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
前沿阵地 ， 近年来着力推进扶贫创
新 ， 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做
法，其中有哪些特色和亮点？

梁健：广东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
把扶贫开发作为重大政治责任、 第一
民生工程、最大发展机遇，率先开展精
准扶贫探索，2009-2015 年实施两轮
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实行
精准施策、靶向疗法，累计减贫 247.6
万人， 率先完成国家标准下绝对贫困
减贫任务。 2016 年以来，累计近 160
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4%以上
的相对贫困村达到出列标准， 创造了
解决相对贫困的广东经验。

在广东，产业扶贫是作为稳定脱
贫的根本之策。 按照宜农则农、宜商
则商、宜游则游原则，用好“一县一

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发展平台，
加大县镇统筹开发力度，推广“企业
（合作社）+ 基地 + 贫困户” 模式，因
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优势扶贫产业。
目前全省实施特色产业扶贫项目 3.6
万个，带动贫困户 62.8 万人，年人均
产业增收 2400 多元。

长效脱贫还有一个关键之举是
就业扶贫。 通过加强珠三角与粤东粤
西粤北地区劳务协作，健全“一对一”
帮扶机制， 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加
强技能培训，多渠道促进了贫困劳动
力稳定就业。 目前全省累计创建“扶
贫车间”“扶贫工作坊”240 多个，贫
困劳动力就业率 98%以上。

还有保障性扶贫，这是最大的底
线民生。 通过全面落实建档立卡贫困
子女就读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免
除学杂费政策，对建档立卡贫困子女

从义务教育阶段至大学教育阶段实
行生活费补助，筑牢基本医疗 + 大病
保险 + 医疗救助“三道保障线”，基本
实现省域内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
目前全省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全面
完成， 农村低保最低标准提至 6482
元，积极推进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
项制度有效衔接，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和应扶尽扶。

这么多年来，广东始终坚持把激
发内生动力放在突出位置，不断创新
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 目前初步构
建起县镇村贫困群众多级联动的减
贫治理新机制，推动扶贫开发由外力
主导向内源发展转变。 积极引导贫困
户发展生产、参与项目、建设村庄，鼓
励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家庭、服务
社会、贡献国家，变“要我脱贫”为“我
要脱贫”。

省委农办、省扶贫办专职副主任梁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坚决攻下贫困最后堡垒
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广东各地正积极行动，努力
克服疫情影响，坚决攻下贫困最后堡垒，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广东脱贫攻坚进展如何？ 取得了哪些成效？ 还需啃下哪些硬骨头？
近日，广东省委农办、省扶贫办专职副主任梁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全面介绍今年广东扶贫重点

工作。 他表示，广东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剩余任务，对未脱贫人口较多、困难较大的贫困地区全程“挂牌
督战”、逐一“对账销号”，确保上半年实现剩余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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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广东如何部署打好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关键之仗 ，确保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梁健：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
标，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
务， 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和全世
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是“三大攻坚
战 ”中要求最高、难度最大、时间
最明确的坚中之坚。

为确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收官战，今年广东的扶贫重点
将围绕不折不扣完成剩余脱贫攻
坚任务、多措并举克服疫情对脱贫
攻坚的影响、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
效机制这些工作进行，坚决攻下贫
困最后堡垒，坚决夺取脱贫攻坚的
全面胜利。

羊城晚报：剩余脱贫攻坚任务
还有多少 ？ 今年要实现脱贫 ，还需
要啃下哪些硬骨头 ？

梁健：按照上半年实现剩余贫
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相对贫困
村全部出列要求， 广东聚焦重点
地区、重点人群 、重点工作，特别
是聚焦老区、苏区、民族地区，抓
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的落实，不
折不扣完成剩余脱贫攻坚任务。

对未脱贫人口较多、困难较大
的6个市、41个县（市 、 区）、93个
乡镇、133个行政村，全程实行“挂
牌督战”，逐一“对账销号”。

同 时 全 面 排 查 整 改 突 出 问
题。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一相当”
总攻目标， 全面排查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三
保障”，精准识别 、精准帮扶、精
准退出“三精准”等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 ，采取针对性措施切实
解决好 。

另外 ，全面落实对特殊贫困
人口的兜底保障 。 对符合条件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 及时纳
入低保、特困供养 、临时救助范
围 。 对受疫情影响致贫的其他
人员和返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及时落实社会救助政策，确
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 把底线
民生牢牢守住。

羊城晚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 ，是否给广东的脱贫攻坚工作增
加了难度？

梁健： 广东制定了多个举措，克
服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同时加快
把工作重心转到脱贫攻坚战上来。

为了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
就业， 我们全面摸查贫困劳动力返
岗情况和就业意向， 加强区域劳务
对接 ， 强化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 ，
“点对点”帮助贫困劳动力尽快有序
返岗就业。 重大工程建设、以工代赈

项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农田
水利等项目， 都是优先吸纳贫困劳
动力。 农村小微公益项目也交由村
民组织实施。

同时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 在
符合疫情防控条件下，“一项目一策”
支持帮助农业龙头企业、扶贫工程项
目、扶贫车间和小微扶贫项目复工复
产。 对受疫情短期影响大的乡村旅
游、特色种养等项目，用好产业帮扶
资金和扶贫小额贷款政策助其渡过
难关，同时谋划实施替代产业、替代
项目，有效对冲疫情影响。

疫情发生之后，最需要帮助解决
的还有扶贫农畜产品的滞销问题。 广
东扎实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推动党政
军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等优先购
买扶贫农特产品，建立起长期稳定的
供销关系。 同时发挥“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品牌优势，广泛发动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通过“以购代捐”方式采
购扶贫产品。 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米
袋子”“菜篮子”“果盘子”“水缸子”基
地和“保供稳价安心”等平台带动作
用， 尽量帮助贫困户农产品销出去、
卖出好价钱。

羊城晚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如何推
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建
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梁健：广东严格落实“摘帽不摘
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
摘帽不摘监管”要求，稳定现行帮扶
政策、力量和资源，把贫困人口扶上
马送一程。

通过推动特色扶贫产业培育与
“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有效
衔接，结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和

“万企帮万村”行动，建立县、镇、村、

户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 巩固产业扶
贫成果。 完善贫困户与产业项目和新
型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机制， 提高贫困
户在光伏扶贫等资产性扶贫项目中的
收益分配比例。 尊重扶贫产业项目发
展规律，对一些刚刚走上正轨的项目，
继续支持，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2020 年以后， 在全面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的基础上，广东将抓紧研究
接续推进减贫工作的总体思路，围绕

“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
退”等问题，推动扶贫工作从主要解
决收入贫困向统筹解决支出型贫困、
能力贫困转变，从单独依靠“三农”资
源向统筹城乡资源共同推进扶贫开

发转变，从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向构建
政府、社会、自身相结合的新型减贫
治理格局转变，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
困的长效机制，为全国解决相对贫困
贡献广东力量和智慧。

乡村振兴工作进入常态化后，将
更加注重引入市场、企业和农民及社
会力量全面投入到乡村振兴的长期
工作中。 广东产业振兴态势向好，有
了前面打下的基础，深入推进“一村
一品”工程，建设优势产业区，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能够更好地做实消
费扶贫、就业扶贫，提升开发式扶贫
水平。

不折不扣完成
剩余脱贫攻坚任务

克服疫情影响，扶贫项目复工复产提速

扶上马送一程，解决相对贫困重在长效

第一民生工程，创造脱贫攻坚广东经验

A7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许
悦

产业扶贫已经成为
减贫效果最好之举
4月28日 ，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

新闻发布会 ，介绍疫情期间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工作情况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
长魏百刚介绍 ，近年来 ，贫困地区的特色
产业快速发展 。据统计 ，在全国832个扶贫
县当中，每个县都形成了2-3个特色鲜明、
带贫面广 、 有竞争力的扶贫主导产业 ，有
条件的贫困村都建立了特色产业基地 ；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中90%以上得到了产业扶
贫和就业扶贫的支持 ，2/3以上主要靠外
出务工和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已经成为覆
盖面最广 、带动人口最多 、减贫效果最好 、
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 （新华）

广东扶贫济困日
今年主题定了

社会组织是连接政府、 企业和群众不
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 ，是脱贫攻坚工作不
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之一 。 日前 ，记者从广
东省民政厅了解到 ，2019 年 ，广东各级社
会组织积极参与对口扶贫和省内扶贫工
作 ，投入项目资金 1.5 亿元 ，受益贫困人
口约 265 万人。 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扶
贫济困日 ”活动步入第 10 年 ，已成为全省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有效平台 ，今年
活动以 “决胜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 ”为
主题。 （符畅 金鑫 志勇）

线上扶贫特产馆
五一成交额增 135%

� � � �
� � � � 五一假期， 疫情防控形势好转， 气候
宜人 ，消费也进一步复苏 。 京东大数据显
示，五一期间，线上消费成交额比 2019 年
同期增长 45% ，农货 、国货成为主要的消
费亮点 ，各地线上扶贫特产馆成交额同比
增长 135%。

中国品牌农产品的发展加快。 产地逐
渐成为农产品一个鲜明的品牌标识 ，受到
市场的认可 。 从用户主动的搜索词来看 ，
“产地+农产品 ” 的搜索词增长非常明显 。
湖北小龙虾 、荔浦芋头 、温县山药 、盐池滩
羊等明星农产品 ，都是用产地作为品牌获
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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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奔康使广东贫困地区美丽嬗变 ，
图为清远连樟村新貌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