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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精

准脱贫有力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386 万，易地扶

贫搬迁 280 万人；加强扶贫力量，加大资金投入，强化

社会帮扶，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稳步提高。

今天以中国建设银行扶贫工作为标本，透视在脱

贫攻坚战中“社会帮扶”的强大力量。

打开中国建设银行的“善融商城”APP，富硒茶、

土蜂蜜、哈尼红米……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

“陈列”在界面上，供消费者选择购买。

下单、支付、收货、品尝……建设银行善融商务不

仅满足了消费者的“内在刚需”，还实现了他们“消费扶

贫”的公益心愿。

一头连着贫困地区，一头连着广阔市场，建设银

行依托善融商务平台打造电商扶贫新渠道，积极整合

多方资源和力量，带上员工做扶贫，带着客户做扶贫，

带动机构做扶贫，融合业务做扶贫。截止到 2018 年

底，建设银行善融商务平台累计入驻扶贫商户近 4000

户，对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7 万户、近 18 万人；上线

扶贫商品近 9 万件，2018 年全年实现扶贫商品交易

额超过 100 亿元。

陕西省安康市北依秦岭、南靠巴山，辖内县区均

为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安康市生物资源种类

繁多，出产的农产品富含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然而

由于山险沟深、交通不便，安康茶叶等优质农产品品

牌始终没有叫响，销路打不开，“卖出去”成为茶农脱

贫的关键一步。

2018 年 10 月，建设银行在善融商务平台正式推

出“安康半亩茶园扶贫认领计划”项目。该项目对应安

康市紫阳县焕古镇、高桥镇、向阳镇三个茶产业基地

共计 600 余亩茶园，消费者以 50 人成团的方式组团

认领茶园，通过土地流转、原茶收购和务工收入等创

收机制，精准帮扶 618 户贫困茶农增收。

为了将安康茶叶推向全国，建设银行一方面充分

挖掘行内潜力，发动员工通过善融商务平台进行认

领；另一方面在“善心融爱·共助安康”线下活动中设

计了项目发布环节，搭建项目特色展台，邀请来自发

达地区的入驻商户走进茶园进行实地考察采购。

善融商务也使种植哈尼红米的粮农受益。云南省

红河县是一个集边疆、山区等特点为一体的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哈尼红米是红河的自然“瑰宝”，然而由

于缺少销售渠道，种植

红米利润微薄，农民种

粮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哈尼红米面临着被“弃

种”的境遇。

2018 年 4 月，哈尼

红米在善融商务平台

上线销售。同时，建设

银行组织开展“哈尼，

我们来帮你”红米优惠

购活动，通过善融商务

平台主页以及建行网

银、官方微信、无人银

行等渠道开展线上线

下全方位营销宣传，吸

引了超百万人次关注，

在 5 天内完成既定的

6000 斤红米销售目标。

2018 年，善融商务平台

累计销售哈尼红米 40

吨，销售额突破 100 万

元，450 余户贫困种植户从中受益。

重庆市巫溪县天元乡的土蜂蜜曾经和安康富硒

茶“境遇相似”。天元乡村民自古便有养蜂的传统，当

地出产的土蜂蜜由中华蜜蜂采集多种花蜜而成，既有

百花蜜的特点，又有独特的功效。然而由于缺乏品牌

意识，加上交通不便的限制，土蜂蜜多年来“养在深

闺”，销量不佳成为养蜂贫困户脱贫路上的“拦路石”。

为了帮蜂蜜找销路，建行重庆市分行引荐善融商

务平台商户深入天元乡进行实地考察，商户在短期内

就完成了检测、收购、加工和包装等工作，使蜂蜜得以

在善融商务平台上架销售。2018 年天元乡蜂蜜在善

融商务平台累计销售近 4000 斤。

因地制宜创新扶贫模式，多策并举帮扶贫困地区

群众。建行善融商务扶助范围扩大至 845 个国定和省

定贫困县，设立云南、青海、宁夏等 26 个省区级线上

扶贫馆，2018 年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扶贫营销推介活

动 200 余场，通过加快贫困地区特色产品“走出去”步

伐，增强了贫困地区自身“造血”能力。善融商务平台

获准加入商务部“电商扶贫”频道和“电商扶贫联盟”，

入选 2018 年电商扶贫经典案例，成为电商扶贫“国家

队”。

(文中数据均由中国建设银行提供)

● 2018 年 10 月，建设银行会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安康市人民政府，在安康举办

了“善心融爱·共助安康”善融商务扶贫推介会暨公益捐赠活动，来自北京、河北、山西等

14 个省市的采购商，与扶贫商户进行了充分交流。

● 2018 年 10 月，在首届吉林省青年电商助力精

准扶贫农产品大集上，众多客户排着长队现场参加

建行善融商务扶贫扫码活动。

·广告·

建设银行善融商务

让贫困地区特色产品“走出去”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记者张海磊、丁
怡全、王沁鸥)2019 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加
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力度，
落实对特殊贫困人口的保障措施。

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当地脱贫攻坚情况怎
样？未来将如何啃下“硬骨头”，决胜脱贫攻坚
战？记者采访了来自深度贫困地区的代表委
员。

变化喜人 冲刺期难度不小

“去年，家乡建起了一座座漂亮的房子、一
条条通村路。贫困户们已经由家徒四壁变为睡
觉有床铺、做饭有灶台、娱乐有电视。”全国人
大代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庆恒村
党支部书记吉克石乌说起家乡的变化不禁感
慨。

变化令人欣喜———
四川大凉山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之一。 2018 年，凉山州实现 19 . 9 万人脱
贫、 500 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降至
7 . 1% 。

“过去独龙江乡一年时间里半年是大雪封
山的，与世隔绝。今年春节，村里的小伙用手机
网购了一把小提琴。”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马正山说，2018 年年底“直过民族”独
龙族从整体贫困实现了整族脱贫，贫困发生率
下降到了 2 . 63%，独龙江乡 1086 户群众全部
住进了新房……

任务依然繁重———
云南怒江州 2018 年实现 3 . 02 万人脱贫，

但还有 206 个贫困村，14 . 29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四川凉山州还需完成 31 . 7 万贫困人口
脱贫，6 1 8 个贫困村退出，1 1 个贫困县摘
帽……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州长李文辉说，脱贫攻坚已进入了啃硬骨头的
冲刺期，时间紧，工作任务重，难度大。

对此，吉克石乌深有感触，在四川代表团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她作发言：“凉山州目前只有
一条京昆高速，全州 11 个贫困县均不通高速公
路，这是贫困地区长远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短
板。”

截至 2018 年，我国贫困人口还有 1660 万
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再减少农村贫困人
口 1000 万人以上。代表委员认为，“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在全国脱贫攻坚大局中有特殊
重要地位，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攻坚，齐心协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

巩固成果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安排 1260 . 95 亿元，增长 18 . 9%，增量主
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怎么分好、花好各类扶
贫资金和利用好国家扶贫政策，考验地方政
府的决策和智慧。

“我们一定抓住精准和落实这两个问题
导向，继续推动边疆地区群众脱贫。”马正山
说，要对扶贫资金和项目实行最严格的监管，
纪委、财政、审计等要严格资金分配、使用、验
收环节，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委副

书记、市长普布顿珠建议，要用好各项支持政
策，抓住政策“窗口期”，放大政策效应，把各
项政策措施转化为具体项目、专项资金、工作
进度。

代表委员认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自然
条件相对恶劣，历史欠账多，如果只坐等输
血，脱贫成果必然不可持续，一定要“输血与
造血”“扶志与扶智”相结合，在激发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上下功夫。

今年，新疆计划开展各类职业培训 110
万人(次)，通过持续实施就业扶贫三年规
划，落实转移企业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职
业培训补贴等就业扶贫政策，实行转移就
业贫困家庭劳动力基本劳动素质培训全覆

盖。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脱贫致富离不开产

业支撑，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
发展。“产业扶贫要以市场为导向。”全国人大
代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琼结县拉玉乡党委
委员扎西江村说，“西藏的绿色产业资源具有
独特特点，我们将因地制宜进行更合理的产
业布局规划。”

目前还有 100 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
全问题没有解决，看不上病和看不起病的问
题依然存在，每年有五六十万孩子辍学，仍然
有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住危房。

围绕控辍保学、健康扶贫等突出问题，凉
山州将实施新一轮教育振兴计划，“一村一
幼”提升工程；推进民族地区 15 年免费教育、
彝区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把无业可扶、
无力脱贫的特困人员全部纳入低保兜底。

不松劲不懈怠 以实干打赢

攻坚战

代表委员们认为，向深度贫困发起总攻，
关键在人，要坚定信心，实字当头。

决心不动摇———
来北京前，庆恒村已经开始谋划成立养

殖合作社，带动群众实施借羊还羊项目，努力
巩固脱贫成果。

困难不容低估，但“信心不可动摇，干劲
不能松懈”，吉克石乌说：“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路再难走，我也要与庆恒村群众努力干好，
一定能奔出好日子。”

真抓实干攻坚———
近期，云南怒江州政府与苏宁拼购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苏宁在怒江州落地“拼基地”，
将当地的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李文辉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就打好扶贫
攻坚战作出一系列部署，接下来，要抓好执行
和落实。“要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
感，咬定脱贫目标，在完善扶贫长效机制、产
业扶贫精准施策上扑下身子，抓对接、抓落
实、抓见效。”

以作风促实效———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影响脱贫攻坚

有效推进。虚假脱贫、指标脱贫、游走脱贫等
还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

党员干部是脱贫攻坚战场的先锋，必须思
想先行、行动先干。全国政协委员、凉山彝族自
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达久木甲说：“我们将深
入查找脱贫攻坚中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用作
风建设的成果保障扶贫举措的落实，确保扶贫
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2019 ，如何决战“贫中之贫”
深度贫困地区代表委员聚焦脱贫攻坚战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记者侯雪静、王博)“脱贫攻坚
越是进入冲刺阶段，贫困地区
越要守住发展的‘绿色’底色，以
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夯实脱贫
基础，提高脱贫质量。”中国农
业大学校长孙其信代表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
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000 万
以上。

“在连续六年减贫超千万
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减贫千万
的目标，体现了我们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这也需
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手
段。”经济专家张连起委员说。

在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
的省份之一的甘肃省，脱贫攻
坚的“绿色”元素比重持续增
加。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肃
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属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2018 年境内扎尕那地质公园
入列“国家地质公园”，扎尕那
农林牧复合系统还被联合国粮
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名录。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副
州长、迭部县委书记仁青东珠
代表说，为了不让贫困群众守
着好山好水受穷，近年来当地
通过修建旅游厕所、农村公路
等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引导贫
困群众发展藏族特色农家乐、
特色农产品种植，从事旅游运
输等延长旅游产业链。

“旅游扶贫带动当地近
35% 贫困户脱贫，旅游业现在
不仅是迭部县域经济发展的首
要产业，更是脱贫攻坚的绿色
新动能。”仁青东珠深感绿色脱
贫之路“走对了”，“深度贫困地
区要坚守发展的‘绿色’底色，增加脱贫攻坚成效的‘含绿’
量。”

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产业扶贫应该做‘加法’，
通过不断创新驱动企业发展，进而带动贫困户共同致富。”
牧原集团党委书记秦英林代表说，通过探索“政府+银行+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5+”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实
现了企业和贫困户等多方共赢。这一模式已推广复制应用
于全国 55 个贫困县，直接帮扶贫困户近 13 万户约 30 万
人。

“在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除了在资金投入等方面向深
度贫困地区聚焦外，还应提前从防止返贫和防止新的贫困
发生的长效机制方面进行部署。”孙其信说，深度贫困地区
基础条件脆弱，贫困程度深，极易发生返贫，也极容易形成
新的贫困，应在精准脱贫阶段就夯实基础。

“摘帽不摘帮扶，对于已经脱贫的地区，企业可在‘万企
帮万村’基础上，逐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
通过探索设立企业乡村振兴试点村、建立乡村振兴基金等
方式，推动农村教育、养老、文化、生态等方面建设，一手巩
固脱贫成果，一手推动乡村振兴。”秦英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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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云南怒江州政府与

苏宁拼购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苏宁在怒江州落地“拼基地”，

将当地的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

云南怒江州 2018 年实现

3 . 02 万人脱贫，但还有 206

个贫困村，14 . 29 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四 川 凉 山 州 还 需 完 成
31 . 7 万贫困人口脱贫，618 个
贫困村退出，11 个贫困县摘
帽。全州目前只有一条京昆高
速，全州 11 个贫困县均不通
高速公路

凉山州将实施新一轮教育
振兴计划，“一村一幼”提升工
程；推进民族地区 15 年免费教
育、彝区藏区“9+3”免费职业
教育；把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
特困人员全部纳入低保兜底

目前还有 100 多万农村
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没有
解决，看不上病和看不起病的
问题依然存在，每年有五六十
万孩子辍学，仍然有一部分农
村贫困人口住危房

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自然

条件相对恶劣，历史欠账多，

一定要“输血与造血”“扶志与

扶智”相结合，在激发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上下功夫

对症下药，决战“贫中之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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