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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记者侯雪
静）四川大凉山，悬崖绝壁之上，阿土列尔
村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2016
年 11月前，村民出行全部依赖藤梯。
　　 2020 年 5 月，村民们终于下山了。
8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344 人，陆续
搬迁至位于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
集中安置点的新家。
　　今年国庆节前，彝族群众沙马作叶搬
到了四川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沐
恩邸社区。新居周边，已建起服装厂、口罩
厂、塑钢厂，城外还有四川攀西地区最大
的农业产业园。去往广东的劳务输送专
车，载着年轻人奔向远方。
　　几千年来压在村民头上的“贫困大
山”，终于翻越了过去。
　　“我们有信心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今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全世界郑重宣示。
　　今年，中国将在现行标准下消除绝对
贫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创造这一减贫奇迹。中国减贫方
案和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5年来，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2016年至 2019年，超过 5000万农
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从
2016年的 4.5%下降至 2019年的 0.6%，
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今年 4
月，云南正式宣告拉祜族等 9个直过民族
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当前，我
国对 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 1113个贫困
村实施挂牌督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5年来，贫困人口收入大幅增加———
　　全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全
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2016
年的 4124元增加到 2019年的 9057元，
年均增幅 30%。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
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
决。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
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较快
发展，贫困户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多。
　　 5 年来，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稳
步提高———
　　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引导和
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依靠
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明天。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中，90% 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和
就业扶贫支持，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
出务工和产业脱贫，工资性收入和生产
经营性收入占比上升，转移性收入占比
逐年下降，增收可持续性稳步增强。
　　 5 年来，贫困地区补上短板发展明
显加快———
　　全国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
化路，贫困地区群众“出门水泥路，抬脚
上客车”的梦想变成现实；村村都有卫
生室和村医，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
救助三重保障全覆盖，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大幅减少；10.8 万
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易地扶贫搬迁近
1000 万贫困群众，实现搬得出、能脱贫、可致富……贫困地区
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
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
了保障，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
　　 5 年来，各界力量形成大扶贫格局，为贫困地区发展注
入不竭动力———
　　“十三五”时期，我国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
补充的大扶贫格局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依托云计算、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正为脱贫攻坚注入新动
能。消费扶贫行动实现贫困县全覆盖，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农
产品“卖难”问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汇聚起社会各界
参与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回望“十三五”，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推进脱贫
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前所未
有、世所罕见，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面向“十四五”，
中国接续推进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向着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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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十三五”

　　新华社西安 10 月 27 日电（记者刘彤、都红刚）四台大型
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在成熟的稻田内作业，一岸之隔的池塘
旁，农民们正手拿网袋，将活蹦乱跳的螃蟹送入木盆……金
秋丰收时节，记者来到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响水镇驼燕沟村
时，一派忙碌的景象映入眼帘。
　　横山是陕北水稻重要产区，区域内的无定河流域地势平
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产出的水稻品质优良，广受欢迎。
　　记者一边跟随着收割机行进，一边注视着稻田边“横
冲直撞”的螃蟹，驼燕沟村村民李树忠介绍：“由于种植方
式落后，种粮效益比较低，部分土地又撂荒，我家的收入锐
减。加上爱人患病，我们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没想到，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和脱贫攻坚的深
入，让淡出人们视野的横山水稻又‘杀’了回来。”李树忠说。
　　驼燕沟村种粮大户乔俊宏经土地流转后开始进行现代
化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栽培，引进优质粳稻、香稻、糯稻、黑
稻、杂交水稻等新特优水稻品种，推广绿色、有机、无公害水
稻栽培技术，并发展稻田养鱼、养蟹。
　　在乔俊宏的带领下，李树忠将自己的 18 亩土地全部进
行了流转，年底可以分到 900 斤大米，在田地里干活每月还
有 3000 元工资。“现在娃娃都已结婚，爱人病情也得到了控
制，全家生活慢慢富裕起来。”李树忠说。
　　看着一车满载的稻谷，乔俊宏脸上露出了笑容：“今年
每亩水稻产量能达到 1000 斤；田里饲养的中华绒毛蟹，每
亩产量也在 50 斤以上。一亩地收入超 3000 元没问题。”
　　“水中有稻，稻中有蟹，稻蟹共生，一地双产，实现了农户
不出门、家门口增收。”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横山区委
书记王效力说，今年横山区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5.8 万亩，其中
稻田养蟹面积达到 2 万亩，预计全区稻谷产量 2.4 万吨，收入
近 1 亿元，螃蟹收入 1000 万元左右，可带动 6 万多农民
增收。

蟹肥稻又香　丰收好时光

陕西榆林乡村采访见闻

　　新华社南宁 10 月 27 日电（记者向志强、
陈一帆）南疆广西，上千公里的边境线蜿蜒曲
折，高大挺拔的木棉树沿线巍然屹立。这是一
条有着奇山秀水的美丽风景线，但也曾因偏
远闭塞处处刻下贫困印记，8 个边境县（市、
区），5 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滇桂
黔石漠化片区县。
　　从整合资金修路引水到改造房屋稳定安
居，从因地制宜推动特色种养到立足优势发
展边贸，从搬出大山进厂务工到更新观念斩
断穷根……经冬复历春，木棉树下的新时代
脱贫攻坚事业始终热火朝天。

从羊肠小道到康庄大道

　　那坡县百省乡那布村水弄屯，一个位于
边境零公里处的苗族山寨，由于大山阻隔、海
拔较高，这里的村民曾被称为“住在云端的
人”。羊肠路、茅草房、煤油灯……新华社记者
曾用镜头记录下这里的贫苦景象。
　　 2008 年，当地政府为水弄屯村民盖起
砖瓦房，修通砂石路，新建蓄水池，村民陶美
羊一家的生活有了起色，还买了第一辆摩
托车。
　　 2015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水弄屯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再次升级：家家户户住进更
加稳固的楼房，加建容量更大的蓄水池，房前
屋后配置储水净水的“水坦克”装配式蓄水
池，宽敞硬化的通屯路上树起了太阳能路
灯杆。
　　在政府的帮扶下，陶美羊现在养着 6 头
牛、3 头猪，去年卖了 1 头牛就收入 7000 多
元。“我们还有边境补助、低保补助、产业奖
补，孩子读书有教育补助，日子一年过得比一
年好。”陶美羊掰着手指给记者数起各种
福利。
　　连着三四个月不下雨，全村吃水就靠一
眼水量有限的山泉——— 几年前，靖西市龙邦
镇大莫村弄关屯的养殖户陶皇保总是为水发
愁：人都不够吃，羊怎么办？
　　 2018 年初，村民们历经曲折找到了水
源地。当年 7 月，对口帮扶大莫村的深圳市
龙岗区出资 160 万元，建成 5 个高位水池
和 7.5 公里长的引水管道。陶皇保打开家里
的水龙头，当清澈的水哗哗流出，他的愁绪
一扫而光，山羊养殖数量也增加到 1 0 0
多头。
　　经过数年建设，广西边境地区公路总里
程突破 8000公里，实现了从羊肠小道到康庄
大道的飞跃，边境 8 个县（市、区）“县县通高
速”“乡乡通沥青（水泥）路”“村村通公路”。边
境地区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率达到

100%，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超过 80%。
　　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生活条件和边
境补助政策让更多人愿意长住边境一线，不
少贫困户从条件较差的老家搬到边境 0 到 3
公里地区。

因地兴业充实“钱袋子”

　　看着长势喜人的板蓝根，瑶族村民凤亚
内终于体会到来自土地的丰收滋味。凤亚内
的家位于那坡县平孟镇念井村西马屯。这里
山岩嶙峋、土壤稀薄，人均耕地不足 0.3 亩，
长期以来，村民只能在石头缝里种少许耐旱
玉米度日。
　　“兴边富民感党恩，造田感谢解放
军”——— 20 世纪 90 年代，部队排雷之后，在
山弄里平整出一块 10亩左右的土地，无偿交
给村民耕种。2019 年，当地党委政府结合地
貌特点，在西马屯周边实施砌墙保土工程，开

始又一次“造田”，将 80亩斜坡石头窝改造成
土地，发包给农户种植板蓝根。
　　如今，站在进屯的山口放眼望去，两侧山
坡是连片的板蓝根种植基地，上方是新建的
一户一个棚舍的养殖场，依山而建的楼房错
落有致。
　　近年来，边境沿线党委政府在积极改善
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
养产业和边贸及加工业，开发公益性岗位，群
众增收渠道逐步拓宽。
　　迎着早晨的阳光，刘艳青迈着轻快的步
子，走向离家一路之隔的扶贫车间上班。在她
身后，是宁明县爱店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安福小区，不远处便是爱店口岸和边贸进出
口加工物流区。
　　搬迁出来之前，刘艳青的丈夫患病、孩子
年幼，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人身上。为了挣
钱，她得前往距家 3 小时路程外的山林割松

脂，去一趟半个月都不能回家。2018 年，通过
易地扶贫搬迁，刘艳青的苦日子总算到了头。
除享受边境补助外，她还成为一名“上班族”，
在家门口参与边贸落地加工，一天能获得
100元工资。
　　目前，爱店镇安福小区已安置来自 5 个
乡镇的 51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地大力推
进扶贫车间建设，因地制宜成立边民互助组，
引导边民广泛参与边民互市、货场装卸、进口
产品落地加工等。
　　龙州县更是尝到了因地兴业的甜头。全
县以“种养贸游工”五大产业为核心，加大“双
高”糖料蔗基地建设力度，引进企业带动村集
体和农户发展牛羊养殖，组建 200 多个边贸
互助组带动贫困户 8000多人通过运输、装卸
等就业增收，发展红色旅游，建设扶贫产业园
等，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31.79% 降至
2019 年的 0.25%，成为广西首个脱贫摘帽的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擦亮更美边境线

　　经过持续奋战，广西边境地区贫困面貌
得到根本性改变。从 2016年至 2019年，广西
8 个边境县（市、区）实现 373 个贫困村 38.77
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
0.69%。
　　在脱贫攻坚路上，边境地区发展如何接
力前进？靠生态、靠文化、靠教育、靠开放……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广西边境地区正逐步
走上可持续发展新道路。
　　当了 20 多年蔗农的农海忠从来没想
到，靠深山密林中的鸟也能实现脱贫致富。
他所在的龙州县逐卜乡弄岗村地处弄岗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近年来，当地借助保护区
独特资源优势，建设弄岗生态观鸟科普基
地，创新推广“观鸟经济”实施生态扶贫，全
村 166 户 730 人（其中贫困户 47 户 231 人）
参与其中，通过提供交通、食宿、向导等服务
增收。
　　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通过
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面落
实学生资助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实施
教育振兴八大工程系列重大项目，边境地区
教育主要指标快速增长。
　　在靖西市，当地积极利用“两后生”政策，
帮助初中和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贫困
孩子到技工学校学习，实现技能就业和稳定
就业，2017 年以来已组织 557 名“两后生”参
加技能培训。
　　开放是边境地区的优势。近年来，一系列
新开放平台在广西边境落地，东兴、凭祥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向纵深推进，百色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获批、广西自贸区崇左片区
建设启动等，正推动口岸贸易、互市贸易和落
地加工贸易蓬勃发展，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提供坚实保障。

木 棉 花 开 红 胜 火
广西千里边境线脱贫纪实

  ▲拼版照片：左边两图是广西那坡县百省乡那布村水弄二社苗族儿童吴美烈生活场景
（2009 年 5 月 6 日摄）；右边两图是吴美烈的求学画面（2018 年 3 月 15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马伊力是西北某贫困村第一个大学生，
但今年 6 月份从省内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后，
她在城里待了两个月也没有找到工作。因为
负担不起高额房租，她被迫回家待业。没过
多久，马伊力和家人就听到了村民的非议：
读了这么多年书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
出去打工！
　　养了 6 个孩子的马热米也也有同样的烦

恼。大女儿毕业后没找到工作，马热米也的婆
婆唠叨说：“早就说女娃小学毕业会写名字就
够了。读十几年书连工作都找不到，还不如早
点打工。”婆婆甚至不想让其他几个孙女继续
读书了，马热米也只好骗她说大女儿已找到
工作。

　　当地一位中学老师说，有一次她上门劝贫
困户让孩子读完初中，被家长怼得哑口无言：
“上学就能保证挣钱吗？那个谁读了大学，还不
是没工作！”近几年，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有
些大学毕业生未能及时就业，使得“读书无用
论”在农村地区有所抬头，对此必须保持警惕。

　　在不少贫困地区，家长朴素地认为，“读书

改变命运”就是毕业了能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
工作，进而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但大学生在家
待业的案例，已让不少贫困地区家长对“多上
几年学，未来能少吃苦”的说法产生怀疑。“读
书无用论”重现，正在成为教育扶贫的拦路虎。

　　解决贫困家庭子女上学的问题一直是教
育扶贫的重点，然而简单地提供经济资助使
贫困家庭子女进入学校并不能彻底解决贫困
问题。由于教育水平的差距、就业形势压力，
贫困家庭子女在就业、脱贫上仍然面临困难。

　　从这个意义上讲，“稳就业”在农村地区
有更重要的意义。帮助贫困大学生及时渡过
难关，兼具教育扶贫和就业扶贫两大功能，不

仅关乎单个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问题，也可
能影响贫困地区人们的观念，否则，会让“读
书无用论”再抬头，进而影响当地教育扶贫的
进展和质量。

　　期待高校、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形成合
力，推出更多实打实的“稳就业”实招，重塑人
们对“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心。同时，也希望大
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们在读书期间苦练本
领，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为就业打好基
础。即使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没找到工作，最好
也别闲着，要善于发现机遇，哪怕做电商、搞
直播也行，办法总比困难多。

          （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稳就业，才能防止贫困地区“读书无用论”再抬头

　　据新华社南昌 10 月 26 日电（记者范帆）
深秋时节，在江西省永新县在中乡在中村的
火龙果基地，记者见到了正忙着修剪枝条的
史小六。这位曾经的贫困户，如今是当地一家
农业企业的副总经理，负责两个果蔬基地的
日常生产和管理。
　　史小六很忙，有时挂掉电话，刚准备把手
机揣进兜里，铃声又响了起来。询问订单情
况、咨询种植技术、安排工人干活……每天他
都是第一个到基地，最后一个回家。
　　早年间，史小六家里经济条件困难，他曾
经外出打过零工、开过鞋店，还经营过小餐
馆，可是不但没能攒下积蓄，反而落下病根。
2008 年，他检查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严重
时整个人都站不起来。由于手术费用高、风险
大，他只能带着妻女回到老家，在本地医院接
受保守治疗。
　　回家之后，身体的病痛和生活的重担压
得史小六直不起腰。因为干不了重活，全家人
的生计只能靠妻子一人种着两三亩薄田和打
零工艰难维持，治疗费用、3 个女儿的学费、
建房的债务负担让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
甘心，还想再奋斗一次，却使不上劲。”这个原
本乐观开朗的汉子，开始变得日渐消沉。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让史小六看到了

命运转折的希望。2016 年，在中乡引进外
地客商发展大棚果蔬产业，帮扶干部介绍
史小六夫妇到果蔬基地边学技术边打工。
夫妻俩非常珍惜这份“领工资”的工作，勤
奋好学的史小六更是每天潜心钻研种植技
术。当年，他们家纯收入达到 5000多元，摘
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在帮扶干部的鼓励下，史小六又开始尝
试承包大棚种植西瓜。利用此前学到的经验
技术，史小六每天起早摸黑，一心扑在瓜棚
里。他精心种植的西瓜上市后，格外受到市
场青睐，销售额达到 4万多元。后来，企业负
责人看中了史小六踏实肯干的性格，决定聘
请他为副总经理，打理基地的日常事务。为
了做好这份工作，史小六把基地当作自己的
第二个家：村里发生干旱，他为了错峰引水
灌溉忙到夜里 12点；雨季时担心基地积水，
他每天都冒雨察看水果长势……
  从贫困户到副总经理，史小六的日子
越过越“顺溜”了。聊起现在的生活，他的眉
眼间总是不经意流露出喜悦的神色，“只要
有活干，心里就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今年
9 月，史小六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他
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他要继续用奋斗“点
亮”幸福生活。

史小六“升职”记
　　新华社重庆 10 月 27 日电（记者韩振）
看着三峡红叶烂漫，老范乐得合不拢嘴：他
开办的“农夫山庄”农家乐，最近平均每天能
接待四五桌游客用餐，一天收入有五六
百元。
　　今年 53 岁的老范名叫范辉廷。4 年前，
因为妻子多病、孩子读书，他尽管常年在外地
打工，但还是重庆巫山县大塘村的一名贫困
户。后来，他自己也因病无法继续打工，不得
不回到家中务农。收入少了一大截，老范一家
人陷入更深的贫困。
　　 2018年，大塘村实施美丽乡村示范建设
后，怡人的乡村风光和特色农家菜，成为吸引
游客的“金字招牌”，村民们纷纷开办农家乐，
逐渐尝到乡村旅游带来的甜头。
　　老范也想开农家乐，这样他就能一边在
家照顾妻子，一边挣钱脱贫致富了。但启动资
金从哪儿来？老范一筹莫展。
　　村、镇扶贫干部了解到老范的想法和困
难后，第一时间送来了扶贫小额信贷政策：这
是一款专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量身定制的扶
贫贷款产品，可以为贫困户提供 5 万元以下
的免抵押免担保低息信用贷款。
　　当年底，老范就在扶贫干部的辅导下，顺
利从银行贷款 5万元。正当他兴奋不已时，危

旧房提升改造及乡村旅游补助又给他发了几
万元。政府的大力支持，让老范信心倍增，他
很快便将老房子整修一新，开起了“农夫山
庄”农家乐。
　　菜是自家种的放心菜，鸡是自家养的土
鸡，范辉廷的农家乐很快打响了名声。2019
年，他收入 6万多元。今年，尽管受疫情影响，
但目前为止也收入了 4万多元。年底，还有一
季“杀猪饭”，他全年收入与去年持平不成问
题。不久前，老范顺利摘掉了“贫困帽”。
　　借助扶贫小额信贷走出贫困，老范只是
众多受益贫困户中的一员。巫山县官渡镇桐
元村村民付依清，从 3万元贷款起家，如今种
植脆李 60 亩、柑橘 110 亩，成了远近闻名的
种植大户。
　　“扶贫小额信贷，对贫困户来说无疑是
‘及时雨’，帮助他们解决了资金困难。”巫山
县官渡镇党委书记李刚军说，仅官渡镇就有
1238 户贫困户享受到这一政策，总贷款金额
达 3383万元。
　　据了解，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巫山县，近
年来不仅为半数贫困户发放了扶贫小额信贷
资金，还给他们提供项目指导和技术帮扶。如
今，政策红利正在这里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
贫困户脱了贫、致了富。

老范的“及时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