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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政府印发《安徽省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三年行动计
划（2022—2024年）》（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聚焦5个方面，提出33项行动
任务。《行动计划》将目标任务分解为
三年完成，每项任务都通过数据指标
量化，以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满意
度作为评价标准。

《行动计划》将2022年作为法治
政府建设强基固本年，要求全面整改
完成2021年中央依法治国办法治政
府建设实地督察反馈问题、全面落实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推行证明
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等。同时，《行动计划》将2023年作为
法治政府建设重点突破年，要求全面
摸清、基本解决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
履约践诺存量问题，全面建立公共政
策兑现“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和政策
资金“一键送达”长效机制；法院生效
判决执行率、行政复议决定履行率
100%；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主要负
责人年终述法率100%。《行动计划》将
2024年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争创一流
年，要求“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
中法治环境指标水平稳居全国第一方
阵，人民群众对法治政府建设满意度
达95%以上。 （《人民日报》田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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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现行
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我国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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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治国
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气壮山
河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取得举世
瞩目的成就。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合力描绘
更加美好的时代画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金秋时节，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
平一派丰收景象。

成熟的果子挂满枝头，果农们采
摘、装箱、搬运上车，脸上洋溢着增收
的喜悦。

村里建起一座座崭新民居，水泥
路四通八达，群山之间一排排蘑菇大
棚鳞次栉比。

10年间，阜平变了个模样。
阜平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

书记地方扶贫考察的首站。在这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
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下，脱贫攻坚战在新时代中国大

地上打响——
习近平总书记以不停歇的脚步丈

量着贫困角落，从塞北高原到乌蒙山
区，从秦岭腹地到湘西大山，从南疆绿
洲到林海雪原……走遍14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考察调研了 20 多个贫
困村。

脱贫攻坚的每个重要节点和重大
关头，习近平总书记都亲自挂帅、亲自
出征、亲自督战，召开7次脱贫攻坚座
谈会，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脱
贫攻坚工作。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下，全国
22个省区市向党中央立下“军令状”，
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
工作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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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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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
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
求，优先保障脱贫攻坚资金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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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艰苦卓绝，8年攻坚拔寨。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
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
册的人间奇迹！”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
世界宣告中国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

刚过去的暑假，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杨
正邦每天都很忙。

“暑假是旅游旺季，平均一天要招
待400多个客人，毛收入2000元。”

10年间，全村形成了旅游、山泉
水、劳务、种养、苗绣五个产业，去年人
均收入20167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68
万元，实现从深度贫困村到小康示范
村寨的“华丽转身”。

2013年11月3日，正是在十八洞
村，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概念。他说，“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
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
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
的好路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扶贫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创
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推动了扶贫减贫理论创新和实践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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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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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化为各地各部门扎实深
入的实践，最终如期成功兑现庄严承
诺，实现历史跨越，取得举世瞩目减贫
成就——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人
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贫困地区自来
水普及率从 2015 年的 70%提高到
2020年的 83%，全部实现“两不愁三
保障”；

贫困地区发展步伐显著加快，经
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建设突飞
猛进，社会事业长足进步，行路难、吃
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
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许多
乡村，实现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的历
史跨越。全国72%的贫困户与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关系，70%
以上的贫困户接受了生产指导和技术
培训；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充分证

明，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
胜法宝，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
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

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
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
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人们的命运因
此而改变，人们的梦想因此而实现。

（下转2版）

本报讯（潘园园）日前，福建省
民政厅出台《关于推进福建省社区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
福建省将在公益慈善、生活服务、
社区事务、文体活动等领域培育一
批有活力、有公信力、有品牌影响
力的优秀社区社会组织，建立与城
乡社区发展相适应、党建引领、结
构合理、功能完善、作用明显的社

区社会组织体系。
《意见》明确，持续开展“守望相

助”志愿服务，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常
态化。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志愿者
动员、培训、管理、激励，通过综合帮
扶、结对帮扶等方式，服务于帮困、助
学、助残、外来人员社区融合、垃圾分
类等公益领域。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对
接养老服务、家庭服务、人口与健康
促进、托育服务、未成年人关爱保护、

就业帮扶、社区规划等需求，为社区
居民提供多种形式的生活服务和公
共服务。

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协助居（村）
民委员会推动社区居民有序参与基
层群众自治实践，依法开展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为居民表达利益诉求提供更加有效、
快捷的途径，促成社区“共建共治共
享”良性循环。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推

动精神文明创建，提升社区核心价
值，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化解社区
矛盾。

鼓励社区居民骨干和当地优秀
人才申办社区社会组织，普遍开展社
区社会组织骨干人才培训，培养一批
骨干人才队伍。鼓励将闲置用房、福
利设施等国有或集体所有资产，以优
惠方式提供给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公
益活动。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安徽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福建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北京首条古树主题文化胡同落成

◎山西将在高校建设100个基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江西出台20条举措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河北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

在13年的山林管护生涯中，无论
天气多恶劣，他都始终坚持巡护山林，
用双脚丈量 1 万多亩林区的沟沟壑
壑，在时间的长河里，在漫漫的山野
间，倾注护林人的青春和汗水。他，就
是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洛哇林场那卡
管护站护林人——桑杰加。

今年40岁的桑杰加喜欢穿一身
黑色夹克，他每天穿行于洛哇林场，看
着一颗颗小树茁壮成长，总是话还没
说出口，就已经笑容满面：这是杨树、
那是松树……

桑杰加对家乡的森林草原一直有
着深厚的情谊，而这份情谊中更多的
则是感激。

年少时，桑杰加的右臂不慎卷入
脱谷机导致截肢。作为家中长子的他，
成年后只能在家附近打零工，无法分
担养家重任。2009年，桑杰加被正式
选聘为尖扎县洛哇林场天保管护员，
自此，他有了稳定的收入，不仅可以补
贴家用和供弟弟上学，也使家里的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在他看来，作为一名护林员，做
好护林防火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防范
于未然，因此，他认真学习有关林业
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知识，并主动
要求到区域地形复杂、条件艰苦的那
卡责任区工作，坚持向当地农牧民群
众宣传林业法律法规、森林防火知识
等，让大家了解到林业资源对生活的
重要性，努力把一条条政策法规讲到
农牧民群众的心里去。

与此同时，桑杰加还经常带领护
林员对重点区域进行蹲点防守，确保
消除火灾隐患，有效地维护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林业资源正常发展。

13年来，桑杰加不仅对护林工作
的热爱与日俱增，还把家人也变成了
工作助手。一有空，他就惦记着如何让
林场的植被长得更好，并总和家人开
玩笑说：“这些树木也是你们的亲人
呀，需要用心呵护……”

平日里，附近几个村的护林员都
喜欢向桑杰加请教护林经验，也愿意
找他谈心。“护林工作是孤独的，别人
可能不懂，但是我懂。大家跟我聊聊心
里事儿，把我当成‘加油站’，我也慢慢
就成了业余心理咨询师了。”桑杰加
笑着说。

桑杰加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
灭”的森林防火方针，努力建立“立足
基层、村自为战、群防群治、自防自救”
的森林防火机制，力求把宣传教育工
作做到位，把火源管理到位，把责任落
实到位，把专业队伍培训到位，每年都
会组织护林员入户宣传护林公约以及

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知识，与当地
群众紧密联系，为顺利开展护林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桑杰加从不写日记，但洛哇林场
的平安就是他“书写”下的最真切的日
记内容。自他任职以来，责任区内未发
生过滥伐、盗伐林木，乱挖野生植物，
非法采矿、取土、开垦、烧炭、乱捕滥猎
野生动物等破坏森林资源现象。

桑杰加认真负责、不辞辛劳的工
作态度，时刻鼓舞着身边的护林员们，
在他的激励下，大家对山林管护工作
更加有热情、有干劲。春夏秋冬，四季
更替，洛哇林场的树木日渐成材，这可
喜的生态文明成果背后，是无数护林
人扎根深山、甘于奉献，才使得青山生
机无限。

桑杰加说：“我虽然没有了右臂，可
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棵树木，皆
是我的右臂，我的身体注满了生命力。”

13年来，桑杰加用心用情用智，
让自己守护的洛哇林场一点点改变
了模样——林场的树木越来越多，越
来越茂，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满眼望
去皆是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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