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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代表

委员再次聚焦“法治”，畅谈我国

法治建设的喜人成就，探讨深入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良方益策。

（A4版）

法治筑坦途全面奔小康

近年来，本着“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和“学习

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

愿服务理念，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志

愿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志愿服务

机制不断完善。如今，志愿服务

已成为展示银川、宣传银川的最

美诠释，是银川市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志愿服务也成为越来越多市民

的一种生活方式。 （B3版）

银川志愿服务为城市种下
文明与善良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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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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网信办启动
2020“清朗”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22

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规范网

上信息传播秩序，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促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国家网信办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为期8个月的2020“清朗”专项行动。

据悉，近年来，全国网信系统持

续加大网络生态治理力度，深入整治

网上各类违法违规问题乱象，舆论生

态总体向好，网络治理成效明显。但

色情低俗、网络暴力、恶意营销、侵犯

公民个人隐私等负面有害信息花样

不断翻新，极易反弹反复，严重污染

网络生态环境，影响青少年身心健

康，网民反映强烈、举报不断。为回应

广大群众关切，国家网信办决定今年

继续开展“清朗”专项行动。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清朗”专项行动全面覆盖各类网络

传播渠道和平台，集中清理网上各类

违法和不良信息。专项行动将出重

拳、用真招，对有令不行、顶风作案的

网站平台依法从严处理，并公开曝光

典型案例，震慑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清朗”专项行动是网络综合治理的

一项基础性、长期性任务，下一步将

继续加大整治力度，建立完善长效治

理机制，坚决遏制网上违法和不良信

息蔓延态势。同时欢迎广大网民、媒

体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向网站平台

和有关部门举报相关问题，携手共建

清朗网络空间。

“真能卖到 1000 元？”问这话

时，史多哈干眼睛瞪得很大。“对

啊，这手艺有搞头！”乔进双梅话

语坚定。

5月24日，四川代表团分组审

议现场，来自小凉山地区的乔进

双梅代表，还原了她和贫困户史

多哈干的一段对话。

那是3年前的一天，在乐山市

马边彝族自治县花间刺绣专业合

作社，乔进双梅以 30 元一条的价

格，收购了一批贫困户绣娘的绣

品。几天后，她告诉大家，那批丝

巾她转手卖了，价格最高的一条

卖到1000元。

怎么可能？史多哈干很难相

信，一条丝巾能卖1000元。她心里

想的是，能卖50元就很了不起了。

事实也是这样，乔进双梅根本

没卖到 1000 元，甚至 10 元都没

卖到。

她撒谎了！为什么撒谎？

历史悠久的彝绣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因技艺出众，乔进双梅

18岁时就成了县城里的“名人”。

2015年，马边县首个刺绣专业

合作社——花间刺绣合作社成立，

乔进双梅向贫困户发出邀请：“希

望更多贫困户学会这门手艺。”

不少贫困户来了。有人第一句

话就问：“一天补助好多钱？”更多人

在怀疑，司空见惯的彝绣能卖成钱？

没有补助，产品又卖不成钱，

为啥还来？有人扭头就走。

彝绣扶贫想法眼看要“黄”，乔

进双梅心里那个急啊。软磨硬泡，

有几个人答应在合作社试一试。

彝家绣娘本就心灵手巧，一年多

后，不少人的绣品已有模有样。

“我的丝巾能卖到 1000 元？”

史多哈干有些不敢相信。得到确

切答案后，来自贫困家庭的绣娘

们选择留了下来。摆在面前的真

金白银，让很多贫困绣娘动了心，

并不断学习，手艺不断提高。

说出真相的时刻到了。

2018 年的一次培训课上，乔

进双梅搬出几箱绣品。看到这些

“熟悉”的绣品，史多哈干又一次

瞪大双眼。

“对不起，上次我骗了大家。”

在乔进双梅的解释中，大家渐渐

明白：原来第一批绣品还达不到

精品标准，但为了给大家信心，乔

进双梅自掏腰包买了下来。

为收入动心，为真心动情。乔

进双梅的举动让绣娘们感动不

已，她们更加用心学习技艺。

从“ 要 我 脱 贫 ”到“ 我 要 脱

贫”，思想观念转变，越来越多的

贫困户绣娘“绣”出了新生活。

如今，“1000 元卖丝巾”的谎

言成了真。通过政府牵线，合作社

与成都的公司签订产销协议，她

们绣出的精品丝巾在成都市场最

高已卖到上千元。

而在马边，已有500多名绣娘

实现居家灵活就业，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 102 人，“用一句顺口溜

说，真正是背着娃娃绣着花，能养

活自己也能养活家。”

“知道我要来北京参会，大家

叮嘱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绣品带

到首都。”开包展开，一幅1米多长

的绣品映入众人眼帘。这是十多

位绣娘近半个月的精心力作，绣

品上大熊猫憨态可掬、栩栩如生。

“那1000元的谎，我再也不用

撒了。”轻笑声中，会场再次响起

掌声。（《四川日报》林凌 梁现瑞）

四川代表团分组审议现场，乔进双梅代表讲起她和贫困户绣娘的故事——

一个“谎言”引来500多名绣娘

近年来，广西贺州市平桂区

根据当地瑶族、壮族群众居住地

的山区特点，积极发展茶业经济，

大力发展高山茶叶种植，先后建

成鹅塘镇明梅村、槽碓村、大明

村、盘谷村茶园、明梅土瑶茶厂、

沙田镇新民村马窝北都新种茶园

等茶叶种植加工基地，使当地许

多少数民族茶农实现家门口脱贫

致富。图为广西贺州市平桂区盘

谷村茶农在茶山采茶。廖祖平 摄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面向海内外侨界征集
参与脱贫攻坚
相关实物资料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记 者

罗鑫）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23 日发

布消息称，即日起至今年 7月 31 日，

面向各级侨联组织、广大归侨侨眷和

海外华侨华人以及侨团侨社征集与

脱贫攻坚相关的藏品及资料，旨在讲

好脱贫故事、凝聚攻坚合力。

据介绍，征集范围包括反映党的

十八大以来海内外侨界深入脱贫攻坚

一线开展精准帮扶生动场景的照片及

媒体报道；反映海内外侨界人士、团体

和侨企为中国扶贫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的实物资料；反映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涌现的侨界先进典型事迹的实物及照

片、影像资料；记录各级侨联组织、个

人及相关团体积极投身脱贫攻坚的照

片及资料；记录各级侨联及侨界社团

扶贫典型项目的照片及资料；反映通

过侨界帮扶后贫困地区和群众生活发

生的新变化、呈现的新面貌的照片及

资料；其他反映侨界人士和团体参与

中国扶贫事业的实物资料。

据了解，应征的藏品及资料需附

简要文字说明，视频要求时长在 30

秒至 5分钟之间。对拟收藏的实物藏

品，博物馆将向捐赠者颁发捐赠证

书；博物馆拟于今年年底举办相关主

题展览，捐赠藏品展出时，将在展品

文字说明中标注捐赠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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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洞村的乡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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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侯雪静 杨玉华 杰文
津 吴光于 张玉洁 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