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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
上最好成绩，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
从 2012 年底的 9899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底
的 1660 万人，其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
贫困人口 935 万人，比 2012 年末减少 4132
万人，6 年累计减少 81.5％，离全面实现脱
贫攻坚目标越来越近，尤其是深度贫困地
区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
区面貌明显改善。

伟大的奇迹 历史性跨越

主要生活在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独龙
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处于原始社会末
期。75 岁的李文仕是最后健在的 20 余名

“文面女”之一，对比前半生衣不蔽体、食不
果腹的苦日子，如今她过着吃住不愁，含饴
弄孙的生活，“从来没想过能过上现在的生
活”。去年底，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独
龙江乡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巨变。

“以独龙族等为代表的直过民族，是云
南省脱贫攻坚中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
云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黄云波说，针
对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特点，云南省
制定了全面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五年
行动计划，从提升能力素质、组织劳务输
出、安居工程等六方面发力。

截至 2018 年底，云南省 11 个直过民族
和 人 口 较 少 民 族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75.17 万人，已实现脱贫 52.73 万人，其中独
龙族、德昂族、基诺族实现整族脱贫。

独龙族巨变背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
大、速度最快的反贫困斗争。内蒙古、广
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民族
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 602 万人，比 2012 年
末减少 2519 万人，六年累计减少 80.7％。

世界银行 2018 年发布报告称“中国在
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
无前例的成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盛赞中国减贫方略，称“精准减贫方略是帮
助最贫困人口、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

精准施策“挪穷窝”超常举措“换穷业”

吕有荣一家所在的青海省互助土族自
治县五十镇班彦村，地处六盘山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班彦在土族语言中意思是

“富裕幸福的地方”，但是直到 2015 年，这个
村位于“脑山”地区的 5 社和 6 社 129 户人
中，仍然有 73 户是贫困户，是典型的“一方
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

2016 年底，这两个社整体搬迁到了山
下的班彦新村。“咋能想到我们会过上和城
里人一样的生活？”吕有荣经常站在山头俯
瞰新村，他总感觉像在做梦。

“搬得出，还要稳得住，这就需要不断
拓展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班彦村扶贫

（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袁光平介绍，搬下
山后，各级政府部门、驻村工作队和帮扶企
业都把工作重心放在谋产业、拓展致富门
路上，帮助班彦新村初步形成了以特色种
植养殖、民族特色手工艺和乡村旅游接待
等为主的多元增收渠道。2018 年底，全村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9791 元，告别了之前
阻碍摆脱贫困的出行难、吃水难、看病难、
上学难、务工难和娶亲难等“六难”问题。

班彦的变迁，只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
助力脱贫奔小康的缩影。

——青海脱贫攻坚以来，易地搬迁 12
万贫困人口。

——甘肃省 2016 年到现在，搬迁规模

达 48.73 万人。
——云南省原纳入国家“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规划的 6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目前已经全部实现入住。

——新疆截至 2018 年底，让 14 万贫困
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拔穷根”，今
年还将易地安置贫困户 2.1 万人，后续还将
持续发展扶贫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全国绝大多数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群
众彻底告别了穷窝窝，迎来了新生活。

“斗穷 70 年，1 年胜千年，皇帝不管饱，
还是现在好。”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李家焉村
高爱平，24 岁才吃上第一顿饱饭。如今 56
岁的他搬下山，脱了贫，能洗热水澡，能用
燃气灶，他用这句顺口溜形容现在的新生
活。

按照《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
划》，“十三五”时期，全国将对约 1000 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截至
2018 年底，已完成 870 万贫困人口的搬迁
任务，到 2019 年底，将按计划完成剩余贫困
人口的搬迁。

除了易地扶贫搬迁外，我国坚持“六个
精准”的根本要求，实施了“五个一批”等一
系列扶到点上、扶到根上的针对性举措，才
取得了平均每年减贫超千万，平均每分钟
减贫近 30 人的举世瞩目的成绩。

不获全胜 绝不收兵

截至今年 5 月中旬，全国共有 436 个贫
困 县 脱 贫 摘 帽 ，占 全 部 贫 困 县 的 52.4％ 。
摘帽之后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如何带动更
多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记者日前在去年脱
贫摘帽的河南省内乡县调研时发现当地找
到了自己的答案。

脱贫攻坚以来，内乡县和牧原集团共
同探索了“政府＋银行＋龙头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的“5＋”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2016 年以来，带动了 13 万户的 36 万贫困人
口脱贫。

“过去我们通过扶贫模式创新，让贫困
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让合作社实体
化，为‘空壳村’注活力，实现村集体经济零
的突破。”内乡县县长杨曙光说，“村里有了
集体收入，才能培育产业，打造‘一支永远
不走的扶贫工作队’，从脱贫摘帽走向乡村
全面振兴。”

“5＋”扶贫模式中，合作社在资产收益
扶贫模式中形成了大量资产，内乡县利用
这些资产，培育富农产业，为农村发展引入
源头活水，跑出脱贫攻坚“加速度”，开启乡
村振兴“新模式”。截至 2019 年 6 月，内乡
县 97 个村已累计获得分红收入 968 万元。
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复制推广至甘肃等全国
12 个省份的 21 个贫困县。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依 然 艰
巨，是决定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的关键。
目前“三区三州”还有贫困人口 172 万人，贫
困发生率 8.2％，“三区三州”以外的 199 个
深度贫困县还有贫困人口 467 万人，贫困发
生率 5.6％，贫困程度深、基础条件差、致贫
原因复杂，可谓“最后的贫困堡垒”。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今年
的脱贫攻坚工作将进一步聚焦深度贫困地
区，今年中央财政新增 200 亿元专项扶贫资
金主要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深入
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广泛动
员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脱贫攻坚。

新华社北京 9 月 8 日电

尽锐出战攻下坚中之坚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骆晓飞 姚兵

本报讯 自 7 月份以来，天门山镇成立了农村义务巡逻队，对
辖区内交通秩序进行整治，创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条件，受到
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巡逻队由天门山镇政府党政班子成员、村居干部、协辅警组
成，巡逻队员们在每个工作日不定期对各主干道进行道路巡防，
对过往车辆，尤其是对摩托车、农用三轮车进行核查，确保驾驶
员及上路车辆证件齐全；对存在不文明驾驶行为或者违规驾驶行
为的驾驶员进行劝导；对已构成行政违法满足处罚条件的驾驶
员，由协辅警依法进行处理。

下一阶段，该镇将继续加强义务巡逻工作，建立长效机制，
加大对不文明行车现象的惩戒力度，确保形成良好的安全交通氛
围。 （赵书山）

天门山镇义务巡逻队
为民保平安

本报讯 9 月 12 日，武陵源区协合乡协合村开展以“党群协力
助推乡村振兴，村企合作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群众文化活动。

活动当天，湘阿妹公司为村民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节
目，驻村帮扶工作队组织后盾单位党员、帮扶干部 130 余人，在
协合村开展“帮销农副产品，助力脱贫攻坚”活动，短短一个小
时，现场交易额达到了 1 万余元，协合村 174 户贫困户自家种植的
土豆、黄豆、土蜂蜜、土鸡、土鸡蛋、猕猴桃等 10 余种农副特产
全部售完。

此次活动还奖励表彰了卫生示范户 24 户及平安创建示范户 14
户，并对考上大学的 18 名本村学生进行了奖励。

(屈泽清 聂小童）

协合乡协合村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让所有贫困人口患了常见病慢性病有地方看、看得起，不仅
彰显社会的文明程度，更体现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生了大病，没想到报销后自己只花很少的钱；得了慢性病，
今年慢病药品门诊也能报销；肾衰竭需要长期血透，经过医疗救
助后，钱花得少了，全家有了希望⋯⋯最近，各地医保扶贫政策
落地，让更多患大病、慢病、重病的贫困人口不再发愁。

这一良好局面，源于基本医疗保障对贫困人口医疗需求进行
特殊保障和倾斜支持。为避免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2018 年 10
月 我 国 出 台 《医 疗 保 障 扶 贫 三 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18—2020
年）》，专门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等农村贫困人口医
疗 保 障 工 作 提 出 解 决 方 案 。 目 前 ，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参 保 率 达 到
99.8%，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后，农村贫困
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超过 80%。2018 年“三区三州”因病
致贫人口较上年减少 16.3 万人，其他深度贫困地区因病致贫人口
较上年减少 109.3 万人。让所有贫困人口患了常见病慢性病有地方
看、看得起，不仅彰显社会的文明程度，更体现医疗保障制度的
公平性和可及性，使每个人都机会均等地拥有健康权益。

但实践中，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过度保障的情况，导致小病大
治、“赖床不走”、争当“伪患者”的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
注。这与“全免包干”的地方冲动有关，也与一些医疗机构小病
大治、希望病人越治花费越多有关。如何规避医疗机构以此作为
骗保手段，如何监控治疗质量确保对症治疗、合理施治，如何控
制不合理费用的增长，探索建立区域内医疗卫生资源总量、医疗
费用总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医保基金支付能力相适应的调控机制
等，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总结经验。过度和不足都需要矫正观念，
沉下心做好细致核算，以精准的思维做好扶贫工作，才能在费用
和需求之间取得完美平衡，实现减贫目标。

实现精准脱贫需要进行精准识别、精准施策。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的定义，一个家庭在扣除基本生活费后，医疗支出超过剩余
收入的 40%，就属于“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据测算，我国的

“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大体上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水平，超过这个支出水平的人群属于大
病人群。在这些人群中，又区分大病患者和长期慢性病患者，他
们当中一些人是因为长期缺医少药、饱受困扰导致身体积弱继而
带来家庭贫困，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患先天性疾病长期拖累而导致
家庭贫弱，如何对他们进行精准施策以及建立长期慢性病的管理
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如今有了良好开头，接下来需要更精
确地瞄准贫困人口需求，结合个体、家庭、当地实际，建立精准
脱贫长效机制，并与健康扶贫相结合，提高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增强可及性，让贫困人口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始终关注贫困群体，保障人人都能享有健康，是中国打造这
张世界最大医疗保障网的出发点和重要使命。消除贫困人口因病
致贫返贫现象，才能让保障网越织越密，稳稳地托起每个人的健
康中国梦。 （据新华网）

以制度阻断因病致贫返贫
李红梅

9 月 7 日，慈利县蓓翔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草
莓基地里一派繁忙的景象，合作社负责人陈杨正与工
人一道忙着移栽草莓苗。

40 多岁的陈杨，自 2015 年在零溪镇墨园村流转
了 120 多亩土地，专门从事草莓和蔬菜种植。“这 24
个大棚全部种植了草莓，在 11 月底就会有新鲜的草
莓上市了。” 在基地温室大棚里，陈杨一边栽植草
莓，一边向笔者作详细的介绍。

陈杨说，发展草莓和蔬菜种植主要是针对游客的
采摘需求。草莓生长期需要很多水分，而他的草莓大
棚附近水源充足，加上便利的交通，草莓刚上市的时
候，能卖到每公斤 80 元的高价，每年每亩草莓产量
达 1500 公斤左右。草莓采摘结束后，又可种上一季
蔬菜，这种草莓和蔬菜轮作的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还增加了收入。加上另外种植的 100 多亩蔬
菜，合作社一年的总产值达 60 多万元。

陈杨还表示，合作社正全力把大棚草莓、蔬菜等
作为冬春季休闲采摘游的主打品牌，让近郊休闲采摘
能持续四季。

草莓蔬菜轮作效益高
文/图 唐剑 张志辉

在慈利县零阳镇凤凰村的一个深山坳里，三个平均年龄只有 26
岁的青年人放弃了喧闹的城市生活，沉下心来在寂静的山林里创业
养殖土鸡。

三个年轻人分别是零阳镇永安村的代必虎、代彬和从山西远道
而来的张志勇，三人是曾经的战友，退伍后在创业中把在部队时建
立的友情延续得更深。

说起创业的初衷，三个人娓娓道来。原来，在部队当兵时，营
房旁一位养殖土鸡的年轻人从一穷二白到创业搞养殖把事业做的风
生水起的事迹启发了三人。

2015 年，代必虎和班长张志勇光荣退伍后，分别回到各自的家
乡。代必虎回到家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做生态土鸡的市场考察，再
就是寻找合适的基地，在确定了养殖基地后，他便跟远在山西的张
志勇谈了自己的想法，正好张志勇也在考虑自己创业，于是两人一
拍即合开始养殖土鸡。2016 年，张志勇从山西来到慈利县，和代必
虎一起在零阳镇凤凰村的深山坳里流转了 200 多亩的荒地山林，两人
白天在基地上搞建设，晚上在网上恶补养鸡技术，经过一年多的筹
备，生态土鸡养殖基地建成了。2018 年，他俩引回了第一批鸡苗饲
养，没想到出师不利，因为缺乏养殖经验，第一批鸡苗死了很多，
让两人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面对创业之初的挫折，两人并没有气馁，静下心来查找问题症
结，并多方请教养殖大户，最终解决了鸡苗不易养活的问题。“我们
从门外汉到熟悉养殖知识，经历了很多，养殖后才觉得不像看到的
那么简单。”代必虎说几年下来，他们对鸡越来越熟悉了，也养的越
来越好了，目前养殖的大小土鸡已经达到了 3000 多只。去年，和代
必虎同村也刚退伍回来的年轻人代彬听说了他们的养殖故事后，也
加入了养殖团队，现在，三人还成立了“慈利县绿野蔬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

养殖基地三面环山，树林枝繁叶茂，羽毛鲜艳的鸡们在林中嬉
戏散步。“我们养殖的鸡喝的是山泉，吃的是山果小虫，原生态的生
存环境，使这些鸡野性十足，因为每天在山林中自由放养，鸡得到
运动，所以肉质鲜美，产蛋量也不错。”三人介绍，现在他们养殖的
土鸡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尤其是鸡蛋也供不应求，预计今年年
底，可以出售成年土鸡 1600 多只，总收入有 13 万多元。

退伍兵深山养鸡奔小康
文/图 黄岳云 田鹏

今年年初，桑植县利福塔镇郭家台村注册成立了桑植县慧园种植
专业合作社，流转 90 户农户的土地 110 余亩，种植天目小香薯，并与
桑植县惠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种植与收购协议，由惠创公司提
供种苗，负责收购。预计今年亩产小香薯达 1500 公斤左右，将直销
广东等地，收入将达 45 万元。图为村民开始分批收获成熟的小香薯。

李维跃 杜金波 摄

三个踏实创业的小伙子。

在山林里养殖的幼鸡。

工人移栽草莓苗。

陈杨 （中） 向客户介绍草莓种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