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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符合预期，成就举世瞩目——我国连续7年
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累计减贫9300多万人。到
今年2月底，全国贫困县从832个减少至52个，区域性
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从实践看，疫情或灾害对减贫进程会产生
影响。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
低。现在，脱贫攻坚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和工作力量是
充足的，各级干部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只要大家绷紧
弦、加把劲，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完全
有条件有能力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虽然剩余贫困人口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突如其来的疫情为脱贫攻坚战带来新的挑
战，各地“战”贫持续发力，做好疫情加试题，确保交出
满意答卷。

【镜头1】茶产业是湖北深度贫困县英山县的脱贫
攻坚主导产业。受疫情影响，英山现有约500吨春茶
滞销。这些滞销的农产品寄托了农户增收的希望，眼
看卖不出去，农户面临返贫风险。

英山县县长田洪光近日走进直播间为春茶“带
货”，他说，通过网络直播不仅推介了英山云雾茶，还展
示了当地秀美的茶园风光，网友对英山茶产品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纷纷下单。英山茶企也接连拿下大订单。

湖北是农业大省，是全国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
受疫情影响，多地出现“猪压栏、禽压棚、鱼压塘、菜压
田”等农产品滞销的情况。

在疫情阻击战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同时，另一场特
殊的脱贫攻坚战在网上打响。县长变身主播，网络直
播“带货”正成扶贫新“姿势”。

不仅仅是湖北，3月，全国共有约130位县长走进
淘宝直播间“带货”，为贫困户和扶贫产业注入了信心。

【画外音】受疫情影响，寄托着农户增收希望的湘
西椪柑、大凉山红颜草莓等一批特色农产品都面临滞
销困境。为了尽量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全国多个电

商平台开设专区促进湖北地区农副产品产销对接，全
国人民帮扶湖北热情高涨。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网信
办、教育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
工商联等七部门全部行动起来，依托政府采购政策，联
合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全方位举措帮助贫困户解决“卖
难”问题。

【镜头2】2月底，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麻屯镇杨树
湾村扶贫车间就忙开了。“一天能套两三千个袋。”杨树
湾村脱贫户魏孝敏已经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工作两年
多，加工编织袋时，手速飞快。他告诉记者，在扶贫车
间正常干活，一年务工务农收入约18000元，自家还享
受低保政策，家里两口人稳定脱贫不成问题。

“做好防疫同时，乡里抓紧让扶贫车间复工，让贫
困劳动力就近就业。”杨树湾村党支部书记李天奇说，
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保证贫困户收入不受影响。

地方政府千方百计降低疫情对贫困户务工收入影
响。3月初，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联合省内外企业70
多家，在县内13个乡镇举办了14场流动招聘会。“每
个乡镇都举行招聘会，这是第一次。”汝阳县人社局副
局长赵帼侠说。

截至4月初，洛阳已累计实现16.7万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

【画外音】截至4月3日，中西部22个省份有扶贫
车间28519 个，复工率94.92%，较3月6日复工率提高
29.91个百分点。吸纳贫困人口就业31.73万人，较3月
6日增加9.57万人，增幅43.19%。脱贫攻坚以来，贫困
地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
贫、旅游扶贫等加快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
劲明显增强，贫困户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多。

【镜头3】黄河岸边绿意渐浓，吹到脸上的风不再
是冰凉刺骨。春回高原，加羊索南最近一直在忙碌着，
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准备。

加羊索南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尖扎滩
乡羊直村村民。过去，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牧民，在海
拔3800米的高山草原上放牧近20年。直到4年前，
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他们一家搬到了位于黄河岸边
的昂拉乡德吉村。

近两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德吉村依托村边的
黄河水利风景和交通便利等优势，发展以乡村旅游为

龙头，特色农业、光伏等产业深度融合的扶贫特色产
业，带动搬迁牧民走出一条致富新路。德吉村的变迁，
是青海深度贫困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助力脱贫奔小
康的缩影。目前，青海已完成5.2万户、20万人的“十
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画外音】在没有疫情和疫情较轻的地区，脱贫攻
坚正集中精力加快推进。

脱贫攻坚以来，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
改善。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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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贫困群众告别穷
窝窝，迎来了新生活。

【镜头4】山高、路险、沟深，是山西很多乡村的“穷
根”。要斩断“穷根”，修路是必须迈过的坎。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的洞头村，三面环山一面临
河。虽然地图上距离市区仅6公里，但因为没有修通
出村的路，成了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老支书王全富说，由于没路，村民进城得入河滩、
上悬崖，一遇洪水、结冰，就只能困在村里。“行路难，导
致看病难、上学难、年轻人找对象难。”生活太难了，人
们都往外迁。20世纪80年代，短短数年内，村里人口
减少了一半。

洞头村人不甘受大山的束缚，从王全富1992年担
任村支书起，洞头村为了改变命运进行了艰苦斗争，打
通悬崖修了一条长2.1公里的盘山路。路通了，村民利
用离城近、有古迹的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去年，在当
地政府部门的推动下，通往洞头村的道路拓宽改造工
程完工。

42岁的村民张芳芳和妹妹一起经营着农家乐，
“新路一通，游人更多了。今年虽然有疫情，年纯收入
还是有希望达到15万元左右。”张芳芳说，新路通了
之后，村里还引来了投资建设游客集散中心、儿童游
乐园、民宿等旅游设施，村里开始亮起来、绿起来、美
起来。

【画外音】路通了，运走了山区百姓千百年来的贫
困，运来了发展的思路、资金和人才，打开了一扇扇致
富的大门。要想富，先修路——贫困群众的新产业、新
面貌、新生活，如同脚下的条条大路，向远方延伸。

（执笔记者：侯雪静 参与记者：骆晓飞 韩振
刘博伟 韩朝阳 许雄）（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红樱桃助力
脱贫增收

4 月 15 日，在丰镇市爱优
农场的温室大棚里，工人采摘
樱桃。

近日，在内蒙古乌兰察布
市丰镇市爱优农场的大棚内，
红红的樱桃挂满枝头。农场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为贫困
户提供就业岗位，有序开展樱
桃采摘、分拣等工作，带动贫困
户脱贫增收。

新华社发（贝赫 摄）

制造工厂赶制订单、工程建设加快速度、零售品牌
云上转型……虽然疫情不可避免为生产经营带来影
响，但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正是很多企业的真实写照。
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企业不断化解压力，危中寻机，
应对风险的能力在提升，向高质量转型的步伐更稳健。

万名员工安全到岗，从物料运输、贴片焊接到部件
检测、包装交付……智慧柔性的生产线有序进行。4
月上旬，联想武汉产业基地已全面复产，恢复了往日的
景象。

“虽然疫情导致部分零部件成本上升，但短期没有
受到明显影响，订单仍然充足。”联想移动业务集团中
国区制造高级总监齐岳说，联想正利用智能技术积极
化解影响，最大限度提高交付能力和产品可靠性。

疫情让不少一线企业面临着来自成本、供应链、订
单等压力，但与困难相比，更多的是迎难而上的干劲
儿。把落下的“功课”补回来，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赶进度抓生产，是多数企业的选择。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3月28日，全国规上工业

企业平均开工率为98.6%。在龙头企业带动和各方协
同下，截至3月29日，中小企业复工率已达到76.8%。

努力化解不利影响，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复工在
提速。

工人有序穿梭，塔吊来回转动。4月13日，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绿心”项目，332位建设者正进行地下室
结构施工。承建方中建三局北京公司项目经理冯荆凌
说，目前正加班加点，把延误的工期夺回来。

截至目前，中建三局北京公司在各地已复工项目
86个，整体复工率达97.7%。

向数字化要动力，很多企业也在“云”上寻机。
不久前，武汉市上汽名爵品牌4S店的总经理魏爽

开通了抖音账号，试水直播卖车。近期一场直播中，9
个客户交了定金。“购车的需求依然存在，客户只是从

线下‘走’到线上，我们要做的就是主动寻找、服务消费
者。”魏爽说。

记者从京东数字科技集团了解到，京东数科与四
川广汉有关部门联合开发的“西南禽苗交易信息平
台”，通过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精准捕捉需求，调配生
产节奏，对接有效供给，帮助农户实现禽苗线上交易，
助力下游行业复工复产。

拼多多上线“湖北优品馆”，推出助农直播间，通过
数字技术全面聚合湖北省内名优特产，化解农产品积
压滞销难题；网易严选为服装制造企业流量扶持、开辟
代销……“线上”市场活跃在越来越多的领域。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工信部将在帮助中小企
业恢复活力的同时，提升电商平台流量和影响力，鼓励
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数字化资源，引
导广大中小企业积极上云，切实解决产品滞销、订单不
足、人才不够等问题。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今春北京对42.6万
杨柳雌株加大治理
以减少飞絮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记者魏梦佳）随着气温
转暖，京城杨柳飞絮又起，给市民生活带来烦恼。记
者14日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为治理杨柳飞
絮，今春北京已出动治理人员2.7万多人次、喷水及
清扫车辆4000余台次，对全市42.6万杨柳雌株进行
了喷水湿化及整形修剪，并设立100处监测点监控
飞絮，减轻了高峰时段飘絮情况。

据了解，北京现有杨柳树主要集中种植于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当时我国城市绿化尚处于起步
阶段，杨柳树凭借适合北京土壤和气候、易于繁殖成
活且生长速度快、养护成本较低等优势，成为北京绿
化的主力树种，也由此带来每年春季困扰市民的飞
絮问题。目前，杨柳树的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
量的42.2%。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志翔介绍，人们所看到的
飞絮其实是杨柳雌株的种子和衍生物，杨柳树为传
播繁衍下一代，每逢春天，就“派出”白色絮状的绒
毛，携带着种子，以风为媒，漫天飞散。北京的飞絮
期一般为4月上旬至5月中旬，飞絮量较大的高峰期
约有20天。

为最大限度降低飞絮对市民生活的影响，近年
来，北京通过加强飞絮清理和丰富绿化树种等综合
措施加大对飞絮的治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
处长姜英淑介绍，连日来，各区持续对杨柳飞絮高发
区域开展治理作业。截至目前，已对35.7万株杨柳
雌株进行了喷水湿化，并对6.9万杨柳雌株进行整形
修剪。今年，北京还在杨柳雌株分布较密的地区建
立了人工监测点50处、远程视频监测点50处，对春
季全市飘絮情况开展全程监控。

“杨柳树对北京具有重要生态价值，我们绝不能
‘一砍了之’，飞絮治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张志翔
表示，科学治理飞絮应标本兼治，特别是对居民区、
学校、医院、幼儿园等人口密度大的重点区域，应结
合春季养护工作对杨柳雌株枝条进行修剪，同时利
用高压喷水车、雾炮车等工程车辆冲刷树冠、冲掉花
絮，减少飞絮在空气中的扩散量，并用洒水车对地面
进行湿化，配合清扫，见絮即湿、见絮即扫，降低飘絮
强度。

增强紧迫感，打赢攻坚战
■新华社评论员

日前召开的脱贫攻坚
约谈会议上，中央约谈了中
西部 11 个省区 24 位县委书
记，充分体现了对脱贫工作

的高度重视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定意志。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国还有

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这些都是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新冠肺炎
疫情突然来袭，给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出了一道加试
题：贫困户外出务工受阻，扶贫产品销售和产业扶贫
困难，不少扶贫项目停工，疫情成为影响脱贫质量的
最大不确定因素。面对严峻形势，党中央直接约谈
县委书记进一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释放出攻坚克
难、战则必胜的强烈信号。各地各部门必须绷紧弦、
加把劲，切实担负起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
责任，做好疫情加试题，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疫情使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到影响，直接导
致贫困群众收入减少。做好疫情加试题，打赢脱贫
攻坚战，必须把贫困劳动力就业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抓实抓好。要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在企
业复工复产等方面优先组织和使用贫困劳动力，鼓
励企业更多招用贫困地区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人员。要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加
强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帮助贫困劳动力
有序返岗。要提供更多就近就地就业机会，推动贫
困劳动力尽快务工就业、早日有进项。

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
影响脱贫的突出问题。受疫情影响，不少贫困地区
农畜牧产品卖不出去，农户不仅无法增收，还会面临
不小损失。要聚焦农畜牧产品外销问题，大力开展
消费扶贫行动，组织好产销对接，利用互联网拓宽销
售渠道，切实解决扶贫农畜牧产品滞销问题。要落
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切实解决制约扶贫项目
开工建设的突出问题，支持扶贫产业加快恢复生产。

疫情给不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困难。要做好因
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织牢织密综合兜底保障网，
力争把疫情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要加快建立防止
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
户等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要及
时将返贫和致贫人口纳入帮扶，落实好各项保障措
施，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对没有劳动能
力的特殊贫困人口，要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实现应保
尽保。

大事难事看担当。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
成，关键在人。越到决战决胜时刻，各级干部越要尽
锐出战，发扬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要坚决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较真碰硬“督”，凝心聚力“战”，坚
决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确保脱贫攻坚任务见
真章、有实效。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做好疫情加试题，决战脱贫再加力
■新华社记者

应对挑战，“云”上寻机
——一线企业复工复产走笔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