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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凉山，悬崖绝壁之上，阿土列尔村人祖祖

辈辈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2016 年 11 月前，村民出行

全部依赖藤梯。

2020 年 5 月，村民们终于下山了。84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共 344 人，陆续搬迁至位于昭觉县易地扶贫搬

迁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

今年国庆节前，彝族群众沙马作叶搬到了四川昭

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沐恩邸社区。新居周边，已

建起服装厂、口罩厂、塑钢厂，城外还有四川攀西地区

最大的农业产业园。去往广东的劳务输送专车，载着

年轻人奔向远方。

几千年来压在村民头上的“贫困大山”，终于翻越

了过去。

“我们有信心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今年 9 月 2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向全世界郑重宣示。

今年，中国将在现行标准下消除绝对贫困，世界上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这一减贫奇

迹。中国减贫方案和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5 年来，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2016 年至 2019 年，超过 5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

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从 2016年的 4.5%下降至 2019年

的 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今年 4月，云南

正式宣告拉祜族等 9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

族脱贫。当前，我国对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和 1113 个贫

困村实施挂牌督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5 年来，贫困人口收入大幅增加——

全国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全国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2016 年的 4124 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9057 元，年均增幅 30%。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

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

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

旅游扶贫等较快发展，贫困户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多。

5年来，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稳步提高——

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明天。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中，90%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

贫支持，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务工和产业脱贫，工

资性收入和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上升，转移性收入占

比逐年下降，增收可持续性稳步增强。

5年来，贫困地区补上短板发展明显加快——

全国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贫困地区

群众“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变成现实；村村

都有卫生室和村医，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全覆盖，因病致贫返贫人口

大幅减少；10.8 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

到改善；易地扶贫搬迁近 1000 万贫困群众，实现搬得

出、能脱贫、可致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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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

5 年来，各界力量形成大扶贫格局，为贫困地区发

展注入不竭动力——

“十三五”时期，我国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

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依托

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正为

脱贫攻坚注入新动能。消费扶贫行动实现贫困县全覆

盖，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问题……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汇聚起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的强大

合力。

回望“十三五”，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推

进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影响之

深远，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

迹。面向“十四五”，中国接续推进巩固拓展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向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新华社北京10月 27日电）

“十三五”，决战脱贫攻坚取得新突破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淡淡的百合香取代了医院走廊的酒精味儿，病房

里，张计发静静地望着女儿们送来的花，粉百合、向日

葵、康乃馨，花团锦簇地围着一幅画。

“这幅画是今年儿童节，信阳市十三小学的小朋

友送给父亲的，画的是父亲亲历的一个苹果的故事。”

张计发的二女儿张爱军说。

一个苹果的故事是电影《上甘岭》中的经典片段，

主人公张忠发的原型，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5 军

135团 7连连长张计发。

（一）

张计发的档案装在一个迷彩绿的盒子里，如同他

一生的底色。

里面一份自传写道：“我出身贫农家庭，自幼饱尝

困苦，曾眼见大姐被卖……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城

守不住，村也难保……当八路军光荣，打了胜仗老百

姓都来慰问。”

17岁的张计发打心眼儿里想着一件事：“我要当兵。”

1945 年 7 月，张计发如愿参军。华北平原的放牛

娃逐渐成长为解放军战士、排长。1951 年，他随志愿

军第 15 军入朝作战，并于次年 10 月 30 日，在上甘岭迎

来了此生最难忘的战斗。

“我连的任务是参加上甘岭战役第三阶段的反

击，全面恢复我军对 597.9高地的表面控制权。”进攻开

始后，4 连、6 连先后冲锋受阻，张计发带着 7 连冲上去

时，与敌后续部队狭路相逢。

“那一战，拼的不光是武器，还有胆气。”后来，张计

发在回忆录中写道：“突击排顶着枪林弹雨，连续冲了 3

次才占领阵地。敌人趁我们立足未稳，即刻组织反扑，

只看见黑压压一片锃亮的钢盔，臭虫般密密麻麻地向阵

地扑来。我不记得击退敌人多少次，但就算只剩 8 人，

我连也并未后退，完成了坚守阵地 24小时的任务。”

一个苹果的故事就发生在 7连最后的 8人之间。赶

来接应的战士塞给张计发一个苹果，张计发马上想到让

通讯员先吃，但通讯员把苹果传给了司号员，司号员转手

递给了卫生员，最后苹果又完整地回到了张计发手上。

是役，7连荣立集体一等功。

（二）

张计发主动申请转业，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抗美援朝归国后，张计发进入原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他十分珍惜学习机

会，常常在熄灯后还打手电筒补习，身体出现病痛也不在乎，满怀壮志要为党和

部队再干几十年。

1960年，张计发确诊肝病，辗转数家医院只得到一个结果：最多能活 5年。

妻子魏祖勤说：“那是我此生最难熬的日子，老张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我

默默听他叹气，或许他还默默流泪。”不久，张计发向上级申请转业：“如果我不

能做贡献了，那我也坚决不做包袱。”

怀抱着无限的忠诚，老兵决心离开深爱的部队。考虑到张计发的身体状

况，上级安排他进入信阳军分区干休所休养。

彼时，张计发的肝病已很严重，腹部肿胀充水，还能摸到里面砖头一样的硬

块。同时，长期在战场上不规律饮食所导致的胃溃疡也折磨着他。

“那时候来找老张作抗美援朝事迹报告的人很多，我考虑他的身体不想他

去，最起码不要都去，可他偏偏一场不落。”魏祖勤忍不住心疼，“我听人讲，他一

手托着腹水肿块，一手攥成拳头顶着胃，不取分文、不看稿子、也不讲自己。”

“让更多人记得我们牺牲的战友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我离开部队后

唯一可做的贡献。”张计发这样解释自己坚持的原因，“我是一个老兵，应该保持

战斗的样子。”

（三）

医生判定的“5 年之期”过去后，张计发的肝病反而渐渐好转。“去医院复查，

大夫都说是个奇迹。”在三女儿张爱民看来，父亲的生命似乎一直延续着上甘岭

上那种顽强的精神——

82 岁接受双膝置换手术，94 岁因胃癌两次搭建胃支架，前不久股骨头置换

手术后 5天便能下床走动。

一直照顾张计发的护士黎春莉说：“以 95 岁高龄上手术台，所有人都为他捏

了一把汗，可他的心率从头到尾都平稳如常。”

“父亲从不喊疼，但他有时会哭。”张爱民说，只要吃到好饭，尤其喝到好酒，

张计发总会想起牺牲的战友，然后默默无语、老泪纵横。

“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我替那些牺牲的战友领受了许多荣誉，尤其是大家喊我

们最可爱的人。我常想，什么是最可爱的人？那些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

的人，便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的国家、人民的军队，最不缺乏的就是这样的人。”

张计发坐在那儿，好像一座丰碑。 （新华社郑州10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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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开展“育·树”阳光校园足球嘉年华班级联赛活动。本次

班级联赛采用同年级单循环积分赛制，每个年级组获得积分最高的班级获得该年级组冠军，比赛

将持续至 12月初。

10 月 27 日，五年级 3 班和五年级 6 班的小球员在足球嘉年华班级联赛上拼抢，最终两班在本场

比赛中以 2比 2打平。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阳光校园 欢乐足球

近年来，江苏省徐州

市 铜 山 区 加 快 构 建 现 代

农业产业体系，打造都市

型休闲观光农业，建设一

批 特 色 产 业 、田 园 观 光 、

科普教育、休闲娱乐等多

功 能 的 休 闲 观 光 农 业 示

范村。据介绍，目前铜山

区 共 建 成 休 闲 农 业 园 区

（点）300 多 个 ，2019 年 接

待游客约 400万人次。

这是 10 月 27 日在徐

州 市 铜 山 区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示 范 园 内 拍 摄 的 家 庭

台灯栽培设施。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 27

日电（记者 尚升 高尊）岁入深

秋，天山南北万顷“棉海”陆续进

入采收旺季。这个季节本来是棉

农最忙碌的时候，而徐少兵并没

有在地里摘棉花，因为有了“下蛋

机”，往年要用一季才能摘完的棉

花，如今一天就全部“归仓”。

徐少兵是新疆产棉大县玛纳

斯县北五岔镇的棉花种植大户，

让他不用再为摘棉花而烦恼的，

是棉田里来回穿梭的一台台大型

采棉机。原先几百人的工作量，现

在只需一台采棉机就可以胜任。

在采棉作业时，采棉机将朵朵棉

絮打成约 2 吨重、形同巨蛋的棉

包，因此被棉农戏称为“下蛋机”。

自 10 月 开 始 ，在 北 疆 棉 花

主产区的万顷棉田中，一朵朵饱

满的棉花不断被卷入采棉机腹

中。短短一个月，地里的棉花就

被采摘干净。据统计，北疆棉产

区机械化率已超 90%，南疆机采

棉普及率也在逐年增加，这使得

多数棉区的采摘期大大缩短。

除了采收环节，北疆棉区从

耕种到田间管理，也基本实现了

机械化作业。其中，农业无人机

已广泛应用在新疆棉花化控、植

保、收获等环节。

据新华社上海10月 27日电（记者 郭敬

丹 仇逸）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 27 日表决通过《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条例》，条例将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

行。

条例共十章八十五条，对公共卫生社会

治理、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

置、医疗救治、保障措施等均作出具体规定，

旨在进一步构建“预防为主、平战结合”的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例如，在推进公共卫生社会治理方面，条

例总结新冠肺炎疫情中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的有效做法，提出要落实属地责任和部门责

任，将区域治理、部门治理、社区治理、单位治

理、行业治理有机结合，形成跨部门、跨层级、

跨区域的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处置体系。

对于预防与应急准备，条例要求，建立

完善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核心、医疗机构

为支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依托的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加强市、区两级疾控机构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力建设，强化医疗机构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控制职责，健全

医防协同、疾控机构与社区联动工作机制。

条例还要求健全公共卫生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包括医疗

机构，药店，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服务机构，食用农产品批发

交易市场，进口冷链食品储运、加工、销售企业，交通枢纽等单

位和场所的监测哨点布局，相关部门按监测方案共享监测信

息，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

条例也纳入健康生活习惯培养相关内容，例如个人应

当加强自我健康管理，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养成勤洗手、分

餐、使用公筷公勺、不食用野味等文明健康生活习惯。条

例明确，餐饮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相关行业组织应当制定分

餐制服务规范，并推动餐饮服务单位落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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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玛纳斯

棉 田 里 来 了“ 下 蛋 机 ” （紧接第一版）稳步实施“美丽西藏 可

爱家乡”优秀文艺作品乡村供给工程，

文化供给侧改革精准有力。县（区）艺

术团建设管理全面加强，5492 个行政

村文艺演出队组建工作已全部完成。

大力发展公共数字文化，地方特色资

源 和 红 色 文 化 数 字 资 源 达 50 余 部

9.33TB，外购资源 2950 余部 20TB，少

数民族语言译制数字资源达 4169 小

时。手机可访问资源期刊 3600 余种，

图书 30 余万册，语音听书资源 1000 余

小时。推送公共数字资源 4.6TB（音视

频超过 4000 小时），资源年访问量超

200 万人次。制约县区乡村文化惠民

“最后一公里”问题得到破解，广大基

层群众在共建共享中追求新生活、树

立新风尚的氛围日益浓厚。

文化产业蒸蒸日上

五年来，我区红色遗迹、特色文

化等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与利用，

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日益凸

显。维护修复江孜宗山抗英遗址、阿

里“英雄先遣连”旧址等，红色旅游成

为西藏旅游新亮点。西藏军区军史

馆、谭冠三纪念馆、克松村第一党支

部旧址等革命文物已成为当地进行

革 命 传 统 教 育 的 重 要 场 所 。 截 至

2019 年年底，我区有国家、自治区、市

地、区县四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34

家，产值达 53亿元，年均增长 15%。

五年来，我区坚持“扶志”“扶智”

并举，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既富“脑袋”

又富“口袋”的“摇钱树”，文化助力精

准脱贫力度不断加大。据统计，全区

歌舞娱乐演艺场所农牧民转移就业人

数达 1.58万人。全区 7000余家文化企

业解决就业岗位 6 万余个，其中“十三

五”期间解决就业岗位 1.1 万余个，仅

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演出累计完成

1200 场，接待游客近 300 万人次，为易

地扶贫搬迁困难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200余个，人均年收入突破 2万元。

截至 2020 年 7 月，全区共设立 97

家工坊，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约 1460

人就业，从事唐卡绘画、藏香制作、木

雕、编织等工作，非遗技艺直接带动

1066 人脱贫，人均月收入达 3150 元，

逐步从实现代表性传承人致富向传

承人群增收致富的飞跃。其中，尼木

县的“非遗+扶贫”工坊已成为全国典

型案例。还创作《脱帽》《回乡创业》

《扶贫搬迁之路》等一大批优秀文艺

节目，起到鼓舞人心、带动基层群众

增收致富的积极作用。

回首“十三五”，我区文化工作取

得显著成绩。未来五年，我区将继续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重点夯实基层文化阵地，努力为推进

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智力支撑、强大精神动力和

良好文化条件。

文 化 惠 民 更 精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