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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2 月 28 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 27 日至 28 日在江
西省赣州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强化责任落实，加大攻坚力度，集中力
量加快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建立健

全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

赣州市是革命老区和深度贫困地区。胡春华先
后来到于都县和瑞金市的贫困乡村，详细了解贫困
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实地调研产业扶贫、就业扶贫、
光伏扶贫等帮扶措施，深入考察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危房改造、饮水安全等工作进展。
胡春华强调，要切实用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

巡视成果，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改进工作作
风，推动各项政策举措有效落实。要全面排查梳理
今后两年的工作任务，瞄准重点任务和突出问题
精准施策，提高帮扶工作成效。要强化产业、就业

等帮扶措施，紧扣市场需求培育壮大贫困地区
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加强产品开发和产销对接，
促进贫困群众稳定脱贫。要统筹谋划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加快改善贫困地区生产
生活条件，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
能力。

胡春华在江西调研脱贫攻坚时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聚力攻坚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新华社北京 2 月 27 日电(记者侯雪静)“脱贫
攻坚战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随着脱贫攻坚逐
步向纵深推进，深度贫困问题凸显，攻坚难度递增，
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实际困难和突出
问题。”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脱贫攻坚战进入
攻坚拔寨冲刺期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如何集中力量支
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常委会组成人员各抒己见。

李钺锋委员认为，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
仍需持续加强。报告中提到“三区三州”仍然是脱贫
攻坚战的短板、重点和难点，贫困发生率较高，尽管
近年来对这些地区的支持力度已经很大了，但从客
观来看，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确实需要持续不
断地支持、扶持，才能保证“不掉队”。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2018 年，全国有 1386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预计有 280 个左右贫困县摘帽。2018 年末，全国

农村贫困人口从 2 0 1 2 年末的 9 8 9 9 万人减少至
1 6 6 0 万人 ，累计减少 8 2 3 9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的 10 . 2% 下降至 1 . 7% ，累计下降 8 . 5 个
百分点。

开展脱贫攻坚专题调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
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持续开展的
一项监督工作。这份从 2018 年 5 月至 12 月，由三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带队，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全国人大农委和民委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代表
参加，对四川、青海、山西等 16 个省区实地调研的报
告，提出了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
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贫困人口基数依然较大，财政兜底压力
大。截至 2018 年底，全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 1660 万
人，约 400 个贫困县，近 3 万个贫困村，且尚未脱贫
人口中，长期患病者、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难群
体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贫困人口比例高，且越往后
比例会越高。如河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
致贫占比超过 72%，无劳动能力者占 47%，65 岁以
上老人占 26%。

“建立长效机制预防因病返贫很重要，要下更大力
气抓好健康教育，开展疾病筛查和健康干预，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从源头上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李学
勇委员说，从体制机制上，要完善贫困人口医保救助政
策，筑牢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商业保险、民政大病救助、
爱心救助基金“四道防线”，切实做到“看病少花钱，大
病有救助，生病不致贫”。

脱贫攻坚已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
期，剩下的都是一些贫中之贫、难中之难，虽然贫困
的绝对人口在减少，但脱贫攻坚的任务仍然很重，难
度在增加。

刘远坤委员说，深度贫困地区表面上看是贫困问
题，实际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子问题。深度贫困地区
不能为了消灭贫困而消灭贫困，而应和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结合。

“交通一通，就万事通。”刘远坤委员建议，首先要
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否则
资金、人才、产业都进不去。

针对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问题，专题调
研报告建议，要优化中央基建投资支出结构，聚焦深

度贫困地区，统筹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财
政性建设资金，重点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交通、水
利、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支持力度，着
力改善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生存和发展条件。着力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进一步激发贫困人口内
生动力，专题调研报告提出，对尚有劳动能力却无
所作为的贫困群众应减少资金和物质的直接给
予，着力引导其增强脱贫的参与性和能动性。

郑功成委员表示，只有树立内在的信心和
希望才会有真正长久的内生动力，其中更重要
的还是能力提升，所有扶贫措施中教育和就业
是最根本和长久有效的措施，能够直接提升脱
贫信心。因此，应当始终将教育与就业摆在优
先 位 置 ，将 贫 困 人 口 的 能 力 提 升 摆 在 优 先 位
置。

此外，他还建议，应当尽快研究 2020 年后的相
对贫困问题，以及需要采取的常态化政策与实践机
制，其中社会保障是根本性的预防贫困、减少贫困、
为贫困人口兜底的制度安排。

如何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实地调研 16 个省区，发现存在问题，提出真知灼见

元宵节没过几天，小张和小钟
又在电商服务站里忙碌了起来。没
出正月，她们还在惦记着几户贫困
户老表卖不出去的红薯干。

小张和小钟的站里，有两样很
要紧的物件——— 快递单和记账本。

一张张快递单将贫困户老表的劳
动果实送出大山，一页页记账本里
记录着她俩与老表的点滴日常。

小张名叫张美英，是个“80
后”，小钟名叫钟慧，是个“95 后”，
她俩家住江西兴国县高兴镇高兴
村。“80 后”的小张和“95 后”的小
钟为着共同的爱好——— 寻味家乡
美食，三年前从外地打工回来，在
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了一家“邮
乐购”土特产电商服务站。

服务站运营头两年，主要在
收周边老表家自制的红薯干，通
过电商平台快递发货，而一些赶
圩的贫困户还挑着货担在街边贩
卖红薯干。去年腊月间，赶圩的贫
困户几乎不见了，往年同期集市
上的上万斤红薯干去哪了？

2017 年 11 月，兴国县邮政电
商扶贫工程项目负责人肖黄秀找
到张美英和钟慧商量：“附近村里有几户贫困户走动不
方便，你们可以上门收一些他们的红薯干吗？”高兴村
有个贫困户 60 多岁了，几年前患上了腰腿疾病，上山
下山多有不便，还有几个贫困户常年卧病在床，子女有
时不在身边，他们卖红薯干有不小的困难。

“没问题，我们去收！”一想到贫困户有困难，性子
直爽的小张和小钟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可没想到，
这一答应也给两人添了些“麻烦”：此前货源多是由农
户送到站里，如今她们要挨家挨户收购。

“我俩‘女汉子’属性就是那时候炼成的。”小钟不好意
思地掩面笑道，她说张美英还特意去考了个货车驾照。

贫困户王瑞兰夫妇家离站点比较远，那是张美英和
钟慧上户收购的第一家。夫妇俩是“空巢”老人，年迈体
弱，看到小张和小钟上门收购，老人很开心。可他们自制
的 200 余斤红薯干晒得太黑，让两位姑娘犯难了。

“没想到去的第一家货源卖相就不太好，说实话当
时有些失望。”回忆起在王瑞兰家的情景，张美英说，老
人看出她俩为难，主动提出低于市价一半的价钱卖给她
们，可她们心里知道，这样卖相的红薯干很难转卖他人。

一时间，张美英和钟慧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当她
们无意中看到老人家橱柜里的菜只剩大蒜头和辣椒
时，两个字不约而同地从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冲了出
来———“收了！”

“尽管这单生意最终亏了千八百，但我们和贫困
户交上了心。”钟慧说，两位老人后来还特意到镇里
来送了一些自家种的菜给她们。

61 岁的钟菊英老人现在种了三亩红薯田，说起
近年来家中的变化，老人向记者算了笔账：三亩田一
年能收六七百斤红薯，晒干后能制成三四百斤红薯
干，每斤红薯干 15 元，一年下来就有 5000 多元的收
入。“如果没有这些钱，我现在都脱不了贫。”

记者了解到，钟菊英家里先前只有一亩红薯田，
在提到多种了两亩红薯田时，老人露出了不好意思的
神情：“我不知道她们卖到了哪，但我相信她们能帮到
我。如果她们不收我的，我是不敢种这么多的。”

这两天，小张和小钟正在给贫困户的红薯干撰
写电商销售文案，她们的站点去年帮助贫困户销售
红薯干 1 万余斤，帮助 28 户贫困户增收 9 . 6 万元。

据肖黄秀介绍，在兴国县这样的电商服务站共有 43
家，已帮助 1024 户贫困户销售农产品，人均增收
800 元。

(记者高一伟、黄浩然)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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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 月 28 日，农户在六盘水六枝特区郎岱镇采摘卷心菜。

左下图：六盘水六枝特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聚福新苑（ 2 月 28 日无人机拍摄）。

右下图：2 月 28 日，医务人员在六盘水六枝特区郎岱镇卫生院给小朋友输液。

近日，贵州省发布了《 2019 年脱贫攻坚春季攻势行动令》，将在今年 2 月到 6 月期间继续实施“攻坚行动”。贵州省将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并在易
地扶贫搬迁、农村饮水安全、义务教育保障、医疗健康扶贫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助力全省乡村脱贫振兴。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贵州启动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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