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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923 万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192万人搬出大山，减贫人数、
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为全国之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贵州作为全国脱贫
攻坚战主战场之一，集中各方力量啃下了一
个个硬骨头，攻下一个个深贫堡垒，让这里实
现了“千年之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脱贫攻坚领
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
区……记者行走在昔日的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亲眼所见贵州大地旧貌换新颜，处处呈现
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充分彰显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
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923万贫困人口脱贫：
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

强政治和组织保障

贵州省台江县老屯乡长滩村，地里一派
丰收景象。

在收稻谷前的间隙，苗族绣娘姜引娣正
忙着在家里赶制一批刺绣手工艺品，“我卖刺
绣的钱，基本上可以够家里一年的开支了”。

刚刚过去的暑假，长滩村旅游逐步恢复，
村里的刺绣馆接待了数十个研学团队。

游客的到来，让不少像姜引娣一样的苗寨
妇女可以“背着娃娃绣着花，养活自己照顾家”。

而就在 2年前，台江县还是贫困县，贫困
发生率曾高达 37.71%。如今，台江县不仅脱
了贫，还走出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这背后是几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接力。
翻开中组部派驻干部王小权的扶贫日

志，他谋划的发展思路清晰可见：“生态环境
和民族文化是长滩村发展文化旅游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宝贵资源……”然而，因为 2019 年
的一场车祸，他倒在了扶贫路上，生命永远定
格在45岁。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个战士倒下去，
另一个战士冲上来。

如今，扶贫日志中的设想一一变成现实，
长滩村在2020年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把长滩村打造成
苗族文化旅游目的地。”去年接任的驻村第一
书记周兴文说，脱贫不是终点，我们要带着乡
亲们向更好的生活奋斗。

贵州在明朝就被称为“天下第一贫瘠之
地”；清乾隆年间，贵州“岁赋所入不敌内地一
大县”；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贵州大多数农
村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累计选派了21.32万
名干部到村开展帮扶，瞄准最短的短板发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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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23 日，贵州省宣布剩余的
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我国832个
贫困县全部脱贫。如今，贵州同全国人民一道

迈入小康社会，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贵州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

影。放眼全国，8年时间，9899万农村贫困人
口脱贫，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这背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构建的大扶
贫格局。

——22 个省区市向党中央立下“军令
状”。各地建立起脱贫攻坚党政一把手负责
制，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层层压实责
任，层层传导压力，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
书记抓扶贫”的工作格局；

——中央明确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县级
党政正职要保持稳定，各地发挥好村党组织
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
实的管理机制，推动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
落地生根。

……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坚定了全球减贫信心。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截至今年上半
年，全国 18.6万名驻村第一书记、56.3万名工
作队员全部选派到位，新老交接有序推进。

192万人搬出大山：
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啃下脱贫硬骨头

清晨 5 点多，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铜兴
街道响塘龙社区。

48岁的脱贫户田江英，穿着橘红色的环卫
工作服，骑着电动车出发去梵净山大道上班。

“做环卫工很辛苦吧？”记者问。
“比以前轻松得多哟！”田江英笑着答

道。停好车，她拿起扫帚开始打扫，动作麻利
娴熟。

田江英曾住在武陵山深处，那个叫一口
刀的村庄。

一口刀，地如其名。远远望去，多个寨子散
落在高高的山梁间，就好像建在刀背上一样。

2015 年，一则“34 户人轮种 1.5 亩水田”
的报道让一口刀村出了名，村里的贫困情况
让全国人民关注。

2017年，包括田江英在内的 172户 732人
易地扶贫搬迁至 260 多公里外的碧江区，开
始了新生活。

搬得出，还要稳得住、能致富。在响塘龙
社区的就业帮扶车间，保洁、月嫂、烹饪等“订
单式”就业技能培训确保一户一就业，农民正
向市民转变。像这样的就业帮扶车间，在贵
州有近千个。

为彻底拔穷根，2015 年 11 月，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提出“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吹
响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的冲锋号。

同年 12 月，贵州启动这一工作。192 万
人占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总数的近五分之
一，任务异常艰巨。“十三五”期间，贵州累计
建成 949个集中安置点，住房 46.5万套，整体
搬迁贫困自然村寨1万多个。

“搬下山，住新房，党让我们把祖祖辈辈
的梦变成了真实的生活。”贵州省册亨县搬迁
户罗元高家里客厅挂着老屋的照片，新旧对比
十分强烈。搬迁60多公里，生活改天换地。

脱贫攻坚期间，960多万贫困人口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彻底告别贫穷，搬迁人口数量相
当于一个中等人口国家。

“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
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
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口刀村的变迁，是精准扶贫方略的生
动实践。我国通过扶持对象精准、措施到户
精准等“六个精准”，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人。

这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到人，明确“帮扶
谁”：8年时间，近 2000万人次进村入户，开展
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工作，按照“两
不愁三保障”标准精准定位帮扶对象。

这是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明确“谁来
帮”：25 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县级
以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做到户户有责任
人，村村有帮扶队。

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明确“怎么
帮”：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实施“六个精准”“五
个一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明确“如何
退”：明确“时间表”，引入第三方，聚焦内生力
和发展力……创新构建最严格考核评估体
系，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精准扶贫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
本方略，是彰显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的重要方
面。”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
黄承伟说。

天堑变通途：
集中力量办大事补上发展短板

从高空俯瞰，贵州麻山地区的麻怀村宛
如一条鱼，“鱼头”的位置，是一条隧道。

驱车通过这条长 216 米、宽 4 米、高 5 米
的隧道，只需短短 30 多秒，但却凝聚着当地
村民15年的艰辛努力。

生活在群山包围之中的村民，数百年来
深受交通不便之苦。

“小孩八九岁才能上学，走路来回 6个小
时；老人生病、孕妇难产要抬到大路边候车；
果子熟了烂在岩缝里；村民建房，物资全靠肩
挑背驮……”在村里的陈列馆中，记者找到许
多对往日的描述。

为打通出山路，从 1999 年冬天开始，被
称为当代“女愚公”的邓迎香和乡亲们一起开

山凿洞。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2014年，一
条隧道终于建成。

有了这条出山路，整个村子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荷塘、凉亭、步道，一处处
乡村旅游设施逐渐完善。距村委会不远的食
用菌基地，数十名工人在大棚内忙着采摘新
鲜的菌子。

从秦朝开五尺道，到元朝修建驿道，再到
明朝形成五条通往外省的主要驿道，历经千
年，群山阻隔的贵州长期处于“孤岛”状态。

行路难，曾是制约贵州脱贫的最大短板。
这是一条挂在崖壁上的“天路”：路边的山

崖如斧劈刀削。俯身向下看，令人双腿发抖。
这条路位于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

县，连接忠信镇到石笋村，全长 5.6 公里、宽
4.5米。

谈及修路的艰辛，时任村主任费建刚记
忆犹新。当时挖掘机现场作业十分艰难，两
三天才能掘进一米，既要担心上方滚石，又怕
脚下石块松动。

“苦了几辈人，盼了几十年！”村民杨世进说。
昔日“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实现了从“千

沟万壑”到“高速平原”的重大跨越。
脚下的路通了，发展的思路也打通了。

贵州农业产业的规模、产量、产值显著提升，
蔬菜、食用菌、茶叶等 12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
业蓬勃发展。如今，贵州田间地头的农产品
装上车就能发往各地，销售半径从平均不到
300公里，延伸至东部沿海地区及国际市场。

截至 2020年底，全国贫困地区新改建公
路 110 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 3.5 万公里，贫
困地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
路、通客车、通邮路，贫困地区因路而兴、因路
而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把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脱贫攻坚基础工程，集中力量，加大投
入，全力推进，补齐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
板，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这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全
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打赢的脱
贫攻坚战：

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 9个省、14个
市结对帮扶中西部 14个省区市，全国支援西
藏和新疆，东部 343 个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
中西部573个贫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

开展定点扶贫，307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592个贫困县；

2012年到 2020年，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累计投入 1.6万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
6688亿元……

“从政治基础看，精准扶贫必须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势。”黄承伟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发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集中力
量办大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
干，踔厉奋发，勇毅笃行，在乡村振兴之路上
大踏步向前。 （新华社贵阳9月10日电）

举国同心 合力攻坚
——从贵州打赢脱贫攻坚战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今年以来，在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乌克
兰危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等多重
因素影响下，拉美主要经济体本币汇率下跌，
进口成本增加，输入性通胀日益严重。为此，
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国近期纷纷采
取跟进加息的应对措施。

观察人士指出，拉美主要央行的加息举
措对缓解通胀效果有限。今年乃至未来数
年，拉美将面临通胀压力加大、投资下滑等挑
战，或重回低增长水平。

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所数据
显示，阿根廷 7月通胀率达 7.4%，为 2002年 4
月以来最高纪录。自今年 1 月以来，阿根廷
累计通胀率已达46.2%。

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数据显
示，墨西哥 7 月年化通胀率达到 8.15%，是
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智利、哥伦比亚、巴西
和秘鲁等拉美经济体近期陆续公布的通胀数

字同样难言乐观。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拉加经委会）8月底发布报告指出，拉加地区
今年 6月平均通胀率达到 8.4%，几乎是该地
区 2005年至 2019年平均通胀率的两倍。外
界担心，拉美地区可能正经历上世纪 80年代

“失去的十年”后最严重的通胀。
美联储激进加息引发对拉美经济的担忧

并非没有依据。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
初，金融全球化加速推进，国际资本市场充
斥“石油美元”，拉美国家外债规模不断膨
胀。美国为抵御通胀开启加息周期，利率
攀升导致拉美国家难以承受进而陷入债务
危机。上世纪 80年代也因此被称作拉美“失

去的十年”。
为应对本币贬值、减少资本外流、降低债

务风险，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国近期
纷纷跟随甚至先于美联储加息，其中调息次
数最多、幅度最大的是巴西。自去年 3 月至
今，巴西央行已连续加息 12 次，将基准利率
逐步提高至13.75%。

8月 11日，阿根廷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
9.5 个百分点至 69.5%，这标志着阿根廷政
府对通胀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同日，墨
西哥央行将基准利率提高 0.75 个百分点至
8.5%。

经济学家指出，本轮通胀主要是输入性
通胀，加息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加息还

增加了投资成本，抑制经济活力。
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

任卡洛斯·阿基诺说，美联储持续加息让秘鲁
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美国的金融政策历来
只考虑本国经济利益，通过金融霸权“转嫁”
矛盾，让别国付出惨重代价。

拉加经委会 8月底将今年地区经济增长
预期调高至 2.7%，高于今年 1 月和 4 月预测
的 2.1%和 1.8%，但远低于该地区去年 6.5%的
经济增速。拉加经委会临时执行秘书马里
奥·西莫利说，该地区需要更好地协调宏观经
济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增加投资，减少贫困
和不平等，并控制通胀。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9日电）

输入性通胀困扰拉美经济

9月 10日，蓬莱路二小的返校毕业生和班主任合影。当日，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邀请 2022届毕业生分批、分时返校，领取毕业
证，补拍毕业照，师生大团圆，共同度过难忘的教师节、中秋节。受疫情影响，该校 2022届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没能举行毕业典礼，学校通过
这样的方式，弥补了这届师生们的小小“遗憾”。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要科学引导人员出行，加强旅游活动管理，倡导群众国

庆假期在本地过节，尽量减少跨地市出行；有高中低风险区
旅居史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备，严格落实有关防控措施；对
近 7天内有疫情所在县（市、区）旅居史人员，组织开展 3天两
次核酸检测；对有中高风险（市、区）和直辖市的县（区），暂停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强
化交通场站和旅途防控，根据客流及时增开进站和安检通道，落
实测温、扫码或查验通行等措施；乘坐飞机、高铁、列车、跨省长
途客运汽车等交通工具须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要严格控制聚集性活动，强化会议活动管理，坚持非必
要不举办、能线上不线下，严格落实大型会议活动审批制度；
确需举办的，要从严审批，线下参加活动人员须扫码登记、查
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倡导群众从简举办婚丧嫁
娶，提倡“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办”；严控庙会、大型文艺
演出、展销促销等活动，减少农村集市规模和频次；外省区入宁
人员参加聚餐聚集活动的，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要加强疫情监测预警，分类规范发热门诊设置，严格落
实发热病人闭环管理要求，强化发热门诊哨点作用；严格落
实与入境人员、物品、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以及集中隔离场
所工作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和普通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医务人
员等每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的要求。要强化重点机构场所
疫情防控，组织专门力量开展集中隔离点和定点医疗机构再排
查；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实行探访预约管理和实名登记。

要加强高校疫情防控，按照“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的原
则细化方案；学生返校满一周并排除疫情风险后，将校园防
控纳入所在地防控统筹安排，符合当地防控要求时允许师生
进出校园，全面提升学校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医疗机构就诊
人员监测，落实“村报告、乡采样、县检测”的核酸检测要求，
尽早发现疫情。加强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防控，重点提高

“一老一小”高危人群疫苗接种率。提高疫情防控科学精准
水平，推动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要求，防止疫情防控简单
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

宁夏加强中秋国庆假期
及前后疫情防控工作

9 月 10 日，在泸定二中临时安置点的
“帐篷课堂”里，老师志愿者辜晓鑫（左二）
和孙燕（左三）与孩子们一起用橡皮泥制
作创意“月饼”。

四川泸定地震发生后，泸定县第二中
学校成为临时安置点，9 月 6 日开始，11 名
来自泸定县幼儿园和冷碛镇幼儿园的老
师带领 10 名大学生和高中生组成志愿者
服务团，照料、陪伴这些孩子。9 月 10 日
是中秋节，也是教师节，志愿者带领孩子
们画画、做游戏、制作创意“月饼”等，一同
度过特别的暖心节日。 新华社发

不一样的教师节

中秋假期首日
全国公路水路预计发送旅客

1802万人次

记者10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全国公路客运
预计发送旅客

1750万人次
环比增长

11.82%

全国水路客运
预计发送旅客

52万人次
环比上升

43.29%

其中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制图：何亚男

新华社天津 9月 10日电 又是一年中秋至，这一天人们
赏月亮、吃月饼，谈天说地，畅聊家常，尽享天伦之乐。中秋
为何一定要赏月亮、吃月饼？听听专家怎么说。

在月饼模子收藏家、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王来华看来，一
轮满月，饱含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月圆人团圆。

“中秋的月亮珠圆玉润，圆圆满满，非常符合人们对幸福、团
圆和美好的向往。”王来华说。

中秋赏月的风俗，来源于我国古代人们的祭月活动——
秋暮夕月，即祭拜月神。唐宋时，中秋赏月盛行。元明清时，
中秋赏月风俗依旧，许多地方还形成了树中秋、放天灯、走月
亮等趣味习俗。

“时至今日，严肃的祭月变成了轻松的赏月。中秋之夜，
天清如水，月明如镜。人们在庭院、楼台，一边赏月，一边畅
谈，其乐也融融。”王来华说。

月饼圆圆的像月亮一样，寓意着团圆与吉祥。王来华介
绍，月饼，又称胡饼、宫饼、小饼、月团、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
祭拜月神的供品。中秋吃月饼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但那时
的月饼还不叫“月饼”；“月饼”名称的首次记载是在宋代，中
秋吃月饼流行起来。苏东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
饴”；明清时，中秋吃月饼更加普及。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
是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的习俗。

“月圆饼圆家团圆，团团圆圆的寓意已经很好。可是，古
人并未就此满足，而是想在月饼上再印制精美图案，以求吉
祥寓意与民俗审美的融合。在我所收藏的万余块各式月饼
模子中，一切与月亮有关的吉祥故事、人物和情节，都被‘搬’
到模子雕刻中来，如月宫、嫦娥、玉兔、桂树、菊花等形象，都
体现出丰富的吉祥文化内涵。”王来华说。

月圆人团圆：
中秋为何要赏月亮吃月饼

9月10日，“2022民族团结进步杯”足球赛在银川市贺兰山
体育场拉开帷幕，来自银川市各企事业单位的 30 支球队、
700 余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将持续至10月。本报记者 王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