，一张铁锹一把锄头，经过近 70 年的努力把
“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创造了一个人类历史
上的生态奇迹，孕育了“右玉精神”。这也是当下脱贫
的精神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 年 9 月，右玉县
成为全国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目前，右玉县林木覆盖率达到 54%，树种从过
去的区区几种变成 30 多种，药用植物达到 45种，野
生动物 50 多种。右玉县林业站原站长赵守忠说，背
靠“大树”好脱贫，既靠着父辈们种下的树，更靠着党
的好政策，右玉这个曾经被认为“不适宜人类居住”
的地方，才能实现脱贫致富。

今年 8 月，山西省人民政府下发通知，批准右玉
县退出贫困县。

山西右玉：背靠“大树”好脱贫

▲在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村，村民王彩霞在杀虎口村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内整理当地特产（ 10 月 25 日
摄）。 新华社记者杨晨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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