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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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 5 月 21 日，副市长李培其
深入桑植县八大公山镇斗篷山村开展
精准扶贫督导工作。

李 培 其 一 行 先 后 察 看 了 村 办 茶
场、娄家湾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听
取镇党委与驻村工作队相关工作情况
汇报，就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

李培其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
决 心 ； 对 标 对 表 精 准 摸 排 的 各 项 问

题 ， 按 照 “ 一 单 四 制 ” 要 求 责 任 到
人 ， 精 准 细 致 整 改 抓 落 实 ； 强 化 村

“两委”班子建设，迅速完成村“两
委”补选工作，建成一支不走的工作
队；强化产业发展，完善利益连接机制，
大力开展消费扶贫，确保全村群众收入
达标；强化群众观念，认真疏通民意，及
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以100%的满意度
高质量通过国家普查；落细落实资料
完善和归档，为顺利通过国家普查和
斗篷山“乡村振兴”打好基础。

（本报记者 朱付勇 通讯员 李若滔）

对标对表问题
精准细致整改

李培其深入斗篷山村督导精准扶贫

本报讯 5月23日，桑植县官地坪镇梯市村莓茶种植
基地里，茶农林秀英正挎着茶篓采摘莓茶。到目前，她
家销售莓茶收入近7000元。

近年来，市纪委监委驻村帮扶工作队携手梯市村
“两委”以产业扶贫为主方向，按照“龙头企业+合作
社+建档立卡贫困户+普通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山地
生态莓茶，今春莓茶实现了丰产又增收的好开局。按照
莓茶长势和市场行情分析，今年该村 430 亩已受益山地
莓茶亩产值可超 5000 元，总收入有望达 220 万元左右。

（邱德帅）

梯市村莓茶丰收在望

本报讯 5月21日，桑植县民兵应急连60多名民兵为
廖家村镇二户田村茶叶产业基地除草，一派热火朝天的
劳动景象。

小满刚过，正是茶苗培管的关键时节。二户田村150
亩茶叶产业基地急需进行除草培管，但茶叶产业基地培管
需要大量劳动力，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
守在家的老年人劳动能力不足，培管人手十分紧缺。为不
误农时，村里向帮扶单位桑植县人武部紧急求援。

接到求援后，桑植县人民武装部迅速行动，组织县
民兵应急连 60 多名基干民兵到二户田村开展“双带双
促”活动，义务帮助二户田村茶叶产业基地进行培管作
业，解决茶叶产业培管的燃眉之急。 （肖卫君 王艳妮）

60多名民兵茶园除草

本报讯 5 月 20 日，市人民医院两
名医生下班回家途中对一突发昏厥老
人进行紧急施救。

监控画面显示，当天中午 12 时 30
分左右，在市城区人民路人行道上，
一名老妇人突感身体不适晕倒，旁边
随行年轻女子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并大
声求救。此时，刚好下班路过的市人
民医院医生张宏江听到呼救，连忙上
前进行紧急施救。在抢救过程中，市

人民医院另一名医生廖志雄也从这里
路过，两人与随后赶来的“120”医护
人员，对老人一直进行不间断心脏按
压近 20 分钟，直到老人心跳呼吸恢
复，才抬上120车转往医院急诊继续抢
救治疗。

“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天职。碰
到这种情况，我相信每名医务人员都
会伸出援手及时施救。”张宏江说。

（本报记者 王 妍 通讯员 朱铁华）

老人街头突发昏厥
路过医生紧急施救

财政赤字规模增加 1 万亿元、抗疫
特别国债发行 1 万亿元。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一出炉，两个“1 万亿元”就迅
速占领各大媒体头条，格外打眼。

有 人 算 了 笔 账 ： 新 增 1 万 亿 元
后，今年赤字达到 3.76 万亿元，加上
1 万 亿 元 抗 疫 特 别 国 债 ， 约 占 中 国
GDP总量4.1％。

国内专业人士分析，除了赤字和
抗疫特别国债的 4.76 万亿元，报告还
提到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75 万
亿元。合计下来，这些政策总规模按
小口径计算约8.5万亿元。

为何要举债？钱花到哪去？怎么
花好？特殊之年，这些都是打理好

“国家账本”的必答题。

（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020 年，既有决战脱贫攻坚的硬

任务，又有疫情冲击下保就业稳民生
的硬需求，还要为实体经济减负，努
力扩内需、促创新、补短板⋯⋯每项
工作都不容有失，每项工作却都“花
费不菲”。

而另一个事实是，国家“钱袋
子”今年也比较紧张。

－14.5％，这是今年前4个月的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

一些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部分出
现了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三保”困难情况。
解决“钱从哪里来”，是中国必须

面对的挑战，也是全球遭受疫情冲击

国家都需解答的“难题”。
特殊时期要有特殊举措。
两个“1 万亿元”，正是对冲经济

社会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
极有为”的体现。

一定有人疑惑，为什么要选择扩
大赤字和债务规模这一政策工具？

全国政协常委张连起认为，扩大
内需、激发市场活力，结构性财政政
策比总量性货币政策效果更明显。

“这些政策各有侧重、协调配合、
综合发力，可有效对冲疫情造成的财
政减收增支影响，支持补短板、惠民
生、促消费、扩内需。”他说。

（二）

有了资金来源，花到哪里非常重
要。

几万亿元的资金和百姓有啥关系？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说，两个“1

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
具体讲，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将

建立，让资金坐着“直通车”直达市
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
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决
不允许截留挪用。

抗疫特别国债的用途“顾名思
义”——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
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是首次，但
特别国债并非新鲜事物。我国曾在
1998年和2007年分别发行过2700亿元
和1.5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

所谓“特别”，就是为特定目标发

行，具有明确的用途。
特别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

国债余额限额。此次 1 万亿元的规
模，发行期限将以10年期为主， 与中
央国债统筹发行。

至于 3.75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既可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又能
支持重点在建项目和补短板工程。以
5G 为代表的新基建、新一代信息网
络、智能充电桩、新能源汽车、新消
费等都能从中受益。

这里，想到财政部部长刘昆 22 日
在“部长通道”上算的一道加减题：

今 年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80270 亿元，支出 247850 亿元。一收
一支，多出来的 6 万多亿元就是今年
增加的支出所在，也是两个“1 万亿
元”等特殊安排的特殊用意。

（三）

2020 年，新增 1 万亿元赤字规模
后，财政赤字率拟按 3.6％以上安排，
创下历史新高。

有人又担心了，今年赤字率可是
突破了所谓的 3％“国际警戒线”，安
不安全？可不可行？

说起这事，业内一直有争议。
3％的赤字率“国际警戒线”说

法，主要源于欧盟对成员国的财政准
入条件，财政赤字须低于 GDP 的 3％，
政府债务余额必须低于GDP的60％。

不过，欧盟也认同，成员国面临
严重经济衰退时不受此限制，短暂超
过3％也是允许的。

事实怎样呢？
关注世界经济的人会发现，近年

来主要发达国家的赤字率经常突破
3％，高的达到两位数都不奇怪。尤其
今年，受疫情和世界经贸形势影响，
全球财政赤字率和公共债务水平明显
上升。

据 IMF 预测，2020 年全球平均财
政赤字率将由 2019 年的 3.7％上升至
9.9％，比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峰值还要
高。举例看，美国赤字率将由 5.8％升
至15.4％，法国由3％升至9.2％。

专家指出，每家有每家的具体情
况。在如今的复杂变局下，很难将
3％的赤字率视为国际通行标准。

客观上讲，每个国家应该有符合自
己实际的赤字率警戒线，综合考虑经济
发展、物价水平、债务余额、政策取向等
情况，以此衡量债务水平的高低。

“我国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在世界
经济体中一直是相对较低的，适当提
高赤字、扩大债务是有可行空间的，
风险也是可控的。”恒大研究院原院长
助理罗志恒说。

“真金白银”来之不易，要坚决管
好用好。

铺张浪费的钱绝不该花，没有绩
效的钱绝不该花，花了就要依法依规
问责，还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底线。

一句话，节用裕民。“钱袋子”紧
了，政府就要过“紧日子”，花钱就要
精打细算，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据新华社

两个“1万亿元”，有何特殊深意？
新华社记者 韩洁 申铖

今年全国财政一边坚决压减一般
性支出，一边切实保障基本民生支出
只增不减。“一减一增”充分体现在今
年预算草案中，反映出党中央坚决兜
住民生底线、托住发展基本盘的决心
和信心，让国家“钱袋子”里的民生
温暖抵达每个百姓的用心。

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今年经济社
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就业稳民
生，确保扶贫、义务教育、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城乡低保等基本民生
支出只增不减，切实保障重点领域支
出。这既是从稳定社会大局考虑，也
是稳住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

兜牢民生底线，真金白银的保障
要到位：在今年总计 247850 亿元的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盘子中，最大
的蛋糕分给了教育，支出占比达到
14.8％，其次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
达到 13％。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增
长 8.3％，按 5％幅度上调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至550元⋯⋯这些实打实的安排
要落实落细。

兜牢民生底线，要算好国家账本
里的“加减法”。今年财政收支矛盾进
一步加剧，对怎么“花好钱”就有提
质增效的新要求。要坚持量入为出、
有保有压，该保障的民生支出必须到
位，该压减的开支绝不松手。要对趴
在账上沉睡的资金应收尽收、重新安
排。对一般性支出压减，要加强管
理、严肃纪律，决不允许宝贵的资金
变成新盖的楼堂馆所，不让铺张浪费
侵蚀重要支出。

今年强调政府要过“紧日子”，比
往年更具现实意义。中央政府带头，
上下联动、齐心协力才有成效。地方
政府同样也要精打细算，继续压减

“三公”经费，严控会议差旅、咨询培
训、论坛展览等经费。

节俭持国，节用裕民。越是面对
困难，越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传统美德。政府的日子紧一些，把
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百
姓的日子就一定会越过越好。

（据新华社）

让“钱袋子”里的民生温暖直抵百姓
王亚宏 郑钧天

作为药用，莲一身是宝，莲花、
荷叶、莲房、莲须、荷梗、藕节、莲
心、莲子都可以入药。

莲 花 、 荷 叶 、 莲 蓬 莲 花 别 名
莲、水华 （《本草纲目》），芙蕖
（《尔雅》），芙蓉 （《古今注》），
荷、荷华、菡萏 （《诗经》）。本品
为睡莲科植物莲的干燥花蕾。花有
红、白两色，均可药用。多在盛暑
6～7 月间采收。采含苞待放的大花蕾
或散落花瓣，阴干即可。味苦、甘，
性温。归心、肝经。功效：通血脉，
活血止血，祛湿消风，镇心安神。主
治血虚心腹痛，月经不调，血崩。

莲房 本品为睡莲科植物莲的干
燥花托。秋季种子成熟时采收。割下
莲蓬，剪下梗，剥去种子后，晒干。
味苦、涩，性温。归肝经。功效：化
瘀止血。主治崩漏，月经过多，便
血，尿血，产后瘀阻，恶露不尽。

莲须 本品为睡莲科植物莲的干
燥雄蕊。夏季开花时选晴天采收，盖
纸晒干或阴干。味甘、涩，性平。归
心、肾经。功效：固肾涩精。主治遗
精滑精，带下，尿频。

荷梗 本品为睡莲科植物莲的干
燥叶柄或花柄。夏、秋二季采收，除
去叶，晒干。以条粗长、色棕黄者为
佳。味苦，性平。归肺、脾、胃经。
功效：清热解暑，通气行水。主治暑
湿胸闷，泄泻，痢疾，带下。

藕节 本品为睡莲科植物莲的干

燥根茎节部。秋、冬二季采挖根茎
（藕），切取节部，洗净，晒干，除去
须根。味甘、涩，性平。归肝、肺、
胃经。功效：收敛止血，化瘀。主治
吐血，咯血，忸血，尿血，崩漏。

莲子心 别名莲心，为睡莲科植
物莲的成熟种子中的幼叶及胚根。味
苦，性寒。归心、肾经。功效：清心
安神，交通心肾，涩精止血。主治热
入心包，神昏谵语，心肾不交，失眠
遗精，血热吐血。

莲子 本品为睡莲科植物莲的干
燥成熟种子，秋季果实成熟时采割莲
房，取出果实，除去果皮，干燥。切
记，莲子入药是种子，包括红棕色种
皮、白色子叶和绿色胚根、胚芽 （二
者合称莲子心）。那么大夫处方开

“莲子”，调剂时应付“莲子肉”，也
就说，不包括莲子心。日常生活中食
用的莲子则只是白白胖胖的子叶。莲
子主产于湖南、湖北、浙江、福建、
江西、江苏南部等地。产湖南者称

“湘莲子”，产湖北者称“湖莲子”，
产福建者称“建莲子”，习惯认为

“ 建 莲 子 ” 质 量 较 佳 。 莲 子 味 甘 、
涩，性平。归脾、肾、心经。功效：
补脾止泻，止带，益肾涩精，养心安
神。主治脾虚泄泻，带下，遗精，心
悸失眠等症。

石莲子 石莲子，是睡莲科植物
莲的老熟果实。10 月间莲子成熟时，
割下莲蓬，取出果实晒干，或修整池
塘时拾取落在淤泥中之莲实，洗净晒
干即得。味甘、涩、微苦，性寒。归
脾，胃，心，肺经。功效：清湿热，
开胃迸食，清心宁神，涩精止泄。主
治噤口痢，呕吐不食，心烦失眠，遗
精，尿浊，带下等症。

初夏说莲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5月24日，滦州市九百户镇鸡冠山生态产业园的工人在采摘大樱桃。
近日，河北省滦州市九百户镇的大樱桃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农抢抓农时采摘上市。近年来，该市发展林果种

植业达10万亩，带动近1.2万农户增收。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