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丹桂飘
香 。 在 这 收 获 的 季 节
里，本报 《脱贫攻坚周
刊》精彩起航。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2018 年，是聚焦
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
也是实施“十三五”规
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在 这 个 特 殊 的 年
份，我市认真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
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
全省脱贫攻坚第六次推
进会议精神，切实把脱
贫攻坚作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
之一，作为最大政治任
务和第一民生工程，紧
紧围绕问题整改和年度
脱 贫 任 务 ， 按 照 求 精
准、抓重点、提质量、促平衡的总体要求，
强化攻坚举措，压实攻坚责任，全市脱贫攻
坚工作稳步推进。

行百里者半九十。为了报道好各级党委
政府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有效措
施，全面展示各地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把
社会各方面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调动起
来，引导贫困群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提
振信心，本报《脱贫攻坚周刊》应运而生。

《脱贫攻坚周刊》秉承权威、客观、示
范、上进的办刊宗旨，潜心服务脱贫攻坚工
作，设置《动态新闻》《扶贫新闻速览》《扶
贫金钥匙》《第一书记扶贫日记》《我的脱贫
路》等栏目，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记
录报道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在脱贫攻坚中的
好经验、好做法和取得的好成绩，挖掘推出
一批脱贫攻坚中立得起、站得住、叫得响、
推得开的先进典型。

同时，对于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作风问
题、责任落实问题，我们将发挥舆论监督职
能，加大通报曝光力度，确保脱贫攻坚工作
精准务实、扶贫领域风清气正。

脱贫攻坚，是决战，是行动，更是沉甸
甸的责任。

《脱贫攻坚周刊》，是见证者，是分享
者，更是参与者。

让我们一起见证铿锵足迹，一起分享胜
利喜悦，一起逐梦砥砺奋进！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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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鹏 王 颖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新时代
早已将扶贫事业的“考卷”发放到全国各地。
今年年中考试，我市脱贫攻坚工作交出了一份
让市委、市政府和贫困群众满意的“答卷”。

省脱贫攻坚交叉核查组依据《河南省脱贫
攻坚 2018 年半年重点工作核查方案》，围绕

“两率一度”、政策落实、责任落实、指导工作
推进、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问题整改等六个
方面内容，采取听取汇报、现场查看、访谈交
流、入户调查等方式进行核查。省核查暗访第
五组采取实地走访、重点访谈、查阅资料等方
式，同步进行了暗访调研。经实地核查、暗访
调研、打分排序，我市４个县（市）区被评为

“好”等次，４个县 （市） 区被评为“较好”
等次。其中，温县、马村区分别位列全省第6
名、第19名。

从省半年实地核查、暗访调研反馈的情况
看，我市上半年脱贫攻坚工作有以下特点：组
织领导持续加力、政策落实精准落地、问题整
改扎实有效、工作举措特色鲜明。

今年年初以来，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
1.24万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全面落实新发展理
念，将脱贫攻坚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先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以及脱贫
攻坚推进会、工作会等，研究部署全市脱贫攻
坚工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市委副书记、市长
徐衣显多次深入贫困村，调研指导工作。为了
完善工作机制，全市建立了主要领导亲自抓、
所有市委常委参与抓、四大班子齐上阵的工作
模式，完善了脱贫攻坚“四个一”工作机制、

“抓乡带村促县”推进机制、市级领导带队暗
访机制、扶贫工作台账化管理机制、县级干部
分包机制、脱贫攻坚会商机制、常态化督查巡
查机制和责任共担机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在夯实各级责任方
面，8个县 （市） 区、28家市直脱贫攻坚责任
单位与市委、市政府，各乡镇 （街道） 与县
（市） 区均签订了 2018 年度脱贫攻坚责任书，
进一步压实“县（市）区主体责任、部门协调
责任、乡村包干责任、驻村帮扶责任、督查巡
查责任”五级责任。各级党委坚持以党建统领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不断夯实脱贫攻坚基层基
础。

注重政策落实精准落地。我市特别注重宣
传引导，比如温县采取“包一联六”的模式，
建立政策保障落实精准告知、协办帮办、信息
反馈、双向核查4项机制；修武县制作了脱贫
攻坚宣传漫画，组织开展以“一训、二赛、三
考”为载体的宣传普及活动。注重政策统筹。

孟州市把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生活费资助范
围扩大到非寄宿生；武陟县今年年初以来累计
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办理各类医疗保险补偿
7308人次。注重沟通配合。马村区组织街道、
行业部门、贫困户有效对接，对贫困户政策享
受情况进行细致摸排，落实到户、到人。

市县两级把问题整改作为当前脱贫攻坚工
作的重中之重，狠抓问题整改，着力解决存在
的薄弱环节和问题。聚焦突出问题，各县
（市） 区成立问题整改领导小组，建立整改台
账，列出问题清单，及时进行整改。注重举一
反三，从重点、难点和问题根源着手，对反馈
问题举一反三，全面梳理，建立整改台账，细
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加强整改督导，
通过督查巡查、市级领导带队督导、市纪委

“点穴式”巡察，对全市问题整改情况及时跟
进、加强指导，对发现的问题，要求限期整
改、跟踪问效。

工作举措特色鲜明是我市所交这份“答
卷”最大的亮点。基础工作有特色。按照精准
识别“回头看”要求，我市开展了为期一个月
的脱贫攻坚基础工作“回头看”行动，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及时更新，补齐档卡和平
台数据。在省核查和暗访中，我市因村因户帮
扶工作群众满意度100%。行业扶贫有亮点。5
月中旬，全省深化医改及健康扶贫工作现场会

在我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充分肯
定了我市“两定制兜底线”健康扶贫模式。7
月下旬，全省电商扶贫现场会在博爱县召开，
对我市电商融合带贫模式给予充分肯定。9月
中旬，全省旅游扶贫推进会在修武县召开，省
旅游局局长姜继鼎充分肯定了我市景区撬动扶
贫的旅游扶贫模式，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加以推
广。增收措施有效果。马村区投资 522.8 万
元，依托中科田园和华盛绿能两家农业园区，
有效提升了产业项目覆盖率。社会扶贫有突
破。市委、市政府将结对帮扶嵩县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多次同嵩县进行交
流对接，签订4项结对帮扶合作协议，先期计划
投入资金2070万元，建设标准化卫生室57个、
推介就业岗位5万个，培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2000 名，培训乡村教师 1000 名等，结对帮扶工
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在“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
专项行动中，我市组织 298 家企业结对帮扶
190个贫困村，提供就业岗位1472个，安排贫困
人口就业929人。武陟县今年募集资金618.62
万元，将50％以上慈善资金投入扶贫领域，连续
４年荣获中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中华慈
善奖。沁阳市建设329个人力资源服务站，为贫
困村配备打工直通车智能终端平台，输送贫困
劳动力外出务工 1763 人，帮助 5037 人就业，
在扶志、扶智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成绩优异的年中“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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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至 8 月 5 日，按照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统一安排，省脱贫攻坚交叉核查组对我市有脱贫任务的 8 个县
（市）进行了半年工作实地核查。按照“以县定市”的原则，我市半年核查综合评价为“好”，排名全省第五，位列全省
“第一方阵”。在中原更加出彩的恢宏画卷中，脱贫攻坚工作为我市出重彩、更精彩画上了浓重一笔。如椽巨笔如何书
写？本报今日为您解读——

创刊词

9月25日，武陟县大封镇老催庄村的贫困户郭林波正在种植火龙果的大棚内修剪植物。据驻村
第一书记孔德武介绍，该村通过医疗、金融、教育等扶贫政策和手段对贫困户进行精准帮扶，贫困
户有了稳定的收入，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去年12月，这个曾有156户贫困户的村子，摘掉了贫困村
的“穷帽子”。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本报记者 张 鹏

南韩村突然“火”了。这个隶属于温县黄庄
镇的省级贫困村，之前偶尔被人提及，或因这里
是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光远的故乡，或因该村
意外发现的距今4000年的二里头文化遗址。

如今，上海名家艺术研究协会的专家学者来
到这里，还在端午节给村里的老人送了粽子；

“一带一路”沿线阿根廷、古巴、多米尼加、赞
比亚以及蒙古、老挝等国家的30多名学生来到
这里，不仅共同学习中国传统经典 《弟子规》，
还走进农家学习山药锅巴、山药粉皮的制作。

“火”的原因，是今年两委换届选举后新当
选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涛的特殊身
份，他是太极大师陈小旺嫡传弟子。

张涛带领村民摘掉穷帽奔富路的思路清
晰，信心满满。上任伊始，张涛从抓党建着
手，他说“党建工作抓实了就是生产力，抓细
了就是凝聚力，抓强了就是战斗力”。在他的带
领下，村党支部扎实开展了“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等制度，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逐
渐显现，不断增强。

打造干净、整洁、美丽的生活环境，改善村
容村貌，是让群众提升获得感、幸福感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村集体一穷二白，搞环境整
治费用从哪儿来？出义工！张涛向村两委建议。

“张涛先把村里有微信的群众全部拉进一个
群里，把党员参加义务活动的照片发到群里，呼吁
群众为他们点赞。”村党支部委员王庄喜说。

党员干部们的无私奉献，感染了村里的普通
群众，大家纷纷争做义工，共建美好家园。在外
工作的村民陈飞从微信群里看到老家党员群众的
变化，也想为村里作点贡献，他率先微信群里发
了 200 元红包，并留言：“俺不在家出不了力，
发个红包给乡亲们买瓶水喝吧！”

陈飞发红包掀起了全村党员群众为村里建设
出钱出力的高潮。村里每次组织义工活动，在家
的村民都积极参加，没在家的群众捐款捐物，全
村上下空前团结，决心打好脱贫致富奔小康这场
攻坚战。

通过召开村“三委会”、党员代表大会、群众代
表大会，该村确定了依托小麦博物馆，发展乡村旅
游；依托村内原有的200亩林地，动员原有孔雀、
野鸡等饲养户参与林地开发，发展特色餐饮；依托
村内粉条、粉皮加工户，进行精细化的绿色食品加
工；依托张涛太极大师嫡传弟子的影响力，组织村
民参与太极拳演练，打造东有陈家沟西有南韩村
的太极品牌；重建王光远院士风采馆及修复院士
故居，打造“院士文化村”品牌。

携手同心奔富路

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孟州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记者 刘 璐 摄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在武陟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记者 李英俊 摄

本报记者 张 鹏

日前，记者收到了一封来自博爱县金城乡
西张茹村的读者来信，发信人是该村卫生室68
岁的乡医辛秀菊。洋洋洒洒数千字，饱含着对
国网博爱供电公司帮扶工作队及该公司派驻的
第一书记董会升的感激之情。

“在村里工作了几十年，终于有个窝了！”现
年65岁的西张茹村党支部组织委员辛忠明，在
村里工作了20多年。“原来村委会就一间破旧的
小屋，铺了一张木床摆了两条长板凳，无论大会
小会都在这里开，床上坐，凳子上挤，挤不进来

就在门口站着，开完会各回各家。”辛忠明指着
里外一新的村委会接着说，“你看看现在，外边
涂了白，屋里刷了漆，多漂亮！”说话间，辛忠明
拉着记者的手说：“走，上二楼看看俺的新会议
室，新装修了一间大屋子，桌椅板凳都是锃亮锃
亮的新家伙，还有一台大空调呢！”

二楼会议室，村委会主任辛泽发正在布置
党建宣传栏。得知记者来意，辛泽发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董书记帮我们彻底解决了村民浇
地难的问题。”原来，该村蒋沟北有 200 余亩
地，分属五六个生产小组，共用一眼机井。每
年麦收后种玉米前需要浇一遍地，200余亩地
守着一眼机井，浇个地别提多难了。“到底有

多难？”对于记者的追问，辛忠明快人快语：
“头一家的玉米长多高了，后一家还没有排上
队呢！”

贫困户赵保富到会议室找辛泽发签字，
看我们聊得火热，情不自禁插话：“俺能说两
句不能？”辛忠明鼓励他：“有啥只管说！”赵
保富不紧不慢打开了话匣子：“俺村多少年了
一直走的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一下雨稀成

‘糊涂浆’，连收破烂的都不愿意往俺村来。你
看现在，大街小巷都修成了水泥路，俺老百
姓的心里别提多敞亮了。”辛泽发补充道，国
网博爱供电公司帮扶工作队及该公司派驻的
第一书记董会升到村里这几年，把大街小巷的

路修了，把生产路也修了，一共修了24000平
方米。

走出村委会，到了对面的西张茹村卫生
室，辛秀菊正在打扫卫生。记者自我介绍后，
这位在农村工作了一辈子的乡医扔下手中的
笤帚拉着记者的手说：“俺就是写封信表表心
意，没想到你还真来采访了！”一同前来的辛忠
明接过话茬：“人家都来采访半天了，你也讲讲
吧。”

从卫生室往西，辛秀菊边走边指着一排排
崭新路灯、户用电表说：“供电公司包的俺
村，用电就不用说了，不论村里用电还是农业
用电，现在都美气得很！”走到西头街，辛秀
菊又说起了排水沟的事儿。“这一片地势比较
低，原来一下雨就积水，下大雨积水能淹到膝
盖，有的家户不仅水排不出去，街上的水还往
院子里倒灌。现在村里大街小巷都挖了排水
沟，下再大雨也不用担心了，真的很感谢派到
村里的董书记！”

“感谢派到俺村的董书记”

由焦作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
室、焦作日报社合办的《脱贫攻坚周刊》，
今日带着墨香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脱贫攻坚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是头
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
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增强“四种意识”，深
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决
策，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自觉把脱贫攻坚这一最大的政治责任扛
在肩上、落在实处，以更大的决心、更大
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全力以赴打赢这
场战役。

为广泛宣传学习先进典型，让典型
“立”起来、让典型“亮”起来、让典型“强”
起来，以此激励各级各有关部门进一步
行动起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行
动起来，形成脱贫攻坚工作的强大合力，
万众一心，埋头苦干，切实把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落到实处，现面向全市各界征

集稿件。
一、征稿主题
以脱贫攻坚为主题，题目自拟，体裁

不限，消息、通讯、日记、诗歌等皆可。
二、参加范围
参与脱贫攻坚的各级领导干部、驻

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和全市关心
脱贫攻坚工作的广大党员、干部、职工、
群众均可参加。

三、征文要求
1.字数控制：消息、通讯、日记等文

体2000字以内；诗歌文体20行以内；
2.作品均需原创，杜绝转载、抄袭、

剽窃他人作品。
3.来稿请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指

定邮箱，并注明作者真实姓名、性别、民
族、所在单位和职务、通信地址和联系电
话。

4.来稿请发送至15939110003@163.
com邮箱。联系人电话：15939110003

本报编辑部
2018年9月28日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