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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
（上接07版）

“首战必胜”！面对脱贫大考，兰考人
像当年焦裕禄带领群众治理“三害”一样，
兴产业、拔穷根，促改革、敢担当，转作风、
强党建，普惠金融激活一池春水，县域经
济风生水起。

一刻不敢耽误、一事不容推脱、一力
不容保留、一户不能掉队，汇全省之智、举
全省之力，按照“六个精准”要求，一场前
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正扎实推进。

——识别务必精准
找准扶贫对象，方能避免“撒胡椒

面”。查清致贫原因，方能对症下药，精准
滴灌。

从2014年4月到2016年6月，河南对
贫困户建档立卡，并连续两次开展“回头
看”，再核实。有楼房有轿车的“贫困户”
被清理出去，难以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
贫困户被请了进来，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精
准锁定了。

“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学生郎，四看
技能强不强，五看有没有残疾重病躺在
床”。河南基层总结的精准识别顺口溜，
简便易行，让识别工作更具操作性。

河南贫困状况千差万别、时时变化，
一些老问题解决了，一些新问题又冒出
来。需要以更高的站位、更严的要求、更
实的作风，打好这场硬仗、难仗。

2017年4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公布2016年度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工
作成效考核结果，指出河南存在贫困识别
与退出准确率低等问题。

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说：“考核结果
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给我们喝了一服‘醒
脑汤’、打了一针‘清醒剂’。我们要像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真正下一番‘绣
花功夫’，转作风、抓落实，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

河南省省长陈润儿表示：“既要看到
差距在作风，更要看到差距在担当。要举
一反三、查找问题，按照精准要求切实抓
好整改。”

河南脱贫攻坚第三次推进会发出整
改动员令，要求切实做到“三个零差错”：
贫困户识别零差错，贫困户退出零差错，
扶贫资金使用零差错；“三个明显提高”：
精准度明显提高，认同度明显提高，满意
度明显提高。

此后两个月，全省各级扶贫干部和基
层党员干部迅速行动，对问题一村一村查
找、对档卡一户一户校准、对帮扶一项一项
抓实、对资金一笔一笔审核、对政策一条一
条落地、对责任一级一级到人，边排查边整
改，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全面整改。

211万个贫困户档卡得到重新校准，
村级组织扛起了主体责任，第一书记舍身
忘我全力投入，工作更细致了，措施更完
善了，识别更精准了……

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巡查组召开反馈会议，对河南整改
工作这样评价：河南各级干部对脱贫攻坚
工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成绩令人欣慰，整
改成效显著。河南脱贫攻坚已进入思想认
识提高、政策措施改善、推动落实有力与扶
贫成果加大的良性循环局面，干部情绪是
高涨的，人民群众是认可的、满意的。

——施策务必精准
滑县王庄镇大柳树村村部的空地上，

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亮人眼目。“俺两个
儿子都有病，我身子骨也不好，多亏了光
伏扶贫，俺家脱贫也有希望了！”贫困群众
陈兰梅拿着一本存折，激动地说。

2016年 4月，滑县自筹 8000万元资

金，又利用国开行扶贫贷款3.2亿元，推进
光伏扶贫县域全覆盖，并网发电后，贫困
户户均享受不低于3000元的年收益。

“阳光扶贫”，是河南精准扶贫的途径
之一。河南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做足

“转、扶、搬、保、救”五篇文章。
转，要转得好。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要让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群众有活干，有钱赚。河南构建
贫困家庭就业增收“立交桥”：“走出去”，
外出务工挣钱；“引回来”，回乡创业带动
就业，激活内生动力；“稳下来”，做强当地
产业，提供公益岗位，让贫困家庭劳动力
在家门口就业。

截至今年 6月底，河南 88.25万贫困
人口实现转移就业，改变命运。

扶，要扶得强。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必由之路、根

本之策、长远之计。河南把精准扶贫与
“三农”发展有机结合，与壮大区域经济密
切关联，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统筹推进，
做出一篇满带泥土芬芳的鲜活文章。

在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区，特色种
植满山乡，乡村旅游富农庄。

在平原地区，“扶贫车间村头建，足不
出乡把钱赚”。

在中原大地，产业集聚区、田园综合
体、扶贫园区、扶贫基地龙头高昂；“政
府+担保公司+金融部门”、“企业+基地+
农户”、“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机制创
新对接市场。产业扶贫项目覆盖 110多
万贫困人口。

搬，要搬得出。
2017年 8月 18日，在黄河滩区居民

迁建工作推进会上，一则消息振奋人心：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第一批试点 4676户、
16718人搬迁入住已基本完成。

挪穷窝，才能挖穷根。河南创新易地
扶贫搬迁举措，让村民“搬得出、稳得住，
有事做、能致富”。

搬迁新址要选在县城、乡镇、产业园
区、乡村旅游等地区，便于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

从资金筹措、地点选调，到让贫困群
众喜迁新居；从妥善安置贫困家庭子女就
学到贫困户就业……一枝一叶总关情，桩
桩件件暖民心。仅 2016年，河南就建设
集中安置点310个，对9.74万贫困人口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

保，要保得牢。
很多贫困人口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

而贫困，他们脱贫之路在何方？
河南的回答是，通过社会保障实施政

策性兜底扶贫。
上蔡县建设扶贫助残托养院，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重度智残人员集中托养，开启
了“兜底脱贫”新模式、新途径。

全省实施贫困群众县域内住院“先诊
疗后付费”等大病救助办法，大量贫困家
庭告别“一人得病全家致贫”、“一人得病
全家返贫”。

河南实施低保线和贫困线两线合一，
将低保标准提高到年人均不低于 3150
元，惠及农村所有低保对象。

救，要救得急。
2016年 3月 30日，兰考县惠安街道

居民张宪民14岁的儿子，因高压触电，身
体大面积烧伤住院抢救。民政部门得知
后，快速启动救助程序，及时送去救助金，
解了燃眉之急。

面对突发困难，河南做好“及时雨”，
送上“雪中炭”，实施特殊救助，精准“兜
底”。去年至今，全省对 8.3万遇到生病、
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突发灾祸致贫返贫

人口实施了特殊救助。
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这一措施惠及全省
136万残疾人……

河南工商联系统“千企帮千村”，妇联
系统“巧媳妇”工程，工会系统“秋阳助
学”、“冬送温暖”，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
河爱心助学”……四面八方纷纷牵手贫困
群众，汇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输不起、拖不得、慢不得，必须赢！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河南挖穷根，摘

穷帽，奔小康。

摆脱贫困 凝聚党心民心

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
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
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
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

——习近平
2017年 3月 27日，一则消息令世人

瞩目。河南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今天是兰考 85万人民值得永远铭记的
日子，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兰考戴了几十
年的穷帽子终于摘掉了！”

焦陵前，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台
阶上摆上雪白的馒头；焦桐下，守护人魏
善民洒酒三杯，久久不愿离去，心里默念
着：“焦书记，兰考脱贫了……”

2016年，兰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21124元和9943元，增速均居
河南省直管县第1位。

从“兰考之问”到“兰考之变”，是脱贫
攻坚河南答卷的精彩一页，一场影响深远
的变革正在中原大地发生。

——脱贫攻坚像丰沛的甘霖，滋润着
百姓的心田，改变着百万人的命运

卢氏县文峪乡南石桥村刘建朝的孩
子考上了大学，却为学费发愁。河南教育
扶贫资助、“雨露计划”等，让他家的难题
迎刃而解。是脱贫攻坚，舒展了“刘建朝”
们紧皱的眉头。

沈丘县贫困群众黄银龙，看病出院结
算时又惊又喜：“花了两万七，退回来两万
五！”城镇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
保险、商业保险……是脱贫攻坚，为“黄银
龙”们织就了健康的“防护网”。

贫困，曾经如影随形；梦想，曾经遥不
可及。如今，脱贫攻坚带来的希望，又照
亮了贫困群体的生活。这抽象的数字，又
凝聚着多少心血和汗水，欢笑和泪光——
2013 年以来，河南每年有百万人脱贫；
2016年，2125个村摘帽、112.5万人脱贫；
2016年，河南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9734.9元，增长9.8%。

——脱贫攻坚像有力的巨手，推动着
河南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一棵食用菌带动一方人致富。清丰
县扶贫生产基地，用欧美技术生产食用
菌，产品凌晨四点就能运到北京市场，中
午出现在餐桌上。这一产业让全县上万
贫困户就业增收。

一根小网线联通外面的世界。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的“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
论坛”上，光山县作典型发言。全县开设
网上店铺，发展“农村淘宝”，带动7300多
贫困人口就业脱贫。

在河南，脱贫攻坚有力推动了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补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加
快了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夯
实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脱贫攻坚像熊熊的火炬，照亮致
富梦想，点燃贫困群众的拼搏激情

那个在脚手架上来回穿梭的，是太康

县老冢镇人闫永亮，家里因父亲有病致
贫。2013年小闫参加“雨露培训”后，拉
起一支建筑队伍闯世界，不仅自己脱了
贫，还带动村里30多户脱贫。

那个往快件盒里装多肉植物的，是封
丘县鲁岗镇贫困群众孙建蔓。她是位聋
哑妇女，还养着两个孩子。靠着在扶贫基
地里辛勤打工，一天能挣50元，脱贫的希
望触手可及。就连下乡调研的省委书记
谢伏瞻，都竖起拇指为她点赞。

撸起袖子加油干。越来越多的群众
内生动力被激活，从“要我干”到“我要
干”，变“宁愿苦熬，不愿苦干”为“宁愿苦
干，不愿苦熬”，真正成为脱贫战场上的生
力军。

——脱贫攻坚像火热的熔炉，淬炼着
干部作风，凝聚着党心民心

这一幕幕，在人们的心中定格——
在那个农忙的春日，光山县州湾村乍

暖还寒。一位文弱秀气的驻村女干部双
腿一软，晕倒在抛秧的水田里，这天距她
刚做完手术不到一个月。她是省科技厅
派驻第一书记陶曼晞，她像一只春蚕：“倾
己之所有，织一方锦绣。”

在那个悲伤的日子，新蔡县殡仪馆庄
严肃穆。上千名干部群众为一人送行。
他是余店镇二宋庄村驻村第一书记赵超
文，因心梗倒在扶贫一线。他走那一天，
满村恸哭；他驻村一年，全村203户590人
脱了贫；他灿烂的生命，定格在32岁。挽
联悲咽：“那菜畦，那果林，田间地头足迹
深。为俺家，为俺村，三十二岁献了身。”

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当领导干部走家串户倾听百姓心声，

千方百计察民情、听民声、解民忧；当第一
书记挽起裤腿跳进稻田和群众一起干农
活；当村干部绞尽脑汁把致富项目引进贫
困闭塞的乡村；当乡亲们拿到劳动报酬、
社保补贴，重燃生活的希望……我们就拉
近着距离，融入着群众，践行着宗旨，凝聚
着民心。民心是什么？

民心，不就是驻村干部一觉醒来，“捡
到”的那捆挂在门口洗好的蔬菜？

民心，不就是为牺牲在脱贫一线好干
部送行，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

民心，不就是贫困群众一听到脚步
声，就知道“闺女来了”的那份欣喜？

民心，不就是滑县西道口村吕同凤老
大娘，一针一线绣在枕套上的那五个字：
热爱共产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 5500多万
人摆脱贫困，河南有470万人摆脱贫困。

这是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中国奇迹，这
是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河南决战。

——这一战，昭示着一种精神。自强
不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愚公移山精
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在新的时代
传承升华，光辉夺目。没有啃不下的“硬
骨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这一战，体现着一种探索。听
从号令、因地制宜，开拓创新，精准发
力。众志成城、移山填海的脱贫攻坚
战，为全国脱贫攻坚的大局注入着中原
的智慧和力量。

——这一战，彰显着一种担当。脱贫
攻坚闯关夺隘、挥师前进，爬坡过坎、步履
铿锵。

未来三年，中国还将有 4335万人脱
贫，河南还将带领317万父老摆脱贫困。

全面小康，近在眼前；中国梦圆，曙光
已现。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
争朝夕！

据《河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