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规格高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并非每年都有， 上一
次以“中央”名义召开要追溯到

2011

年。扶贫会
议名称从“全国”上升为“中央”，更是十八届五
中全会以来召开的首个中央会议， 其重要性可
想而知。

更特殊的是， 这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参会人员规格“超乎想象”。 从出席会议人员列
名情况看，除了七大常委等中央领导人外，各省
区市党政一把手同时出席， 其规格不仅超越某
些年份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追平”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扶贫开发，显然已经上升到党中央
治国理政的战略新高度。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扶贫开发“只争朝
夕”，这次大会也是“

5+2

”“白加黑”。 会期不
仅占用周末，甚至连晚上时间也不放过———

就在
27

日晚上， 还套开了全国革命老区开
发建设座谈会，对占全国贫困人口、贫困县
总数均约三分之一的革命老区的脱贫工作
做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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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高规格”扶贫会“高”在哪儿？

刚刚过去的周末，北京西长安街南侧的
京西宾馆颇不平静。 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的
首个中央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27

日至
28

日在这里召开。

这次会议的“分量”，或许从新华社通稿
的篇幅可略知一二：近

4000

字。 与以往扶贫
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堪称“史上最高规格”。

那么，“最高规格”到底“高”在哪儿？

脱贫目标高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扶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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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几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则在目标前面加
上“确保”两字———也就是说必须完成、没有商
量。 这次大会再次强调了“确保”———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
面小康社会。

从实现全面小康的任务看， 各项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不难完成，贫困才是最大短板。 正如总
书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说明中谈到的，“我们
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另一边还
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
下， 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认可度”。

5

年时间解决剩余
7017

万人口贫困问题，从
国际上看也没有先例。需要从上到下的全国总动
员，采取超常规的扶贫举措。而一旦完成，也将是
载入史册的伟大功绩———这将使中国提前

10

年
实现联合国到

2030

年的全球减贫目标， 为中国
故事、中国道路写下新篇章。

责任要求高

走出会场，

22

个中西部省（区、市）的一把
手估计心情并不轻松。 就在这次大会上，他们
与中央签下了脱贫攻坚责任书， 也就是立下
“军令状”。

立军令状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词：逐级。 也
就是说，这次省里向中央立“军令状”后，接下
来地市要向省、 县要向地市也立下军令状，压
力层层传导。

对军令状的落实问题，中央已经“放了
狠话”：“实行最严格的考核督察问责， 确保
中央制定的脱贫攻坚政策尽快落地。 ”“纪检
监察机关对扶贫领域虚报冒领、 截留私分、

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等违法违规问题，坚决
从严惩处。 ”

有紧迫感的不仅是地方政府，中央部委也
要“深吸一口气”了。政治局会议强调，“中央各
部门必须步调一致、协同作战、履职尽责”。 扶
贫毕竟涉及贫困群众生活发展的方方面面，发
改、财政、交通、水利、农业、国土、教育、卫生、

社保、民政等部门更是“首当其冲”，接下来要
怎样更好地“接济穷乡亲”，各大部委都要“掂
量掂量”了。

攻坚谋略高

谋划未来
5

年剩余贫困人口怎么脱贫，

是这次大会的最重要议题。具体怎么做？答案
是“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
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
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剩余的
7000

余万贫困人口大致可分成
两类，有一些丧失劳动能力的，无法参与到
经济发展中，政府将承担起“兜底”责任，为
这

2000

多万群体“埋单”。 剩下的
5000

万
人，则是未来

5

年扶贫开发最关键的“着力
点”，各种措施“多管齐下”，核心目的是增加
贫困群众收入和自我发展能力，最终达到稳
定脱贫。

当然，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从顶层
设计做出超常规部署。从这次会议透露的信
息来看，一些“超常规”举措即将“落子”，如
对

1000

万左右贫困人口开展易地扶贫搬
迁、 贫困家庭的高中学生要全部免除学杂
费、扩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
划等。

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通过《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估计不久后将向社会
公开。 不论是扶贫体制、财政投入、金融支持，

还是土地政策、教育医疗保障等，或许将有更
多更详尽的“超常规”举措值得期待。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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