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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我们党对
人民、对历史的郑重承诺。”

5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政协
经济界委员时的这番话，掷地有声。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
务，必须如期实现。

今年还有 200 多天，贫困人口还有
551 万。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节奏、大决
战状态，立足已取得决定性成就，正在召
开的全国两会释放出坚决夺取全面胜利
的鲜明信号。

决定性成就为全面胜利奠定

坚实基础

启程来京参加两会前，全国人大代
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
龙晓华专门询问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
洞村乡村旅游情况，得知 5 月 16 日这个
深山苗寨接待了 3000 多名游客。

2016 年，十八洞村整村脱贫；2019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从 2013 年的 1668
元提高到 14668 元。

在龙晓华看来，取得这一脱贫成果
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基本方略。

2019 年底，湘西州 1110 个贫困村
全部摘掉贫困帽子，贫困人口由 65 . 77
万人减少到 1 . 57 万人。

从全国看，截至 2019 年底，全国
97%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顺利脱贫，
94% 的贫困县实现摘帽，区域性整体贫
困基本得到解决。

7 年间，减贫 9300 多万人，相当于
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我国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成就。这背后，是全国动员的奋
斗，无数人付出的心血——

各地累计选派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
290 多万名，实现了所有贫困村驻村工
作选派全覆盖；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形成专项
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
“大扶贫格局”；

瞄准“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通
过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等补上
一个个发展短板；

到 2020 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
扶贫资金连续五年每年增加 200 亿元；

……
“脱贫攻坚，不胜不休。这场战役可

谓艰苦卓绝，气壮山河！”云南省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州长李文辉代表说，目前全
州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0 . 76%，我们要聚
焦短板弱项，提升脱贫成色，啃下“硬骨
头”，打赢“收官战”。

从取得决定性成就到夺取全

面胜利还有多远

两会前夕，四川大凉山昭觉县阿土
列尔村村民某色达体和妻子，走下 2556
级钢梯，彻底告别连续 5 代人居住的“悬
崖村”，搬进县城搬迁安置点的新房，村
里 84 户贫困家庭迎来新生活。

从“悬崖村”所在的“三区三州”到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全国还有未摘
帽贫困县 52 个、未出列贫困村 2707 个，
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
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目前，怒江仍是全国贫困发生率最

高、攻坚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受到山
大、沟深等自然条件制约，境内交通仍十
分滞后。”李文辉代表说，让最困难的这
部分群众彻底斩断“穷根”，仍需下大
力气。

啃硬骨头，难；啃最后的硬骨头，难

上加难——
生存条件恶劣，生态治理难，基础设

施需要补短板。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中，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的比例达到
45 . 7%，需要必要政策予以兜底；已有产
业扶贫项目单一、同质化，无法产生持续

效益和规模效益，需要构建起稳定脱贫
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最后的决战难
上加难。据统计，疫情使贫困劳动力外出
务工推迟，到 2 月底外出比率仅有往年
的约 40%，经过两个月努力目前虽已超

过 95%，但部分贫困劳动力这一两个
月没有务工收入。同时，疫情也让农业
生产受到冲击。

“再难也不能掉队，州里实施三
级干部包县包乡包村挂牌督战，执行
八项铁规，打响五场战役，坚决拿下

最后的山头、攻下最后的堡垒。”来自凉
山彝族自治州的全国政协委员贺盛
瑜说。

受疫情影响，山东省曹县磐石街道
办事处五里墩村的农产品销售遭遇困
难。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王银香代表带
领村民拓展线上销售和无接触物流：“办
法总比困难多，要千方百计让村民稳定
增收不返贫。”

从全国看，截至 4 月 30 日，中西部
地区扶贫公益岗位安置 343 万贫困劳动
力，扶贫龙头企业复工率达 97 . 5%。

“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不改变，现行
扶贫标准不改变，决不会因疫情而留下

‘锅底’。”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个别深度贫困地区可能易地搬迁会推迟
些时间，但今年这些剩余贫困县脱贫摘
帽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以非常之力实现全面胜利

“挂牌督战的意见是中央在大年初
一批准的，大年初三我们就印发下去
了。”两会前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刘永富透露这样一个细节。

决战时刻，须有关键之举；全面胜
利，当有周密之策。

为了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对未摘帽的 52 个贫困县，
以及 1113 个深度贫困村进行挂牌督战，
所有的县和村都制定了作战方案：有哪
些问题要解决、怎么解决，什么时候完
成、谁来做……一系列措施安排一一
到位。

贵州省赫章县是挂牌督战的贫困
县。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
正友代表说：“军中无戏言，签下军令状，
就要说到做到。督战是必要手段，目的是
让各级党员干部带着贫困群众如期脱
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既要冲锋向前，也
要巩固战果。

数据显示，全国已脱贫人口中有近
200 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
有近 300 万人存在致贫风险。

“我们村仅有 5 户 24 人未脱贫，除
1 户政策兜底外，其他 4 户都有人在村
上的工程队务工，脱贫不成问题。”甘肃
省广河县庄窠集镇西坪村党支部书记马
天龙代表说，为了不返贫，村里这几年大
力发展饲草和养牛产业，成立了两个专
业合作社，不断巩固和拓展产业扶贫成
果，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劲头特
别足。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

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代表正
将近几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的事迹
编纂成书：“这一过程，我最大的感慨可
概括成三个词：奉献、牺牲、实干。硬仗能
不能打得好、打得赢，关键在人，在干部
作风。”

“脱贫攻坚有多难，扶贫干部就有多
拼。在凉山，活跃着一支天天走村入户的
扶贫干部队伍。打赢脱贫攻坚战，说到底
靠的是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巧干、齐心
干。”凉山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达久木甲委
员的一番话道出了真谛。

（记者侯雪静、杨玉华、杰文津、
吴光于、张玉洁、字强）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从取得决定性成就到夺取全面胜利
从全国两会看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两会进入第四天，有一项重要议程
备受关注，就是审议民法典草案。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立法任务。从
2015 年 3 月民法典编纂工作启动至今，
这部与你我密切相关的法律草案，已经
让老百姓盼望了 5 年。

（一）

5 年等待一部“法”，此言不虚。
数字会说话：
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大会

发言人张业遂介绍，民法典编纂过程中，
先后 10 次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
见，累计收到 42 . 5 万人提出的 102 万
条意见和建议。

10 次，42 . 5 万人，102 万条。用一
句话表达数字热度的背后是：民之所呼，
法有所应。

说一个“呼”“应”的细节。草案说明
中提到，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

人大常委会结合编纂工作，对与疫情相
关的民事法律制度进行梳理研究，对草
案做了针对性修改完善。

疫情期间，生活秩序节奏被打乱，家
长隔离在外，孩子在家咋办？

草案对此回应，因发生突发事件等
紧急情况，如果“小明”暂时无法履行监
护职责，“小小明”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
状态的，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或者民政
部门，就要对“小小明”安排必要的临时
生活照料措施。这样一来，被暂时隔离的
“小明”，就不用担心孩子独自在家无人
照看了。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
长肖胜方评价说：“民法典草案体现时代
精神、反映人民意愿，是一部真正‘以人
民为中心’的法典。”

（二）

“人民”二字重千钧，意义自是不
寻常。

首先，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草案，这
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遭。它将相关
民事法律规范编纂而成一部综合性法

典，是对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
的全面总结。

其次，老百姓关注它，只有一个理
由，因为每一页里面的每一个字，都以
“你”为中心设计，为“你”而书写。

说起民法，按常人的理解：人与人之
间不到万不得已要打官司上法庭，不会
用到“法”；不打官司，咱不关心。但谁说
一定要打官司才会用到“法”呢？

肖胜方代表说，这是一部涵盖了社
会生活方方面面规则秩序的法律草案。
你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难点，几乎都能在
其中找到破解的方案。

举几个例子——
你好好地走在路上，头顶突然被楼

上的人抛物砸伤了，找谁说理去？民法典
草案告诉你，可以去找物业服务企业，因
为物业有责任采取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
空抛物行为的发生；你去报警的话，有关
机关也应当履行依法及时调查的职责为
你查清责任人。

你最近跟媳妇闹矛盾，一言不合就
相约“民政局见”，结果快活没几天就后
悔不迭？草案早料到有“头脑发热”的离

婚群体，去“民政局见”，先让你冷静 30
天再说。

商家的合同里暗藏“霸王条款”，不
满意也只好吃“哑巴亏”？大可不必。草案
说了，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必须履行提
示或者说明义务，否则如果对方没看到
或者没理解条款内容，合同可以不算数。

（三）

有人注意到了，和许多国家的民法
典不一样，我国的民法典草案里人格权
独立成编。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人格权要独
立成编，草案里的“侵权责任编”不足以
涵盖吗？

记者向全国人大代表、华东政法大
学副校长陈晶莹请教。她说，从表面上
看，这只是一种体例编排上的差异；但细
细品读就能发现，这意味着我国法律对
公民人格利益的充分尊重，将对“人的尊
严”的保护，提升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怎么理解？
现实生活中，人格权保护的边界越

来越模糊——

随着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发展，你
有没有感到你的隐私受到威胁？AI
换脸如何规制安全隐患、保护你的肖
像权？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
学和科研活动，伦理道德风险如何
防范？

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既对现在
日趋蔓延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做出规
定，还把一些刚刚萌芽的新兴领域可
能带来的风险消弭于无形。

陈晶莹代表说，我国的民法典草
案将人身权利置于财产权利之前作为
民事权利之首，体现了“先人后物”的
立法精神，以及“以人为本”的价值
理念。

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这是我国民
法典编纂的一个重大创新。

（四）

不止于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

作草案说明时指出，回顾人类文明史，
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
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

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
这部民法典草案，全面优化整合此

前民法通则、物权法、婚姻法等相关法律
的功能，将更好地发挥调节民事关系、维
护经济秩序的作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
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孙宪忠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
果说宪法是飘扬在空中的一面旗帜，指
引着国家前进，那么民法典就是将国家
治理的目标落在了一个个的‘人’身上，
在祖国大地上迈出扎实的步伐，对社会
生活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

“禁止霸座”“树立优良家风”“敬老
爱幼”……草案中许多内容体现着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印
记。这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鲜明特色：立
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民法典草案，不仅解决咱中国老百
姓的时代问题，也在用立法的方式向世
界传递出我们的民族精神。

而这，也是为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
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记者白阳）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两 会 观 察

▲ 2020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目前，脱贫攻坚战进入倒计时，正发起最后冲刺。时间紧、压力大，为了如期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有效应对疫情带
来的“加试题”考验，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聚焦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积极建言献策。 摄影：新华社记者黄孝邦 制图：新华社记者郑悦

▲全国人大代表石丽平说，将苗

绣的指尖技艺转化为脱贫力量，助力

易地扶贫搬迁。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全国政协委员达久木甲说，
打赢脱贫攻坚战，说到底靠的是广
大干部群众实干、巧干、齐心干。

新华社记者刘金海摄

字字千钧：读懂民法典草案里的“民”和“法”

▲全国人大代表谭建兰建议，要
通过“产学研”“产+销”等模式提升扶
贫产业抗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新华社记者张泉摄

▲全国人大代表罗朝阳建议，建
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和
分类指导、对口帮扶工作机制。

新华社记者温竞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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