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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段羡菊、张玉洁、周楠

绵延起伏的武陵峻岭，如诗似画的
湘西风光，在沈从文笔下“美得让人心
痛”。

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发展滞后，历
史上这里也“穷得让人心痛”。

长期以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与绝对贫困的苦战一直没有停歇。湘西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太久太热切。

2013 年的深秋，湘西花垣县十八洞
村苗寨，沿着狭窄山路，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在苗家黑瓦木楼前的一块平地
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的重要理念，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要
求当地闯出“不栽盆景，不搭风景”“可复
制、可推广”的脱贫之路。

一场围绕脱贫攻坚难点，按照精准
扶贫新思路，摆脱绝对贫困的新探索，在
湘西铺展开来……

一看湘西探索破解“产业之问”

走进十八洞村梨子寨村民石拔三大
姐家，火塘上挂满了新熏的腊肉。穿着苗
服的她对 6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她家的
场景记忆犹新。

“总书记揭开我家粮仓，问我粮食够
不够吃？种不种果树？养不养猪？他还走
到猪栏边，看我养的猪肥不肥。”她说。

那时，石拔三家暗黑的房子里，唯一

的电器是一盏 5 瓦的节能灯。如今，她家
不仅新添了液晶电视、电风扇和电饭煲，
还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

“去年在家光靠卖腊肉和摆摊，收入
都近万元了。”村里的变化让大姐看在眼
里，喜在心里，“村里现在种植了猕猴桃，
又发展了旅游，大家生活变好啦。盼望总
书记再回来看看！”

湘西一方山水虽美丽，但长期以来
却难以养活一方百姓。当地贫困农民的
收入来源主要靠种养业和劳务输出，由
于缺乏支柱产业，收入极不稳定。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
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
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
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习近平总
书记的嘱托为湘西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湘西州扶贫办主任李卫国说，湘西
历经多轮扶贫，也曾尝试发展养殖山羊、
种植蔬菜等产业，但走过的弯路不计其
数，究其原因，除了受到地理条件、市场
对接等因素制约外，也与过去产业扶贫
工作的“粗放”直接相关。

“必须‘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
收想明白’，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句
话，真正使产业扶贫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李卫国说。

产业建设，是“造血”扶贫的关键。湘
西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逐步领会到“精准”
的要义，开始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2014 年以来，十八洞村依托独特的
自然环境，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
份合作等模式，因人施策发展起乡村旅
游、特色种植、养殖、苗绣、劳务输出和山
泉水等六项产业，并规划确定以乡村旅
游为长期产业，猕猴桃等经济林种植为
中期产业，其他种植养殖为短期产业。

推广十八洞村经验，湘西各地倡导

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

仲春时节，记者在位于湘西吕洞
山贫困片区的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
看到，上到 90 岁的阿婆、下到 10 多岁
的孩童都加入采茶“大军”。这里曾是
黄金茶的原产地和主产区，但一度濒
临消亡。近年来，吉首重点围绕基地建
设、产品加工、品牌打造、茶旅融合四
大环节精准施策。目前，黄金茶已成为
全市扶贫支柱产业，全市 50% 的贫困
人口依托茶叶脱贫致富。

湘西的手工编织也是因地制宜的
成功案例。湘西龙山姑娘谭艳林在龙
山县城创立了“惹巴妹”手工织品有限
公司，将土家族特色编织手法与现代
设计相结合，编织出的毛线摆件、玩具
和服装配饰等受到消费者喜爱。在政
府扶持下，“惹巴妹”已在湘西八县市
设立 18 个扶贫车间，带动就业 1475
人，其中建档立卡户 902 人，易地搬迁
户 337 人，人均年增收上万元。

目前，湘西州三分之二贫困人口
通过产业实现增收脱贫，50 . 88 万贫
困人口与新型经营主体形成利益联
结，带动 76 . 8% 的贫困人口脱贫，
83% 的贫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在 5
万元以上。

二看湘西探索破解“动力之问”

遥远的湘西小村十八洞，一直为
习近平总书记所牵挂。

2016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
表团审议时，关切地询问十八洞村脱贫
进展情况：“现在人均收入有多少了？”
“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妇儿？”(下转 4 版)

近日，素有“梦里老家”之称的江西省婺源县迎
来油菜花盛花期。油菜花与徽派古宅、梯田相互辉
映，吸引游客赏花踏春。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梦里老家”赏花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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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
村，同群众共商脱贫之策，首次提出“精
准扶贫”的重要理念。5 年多过去了，湘
西这片曾“穷得让人心痛的地方”，交出
了扶贫攻坚的扎实答卷：截至 2018 年
底，全州 1110 个贫困村已累计出列 874
个，66 万贫困人口累计脱贫 55 . 4 万。来
之不易的成绩，凝聚着广大干部群众的
艰辛奋斗，生动诠释了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我们
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带来深刻启示。

拔穷根，关键在精准发力。湘西历经
多轮扶贫，也曾尝试发展养殖山羊、种植
蔬菜等产业，但效果都不明显。“知标本
者，万举万当”。脱贫攻坚，大水漫灌不

行，“手榴弹炸跳蚤”也不行，非得下“一把
钥匙开一把锁”的精准功夫不可。在精准
扶贫理念指引下，湘西干部群众认识到，
只有靶向治疗、对症下药，发挥自身优
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才能找到脱
贫致富之路。如今的十八洞村，旅游、特
色种植、养殖、苗绣等产业，撑起一方发
展的四梁八柱，使曾经出了名的“穷疙瘩”

变成欣欣向荣的“幸福村”。这是湘西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一个缩影。“精准”，让乡
亲们尝到了甜头，更给脱贫带来攻坚克
难的“利器”。

治穷病，也得治“心病”，做好“精神脱
贫”的工作。一时穷，不可怕；志气短，一世
穷。脱贫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能奋斗，
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引导贫困大龄青年
主动“脱懒”、通过努力实现“脱单”，扶贫
工作队开设道德讲堂系列活动鼓舞群众
干劲……从湘西的实践来看，扶贫一旦同
扶志、扶智有机结合起来，广大群众中蕴
藏的磅礴内生动力就将喷薄而出，为脱贫

攻坚注入源源不竭的推动力。

让脱贫成果不断巩固，让群众过上
越来越好的日子，更要学会“走一步看
三步”，以长远眼光想问题办事情。“小
富即安”不可取，目光短浅要不得。筑牢
脱贫根基，拓宽致富门路，是需要持续
考虑和谋划的重要课题。以教育扶贫为
抓手，从源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以“十
项工程”为重点，补上基础设施的短板；
以人才建设为关键，打造“永不离开的
工作队”；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为未
来发展留下绿水青山……一系列打基
础、利长远的举措正在湘西落地生根，
为未来发展种下希望的根苗。

春天的大地，一片生机勃勃。从湘
西看全国，脱贫攻坚战正是最吃劲的
时候。坚定必胜信心，念好“精准”真
经，脚踏实地干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让父老乡亲们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新华社长沙 3 月 30 日电

“湘西答卷”的深刻启示

3 月，灶房里还挂着许多腊肉香肠，
新年的气息犹在，但艾阳忠两口子已忙
得不可开交：养在山坪塘里的鱼需要割
草去喂、前两年陆续栽种的晚熟柑橘也
要修枝除草……

“我承包的这片坡地种了 30 亩柑
橘，从去年开始陆续挂果，明年这个时候
就有收益了。”55 岁的艾阳忠精瘦高挑，
扛着锄头走在柑橘林里，随手摘下一个
柑橘递给记者：“这是第一次挂的果子，
尝尝，保证新鲜。”

山坡下，是七八户人家围合而成
的院子 ，邻居们大多外出打工去了 ，
四周一片寂静。艾阳忠的妻子王习翠
在屋里拾掇家务 ，8 7 岁的老母亲柏
在碧安详地坐在老屋前，几只鸡在院
坝里走来走去。

老艾对眼前的画面很满意：“总算
过上好日子了！”为了这一天，他已盼望
了多年。老艾的家位于距成都 500 余公
里的四川达州市达川区福善镇关家村。

地处大巴山腹地的福善镇因境内的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真佛山德化寺古庙
群而远近闻名。

“据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当地一
位农民蒋德化行医种药，免费为当地百
姓治病，治愈者数以百计，人称‘蒋善

人’，亦称‘蒋活佛’。后来蒋德化在山上
自立‘德化寺’，四方百姓云集上山朝拜。

清嘉庆年间，绥定(今达州市)知府孙益
廷称蒋德化‘乃真佛也’，并亲书‘真佛山’
镌刻于寺门，真佛山因而得名。”达川区
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辉说。

背靠真佛山，艾阳忠的日子也曾艰
难。

2007 年，王习翠生了重病，家里少
了个劳动力。2009 年，老艾在山上劳动
时又扭伤了腰，一时干不了重体力活。上
有老母亲，下有三个女儿，一家人靠亲朋
帮衬，靠种玉米和水稻勉强糊口，日子越
过越艰难。其间，老艾多次上真佛山烧
香，但家里的境况仍旧。

2 0 1 4 年精准扶贫开始后 ，老艾
一家被识别确定为贫困户 。“针对艾
阳忠这类因病因伤致贫的贫困户，我
们帮扶干部一是想方设法帮助寻医
问药，用好贫困人口就医费用报销政
策，老艾夫妇在县(区)内住院自付费
比例不超过 10% ，两口子这几年身体
日渐好转。二是帮助他们发展适合家
庭情况的产业 。”福善镇党委副书记
高永海说。

因人施策，一个也不落下。两口子一
时干不了重体力活，村里便把闲置的 5

亩多山坪塘包给他家养鱼；帮扶干部
协调外出务工乡邻承包 30 亩坡地给
他家引种晚熟优质柑橘；落实危房改
造资金 1 万多元把他家漏风漏雨的老
房子整修好……

“那两年我看病养伤的同时，养
了几十只鸡鸭，还买回几头小牛、小
羊在山上放养。”2016 年，老艾家退
出贫困户行列。“2018 年我家 5 口
人养牛养羊养鱼纯收入 2 万多元。

镇上做电商的人已预订了我家的果
子，今年柑橘大面积挂果后，预计可
再增收 2 万元以上。”

据达川区委书记许国斌介绍，达
川区总人口 122 万，是革命老区和秦
巴山区扶贫开发重点区县，2014 年与
老艾一起被识别为贫困人口的群众达
9 . 5 万多人。经过 4 年多的努力，至
2018 年底，8 . 8 万多名贫困人口已脱
贫，余下的将在今年全部脱贫。

老艾闲暇时也经常在手机上看
各种新闻，对山外的世界和变化了然
于心。“遇到困难还得靠好政策，‘等
靠要’更要不得。我原来以为‘真佛’只
在山上，现在想明白了，共产党和扶
贫干部才是‘真佛’。”

(记者任硌、卢宥伊)新华社成都电

真佛山下悟“真佛”

美丽乡村“最美花田”

▲ 3 月 30 日，浙江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移
沿山生态景区开启“美丽乡村 最美花田”旅游节活
动。这是村民在表演舞龙。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29 日电(记者
高 攀 、熊 茂 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 F ) 2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第四季度，各经济体央行持有
的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占比升至
1 . 89%，超过澳元和加元，创 IMF 自
2016 年 10 月报告人民币储备资产以
来最高水平。

据 IMF 公布的最新官方外汇储备
货币构成季度数据，截至去年第四季度
人民币外汇储备资产约合 2027 . 9 亿美
元 ，占 全 球 官 方 外 汇 储 备 资 产 的

1 . 89%，占比高于澳元的 1 . 62% 和加元
的 1 . 84%。

数据还显示，截至去年第四季度，全
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约为 10 . 73 万亿
美 元 。其 中 ，美 元 资 产 占 比 降 至
61 . 69%，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欧元资
产占比升至 20 . 69%，为 2014 年第四季
度以来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在全球央行
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上升，反映出
2016 年底人民币纳入 IMF 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后，全球外汇储备管理机构持

有人民币资产的兴趣增加，对美元的
依赖有所降低，有利于促进外汇储备
资产多元化。

目前有 149 个国家和地区自愿向
IMF 报告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
IMF 将成员持有的美元、欧元、英镑、
日元、瑞士法郎、澳元、加元和人民币
8 种货币的外汇储备总量单独列出。
IMF 自 2016 年 10 月开始在官方外
汇储备货币构成季度调查中单独列出
人民币资产，以反映全球人民币外汇
储备的持有情况。

IMF：全球外汇储备人民币占比创新高

新华社南昌 3 月 30 日电(记者郭
强)以省委和省委办公厅名义印发给县
处级的文件减少一半以上，不得要求基
层事事留痕，严控督查检查……针对基
层反映强烈的文山会海、迎评迎检、材料
报表等问题，近日江西省出台措施精简
文件、压缩会议、规范督查检查考核，为
基层“松绑”减负。

照搬照抄、层层发文，督查检查过多
过滥，以材料多寡、“痕迹”定绩效排座
次……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耗
费了基层大量精力。对此，江西省出台

《关于力戒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三十

条措施》。
文山会海是基层反映突出的问题。

对此，江西省大幅精简文件、大力压缩会
议，今年以省委和省委办公厅名义印发
的文件总量减少 20% 以上，其中发给县
处级的文件减少 50% 以上，省市县三级
会议总量减少 30% 以上。其中，省直部
门会议一律不得邀请市、县(市、区)党委
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会。

为破解督查检查过多过滥问题，江
西省要求，严控督查检查考核总量和频
次，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原则上每年
最多开展 1 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省

一级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
检查考核事项减少 50% 以上。同时，
针对严重困扰基层的过度留痕问题，
江西省提出，不得要求事事留痕、层层
报数，坚决纠正过度依赖层层签订“责
任状”、动辄“一票否决”来推动工作的
片面做法。此外，江西省还提出，对仅
列举出违纪、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名称、
无实质内容的检举控告，不予受理，做
到严肃问责、慎重问责，防止问责追责
不够精准、泛化简单化的问题；对影响
期满、表现好的被问责干部，该使用的
及时使用，该重用的大胆重用。

江西：三十条措施为基层“松绑”减负

 3 月 24 日，苗族妇女张记
保、张布平、张银妹、张两翁（从前
至后）从田地所在的江对岸撑船
渡过清水江后挑菜上岸。

六位苗族妇女杨树立、张
两翁、张记保、张银妹、张布平、杨
通珍（从左至右）的合影。

家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台江县施洞镇平兆村巴拉
河苗寨的杨树立、张两翁、张记
保、张银妹、张布平、杨通珍六位
苗族妇女，2017 年承包村里的
80 余亩荒田在清水江畔搞起了
生态蔬菜种植。两年来，六位苗族
妇女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秋冬
季节种萝卜、白菜，春夏季节种莲
花白、马铃薯等无公害蔬菜。收获
后，她们采摘、搬运，并克服交通
不便的困难，通过小船和三轮车，
把新鲜时令蔬菜每天按时送到周
边的中小学和幼儿园，供应孩子们的营养餐
所需。通过种植蔬菜，六位苗族妇女的年总收
入能达到 2 万多元，既实现了在家照顾老人
和孩子的目的，又实现了“家门口”的增收梦。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杨文斌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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