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08 2021年4月22日 星期四
责编龚爱秋 版式易灵 总检张浩要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 丁伟杜江茜 杨涛 肖洋

到2020年底，全州
累计减贫105.2万
人、2072个贫困村
全部退出、11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一步跨千年到
迈步奔小康

脱贫之路：
6年累计减贫105万人

海拔2800米的凉山州昭觉县解放
乡火普村，春天要来得晚一些。3月，路
边的树木大多还未苏醒，但家家户户已
经忙碌起来，开始春耕。在火普村12公
里外的昭觉县三岔河镇三河村，这里海
拔更低，田野里各色花儿已经开了不
少。管理蜂箱，是村民吉好也求每天要
做的工作，30多箱蜜蜂，嗡嗡嗡地围着
他打转。

火普村与三河村，都具备大凉山腹
地典型彝族村寨的特点：偏僻、贫困、落
后。包括火普村与三河村在内的凉山

2072个贫困村的脱贫经历，可以描绘
出整个凉山的脱贫轨迹。

从 2013 年算起，当年，凉山
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88.1 万，被称

为“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面对“凉山
脱贫”这个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四川举全省之力综合帮扶凉山，人财
物，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中央有关部委，
广东、浙江两省，也通过对口支援和东西
部扶贫协作给予了有力帮助。同时，凉
山也将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
最大的民生工程和最大的发展机遇。

易地搬迁、产业帮扶、教育发展、医
疗保障、移风易俗……凉山找到了一条
彝区脱贫攻坚之路，近10万名奋战脱贫
一线的干部，以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

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幸福指数。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从2014

年至2020年底，凉山累计减贫105.2万
人，2072个贫困村全部退出，11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

易地搬迁：
4年35万人搬入新居

47岁的某色阿场普通话不太好，经
常说着说着就不好意思，搓着手，笑眯
眯地不再说话。

某色阿场，是昭觉县“悬崖村”的村
民。2020 年 5 月搬进县城安置点南坪
村的新家，10个月后，他逐渐适应了当
一名“城里人”。3 个孩子都在附近上
学，早上送完孩子，他习惯背着手，围着
安置点小区溜达一圈。

回到小区，打开房门，100平方米的新
房宽敞明亮。进门左边是厨房，外面有生
活阳台，右侧是卫生间，客厅两侧分别有
3间卧室，户型方正，采光通风都很好。

某色阿场所在的小区，是四川规模
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4个集中安置点之
一。2020 年 4 月底，包括“悬崖村”在
内，昭觉县92个行政村、3914户、1.8万
多人，通过抽签的方式分到了新房。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安全住
房是脱贫攻坚的头等大事。凉山腹地，
像“悬崖村”这样的村子有很多，山高坡
陡，道路难行。易地搬迁，搬到更好的
地方，是脱贫的治本途径。

2016年以来，凉山已累计完成7.44
万户彝家新寨、藏家新居建设，改造农
村危房5.2万户，12.42万户62.2万人住
房条件得到改善。同时，还有 7.44 万
户 35.32 万人，从高寒山区、高二半山

区，搬到了县城或者平缓地带集中安置
点的新家。

教育普及：
义务教育保障率达100%

马鞍山乡茶叶村小学，曾是凉山州
西昌市最偏远的小学之一，从 2000 年
起，马建华一直在这里任教。在他的记
忆中，那些年，让孩子上学的家长并不
多，家长普遍认为“读书无用”，还不如
在家里放牛养羊。当时，老师们经常要
挨家挨户去“请”家长让孩子去上课。

时过境迁，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
这些观念已然发生了变化。如今，在凉
山，即使在最偏远的村子，谈到子女们
的教育问题，家长们一点都不会含糊。
到2020年，凉山州小学、初中适龄人口
入学率已近100%。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
凉山脱贫攻坚必须补上这块短板。来
自凉山州教育局的数据显示，近五年
来，凉山累计投入办学条件改善资金
90.74 亿元，建成乡镇标准中心校 667
个，免除87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学杂费、教科书费、作业本费，34万名家
庭困难寄宿学生和家庭困难非寄宿制学
生享受生活补助，为10.6万名高海拔地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取暖补助。同
时，2.2 万名贫困家庭失辍学子女全部
复学，全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义务
教育保障率达100%。

1952年，凉山州的前身——凉山彝族自治区在昭觉县成立。凉山开启新纪
元，开始了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千年”的历史进程。

2020年，凉山州1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自此，凉山迎来第二次历史
性跨越，迈步奔向小康。

数据显示，2013年，凉山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88.1万人。到
了2020年底，凉山已经累计减贫105.2万人，2072个贫困村
全部退出。凉山用数年时间，书写了脱贫攻坚的历史答卷。

建成易地扶贫搬
迁安全住房7.44
万套，35.32 万群
众搬入新居。

吉好也求（右二）一家
在新居门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