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李亚楠
宋晓东

兰考脱贫了！
时间定格在2017年3月27日。经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河
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成为河南省贫困
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的贫困县。
河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了这
一消息。

作为焦裕禄精神发源地，共和国历
史上很少有一个县像兰考这样，汇聚全
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

然而，重重审视之下，一个沉重的
疑问也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么多年
过去，“精神高地”为何依然处于“经济
洼地”？

2014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兰考作
为联系点，一年之内，两次亲赴兰考指
导工作。面对总书记嘱托和全国人民
期盼，兰考县委县政府郑重作出了“三
年脱贫、七年小康”的承诺。

从焦裕禄时期治理“三害”，到改革
开放后摆脱贫困，兰考每一步前行，始
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共产党和人
民群众的血脉相连。

正是依靠这种血脉相连催生的焦
裕禄精神，兰考党员干部补强“精神
之钙”，筑牢“作风之基”，带领人民群
众，实实在在趟出了一条决胜贫困之
路。

决胜贫困，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
春日，阳光洒下，54岁的“焦桐”又

到了开花的季节。
今年，到此追思的群众带来了“植

树者”焦裕禄为之奋斗终生的好消息：
兰考脱贫了！

这是值得历史铭记的日子，因为灾
害和贫困曾深植兰考人的长久记忆。

据兰考县志记载，自1644年至新
中国成立的305年间，兰考发生涝灾90
多次；自清咸丰至解放的100多年间，
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就有 63 个。
1949年，全县97万亩耕地中，低洼易涝
地12万多亩，沙碱地33万多亩，全县粮
食亩产仅38.5公斤。

战胜贫困，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
责任！

54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除
三害”：风沙、盐碱和内涝——这是他经
过大量调查研究找到的兰考贫困的主
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三害”在兰考成为历
史，但贫困却始终是压在当地人民头上
的“一座大山”。2002年，兰考被确定
为国家级贫困县，从“外出要饭”到“向
国家要饭”，贫穷似乎成了兰考人摆脱
不了的标签。

贫困难道真的不可战胜？“活着我
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
丘治好！”焦裕禄临终前的这句话，代表
了共产党人向贫困斗争到底的决心。

2014年 5月，兰考县委、县政府作
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庄严承诺。

军令状立了，就要兑现。2016年，
蔡松涛接任焦裕禄后第15任兰考县委
书记。他说，一代代共产党人接力奋
斗，带领兰考人民趟过了一道道难关，
持续向贫困宣战，把反贫困的压力变成
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有丰富的经验积
累、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兰考战胜贫困
的曙光已在眼前。

贫困户状况千差万别，兰考县针对
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因村因
户施策，制定了12项有针对性的具体
帮扶政策。一个个脱贫故事在兰考大
地上不断上演。

贫困户任杰通过种植温室大棚蔬
菜，年收入近7万元，2015年实现脱贫，
他所在的东邵一村，温室大棚由2014
年的9座，发展到如今的212座，全村脱
贫。

记者走访的十几个贫困村全都有
了各自产业。徐场村利用泡桐发展民
族乐器，全村有乐器企业54家，销售收
入6000多万元；夏武营村143个贫困
户中有135户通过种植蔬菜脱贫；赵垛
楼的哈密瓜种植等，也让一批贫困户脱
了贫。

——群众收入持续增加。2016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1124 元和 9943 元，分别增长 7.5%、
9.6%，增速均居河南省直管县第1位，
比 3 年前分别增长 10164 元和 4297
元。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16
年，兰考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全县
完成生产总值257.6亿元，增长9.4%，
增速居河南省直管县第2位。

——城乡面貌显著变化。在中心
城区，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
生县城、省级文明县城、省级生态县；在
农村，115个贫困村全部硬化了村内主
干道，实现了广播电视户户通，城乡公
共服务差距进一步缩小。

量变最终迎来质变。
兰考闯出的到底是一条什么路？

面对来自全国各地人们关切的探询，年
轻的县委书记蔡松涛总会这样回答：兰
考的脱贫道路并不神奇，它是焦裕禄走
过的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的共
产党人应该走的路——共产党人始终
不变的初心！

决胜贫困，唤起万千百姓加油干
在进入兰考县城的必经之路，有一

座焦裕禄铜像，裤脚挽起，双手叉着腰
望向远方。看到铜像的刹那，一股崇敬
感油然而生。

然而，曾几何时，焦裕禄精神似乎
凝固在这座铜像上。领导干部身上的
干劲、闯劲越来越少，“有损焦裕禄精神
发源地的形象”。老百姓“穷惯了”“熬
疲了”，觉得兰考“也就这个样”。

34岁的兰考人代玉建几年前在郑
州做生意时，每逢有人听说他来自兰
考，十有八九会追问：“你们那还有人出
去要饭吗”，到后来他见人只说自己是
开封人。

“听了不信，看了不服，回来不干。”
成为一段时期里“背着包袱”的兰考干
部真实写照。兰考县委政法委书记吴
长胜出生于兰考，在兰考工作了30多
年。他说，兰考干部原来的口头禅是

“兰考不行，咱学不来”，最擅长的就是
上面让干啥就干啥，这样不会出错，不
用担责任，因此，兰考错失了多次发展
机遇。

“兰考首要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
思想贫困。”蔡松涛说，有些兰考干部片
面理解焦裕禄精神，只看到焦裕禄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的一面，看不到焦裕禄
科学求实、迎难而上的一面。“把政治大
县的身份当成包袱，求稳怕乱，甩不开
膀子就提不起劲，自己没动力谁也扶不
起。”

“切实关心贫困群众，带领群众艰
苦奋斗，早日脱贫致富”，三年前习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重新点燃了兰考人的希
望，更激荡起兰考决战贫穷、改变命运
的决心和干劲。有总书记的关心，有全
国人民的关注，压力、动力汇聚成了一
股合力，在脱贫攻坚的苦干实干中，迸
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

兰考脱贫的实践，不仅唤醒了干部

群众骨子里的干劲，也锤炼了队伍，肃
正了作风，兰考全县上下形成了“领导
领着干，干部抢着干，群众跟着干”的干
事创业浓厚氛围。

2014年起，兰考从县乡两级选派
345名优秀后备干部，派驻到全县115
个贫困村，41岁的兰考县扶贫办副主
任孙贯星就是其中一员。在驻村前，孙
贯星已经几次动了辞职的念头。“纠结
彷徨，无所事事，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
作为，有什么价值。”然而，驻村扶贫完
全改变了他的工作状态。

住到村里第一天，时值寒冬，有老
百姓把自己的电褥子拿来给他们用，群
众的信任和期待让孙贯星感动。“最开
始还有点被动，县领导三天两头往村里
跑，不做事没法交代。”孙贯星发现自己
变了，变得越来越愿干事，越来越想和
群众在一起。

孙贯星花了一个月时间调查，找准
村里优势，发展生态农牧，恢复村里水
系，制定民俗旅游规划，建立了50多人
的裴寨在外精英人士群，发动能人的力
量建设家乡。在他的带领下，昔日的软
弱涣散村最终成了兰考县的红旗村，乡
村旅游也在豫东打出了名声，2016年，
裴寨村顺利脱贫摘帽。

像孙贯星一样，干部们驻村之后争
分夺秒想做事的欲望非常强烈。“村子
再小，也容得下有能力、有梦想的人，只
要和群众在一起，自己的价值就能得到
最大的认可。”

2014年，代玉建返回家乡代庄村
担任村支部书记后，用半年时间就带领
代庄摘掉了软弱涣散村帽子。“看到我
们和村民一起建的大棚、修的路、种的
绿化树，会偷偷地笑。”代玉建说，以前，
老百姓看见村干部来，人堆就散了，现
在我们走到哪里，老百姓就扎堆到哪
里。

“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贫穷磨

颓了斗志，安于贫穷。”兰考县堌阳镇副
镇长温振说。不敢干、不会干、不愿干
曾是兰考贫困群众的“通病”，一些领导
干部反映，扶贫难，难就难在了群众“精
神贫困”，总觉得看不到希望，提不起干
劲，政府再努力也“扶不起来、拉不动”。

徐二排是堌阳镇徐场村的一个老
贫困户，年轻时候身体好还能出去打工
赚钱，可年纪越大身体越差，连看病的
钱都拿不出来。“越穷越没劲”，徐二排
不仅拒绝了村干部介绍的镇上工作，也
推掉了扶贫项目。“啥都不想奔，就想着
日子混混过完就行了”。

然而，看到村里一家家一户户作乐
器赚了钱，二层小楼一栋栋拔地而起，
徐二排着了急，开始琢磨起来赚钱的门
道。“大家都做乐器，没人做琴弦。”徐二
排瞄准了琴弦的市场空间，在村干部支
持下南下扬州学习琴弦制作，回来后在
政府的帮助下办起了琴弦厂。

两年时间，徐二排盖起了二层小
楼，买上了小轿车。“一年下来怎么也有
个30万块钱。”富裕起来的徐二排精神
抖擞，“贫困不能怨天怨地怨政府，脱贫
致富也是老百姓自己的事，现在党的政
策这么好，只要咱们心里转过弯，往脱
贫致富上使足劲，哪有过不上的好日
子。”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委托第
三方对兰考县脱贫进行的专项评估显
示 ，兰 考 脱 贫 抽 样 群 众 认 可 度 达
98.96%。兰考县扶贫办主任胡良霞
说，人民群众内心深处改变面貌、摆脱
贫穷的渴望一旦迸发出来，就会创造出
惊人的能量，脱贫工作就会有源源不断
的力量。

越过了贫困的沟坎，兰考的干部群
众并没有松口气，绷紧弦的兰考人瞄向
下一个目标：脱贫不是终点，小康才是
方向。

“脱贫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发展产
业奔小康的路上，不能有一丝松懈。”小
宋乡东邵一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陈国平
说，兰考宣布脱贫并没有让他感到肩上
的担子轻了，在今后的工作中，他必须
多做调查研究，做足功课，少留遗憾，争
取群众更大的信任和拥护。

决胜贫困，焕发中国制度创新活力
54年前，在焦裕禄领导下，秦寨百

姓像“蚕吃桑叶”那样，翻淤压碱，战胜
盐碱灾害；赵垛楼群众发扬冲天干劲，
挖河排涝，战胜了涝灾；张庄村老少采
取“扎针贴膏药”的办法，战胜沙灾。

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撑，焦裕禄
最终带领群众战胜“三害”。今天，决战
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独特
优势依然是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根本
保证。

打破思想禁锢，从群众中找办法，
到外地学方法，兰考在全国探索出了一
系列扶贫、发展的创新之举。

——围绕“人”改。树立了鲜明用
人导向，评选表彰两批70名“驻村扶贫
工作标兵”，用标兵示范作用引领脱贫
攻坚工作。在乡镇党委换届中，提拔重
用一线干部58名，其中39名是脱贫攻
坚一线干部；5名优秀村党支部书记进
入乡镇党委班子。

——围绕“事”改。整合相关部门
职能，成立县委县政府督查局，建立大
督查机制，对重点工作实行台账式管
理、常态化督查。去年7月份至今，共
开展各类督查3000余次，工作效能大
幅提升。创新服务企业机制，成立企业

服务中心，实行“局长+1”管理模式，全
程代理入驻企业手续办理。

——围绕“钱”改。在全国率先探
索出来“先拨付、后报账、村决策、乡统
筹、县监管”的扶贫资金分配使用方式，
大大提升了扶贫资金使用的精准度；探
索建立政府主导、金融支持、企业发展、
风险保障“四位一体”的金融扶贫模式，
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成就伟业的重要法宝。“实现
脱贫是兰考当前最大的政治。”兰考县
县长李明俊说，兰考把所有工作向脱贫
攻坚聚焦，把各种资源向脱贫攻坚聚
集，把各方力量向脱贫攻坚聚合，探索
形成了“五轮驱动”“五级联动”“一支队
伍”的工作机制，形成了人人关心扶贫、
人人关注扶贫、人人支持扶贫的局面。

去年3月，兰考县抽调172人组建
了督查调研小分队，对贫困户进行精准
再识别。为了保密，出发前10分钟，队
员们才临时分组并被告知当天要去的
乡镇。这样的“回头看”工作，仅去年兰
考就进行了3次，兰考还建立了贫困对
象动态监测机制，实时监测建档立卡贫
困对象情况变化。

这是兰考集中力量做好精准扶贫
的一个缩影。在解决“谁来扶”的问题
上，兰考实现了所有行政村驻村扶贫全
覆盖，从县领导到普通党员，都有各自
联系的贫困村、贫困户，严格遵守“五天
四夜”工作制，不脱贫不脱钩，不拔穷根
不撤队伍；在解决“怎么扶”的问题上，
做到村村有脱贫计划，户户有脱贫措
施；在解决“怎么退”的问题上，兰考严
格按照退出标准制定了工作规范和程
序，并分别由不同部门牵头抽调人员开
展了多轮调查核实工作。

四方支援也是兰考成功脱贫的重
要助力。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多次到兰
考调研指导，负责督导兰考脱贫工作的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喜中每年
都要往兰考跑数十次，和当地干部群众
共商脱贫之策。有关部门也从金融、人
才等方面给予兰考多方面支持，派驻优
秀干部挂职，率先在兰考探索出了金融
扶贫新模式。

中央和省级一些具有很强针对性
的“滴灌式”创新举措也密集出台：河南
省确定兰考为改革发展和加强党的建
设综合试验示范县，确定了兰考“如期
脱贫、同步小康、探路示范”的三大目
标；今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兰考县成
为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力
争为贫困县域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可复
制推广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

“螺丝拧了一半就松劲，最后还是
会脱落的。”蔡松涛说，脱贫就是拧到一
半的螺丝，下一步，还要加紧把螺丝拧
到牢靠。

道路拓展永无止境，制度完善永无
止境。今天的兰考，一场漂亮的脱贫攻
坚战，更让兰考干部群众重新拾回了自
信：兰考不仅有能力在全国脱贫攻坚工
作中立标杆、作示范，也有决心在小康
路上做出新探索、形成好经验。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在兰考不少地方，都悬挂着焦裕
禄的这句名言。度过寒冬，巍巍“焦桐”
又将繁花满树，每一个到此的兰考干部
都会提醒自己，脱贫只是万里长征第一
步，只有实现全面小康，兰考的精神之
花 ，才 足 以 称 得 上“ 完 全 绽 放 ”。

（新华社郑州3月27日电）

“精神高地”走出“经济洼地”
——写在河南兰考脱贫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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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宋晓东

兰考，这片焦裕禄曾战斗过并为之付出生命
的豫东小城，今天终于摘掉了“穷帽子”。兰考的
脱贫之路，正是对焦裕禄精神的生动践行，彰显
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
大精神动力。

50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除风沙、盐
碱和内涝，靠的是“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
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今天，兰考从
摘掉“穷帽子”到经济增速居河南省直管县第 2
位，靠的是不忘习近平总书记“切实关心贫困群
众，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早日脱贫致富”的殷殷嘱
托，走的依然是焦裕禄走过的路。

焦 裕 禄 精 神 是 兰 考 干 部 群 众 的 精 神 坐
标。在这场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决战中，为了
一个目标，广大党员干部带领群众上下一心，
团结奋斗，让人们又一次看到了当年焦裕禄对
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
的那股拼劲。正是在焦裕禄精神的指引下，兰
考人民决战贫穷、改变命运的决心和干劲再一
次被激荡起来。焦裕禄精神成为推动兰考脱
贫的强劲动力，它所蕴含的公仆情怀、求实作
风、艰苦奋斗，也在脱贫攻坚的实干中不断升
华，更加丰厚饱满。

经年夙愿终成真，一樽还酹焦裕禄。3年脱
贫7.7万人，共产党人交出的这份亮丽成绩单，是
对焦裕禄同志最好的纪念，也是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鲜明体现。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今年是脱贫攻
坚的关键之年，站在历史的新起点，面对着百姓

“过上小康生活”的期盼，广大党员干部要不负重
托，接力奋斗，彻底打赢脱贫攻坚这场战役，让更
多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新华社郑州3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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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兰考县小宋乡东邵二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刘国印（右）在当地村民的蔬菜大棚内查看番茄长势。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新华社记者 陈芳 胡喆

5G引领势头逐渐形成、首架国产大型
客机C919即将首飞、特高压输变电关键技
术领跑世界、LED照明产品产量和应用规
模全球第一……从北京中关村到上海张
江，从深圳南山到武汉光谷，“创新之花”开
遍神州。

破解产能过剩难题靠创新，打破国际
市场技术垄断靠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靠创新……权威专家指出，我国已进入靠
创新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从“科技的春天”
到“创新的春天”，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号
角正在吹响。

塑造先发优势：重大科技突破点亮“创
新之果”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即将“牵手”天宫二
号；海斗号无人潜水器在10886米深处着
底首次实现万米海底的巡航遥控和实时视
频影像传输播放；我国科学家利用化学物
质合成4条人工设计的酿酒酵母染色体，
登上美国《科学》封面，向“再造生命”迈进
一大步……这个春天，抢眼的重大科技创
新项目捷报频传。

数据显示，我国主要能源、原材料、消
费品等产量，已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到
二分之一，但企业设备利用率仅为70％左
右。在产能大量过剩的同时，高新技术产
品却大量依赖进口。

“破解这些难题靠创新。”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指出，以创新
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与以传统
技术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截然不同。它要求
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新技术、新产品在每年经济增量中，必须实
现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

发布实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研究提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立
项建议、国家实验室组建方案并经中央审议
通过……在这个属于科技和创新的春天，一
系列引领国家科技创新的重磅规划和方案密
集出台，清晰定位科技创新供给的新坐标。

道不可坐论，事不能空谈。在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我国面向2030年
部署的重大科技项目将和2006年开始实
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形成远近结合、梯
次接续的系统布局。

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通过强化重大
创新领域前瞻部署构筑国家先发优势，我国
在航天航空、深海、生物医药、传染病防治等
方面取得一批叫得响、数得着的重大成果。”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在某
些领域的研究已迎头赶上，像人工智能、无
人机和互联网技术。中国正努力重现历史
辉煌，在科技创新上“重回世界之巅”。

创新“照亮”转型之路：助力产业迈向
中高端

在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实验室里，南昌大学副校长江风益带领团

队成功研制硅衬底蓝色发光二极管，使中
国成为世界上继日美之后第三个掌握蓝光
LED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也是唯一实现
硅衬底LED芯片量产的国家。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LED照明产品销
量超过35亿只，其中推广应用LED路灯
2600余万盏，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LED照
明产品生产基地和应用市场。

“新旧相推，日生不滞。”科学技术作为第
一生产力，蕴藏巨大潜能。2016年全国技术
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5.97％，首次突破万亿
元大关；72小时内快速查明300种突发传染
病原，传染病应急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科技创新正加快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科技创新是各个领域创新的先导，产
业创新则是技术进步的立足点。”科技部副
部长李萌说，这些技术交易主要聚焦于电
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
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占成交额的80％；企
业成为技术吸纳的主体，吸纳技术占交易
总量的76.91％。

专家指出，无论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还是建
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现代服务业，关键在立足科技创新，释放
创新驱动原动力，让创新成为发展基点，靠
创新打造发展新引擎。

吹响科技强国号角：构建创新驱动发
展新模式

仅仅10年间，中国跃升为快递大国，

但每到“双11”就会遭遇传统分拣货品堆积
如山的困境。3月22日，在江苏无锡的一
家快递公司，记者见证了一场快递包裹被
自动分拣的神奇“旅行”。

一小时分拣包裹7万件、24小时运行、
准确率高达99％……上亿件包裹被扫码识
别、数据处理、配送定位。实现机器自动分
拣的“秘密”，正是物联网技术对快递包裹
上贴有“电子面单”的读取，其核心是让每
个物体实现智能连接、运行。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智能制造电
子研发中心主任李功燕介绍：“这是目前完
全国产的物流自动化分拣系统，一台机器
不间断运转，可以节省近几百个师傅的劳
动力，物联网技术在给迅猛发展的快递业
和其他领域带来变革。”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高新技术
发展及产业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科技竞
争力。目前，我国国家高新区共156家，未
来还将进一步发挥“领头羊”作用，推动国
家自创区、高新区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主阵地。

科研经费改革，是国家科技计划体制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支出达15500亿元，企
业占比为78％。万钢说：“要多出成果出大
成果，就要减少科技人员在科研经费管理
上的杂事琐事，今后还要在服务上做加法，
在检查上做减法，在管理方面赋予高校、院
所更多自主权。”（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从“科技的春天”到“创新的春天”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新进展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