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与贫困的鏖战，在神州大地
上决出了胜负。

千年梦想，百年奋斗，圆梦今朝。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的脱
贫攻坚政论专题片《摆脱贫困》开播，
从《庄严承诺》《精准施策》，到《使命
在肩》《合力攻坚》，从《咬定青山》《家
国情怀》，到《命运与共》《再启新程》，
节目以政论和纪实相结合的创作手
法，全面诠释“中国脱贫攻坚战是如
何打赢的”这一主题，给人以启迪和
力量。

这是一个震撼世界的数字。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连续 7年每年减贫
规模都在1000 万人以上，这相当于欧
洲一个中等国家人口规模，意味着每
月脱贫要达到近100 万人，每分钟脱
贫约20 人。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
之广、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世所罕

见。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征程。从大

兴安岭到秦巴山区，从黄土高坡到云
贵高原，从武夷山区到乌蒙山区，从
大别山区到吕梁山区，“哪里有贫困，
哪里就是主战场”。面对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纵然高山阻断、大河阻隔，脱
贫攻坚的号角响彻大江南北。

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最难
走的是上坡路，最关键的是最后一
程。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冲刺关
头，为什么执着地向贫困堡垒一次又
一次冲锋？为什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反而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就是
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执政理念和使命担当。广袤的
神州大地上，村子里有了第一座厕
所，“穷乡僻壤”建起了产业园，闭塞
的山区驶来了高铁……一个个感人

至深的奋斗故事，一次次翻天覆地的
生活蝶变，成为“人类历史最伟大事
件之一”的生动注脚。

纵观世界减贫历程，国际社会对
如何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尚未
找到有效的、可复制的解决方案。只
有中国，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发展减贫
脱贫的理论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大国扶贫开发之路。由此
更加明白，脱贫攻坚伟大实践向世界
传递出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
贡献；由此更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一种制度握指成拳的优
势印证于此，一个民族凯歌而行的能
量汇聚于此，一个国家乘势而上的未
来奠基于此。

从更长远来说，脱贫攻坚不仅要
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党中央关于

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
的新举措好办法，基层扶贫干部的典
型事迹和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艰苦奋
斗的感人故事……既要展现脱贫攻
坚的宏大视野，也要聚焦见人见事的
微观镜头，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人间奇
迹的来之
不 易 ，懂
得非凡壮
举的深远
意义。

更 多
像《摆 脱
贫 困 》这
样的节目
脱 颖 而
出，是缩
影也是倒

影。正是在用心用情的讲述中，那段
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气吞山河的伟
大行进，那些奋斗征程的雄心壮志、惊
心动魄的攻坚克难，才能口口相告、代
代相传，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熠熠生
辉

让脱贫攻坚成就口口相告、代代相传
向学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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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项心系民生、胸怀万家的政策举
措，一个个扑下身子、甩开膀子的奋斗身
影，让脱贫攻坚的成果既有物质的丰盈，
也有精神的激发

广大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用艰苦付出和默默奉献履行使
命、兑现承诺，生动诠释了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底色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回
望，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贫困群众挥洒
汗水、辛勤劳动，“生活越来越有盼头”；在
高原山川、戈壁荒漠，扶贫干部竭尽全力、
无私奉献，“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
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一个个扶贫项目
的落地、一座座贫困堡垒的攻克、一道道
发展难题的解决，无不饱含着亿万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共产党人始终不
渝的初心使命。

时光为尺，标注闯关夺隘的奋斗豪
情；岁月为证，彰显人民至上的赤子之心。
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一口刀村，“举目
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得益于土地入股、
流转、经营的惠民政策，当地的困境一去
不复返。在位于乌蒙山区的保华镇奢旮
村，过去一桶水经常被当做礼品，有人甚
至到山上找野果充饥解渴。正是因为饮水
安全工程的建设实施，村寨结束了人背马
驮、望天吃水的历史。可以说，生活有多困

顿，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愿望就有多强
烈；发展有多迫切，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
信念和决心就有多坚定。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当云
南滇西边陲山区苦聪人寨子里的辍学娃
走进学校开始读书，当山东沂蒙山的农民
把自己种的蜜桃卖到了 6000 多公里之外
的中东迪拜，当四川通江柳林村的贫困户
在篱笆墙上写下“宁愿苦战，不愿苦熬”的
八个大字……一项项心系民生、胸怀万家
的政策举措，一个个扑下身子、甩开膀子
的奋斗身影，让脱贫攻坚的成果既有物质
的丰盈，也有精神的激发；让贫困群众不
仅获得了生活的改善，更打开了进一步发
展的可能。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中国成立前，我们
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
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现在，我们党
领导广大农民‘脱贫困、奔小康’，就是要
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国累计选派 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
驻村干部，每年保持近 100 万人在岗开展
驻村帮扶。从大兴安岭到秦巴山区，从黄
土高坡到云贵高原，从武夷山区到乌蒙山
区，从大别山区到吕梁山区，“哪里有贫
困，哪里就是主战场”。广大扶贫干部和贫

困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用艰苦付出
和默默奉献履行使命、兑现承诺，生动诠
释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价值
底色。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
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
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的
美好生活，就在覆盖14 亿人的社会保障
体系中，在“十三五”期间每年 1000 多万
个新增的就业岗位上，在减税降费、让老
百姓享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里，在进乡
村、进社区、进校园等文化惠民活动里，在
不断增多的蓝天、不断延伸的绿道、不断
向好的居住环境里……只有始终把人民
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
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
际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
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才能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
为本”。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矢志奋斗，把人民至上刻写在老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之中，我们就
一定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上创造更多奇迹、实现更大辉煌。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盛玉雷

中国的减贫奇迹，引发了全世界
的广泛关注。许多国际观察家都在解
读中国的“脱贫密码”。习近平总书记
的一段话给出了答案：“我们在脱贫
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
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各地自然
禀赋、经济基础、发展阶段不同，贫困
的源头和特征各异，要解决超大规模
国家的贫困问题，难度可想而知，甚
至曾被一些人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然而，这些年来，人们看到各种
要素向农村贫困地区汇集，一批批党
员干部扎根贫困地区，一个上下联
动、左右衔接的扶贫工作系统有序运
转，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堡垒逐一
被攻破……是什么力量推动我们知
难攻难、知重负重？是什么力量在确
保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个力量，就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政治优势。

政治优势，来自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像中
国共产党这样把脱贫攻坚作为优先
政策目标，并且集中全党全国力量持
之以恒投入其中，在接续奋斗中，创
造脱贫攻坚的历史伟业。从脱贫攻坚
战打响，到攻克贫困堡垒，人们总是
喜欢用战役来形容脱贫攻坚，党中央
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
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形成万众一心、
无坚不摧的强大合力。五级书记抓扶
贫，党员干部冲在最前、守到最后，一
面面党旗在脱贫一线高高飘扬，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动诠释。

政治优势，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
在曾经深度贫困的四川凉山，一支支工作队扎进贫困山村；
在贵州大石山区，当地土特产飞向全国；在曾经贫瘠的宁夏
西海固，一个个东西扶贫协作项目带来新活力……从东北林
海到西南边陲，从沿海发达地区到深度贫困地区，优质项目
在贫困地区落地，帮扶平台与贫困群众对接。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都积极投身到脱贫攻坚行动中，真正做到
了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画出了脱贫攻坚的最大同心圆。

政治优势，来自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从实行“中
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到建立各负其
责、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精准识别、精准脱贫的工作体系，
上下联动、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保障资金、强化人力的投入
体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广泛参与、
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和最严
格的考核评估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市场、社会协
同参与的大扶贫格局逐步形成。正是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
形成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确保脱贫攻坚始终在制
度的轨道上砥砺前行。

2020 年以来，即便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仍然能
够克服各种风险挑战，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充分证明政治优势的重要作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发挥好，我们一定能在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
继续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荡征程
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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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能不能上路？”“应该走哪条
道?”“什么配置都能加？”“治理难题如何
破？”……人民网连发四篇“老年代步车调
查”报道。常被戏称为“马路一霸”的老年
代步车，近日又成了网民热议的话题。

老年代步车的种种乱象，不是新鲜
事。过去多年，从国家多个部委到地方相
关部门，一直在推进整顿治理。工信部等
六部门2018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低速电动
车管理的通知》中，已将老年代步车划入
低速电动车范畴，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地方政府组织开展低速电动车清理
整顿工作，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加
速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然而尴尬的是，
老年代步车仍然游走在法律边缘，一路

“高歌猛进”，野蛮生长。
症结究竟在哪里？
对老年代步车的管理不能简单粗暴

地以罚代管、以扣代管。老年人之所以会
选择这样的车辆上路，是因为这类车价格

便宜，不仅适合老人接送孩子等日常出
行，还能起到防风雨的作用。市民从方便
自身的生活实际出发，才购买了这些车
辆，若简单一罚了之、一扣了之，不但难以
杜绝乱象，反而更容易激化矛盾。因此，对
老年代步车的管理要讲究策略。

老年代步车安全规范生产的源头管
控失位，欠了大账。单纯依靠后期使用环
节的末端治理，注定迟缓乏力。老年代步
车的问题，原本是属于市场监管部门与生
产销售企业间的矛盾，却因为源头管控的
粗疏疲软，转化为了交管部门同使用者之
间的矛盾。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讲：“不
让上路，就不要允许生产制造嘛”。这也充
分说明了，老年代步车乱象治理是一个全
链条的规范管理问题，链条上的每一个环
节都不能忽视。安全规范生产的前端欠
账，末端管还是不管、具体怎么管，的确让
人头疼。

老年代步车使用者基数庞大，“法不

责众”的惯性思维和与执法“打游击”的手
法，也让治理成效事倍功半。眼下的情况
是，老年代步车使用者的法律意识和交通
参与素养有待提高，交管部门也没有具体

“抓手”去动真碰硬。久而久之，形成了一
个“交管部门不好管、普通用户不怕管、不
出事不主动管”的恶性循环。

小小的老年代步车连着旺盛的出行
需求，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一刀切式”
的处理并不可取，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学
谋划和治理。比如：从生产源头的管控抓
起，出台国家统一标准，“升级一批、规范
一批、淘汰一批”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
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人，将从轻度老龄化
迈入中度老龄化。能否以预见的眼光，满
足老年人群体的多样化出行需求，妥善治
理好老年代步车乱象，是一个不容忽视、
真真切切的民生问题，考验着管理者的社
会治理智慧。

老年代步车如何才能驶出“灰色地带”
林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