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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17 日在京会
见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他首先向获奖
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奋斗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致以敬意。

汪洋强调，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严
重冲击下，脱贫攻坚工作强力推进、胜利
在望，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在于各地区各部门砥砺奋
进，在于广大扶贫工作者不懈努力，充分

彰显了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脱贫攻
坚工作的重要指示，慎终如始不懈怠，全
力以赴不放松，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汪洋号召社会各界学习获

奖者先进事迹，以他们为榜样，为巩固脱
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逐步迈向共同富
裕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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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见。

汪洋会见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
新华社评论员

　　“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
段，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保持攻
坚态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第七个国
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
记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发出了攻克脱贫最后堡垒的
进军号令，为决胜全面小康 、决
战脱贫攻坚注入强大思想和行
动力量。

　　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
大难题 ，战胜贫困是中华民族
的千年夙愿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消除贫困摆在治国理政更加
突出的位置 ，全面打响脱贫攻
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精心谋划，
亲自推动脱贫工作 ，深入贫困
地区看真贫 、扶真贫 、真扶贫 ，
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 ，凝聚起
全党全社会的奋斗伟力 ，创造
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 。特别
是今年以来 ，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和严重洪涝灾害的考验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定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决心
不动摇 ，全党全社会勠力同心
真抓实干 ，贫困地区广大干部
群众顽强奋斗攻坚克难 ，脱贫
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现在距
离年底只有两个多月时间 ，必
须进一步增强工作紧迫感 ，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攻城拔寨勇者胜。打好脱贫
攻坚收官战，必须瞄准最后的贫
困堡垒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
施 。脱贫攻坚进行到现在，剩下
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克难
关 、攻堡垒，常规化举措不行，一
般化力度不够 。要突出问题导
向 ，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 ，一把
钥匙开一把锁 ，靶向发力拔穷
根，对症下药治穷病。要继续聚
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特别是剩余未脱贫地区和人口，
瞄准“两不愁三保障”领域存在
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政
策落实，一项一项解决，一户一
户攻坚。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
人口实现应保尽保 。落实好挂牌督战任务 ，较真碰硬
“督”，凝心聚力“战”，形成上下同心 、攻坚克难的合力。关
键时刻，不能有差不多 、松口气 、歇歇脚的想法，必须一鼓
作气，保持工作不松 、标准不降 、力度不减，不获全胜决不
轻言成功，坚决兑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庄严
承诺。

　　脱贫难，守住脱贫成果也不容易。打好脱贫攻坚收官
战，还要千方百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对脱贫群众和摘帽
地区，必须扶上马 、送一程。要全力做好贫困劳动力稳岗
就业，着力解决好扶贫产品销售问题。落实“四个不摘”，
强化返贫监测预警，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及时对
返贫致贫人口采取有效帮扶措施。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加
强社区建设，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脱贫摘帽
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要总结脱贫攻坚
经验，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内
生动力，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使脱贫
群众过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幸福日子，向着逐步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脱贫攻坚收官是打硬仗啃
硬骨头的战场，也是砥砺作风体现担当的考场。完成硬任务，
得有硬作风。各级干部要下足绣花功夫实打实地干，坚决反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提升抓落实能力，把
每一项脱贫攻坚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切实
解决贫困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脱贫成效真实可信、经得
起历史检验。

　　百尺竿头更进步，奋楫争先奔小康。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克难关，撸起袖子
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历史性
地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向着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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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就是本钱，摔倒了还可以站起来！”
　　 17 日上午，北京。在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
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现场，台上报告人杨宁
满含深情诉说心路历程。台下数百名听众深深
沉浸在获奖者讲述的一个个感人故事中。
　　杨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
治县安陲乡江门村村委会主任、2020 年全国脱
贫攻坚奖获奖者之一。2010 年，大学刚毕业的
她放弃在南宁一家公司的就业机会，回到贫困
的大苗山当起大学生村官。
　　凭借一腔热情和家人支持，她尝试了很多
扶贫项目，但这一路并不顺利。帮村民卖竹子，
带头种辣椒、葛根，发动村民用苗族传统的“稻
+鸭+鱼”共作模式种紫黑香糯米……有过亏
本、有过失败，但困难没有阻挡她改变乡村面貌
的脚步。
　　 2017年，村民种的紫黑香糯米大丰收，贫困
户杨梅秧含着泪水对她说：“正因为跟着你干，我
们家才顺利脱了贫！”当年，江门村实现了整村
脱贫。
　　真心换人心，人心增信心———
　　“有人笑话我说你这是疯子的想法、傻子
的做法。我想：为了前何村早日脱贫，我就是要
疯着干，为了村民有福气，我宁愿冒傻气！”河
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第一书记韩
宇南自掏腰包 5 万多元购买辣椒种子给村民，

妻子潘丽英也放弃城市生活陪伴他做了一
名扶贫志愿者。
　　“如果说第一次驻村是听从党的召唤，第
二次驻村则是我的使命、责任和担当。”韩宇
南语气坚定地说，“今年看到乡亲们再次联名
挽留我的红手印，我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的申请书。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
　　“我不是因为有希望才选择了坚守山村
教育，而是认为只有坚守才有希望。”报告台
上，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
教师支月英深情诉说。
　　“一生只为一事来”，这是支月英的人生
信念。从“支姐姐”到“支妈妈”再到“支奶
奶”，40 年来她扎根泥洋小学和白洋教学点
两所深山学校，牵手一代又一代山里娃走出
大山。从肩挑手提教学用具和生活用品步行
20 里山路到骑坏 6 辆摩托车，支月英不记得
经历过多少次风吹雨打。她说，最大的安慰
是山里的学校从漏风漏雨的泥巴房变成崭新
的教学楼，从原先女孩不上学到如今没有一
个辍学的孩子。
　　在一本大红色的《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
奖光荣册》上，有两位特殊的获奖者：因公出
差遭遇交通事故去世的王小权和因病去世的
糜林。王小权生前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台江县老屯乡党委副书记、长滩村第
一书记，糜林生前是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
科学研究所果树研究室主任。他们的名字以
加黑框的方式给世人留下永恒记忆。
　　汗水、泪水、欢笑。打响脱贫攻坚战以
来，全国共派出 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 、累计
选派 290 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
事业单位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把
青春和希望洒在一个个曾经的贫困村。他们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而 1200 多名牺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的扶贫干部，其事迹将被后人传颂、精神将不
朽于人世！
　　这信心，也激荡在千千万万个曾经的贫
困户身上———
　　马金莲，山西吕梁山区的一名贫困家庭
妇女，从一名保洁员干起，成长为北京一家家
政公司的业务经理，3 年前返乡创业办起家
政公司，带动 200多个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王万才，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城郊乡王
庄村村民，在扶贫干部帮扶下丢掉思想包袱、
放下酒瓶撸起袖子加油干，搞起特色种植和
加工，脱贫后还当上了合作社副理事长；
　　王昭权，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沙子坡镇四坳村村民，因自幼患小儿
麻痹症无法正常站立行走，仍克服身体障碍

手脚并用靠养牛实现年收入超 2万元；
　　张顺东、李国秀夫妇，云南省昆明市东川
区乌龙镇坪子村村民，两口子加起来只有一
只手和一双脚，在脱贫路上不等不靠，与村民
同步奔小康，活出了人生价值；
　　……
　　从曾经的贫困户到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
者，他们坚定信心、自强不息，用双手改变命
运，书写了最美的人生！
　　报告会现场，有人认真记录，有人颔首微
笑，有人潸然泪下。一次次热烈响起的掌声
中，昭示着一个朴素的真理——— 只要有信心，
黄土变成金！
　　在受表彰的获奖者中，有脱贫致富群众、
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大学生村官、村级经济合
作组织负责人、脱贫致富带头人，也有中央和
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及
其派出的挂职扶贫干部、第一书记和驻村工
作队员，还有社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公民
个人等。
　　从一位位脱贫攻坚奖获奖者展示的风采
中，人们看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历
史承诺成为现实，曾经的贫困户正在奋力奔向
更好的日子！  (记者董峻、侯雪静)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在奋斗中书写最美人生

　　（上接 1 版）雨托村，藏语意为绿松石上
的村落。千百年来，这个小藏寨镶嵌在海拔近
4000 米的高山险壑中。村民从山下进村，骑
马要一天时间。
　　泽仁拉呷回忆，山上的日子漫长而凄苦，
一家四口竭尽全力劳动，地里也只能长点青
稞。冬天更难熬，村里没电也没路，寒风直往
老房子里灌，雨天要用盆子接漏雨。吃水也揪
心，大家在结冰的山沟里一点点凿取。
　　 2017 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村里所有
人都下了山。如今的雨托新村，一排排藏式新
房错落有致，一盏盏路灯别致明亮，一条条村
道宽敞整洁。
　　搬到山下，交通方便了，泽仁拉呷的儿子
去县城打工，带回许多新鲜玩意，其中就包括
两口铜火锅和一个电饭煲。
　　火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泽仁拉呷夹了
一个虾饺。她说，共产党把雨托村的“绿松石”
打磨出来了，这石头能保佑平安，带来幸福。
　　精准扶贫以来，甘孜州有 5 万多贫困人
口跟泽仁拉呷一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
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贫瘠之地。
　　变化，不仅仅在搬迁的农牧民身上。
　　一场雨后，天空放晴，雪山环绕中的理塘
县禾尼乡克日泽洼村有了几分暖意。这个村
以前交通、电力、饮水等基础设施落后，牧民
与现代生活几乎隔绝。
　　 2019年 11月 24日，对于昂旺洛绒来说是永
生难忘的一天。这天，克日泽洼村终于正式通电。
昂旺洛绒 3个上学的孩子，不用点蜡烛看书了。
　　村口，新建的“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务
站”刷上了漆。村里有了新的路灯，超市准备
了收银机，宽带也接好了……
　　康巴高原上，农牧民生活已实现水桶变
水管、油灯变电灯、土路变油路、喊话变电话、
帐篷变楼房的历史性跨越。
　　 2018 年底，雅康高速公路全线建成，结
束了甘孜州州府康定市不通高速的历史。沿
途群众欢呼雀跃。2019 年，甘孜州公路通车
里程达 34310公里，是 1952年的 48.7倍。
　　今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雪域
高原。甘孜州所有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20
多万农牧民告别贫困，迈向小康生活。

时代回音

　　道孚县西北角，烈士陵园。
　　一个周末，张浩又来看望舅公。舅公的墓
碑上写着：格桑曲珠烈士，1961 年 8 月 3 日

牺牲……
　　张浩说，舅公是在剿匪中牺牲的。张浩的
阿婆向秋卓玛口中的一些英雄，也静静地长
眠在陵园里。
　　“一些战士被马驮下山，血滴了一路，我
一辈子都忘不了。”向秋卓玛说。
　　“阿婆原来是‘娃子’，在保卫改革成果过
程中入了党，也投入到战斗中。”张浩说，阿婆
常教育他，现在的美好生活与共产党是完全
分不开的。
　　解放农奴、废除劳役；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七十年间，伟大的转
折，蕴含着历史的必然。
　　 2013 年，时任甘孜州委常委、宣传部长
毕世祥在深入基层时遭遇车祸，不幸殉职，终
年 53岁。殉职时他衣兜里还装着为孤儿买新
衣的记事便条。
　　 1997年，毕世祥被任命为甘孜州旅游局
局长时，藏地风景绝美却少有人知。为了到高
山深谷实地调研，他常骑马前行，没路时，就
拽着马尾跋山涉水。他用脚步丈量出几十个
旅游发展规划方案、数十万字的论文。如今，
海螺沟、稻城亚丁等一批景点被打造成国际
知名景区，旅游业成为甘孜州支柱产业之一。
　　石渠县，海拔超过 4000米，高寒缺氧，条
件恶劣。毕世祥在那里了解到，稍微大一点的
孩子都去放牛、挖虫草。他比孩子父母都急，
用纯熟的当地“牛场话”教育孩子们：最好的
“虫草”不在山上，而是在课堂上、书本里。
　　康巴高原上，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和毕
世祥一样，成为当地群众命运突围的脊梁。
　　雨托村第一书记白马仁真永远忘不了
2015 年上山时的情景，他骑着摩托走了一段
山路。“感觉像在开飞机，一边是悬崖峭壁，一
边是万丈深渊！”
　　“我做梦都被吓醒，那条路太吓人。”他
说，路再难，也要带领村民脱贫。他访遍了每
户村民，办好了村民的医保、低保证明，组织
了农民夜校。村民们委托他办理大事小事，
白马仁真无任何怨言。
　　近几年，白马仁真带领村民实现了易地搬
迁。下山后村里搞起旅游和特色餐饮业，还建
了村史馆。“这是 18军住过的村，是红色新村，
我们应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白马仁真说。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雪域高原上坚
守着初心使命。新的时代，成千上万的农牧
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又汇聚成追求美好生活
的磅礴力量。 　新华社成都 10 月 17 日电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获 奖 者 群 像 扫 描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记者关俏俏、刘智强、吴光
于)10 月 17 日是第 7 个国家
扶贫日，我国脱贫攻坚进入决
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冲锋号角
下，脱贫攻坚战果喜人。记者
在四川、贵州、新疆等省区看
到，一些未摘帽贫困县正擂鼓
催阵，鏖战正酣，为啃下最后
的硬骨头不懈努力。

　 出实招、用实功，加

快补齐短板、补强弱项

　　随着挂牌督战冲锋号吹
响，各地瞄准“精准”二字，
紧盯最困难群体、最突出问
题、最薄弱环节，一个个影响
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瓶颈问题
得到解决。
　　超过 1.6 万贫困户住进安全住房，义务
教育阶段适龄少年儿童实现应读尽读……在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制约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等瓶
颈问题得到有效破解。昔日贫困乡村面貌一
新：硬化路通到家门口， 34 个乡镇标准中
心校、卫生院、便民服务中心建成并投入
使用。
　　因特殊地质条件成为改水“难中之难”
的新疆伽师县，今年在国家支持下完成跨城
引水。总投资 17.49 亿元的改水工程跨越 3
个县，将上百公里外的慕士塔格峰冰川雪水
引入千家万户。至此，新疆全面实现饮水
安全。

　　“经过县级自验，已基本实现脱贫预
定目标。”分管扶贫工作的新疆墨玉县委
副书记马生斌介绍，贫困人口逾四成的墨
玉县，补齐补牢短板弱项，“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基本解决，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进展。
　　为做好精准扶贫，各地在稳定就业、发
展产业、带动增收上下功夫。系列就业扶持
政策让贫困成为减量，使贫困户不断增收。
　　为了满足就近就地就业需求，新疆策勒
县依托扶贫车间、公益性岗位等多渠道为贫
困家庭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策勒县策勒镇亚博依村服装厂今年已经
解决近 40人就业问题。“走路 10分钟就能
到工厂，还能随时照顾孩子。”在服装厂工
作的赛迪古丽·麦麦提明说，学技术、拿工
资，稳定就业让“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在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40
万亩蔬菜大丰收，今年已累计销售逾 69 万

吨。威宁县委书记肖发君介
绍，全县蔬菜产业体系基本形
成，今年农业增加值预计达
116.4 亿元，为稳定巩固脱贫
成果打下良好基础。

　　精兵强将“下地绣

花、入户答卷”，不获全胜

不收兵

　　在金阳县最偏远的依莫合
乡 ， 贫 困 发 生 率 曾 高 达
8 2 %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
期，副乡长阿伙比正一日未
休，奔走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与安置点干部一起协助搬
入新居的群众尽快适应新
生活。
　　越到关键阶段，越要合力
攻坚。在一些未摘帽贫困县，
干部群众正以冲锋的姿态持续
奋战。
　　“干部天天登门，我们都
不好意思睡懒觉了。”在新疆
于田县托格日尕孜乡托格日尕
孜村，不少贫困户这样说。为
了如期脱贫，当地数十万各级
干部持续沉入基层、扎在乡村
帮扶贫困户。
　　在威宁县， 80% 以上的
县直干部驻村作战，省、市督
战队实时开展挂牌督战，推动
全县不断发现问题、整改问
题，形成省、市有关部门帮基
层、促整改的良好局面。
　　“越是冲刺时刻，越要持
续‘下地绣花 、入户答卷’。”金
阳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万东升
说，将继续实行最严格的考核
问责制度，以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倒逼干部做“为官不易”的
奋斗者，不做庸碌无为的“太

平官”。

夯实产业基础，提升脱贫成色

　　脱贫攻坚，发展产业是根本之策。随着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地抢抓时间，发挥产
业带贫效益。
　　今年年初，贵州省铜仁市派出各区
(县 )精兵强将，用各自最核心、效益最
好、带动效应最强的优势产业项目帮扶未
摘帽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在淇滩镇檬子
树村，由万山区对口援建的竹荪加工厂已
投入生产。万山区支持沿河县脱贫攻坚工
作队副队长姚承汶介绍，从资金、人员到
建设、销售， 6 个保障组投入“真金白
银”，拿出“看家本领”，全力帮扶当地
脱贫。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未摘帽贫困
县带来一道“加试题”，部分地方一度出现
贫困群众外出务工受阻、扶贫产品销售和产
业扶贫困难等问题。为此，新疆启动区内跨
地区转移就业，采取多部门协作联动机制，
协调开发出纺织服装、建筑务工等劳动密集
型行业的岗位逾 5万个，专用于未摘帽贫困
县安排贫困户就业，以确保最后 4.21 万贫
困家庭户均至少 1人实现就业，从根本上解
决脱贫难题。
　　在最后冲刺的关键阶段，各地还组织力
量打好致贫、返贫阻击战，通过逐村排查、
逐户梳理，加固短板，消除盲区，防止弄虚
作假、蒙混过关，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同
时，通过预警机制，对未脱贫户、脱贫不稳
定户人均收入持续动态跟踪，实行分类帮
扶，确保脱贫攻坚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参与采写：何军、胡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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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
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
段，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保持攻坚态势，善始善终，善作
善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满打满算，今年还有 11 个星期。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
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是一场硬仗，
越到最后攻坚时刻，越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
任务更重、要求更高、时间更宝贵。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枕戈待旦、夙兴夜寐，抓紧每一
天、干好每一小时、用足每一刻，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落
一人。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部队伍作风。在“十三五”期间设立全国脱贫攻坚奖，每
年评选表彰一批为脱贫攻坚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的召
开，是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进行表彰，也是对全国脱
贫攻坚前线每一位战斗人员的鼓励和动员。

　　 5 年前，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决定，承诺就要兑现。时间一晃而过， 5 年筚路蓝缕， 5
年胼手胝足。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勠力同心，
千万扶贫工作者付出巨大牺牲，即将赢得最后胜利。

　　胜利在前，重任在肩。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让我们
以冲锋为最后的胜利
倒计时吧！
   (记者王立彬)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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