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
责任编辑：刘玉槐  美编：兰莹莹  校对：李斌 2022 年 9 月 15 日    星期四

2版

学习三秦楷模

领 航 中 国

这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现行

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我国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

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气壮山

河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取得举世

瞩目的成就。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合力描绘

更加美好的时代画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金秋时节，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

平一派丰收景象。

成熟的果子挂满枝头，果农们采

摘、装箱、搬运上车，脸上洋溢着增收的

喜悦。

村里建起一座座崭新民居，水泥

路四通八达，群山之间一排排蘑菇大

棚鳞次栉比。

10年间，阜平变了个模样。

阜平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

记地方扶贫考察的首站。在这里，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

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

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下，脱贫攻坚战在新时代中国大

地上打响——

习近平总书记以不停歇的脚步丈

量着贫困角落，从塞北高原到乌蒙山

区，从秦岭腹地到湘西大山，从南疆绿

洲到林海雪原……走遍14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考察调研了20多个贫困村。

脱贫攻坚的每个重要节点和重大

关头，习近平总书记都亲自挂帅、亲自

出征、亲自督战，召开7次脱贫攻坚座

谈会，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脱

贫攻坚工作。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下，全国

22个省区市向党中央立下“军令状”，

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

工作格局：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

做到户户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9个

省、14个市结对帮扶中西部14个省

区市，全国支援西藏和新疆，东部343

个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中西部573个

贫困县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党和国

家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

求，优先保障脱贫攻坚资金投入：2012

年到 2020年，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累计投入1.6万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

发放6688亿元。

8年艰苦卓绝，8年攻坚拔寨。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

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

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

册的人间奇迹！”

2021年 2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

世界宣告中国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
刚过去的暑假，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杨

正邦每天都很忙。

“暑假是旅游旺季，平均一天要招

待400多个客人，毛收入2000元。”

10年间，全村形成了旅游、山泉

水、劳务、种养、苗绣五个产业，去年人

均收入20167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68

万元，实现从深度贫困村到小康示范

村寨的“华丽转身”。

2013年11月3日，正是在十八洞村，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

念。他说，“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

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

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扶贫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

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推

动了扶贫减贫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这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到人，明确

“帮扶谁”：8年时间，近2000万人次

进村入户，开展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

信息采集工作。

这是举世罕见的精准组织，明确

“谁来帮”：25万多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县级以上单位派出的驻村干部，

做到户户有责任人，村村有帮扶队。

这是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明确“怎

么帮”：根据不同致贫原因实施“六个精

准”“五个一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

这是审慎科学的精准评估，明确

“如何退”：明确“时间表”，引入第三方，

聚焦内生力和发展力……创新构建最

严格考核评估体系，确保脱贫成果经

得起历史检验。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化为各地各部门扎实深

入的实践，最终如期成功兑现庄严承

诺，实现历史跨越，取得举世瞩目减贫

成就——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人口

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贫困地区自来水普

及率从2015年的 70%提高到2020年

的83%，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贫困地区发展步伐显著加快，经

济实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建设突飞

猛进，社会事业长足进步，行路难、吃水

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

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许多

乡村，实现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的历

史跨越。全国 72%的贫困户与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建立利益联结关系，70%

以上的贫困户接受了生产指导和技术

培训；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充分证

明，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

胜法宝，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

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

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

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

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人们的命运因

此而改变，人们的梦想因此而实现。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秋日中午，车辆行驶在通往化屋

村的旅游公路上，目光所及一派生机：

路两旁多彩的花卉，远处一些低缓的

山丘上正在平场施工，老乡刚从地里

干完活儿收工回家……

“脱贫了还不能歇脚，在面向乡村

振兴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贵州黔西市新仁乡党委副书记、化屋村

党支部书记许蕾说，化屋村目前面临发

展空间受限等挑战，打算以成立联村党

委的形式，与其相邻的村“抱团”发展。

脱贫之后，乡村如何振兴，习近平

总书记念兹在兹。

2021年 2月 3日，春节前夕，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贵州毕节市黔西县新仁

苗族乡化屋村考察调研，殷切嘱托当

地干部群众：“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希望乡亲

们继续努力奋斗，把乡村产业发展得

更好，把乡村建设得更美。”

早在 2020 年 3月 6日召开的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就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的乡村发

展擘画方向，“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新的胜

利进发。

政策保障日趋完善——

在西海固，一株株葡萄藤在贺兰

山下破土，一朵朵小蘑菇在宁夏大地

上绽放，肉牛养殖形成产业链条……

山海情不断，福建和宁夏接续共同携

手书写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

对脱贫县设立五年的过渡期，在

过渡期内，主要帮扶政策保持稳定并

不断完善，要“扶上马、送一程”。

各地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坚

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等制

度。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18.6万名驻

村第一书记、56.3万名工作队员全部

选派到位，新老交接有序推进。

中央确定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强化政策倾斜，加强监测

评估。今年前8个月，农发行向160个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投放贷款

443.49亿元，同比多投放125.64亿元，

增加39.5%。

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

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脱贫地区农网

供电可靠率达到99%，大电网覆盖范

围内脱贫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100%，

脱贫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

脱贫地区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

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提升，实现

贫困人口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弱有所扶，发展基础更实、后劲更足。

精神面貌愈发昂扬——

既富“口袋”也富了“脑袋”。脱贫

群众的精神世界在脱贫攻坚中得到充

实和升华，信心更坚、脑子更活、心气更

足，发生了从内而外的深刻改变。

脱贫地区文明程度显著提升，艰苦

奋斗、苦干实干、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

生活的精神在广大脱贫地区蔚然成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伟

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

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

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全党全国全社

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一

心，英勇奋斗，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

切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

勠力同心，继续前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众志成城、团结

奋进，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

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一个人要何等坚韧，才能在深山

坚守六十余载，克服重重磨难，创造

“奇迹”。

“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要把自己

所学回馈给群众。”这是张淑珍常挂在

嘴边的话。

1937 年，河南省太康县，一个女

婴呱呱坠地。

在那个年代，女子入学并不容易。

张淑珍苦苦哀求，直到 12岁时，父母

才把她送进学校。一开始，张淑珍在班

里成绩排名倒数，但凭着一股拼劲，她

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1957 年，张淑珍离开家乡前往西

北农学院求学。由于所学的是林业专

业，张淑珍到黄土高原上的靖边县实

习。在治沙种树的 200多天里，她住在

简陋的土窑中，风沙让这个年轻的女

孩更加坚韧。

1961 年，张淑珍毕业后，被安排

到商洛工作。得知要去山区，张淑珍没

有退缩，她服从组织安排，一头扎进秦

岭深山。

山脉连绵起伏看不到头，山路蜿

蜒崎岖、险象环生，就这样，张淑珍坐

在拖拉机里摇摇晃晃地走了一天。

一到商南县，张淑珍顾不上路途

艰辛，立即开始下乡调研。她看到这里

的群众日子太苦，平时连饭都吃不饱，

就下定决心，要帮助群众摆脱贫困。

“我在安康看到有群众种茶卖钱，

咱商南能种吗？”张淑珍心想，商南要

是种上茶叶，村民的日子就有盼头了。

1962 年开春，张淑珍申请了 10

公斤茶籽。之后的 5年间，她天天往苗

圃跑，耐住性子，一遍遍地尝试播种、

育苗，想方设法把茶苗种成功。

“你一天在乱搞啥？地里茶苗到

底能不能活？”时间久了，有人开始

质疑。

直到 1967年，苗圃终于采到第一

批茶。手捧着来之不易的茶叶，张淑珍

欢呼雀跃，商南可以种茶！

1970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淑

珍参加了省上考察团，去浙江绍兴学

习。在那里，她看到成片的茶园，当地

村民因茶而富，她觉得，商南也可以规

模种茶。

满怀着希望，张淑珍回到商南，说

干就干。1971年春节，她带领群众开垦

荒山草坡，种茶籽，大张旗鼓建起茶园。

看着茶苗一天天长大，张淑珍信

心倍增。然而有一天，她去茶园检查

时，突然发现有片地里的茶苗被拔光，

种成了庄稼。

“种茶能当饭吃吗？等着你的茶，

要把我饿死。”一位村民跳出来说。

辛辛苦苦管护的茶苗被拔了，张

淑珍心在滴血。

老天爷也来“捣乱”。1976 年 11

月，商南遇上零下 8摄氏度的低温天

气，当年种植的茶苗全被冻死。

接连的打击让张淑珍心情沮丧，

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爱人焦永才鼓励她：“这回失败

是天灾，不是你的错，别灰心。”县上也

继续支持种茶，这让张淑珍重拾信心。

短短几年，商南建成茶场 36个，

开荒种茶 2万余亩。一盆茶叶鲜叶能

换一袋面，茶叶的收益有了，大家的种

茶热情也高涨起来。

眼看茶园发展越来越好，不幸却

降临到张淑珍身上。

1989 年，张淑珍被查出身患癌

症，做完手术在医院住了 3个月。彼

时，正值种茶高峰期，张淑珍还一直放

心不下商南县茶业站的工作。

有一天，副站长刘保柱带着同

事去看望张淑珍，刚走进病房，她

就坐起身急忙问道 ：“茶籽发放了

吗？地块选好了没？”看着眼前因

为化疗，头发、眉毛都掉光的老站

长还在关心工作，刘保柱眼眶瞬间

湿润。他心想，我们没有理由不做

好这份工作。

眼看身体刚有好转，张淑珍就要

出院，一心想去茶园看看。儿子焦岩飞

急忙出来阻拦：“你现在还需要静养，

先别操心地里的事。”但张淑珍执意要

去。实在没办法，焦岩飞只好和姐姐搀

着母亲一起上山。焦岩飞觉得，种茶是

母亲忙了一辈子的事，因为精神支柱

不倒，她才战胜了病魔。

1994 年，张淑珍又遇到人生另一

个打击，爱人焦永才被查出肝癌晚期。

张淑珍陪老伴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

79天。“你一辈子把种茶这一件事做

好就行。”临终前，焦永才给张淑珍留

下的一句话，支持她走到了今天。

农村出身的张淑珍，选择用林业

专业反哺乡村；平原上长大的她，在

山区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张淑珍始终

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用种茶

带领群众过上好日子。这种朴素的追

求一直激励着她，让她在历经人生的

数次磨难之后依然坚韧，在商南这块

土地上日复一日地坚守。

一个人要何等执着，才能将一项

事业坚持 60 余载，在坚守中不断创

新，造福一方。

“超，这两天天气变化快，棚里

的温度要随时调节，不然苗子不好成

活。”9 月 6 日 6 时 20 分，还在睡梦

中的商南县沁园春茶业公司负责人王

超，被一阵电话铃声唤醒。听筒里的声

音，他再熟悉不过。一到换季，85 岁

的“奶奶”张淑珍就操心地打来电话，

叮嘱他照顾好新培育的茶叶苗。

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张淑珍每每

遇到茶叶新技术，就像个好奇的孩子

一样兴奋。了解、学习、熟悉，关于茶叶

的一切，她都不愿错过。就这样，她守

着茶树，做了一辈子茶叶，不断刷新商

南茶叶的“高度”。

1985 年，在张淑珍的带领下，商

南茶叶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可是，面对

丰产的茶叶，群众又遇到了难题：供

大于求，商洛茶叶严重滞销。

彼时，县上正将一些事业单位改

制为企业。张淑珍与茶叶站副站长刘

保柱商量，响应国家号召，把 36家茶

场联合起来，成立茶叶联营公司，集

产、供、销于一体，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激发茶叶销售的动力，为群众创造

更大利益。

“你这是摔掉铁饭碗，端起泥

饭碗。”

“没了铁饭碗，我们以后生活咋保

障，不能干。”

……

一时间，周围的朋友都过来劝说

张淑珍。很多茶叶站的同事也不能理

解，站出来反对。

于是，张淑珍带着刘保柱，挨个上

同事家劝说。光说不算，到了茶叶销售

季节，张淑珍带头装袋、扛袋，把茶叶放

到一辆辆架子车上，护送着走一段。张

淑珍用自己的执着与倔强打动了同事。

之后，茶叶联营公司成立，张淑

珍担任经理。年近 50岁的张淑珍，从

技术员转型为商人。“哪怕自己少拿

不拿，也要保证每名茶农和工人的利

益。”这是她给公司立的规矩。

第一年收茶，36 家茶场同时交

茶，质量却参差不齐。

“你们的茶叶色泽不行，凭啥跟我

们一个价。”

“你们茶叶形状不如我们的。”

看着吵得不可开交的场长们，张

淑珍当即拍板：按品质分类分等级，

根据不同等级来定价。

就这样，从没有经验，

到积累经验再总结，张淑

珍不断蹚出新路子。

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张淑珍意

识到，要想实现更高利润，还要建立自

己的品牌。

技术出身的她又回到田间地头，

移栽、管理，事无巨细。根据本地茶叶

的特征，张淑珍带领工人研制出独到

的炒茶技术，他们把用这种技术制成

的茶取名“商南泉茗”。半烘半炒的技

术使得茶叶品质更好。茶叶一上市，就

被抢购一空，价钱还比原来更高。

出于对新技术的痴迷，张淑珍每

年都要去南方学习考察，看看能否给

商南带回新理念。后来，联营公司又研

制出“商南先茗”，在种植技术上实现

机械化，进一步提高效率。

不到 10年，公司在张淑珍的带领

下，产值超过 2000 万元，茶叶产量翻

了 40倍。

2009 年，当王超提出，沁园春公

司想自己育苗，实现茶苗本地化，解决

南方苗木进入商南运输周期长等问题

时，张淑珍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时已

经 72岁的她，一边兼顾联营公司的工

作，一边关心苗木培育，经常到王超的

苗圃进行指导。

正是因为张淑珍的执着坚守和

一代代商南人的传承，如今，茶产业

已成为商南县的支柱产业、农民增收

的重要来源，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

银山”，让“小小一片叶子，富裕一方

百姓”。目前，商南县共建茶园 25.5万

亩，年产茶叶8000吨，产值达12亿元，

人均增收 5000 元，形成了“公司＋基

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格局，为带动

群众就业提供支撑。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茶姑娘”

到“茶奶奶”……这位身材娇小的女

子，用热血与青春、执着与坚韧，把一

切奉献给了热爱的事业。

           （转自 《陕西日报》）

  茶奶奶的创业传奇 ：

从一片叶子到十二亿元
——记“三秦楷模”张淑珍

陕西日报记者 王晨曦 王婕妤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黄垚

喜迎二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