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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脱贫攻坚还有哪些堡

垒，脱贫硬任务如何不折不扣完成？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对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安排部署，吹响了决

战决胜的冲锋号角。

攻克最后堡垒，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脱贫攻坚工作摆上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举全党

全社会之力打响脱贫攻坚战。截至2019年底，农村贫

困人口累计减少超过9 000万人，平均每年减贫1 300

万人以上，770个贫困县已经或拟摘帽退出，贫困发

生率降至2%以下。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成就，

到了攻城拔寨、全面收官的阶段。

全面完成脱贫任务，现阶段从何处发力？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以

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工作，在普遍实现“两

不愁”基础上，全面解决“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

题，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攻克最后堡垒，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

战。现在全国还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50多个贫困

县尚未摘帽，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是多年想啃

没啃下来的硬骨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进一步聚焦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集中发力，狠抓政策落实。今年要对这些工作难

度大的县和村进行挂牌督战，持续压实责任，整合帮

扶资源，确保攻下坚中之坚、难中之难。

在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的同时，也要关注特殊贫

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在目前的未脱贫人口中，因病因

残致贫家庭还占相当比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特

殊贫困群体，要落实落细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综合社会保障政策，实

现应保尽保。对于那些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不

能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要通过综合社

会保障政策兜底，不让他们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队。

巩固脱贫成果，确保稳脱贫、防返贫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

样重要。数据显示，在全国已经脱贫的9 000多万人

中，有一小部分存在返贫风险，另外还有一些边缘人

口存在致贫风险。确保这些群众稳定脱贫，关系脱贫

整体质量。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今年要对已脱贫人口开展全面排查，认真查找漏洞缺

项，一项一项整改清零，一户一户对账销号，确保他

们稳定脱贫。对存在返贫风险的已脱贫人口和存在致

贫风险的边缘人口，开展监测预警，及时提供针对性

帮扶。加大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扶志扶智等工作力度，着力解决贫困群众生

产、就业、创业等方面的现实问题，激发脱贫内生动

力，帮助他们实现稳定就业和增收。

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如何圆满收官？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做好考核验收和宣传工作。严把贫困退出

关。坚持现行标准，严格执行贫困退出标准和程序，

用好督查、巡查、督导等手段，把影响目标任务完成

的各类问题找出来，及时整改解决，赢得工作主动。

今年将开展脱贫攻坚普查，各地要认真组织实施，坚

决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

史检验。

加强脱贫攻坚宣传，用客观事实、鲜活案例展

示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讴歌脱贫攻坚中涌现

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总结脱贫攻坚伟大精神，

讲好中国减贫生动故事。

保持政策总体稳定，贫困县摘帽不摘责任、不

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

定。此举有何深意？

这是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关键阶段传递出明确

信号：脱贫攻坚政策支持力度和工作力度只能加强、

不能减弱。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聚焦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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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实际生长物种的存活穴数、叶片数量等，同时在

这些地区随机抽取十穴测量物种的株高、根长等情

况。

4.1　林地生态抚育

林地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乔木、灌木等地。林地

不仅能够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同时保证生物物

种的多样性，为人类的文明和建设服务。此外，即使

人工措施相同，但是物种的不同和强度的不同将造成

生态效益的差异性。

4.2　灌丛生态抚育

在一般的情况下，灌丛的高度为5m以下，灌丛

具有一定的郁闭度，同时裸路地面不足50%。灌丛有

比较强的生态系统，不仅能够保持土壤和较少水土流

失，同时药材抚育对生态抚育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灌丛林生态抚育中的药材有唐古特大黄。

4.3　河滩生态抚育

河谷滩土壤透气性比较好，在河谷滩比较好的

地段适合生态抚育。通过药材抚育的方式能够实现在

河谷滩上的生态抚育，同时意义重大。可以从事河谷

滩生态抚育的药材有麻花艽、椭圆叶花锚。

5　结束语

为了实现对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同时解

决生态园林建设的问题，本文采用优化组合生态系统

技术阐述了适合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科学发展的

重要措施，通过本次试验说明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质

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同时实现了生态价值、经济价

值和观赏价值的协调发展，并且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

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

了景观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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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责任落实。要坚决落实贫困县摘帽不摘责

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的要求，狠抓脱

贫攻坚责任落实，强化五级书记抓扶贫。

保证投入力度不减。2019年有过万亿元扶贫资

金投向贫困地区县乡村。今年继续增加财政扶贫资金

投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三

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对已经实现稳定脱贫的

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统筹

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支持非贫困县、非贫困村贫困人

口脱贫。

保证扶贫力量稳定。构建大扶贫格局，广泛动

员社会各界持续参与脱贫攻坚，形成攻坚决胜的强大

合力。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进一步加大东西部扶贫协

作、对口支援、定点扶贫、社会扶贫力度，稳定扶贫

工作队伍，强化基层帮扶力量。

接续推进减贫工作，下一步怎么干？中央一号

文件指出，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贫困状况将发

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

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要研究建立解

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

稳转型。加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顶层设计，纳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安排。

打赢脱贫攻坚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只要我

们咬定目标、坚持不懈、尽锐出战，拿出决战的精气

神，落实落细工作举措，脱贫攻坚任务一定能够高质

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解读人：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成员　罗 丹　

陈春良　运启超　罗 鹏

采访人：《人民日报》记者　常 钦）

（摘自《人民日报》，2020年02月12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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