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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
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
路和弹性。”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座谈会上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
新号令，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
顽强奋斗，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
贫攻坚，确保取得最后胜利。

一场春雪刚刚融化，位于四川凉山
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好谷村的涪昭现代农
业产业园内，一派繁忙景象。200多名来
自周边村镇贫困家庭的群众正在忙着春
播，水果蔬菜大棚正在加紧建设，两年来
涪昭现代农业产业园已使周边276户贫
困户受益。

昭觉县是凉山州今年要“摘帽”的7
个贫困县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
坚发起‘决战’的动员令，既是鞭策也是鼓
舞。目前全县正着力推进最后55个贫困
村、3.3万名贫困人口的脱贫，对每项工作
都确定了时间表，倒排工期，一定确保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昭觉县常务副县
长范洪春说。

全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
目，但剩余任务依然艰巨，要啃下硬中之
硬、攻克坚中之坚，必须以更大决心、更强
力度推进脱贫攻坚。

缺土、缺水，石山面积占90%左右，
人均耕地不足0.8亩。“石头缝里种粮食”

“千山万弄行路难，云梯架在绝壁上”曾是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的真实写照。4年
多来，当地大力发展特色养殖等一批富民
产业，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项
目，累计减贫8.71万人，贫困乡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化县是广西8个尚未摘帽的贫困
县之一，目前还有1.73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尚未脱贫。时间紧，任务重，不能有
丝毫懈怠。”县扶贫办主任韦立诚说，“我
们将对照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在产业扶
贫、基础设施建设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上下大力气，全力攻克极度贫困堡垒，
以最硬的作风啃下最难啃的‘硬骨头’。”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时刻越要响鼓重
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新疆和田
地委委员艾尼瓦尔·吐尔逊感到重任在肩。

“作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
一，和田地区将持续深入推进产业扶贫，
依托扶贫龙头骨干企业，着力打造全产业
链，切实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确
保和田地区剩余的5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1.83万户、7.69万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艾尼瓦尔·吐尔逊说。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
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
更重、要求更高。

“没有疫情或疫情较轻的地区，要集
中精力加快推进脱贫攻坚。”江西省宁都
县黄石镇大洲塘村驻村第一书记廖百川
在工作手册上工工整整地记录下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句话。

“越到紧要关头，越要集中精力撸起

袖子干，脱贫攻坚一天也等不得。”廖百川
一大早就带着几户贫困群众来到村庄的
蔬菜基地。

酒精消毒、分批上工……贫困户忙
生产，扶贫干部帮着跑销路，在防疫措施
到位的基础上，村庄的蔬菜基地仍旧运转
得热闹。“今年有疫情的挑战，但我们更有
决胜脱贫的信心，绝不让疫情影响脱贫攻
坚的质量和成色！”廖百川说。

收官之战既要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又要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重庆武隆区武陵山深处的复兴村，
2016年就实现了脱贫摘帽，但这几年巩
固脱贫成果的努力一直没松过劲。在疫
情防控期间，村里的桃、梨等特色效益产
业基地耕作管护也没有中断：下地之前测
体温，做好信息登记；5个技术小组每组3
人，各自包干50亩果树的修枝整形，分散
开作业……

“脱贫群众抵御灾害的能力还不强，
疫情防控和帮扶生产都不能放松。”复兴
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向东说，“今年村里水
稻产业发展上了台阶，桃、梨等特色经果
也是丰收在望，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
新的挑战，但我们对今年巩固脱贫成果有
信心。”

确保脱贫攻坚取得扎实成效，激发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内生动
力是关键。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红耀乡小庄村脱
贫户曹部荣去年种了30多亩马铃薯，光
这部分纯收入就有6万余元。“以前，一家
人靠种地勉强糊口。后来在政府项目和

到户政策支持下，我们参与了种薯繁育，
品种好不愁卖，收入也多了起来，生活越
过越红火。”曹部荣说。

截至去年末，在固原市像曹部荣这
样依靠草畜、马铃薯、冷凉蔬菜、小杂粮、
养蜂等特色产业脱贫的脱贫户已达6.8
万户。“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
们坚定了大力发展产业扶贫的决心，要确
保今年贫困户和边缘户有1至2个增收
致富产业，将产业发展扶持资金更多地用
于保障贫困户稳定产业规模、促进产业升
级上。”固原市扶贫办副主任张杰表示。

脱贫致富终究要通过贫困群众辛勤
劳动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
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这两天40岁的苗金财正忙着进货、
备料，他在广州市花都区的拉面店打算近
日开门营业。2017年离开青海省海东市
化隆回族自治县西滩村之前，全家一年到
头收入不到1万元，现在拉面店一年纯收
入达15万元以上。

海东市是六盘山片区脱贫攻坚重点
地区，海东市扶贫开发局局长何林说：“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方向更明、
干劲更足。我们要咬定目标、坚持不懈，
进一步促进扶贫与扶志、扶智深度融合，
拓展贫困群众就业渠道，不断增强贫困地
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确保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

（记者 李延霞 吴雨 吴光于
何伟 熊家琳 邹欣媛 孙哲 李琳
海 李松）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攻坚克难，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群众鼓足干劲

□人民日报评论员

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本来就有许多硬骨头要啃，
新冠肺炎疫情又增加了难度，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挑战
更为艰巨，必须高度重视，决不能松劲懈怠。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深入分析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挑战，深刻阐明打赢脱
贫攻坚战具备的有利条件，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
攻坚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对于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成就。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行百里者半九十”，脱贫攻坚战不
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还
要走最后一段最艰难的路，还要啃下最难啃的硬骨头，剩余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特别是疫情造成一些
地方外出务工受阻、扶贫产品销售和产业扶贫困难、扶贫项目停
工，一些疫情严重地区帮扶工作受到影响等。面对这些困难和
挑战，必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以责任担当之勇、统
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凝心聚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要坚定信心，绷紧弦、加把
劲。从实践看，疫情或灾害对减贫进程会产生影响，但疫情的
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当前，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
力，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只要我们
完善相关举措，巩固和拓展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就能为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创造条件。更要看到，脱贫进度符合预期，我们
取得的决定性成就为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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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要防止松劲懈怠、精力转移，加强疫情防
控和脱贫攻坚工作的弦都不能松。要深刻认识到，这是一场硬
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只要我们坚定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
就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策略，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加强疫情防控必须慎终如始，
继续抓紧抓实抓细。疫情严重的地区，在重点搞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创新工作方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没有疫情或疫情较轻的地区，要集中精力加快推
进脱贫攻坚，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多渠道解决农产
品卖难问题。要支持扶贫产业恢复生产，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
工，促进扶贫产业持续发展。要做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
扶，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响。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
扶贫干部心无旁骛投入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中去。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
高。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顽强奋斗，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确保如期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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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全国妇
联、中国女医师协会8日发出倡议，号
召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女医务工
作者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为
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倡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广大女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冲上疫
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
量，顽强拼搏、日夜奋战，充分展现了
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不愧
为舍生忘死、为国为民的巾帼英雄。
希望广大女医务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做好科学防护，保持身
心健康，以旺盛的精力、健康的体魄，
持续投入战胜疫情的斗争，发挥火线
上的中流砥柱作用，全力以赴救治病
患，在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
率和病亡率中发挥专业优势，打好武
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倡议指出，作为广大妇女姐妹的娘
家，全国妇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做好关心关爱
抗疫一线女医务人员的工作，为抗疫一
线医务人员家庭提供更温暖更贴心的
保障服务；加强优秀典型表彰，推动全
社会尊医重卫，关心爱护医务人员。

全国妇联、中国女医师协会倡议：
坚定必胜信念 激扬战“疫”巾帼志

新华社北京 3月 8日电 （记者
陈聪 陈炜伟）记者从8日举行的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持续
推动各地将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
施落实落细，同时积极推动各地建立保
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的长效机制。

国家卫健委人事司副司长段勇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已印发《关
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
员若干措施的通知》，从薪酬待遇、工伤认
定、职称评聘等十个方面出台措施。文
件出台以后，各地积极响应并出台相关
文件，比如合理安排一线医务人员轮休、
补休、调休，以及加强物资保障等等。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
郭燕红说，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
346支医疗队抵达武汉和湖北，医疗队
人数已达4.26万人，其中重症专业的
医务人员达1.9万人。

如何保证一线医务人员必要的轮
休？郭燕红说，一是整建制休整轮替，
通过安排接续医疗队来接替部分医疗
队的工作；二是对重症救治医务人员，
为了保证救治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
性，不便于整建制轮休，因而采取增加
医疗队人员的办法，使得新增医务人
员与原来的医疗队共同编组、新老搭
配；三是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更为灵活
的排班方式，保证医疗队员有充沛的
精力投入到患者的救治工作当中。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多措并举将关爱医务人员措施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 3月 8日电 （记者
陈炜伟 陈聪）记者8日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了解到，3月 7日 0—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4例，新
增死亡病例27例（湖北27例），新增疑
似病例84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661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021人，
重症病例减少225例。

截至3月7日24时，据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现有确诊病例20533例（其中重症病
例526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57065
例，累计死亡病例3097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 80695 例，现有疑似病例 458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74038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3074人。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41例（武汉41

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543例（武汉
1259 例），新增死亡病例 27例（武汉
21例），现有确诊病例19710例（武汉
17772例），其中重症病例5140例（武
汉 4850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45011例（武汉 29770例），累计死亡
病例 2986例（武汉 2370例），累计确
诊病例67707例（武汉49912例）。新
增疑似病例42例（武汉42例），现有疑
似病例295例（武汉258例）。

3月7日0—24时，新增报告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3例（北京2例，甘肃1
例）。截至3月7日24时，累计报告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63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164例：香港特别行政区109例（出
院55例，死亡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10例（出院10例），台湾地区45例（出
院13例，死亡1例）。

国家卫健委：3月7日新增确诊病例44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57065例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王春雨
杨思琪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同胞表示诚挚的
慰问，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节日
的问候。

眼下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各行各业的女性坚守岗位，
以冲锋姿态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她们是天使、战士，也是母亲、女儿。
在病房、在社区、在生产生活一线，虽然口
罩挡住了她们的脸，但眼神中透露出坚毅
和温暖，凝聚成强大的“治愈力”，撑起不
止“半边天”。

抗疫攻坚，天使在人间
“我不希望大家因为我的女性身份

特殊照顾，我也是一名呼吸危重症治疗医
生。”说这话，李圣青没有一丝犹豫。

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每天都上
演生死阻击战。这里的ICU病房负责收
治危重新冠肺炎患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呼吸科主任李圣青是“冲锋队”队长。

及时预判关口前移，遏制多脏器功
能衰竭，将死亡率进一步往下降，是李圣
青和团队最迫切的期待。“你知道吗，那种
连续几天病区零死亡的数据，是多么令人
激动。”李圣青说。

病房是战场。她们来了，就是天使
来了。

统计显示，湖北一线医护工作者中，
有超过60%是女性。黑龙江派出8批援
助湖北医疗队共计1533人，其中女性
1098人；北京胸科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
的7名护士，6名是女性……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谢泽荣开启了
一天的战斗。从2月初抵达武汉，她已在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奋战一月有余。

给危重病人翻身，查看病人全身皮肤
是否完好，微泵、呼吸机、心电监护是否有
效工作……尽管工作琐碎，作为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一名护士，谢泽荣一直耐心细致。

口罩、护目镜遮住了她的脸，几位病
人从防护服背后的名字认出是她，便不住
地称赞：“认真，连整理床都有一套标准。”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下是湿透的衣
衫，模糊的护目镜下是不同程度的皮肤磨
损和压痕……工作时间再长，工作强度再
大，她们依然日夜守候。

2003年救治“非典”患者，2005年诊
断人禽流感……从医近40年，南昌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张伟再次冲在最前。

作为江西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高
级专家组组长，她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
随时关注省内外疫情发展趋势，不断调整
优化救治方案。

1月27日，江西首例治愈的新冠肺
炎患者出院；2月11日上午，江西首例危
重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在张伟
带队攻关下，好消息不断传来。

巾帼英雄，也有温暖相守。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南岗区一家隔离宾馆，是哈西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李淑丽最挂心的地
方。每天三次无死角消毒，早晚两次对隔
离人员测温，所有防护用品及时处理……

正月十五，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
让隔离人员的惊喜不曾缺席。“多一分温
暖，就会少一分紧张和焦虑。”李淑丽说。

坚守防线，撑起不止“半边天”
“要想守住这座城，我们就得守好每

一道门，看好社区里的每一个人！”这是战
“疫”面前一名女战士的宣言。

43岁的高文娟是北京市丰台区卢沟
桥街道工委书记。当地常住人口22万，
流动人口7.3万，其中开放式小区、无物业
老旧小区多，疫情摸排、封闭管理、消杀防
疫……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高文娟说，街道社区多是女干部。
有的社区居家隔离人员比较多，很多房子
都没有电梯，一天几百件快递都靠社区工
作人员一趟一趟跑。居委会的小姑娘扛
着几十斤的大米爬楼梯，拎着蔬菜水果送
到隔离群众家门口。

无论如何艰苦，她们都全力以赴。
初春，黑龙江省延寿县依然寒风萧

瑟。10多公里长的河面结冰，常有人穿

行。为守住关卡，42岁的蒋艳霞成为驻
守河堤志愿者，临时搭建的帐篷成了可以
休息的“家”。

河堤上风大，气温低至零下十几摄
氏度，每天站岗近10个小时，蒋艳霞的嗓
子喊得沙哑，嘴唇冻得干裂，双腿变得肿
胀。“有一分热就得发一分光，这点苦不算
啥。”蒋艳霞说。

深夜，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口罩车间灯火通明，女工们仍在加紧缝制
口罩。

53岁的冯雅珍脚踩缝纫机踏板，手拿
口罩原材料熟练操作。正月初一收到厂里
召集令，冯雅珍除了吃饭都在缝纫机前。

“姐妹们都比着干，生怕落了后。”冯
雅珍说，像她一样的女工有112名，都希
望能为前方做点事儿。

“90后”张乐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珲春站客运员。她
和男友原本打算春节筹备婚礼。疫情发
生，她取消假期，如往常一样安检、验证、
售票、引导……

很多旅客带着酒精消杀剂。张乐劝
说，高铁上禁止带易燃易爆物品，有时个
别旅客不理解，甚至说些难听的话，她依
然嘴角上扬，微笑解释。

每当车上出现发烧乘客，张乐总冲
在前面。她说：“危险的事总要有人做，尽
管不是医生，我的阵地也是前线。”

一份入党誓言，她们用生命守护。
疫情防控以来，徐辉、黄和艳、姜娜三

位女干部连续奋战，用生命践行抗疫一线
的郑重承诺。前不久，全国妇联追授她们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乐观，无私，上进，坚韧……她们是
战士，她们的身影活跃在每个角落，她们
与奉献同名。

期盼春天，传递关怀与温暖
大年初六，在隔离病房里，山西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员朱丽萍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
日礼。“绿草苍苍，白露茫茫，有位佳人，在水

一方。”她的丈夫用毛笔书就了一封情诗。
每一份战斗、坚守的背后，都有一个

默默付出、等爱归来的家。
2月9日，山西太原妇幼保健院护士

韩蕾出征湖北。与她同行的还有医院为
她准备的大包小裹。

电热杯、香皂、卫生巾……她说，这
是自己带过最重的行李。自己想到的、没
想到的，都被同事们装进了行囊，就连平
时严肃的院长也送了一枚驱疫香包。

“你看你这下发大财了”“你可得给我
们全乎着回来啊”，听着一句句“调皮”的
送行，韩蕾红了眼眶。

温暖的关怀要给传递温暖的人。
为了减少穿脱防护服的次数，保证

持续工作时间，很多医护人员都选择使用
安全裤，这些生理用品成为紧缺物资。

闻讯后，上海市妇联、市总工会女职
工委员会发出募集倡议书，不少集体和个
人纷纷来电询问。截至2月20日，上海
市妇联共向一线女医护人员捐赠安全裤
21612片、暖宝宝9200片。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倡
议，每位女职工捐献出1个月120元的卫
生费，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的女医护人员购买卫生用品。在
太原设计院工作的智宏立即捐出1000
元，她说：“同为姐妹，我知道她们的不易，
呵护她们，就是呵护自己。”

在广东，紫外线消毒干衣盒、水凝胶
敷料、肩颈按摩仪、蒸汽眼罩等，实用礼物
是女医护人员的贴心收获；

在吉林，省妇联组织为1192户驰援
湖北医护人员家庭配送爱心蔬菜，每周1
次，已经连续6周；

在内蒙古，当地妇联联合心理服务
机构，组织心理咨询师志愿者，开通
12338妇女维权服务热线，为女医务人员
群体送上精准服务……

你守护一线，我们守护你。点滴暖
流不断汇聚，爱与温暖不断传递。

迎着战“疫”胜利的曙光，走向又一个
樱花绚烂的春天，她们步伐优雅而坚定。

（参与记者 仇逸 孟含琪 王君
璐 罗鑫 魏飚 马晓媛 卢宥伊
闵尊涛 帅才 潘莹 李键）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口 罩 挡 不 住 你 的 美
——战“疫”一线巾帼掠影

3月8日，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起
合唱，共庆“三八”妇女节。当日，在
武汉市武昌方舱医院内，患者和医
护人员组织活动，共庆“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向女性医护工作者和
女性患者送上祝福。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方舱医院里的
“三八”妇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