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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飞机舷窗，绵延起伏的大凉山尽收眼底。祖国西南
这片热土，曾闪耀长征的精神火把，曾实现“一步跨千年”的社
会变迁。如今，在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中，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
历史性变革。

到凉山来，了却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桩心愿：
一年前，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

习近平总书记向来自凉山州的代表了解彝区脱贫攻坚进展情
况。总书记说，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我绝大多数去过了，
还没有走到的吕梁和凉山会尽快去。

那之后不久，2017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到山西吕梁
山区考察调研。

山高路远，千里迢迢。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特意把凉山
之行安排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春节前夕，既作为考察脱贫攻坚
的第一站，又作为春节慰问的重要活动。从西昌出发前往大
凉山腹地，乘车往返 4个多小时，走到最贫困的地方。总书记
用脚步践行走遍全国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承诺。

风雨兼程，人民至上。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为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坚中
之坚的硬仗把脉定向，强调提高脱贫质量，聚焦深贫地区，扎
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我一直牵挂着彝族群众”

入冬以来，凉山地区连续降雪，气温骤低，高山上的树木
挂满晶莹的雾凇。

2月11日清晨，习近平总书记乘坐的车辆沿着307省道向大
凉山驶去。70多公里的盘山公路，坡陡弯急，车行近2个小时。

一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四川省负责同志详细了解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的情况。

翻过一座海拔3200米的山峰，汽车驶离省道，沿着蜿蜒崎岖
的山间小路，开进大山深处，驶向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这段
几公里的山路，习近平总书记乘坐的车辆颠簸摇晃了20多分钟。

三河村，典型的彝族村落。地处海拔 2500 米的山梁之
上。家家户户的院墙和房屋都用泥土垒成，一道道裂缝让人
揪心。唯有去年才铺好的一条石板路，让人觉得是村里唯一
结实的设施。

习近平总书记步行走进村子，沿着一段上坡路，深一脚浅
一脚地来到一户人家。

习近平总书记弯腰，经过低矮的院门。
院门，就是在土墙上开的一个门洞，一根木头担在两个立

柱上作为过梁，门扇由几块木板拼接而成。
主人吉好也求和妻子马海子呷都不到40岁。他们带着4个

孩子，笑逐颜开地迎了上来。孩子们雀跃着，齐声向习爷爷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抚摸着孩子们可爱的小脸蛋，问他们几岁

了，叫什么名字。孩子们用普通话一一作答。
习近平总书记察看了院子里的鸡笼、猪舍。仔细阅看挂

在门口的贫困户帮扶联系卡，了解一家人的基本情况、致贫原
因、发展需求和帮扶措施。

屋里的陈设非常简陋，墙面地面裸露着黄土。当地的土坯房
没有窗户，尽管房顶上垂下两盏白炽灯，仍难以照亮整个房间。

地面上的火塘里，烧着几块木柴，既用来取暖，也可架锅煮
饭。当地政府免费提供了彩条布，覆在屋顶和墙面上挡风御
寒。尽管如此，这个季节在屋里穿着棉衣仍感觉到寒气袭人。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掀开床褥、摸摸被子，看看够不够厚
实。抬头看见挂在房梁上的腊肉，询问家里的吃穿怎么样。

吉好也求给总书记算起了自家的收入账：这几年，享受精
准扶贫政策，他用村里无息的产业周转金，购买了 2头品种优
良的西门塔尔牛、1头能繁母猪，还种植了马铃薯和花椒，加上
自己到西藏昌都做架线工，去年全家人均收入4300多元。
“今年，村子要易地搬迁，自己出 1万元，就能住上 100平

方米的新房。我们很快就可以脱贫了。”吉好也求的话里充满
了希望。

得知吉好也求 10 岁的女儿吉好有果喜欢唱歌，习近平
总书记问她：“要不要唱一首啊？”小姑娘爽快地回答：“要！”话
音刚落就唱起在学校学的《国旗国旗真美丽》。
“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大地，我愿变朵小红云，飞上

蓝天亲亲您。”纯真的歌声打动了在场的人们。习近平总书记带
头鼓掌，称赞她唱得好，发音很准。

习近平总书记对吉好也求一家人说，我一直牵挂着彝族

群众，看着你们生活一天一天好起来，很高兴，希望孩子们都
能过上幸福生活。
“来，给我们照张相。”临别时，习近平总书记主动提出同

吉好也求一家人合影留念，并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记得把照
片送给他们。

“让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是共产党人

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丰沛的水电、风电、太阳能资源，优良的种植养殖条件，独
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凉山，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本该是一片
富饶之地。

为什么这里的彝族群众生活仍旧贫困？这里的脱贫工作
该如何精准施策？

习近平总书记一路走一路看，向当地干部群众问需问计。
上世纪 50年代，凉山州实行民主改革，世居在这里的彝族

群众，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直过民族”。
住房、道路、产业等看得见的贫困，与思想观念、内生动力

等看不见的贫困，交织叠加，相互影响。
围坐在村民节列俄阿木家的火塘边，习近平总书记同这

家人，还有村民代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用拉家常的方式，召
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型座谈会。

女主人节列俄阿木的丈夫几年前因车祸不幸去世。她自
己长期在外，一双儿女由奶奶照顾。

见到习近平总书记，老奶奶热泪纵横，激动地说：“今天见
到您，我就像做梦一样。以前家里很困难，在党和政府的帮助
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感谢总书记，感谢党的政策。
我现在没有什么牵挂了。”

习近平总书记拍拍老人的手，安慰她说：“你很了不起。
家里遇到不幸，挑起生活的担子，把孙子孙女抚养成人。你要
相信，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老奶奶 22岁的孙女热烈日作，刚从成都一所职校毕业。
她告诉习近平总书记，村子里小孩子以前没书读。如果不是
党的关怀，她和弟弟也没法上学念书。现在实行“一村一幼”，
从小学好汉语，可以更好融入社会。
“我想在村里做一名幼儿老师，把孩子教好，让他们将来

过上好日子。”热烈日作几度哽咽。
坐在一旁的洛古有格是一名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他接过

话头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说，自己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大学
梦，改变命运；一个是致富梦，摆脱贫困。

大学毕业后，洛古有格到重庆一家企业工作，每次把家乡
土法制作的腊肉带给同事们都广受好评。受此启发，他 2014
年回乡创业，组织了110多户乡亲做起了腊肉生意。

洛古有格向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
振兴战略。我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位年轻人的实干和抱负，投以赞赏的目光。

精准脱贫，在这里不仅需要物质的帮扶，更期盼观念和文
明的提升。一位彝族村民告诉习近平总书记，以前她生病，总
以为是有鬼附身，后来村干部告诉她，“鬼”就是那些不讲卫生
滋生的病菌，只要改变生活习惯，从洗脸、洗手这样的小事做
起，把家里和个人的卫生搞好，就会少生病。

听了她的讲述，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去的确是有“鬼”的，
愚昧、落后、贫穷就是“鬼”。这些问题解决了，有文化、讲卫
生，过上好日子，“鬼”就自然被驱走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向习近平总书记诉说着自己的脱贫
心声，诉说着党和政府对彝族群众的关怀关爱。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
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
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为民族求
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让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是共产党
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最深的牵挂，最大的担当。
火塘边的暖心话，谋划出了脱贫的路子。习近平总书记

为当地脱贫攻坚工作开出了良方。
——继续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让住在大山深处的彝

族同胞搬进安全舒适的新居，解决他们交通出行的难题；
——发展适合当地生态条件的种植养殖业。随着基础条

件改善，乡村旅游也可以发展起来；
——加强对村民的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让大家掌

握一技之长，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和外出务工稳定增加收入；
——最重要的，教育必须跟上，决不能再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特别要建强基层党

支部。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要真抓实干，不图虚名，不搞
形式，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共产党给老百姓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掷地有声、语重心长。

“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

打赢”

沿着石板路深入三河村，经过一处比较平整的地方，习近平
总书记停下脚步，远眺村子全貌。
“三河村有 355户人家，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51户，789

人。”从县发改局下派的村第一书记张凌向习近平总书记汇
报，村民居住得很分散，一个山梁上只有几户人家。

习近平总书记问：“易地扶贫搬迁搬到哪里去？”
张凌回答：“新村都要靠近公路沿线。解决安全住房和交

通出行问题，是凉山脱贫攻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察看了《三河村易地移民扶贫搬迁安

置点分布图》，对规划给予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繁重的任

务在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
硬都必须啃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赢。

如今，一张硕大的摆脱贫困的蓝图，正绘就在大凉山上。
昭觉县解放乡火普村，正是这张蓝图上的一个标注点。
时至中午，习近平总书记告别三河村的乡亲们，驱车近半

个小时来到火普村。
宽敞明亮的砖瓦房，通村入户的硬化路，卫生室、幼儿园、

文化室一应俱全，光纤网络畅通……这是一个易地扶贫搬迁
和彝家新寨建设的新村。

旧村换了新颜，人的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村民吉地尔子家。年近花甲的吉地尔

子和妻子吉色车作兴奋地邀请总书记参观他们的新居。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干净整洁的厨房，高兴地看到主人已

经用上了电磁炉、电饭煲、电水壶。他掀开灶台上的锅盖，热
气腾腾的土豆、荞饼、腊肉香味扑鼻。习近平总书记说：“不
错，挺丰盛。”
“这是卫生间，用上水厕了。”“这是客厅，这是卧室，这是

储藏间……”习近平总书记挨屋察看。客厅里，烧柴的采暖炉
取代了满屋冒烟的火塘。习近平总书记边看边感慨：“一改造
大不一样了。”

储藏室里存放着一些圆根萝卜，当地村民种植的这种萝
卜口感很好。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好东西，要想办法卖出
去。看到院子里停放着一辆崭新的机动三轮车，习近平总书记
对吉地尔子说：“买了车子，路也修好了，就可以把你们这里特
有的优质农产品运到外面去卖，持续增加收入。”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脱贫致富支招，更加坚定了吉地尔
子一家为幸福生活奋斗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到彝寨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村庄。男女老
幼身着民族盛装，排起长长的队伍，纷纷向总书记问好，向
总书记拜年。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民献上彝族传统服饰查尔
瓦。习近平总书记身披查尔瓦，同乡亲们握手话别。
“满山花儿在等待，美酒飘香在等待，珍贵的朋友、朋友，

请你留下来、留下来……”人们齐声高唱彝族民歌《留客歌》。
歌声情真意切，表达了彝族同胞对习近平总书记衷心的爱戴
和深深的感激，唱响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

触景生情，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昭觉县委书记子克拉格向习近平总书记表态：“请总书记

放心，我们会把工作做好，这是我们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对
他说：“我很感动，很欣慰。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党的托付，
把昭觉的工作做好。”
“祝大家幸福安康，早日脱贫奔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向送

别的人群挥手致意。
“习总书记卡沙沙（谢谢）”“习总书记库史木撒（新年好）”

“习总书记子莫格尼（吉祥如意）”，掌声、歌声、欢呼声此起彼
伏，传递在漫山遍野，回荡在巍巍的大凉山。

“谱写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历史的关联并非巧合。
44年前，在梁家河担任大队支部书记的习近平曾带队到

四川学习沼气技术。回去之后，带领村民建成了陕西省第一
口沼气池，为乡亲们带来了福祉。

近半个世纪后，作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几次到四川，主
题仍都是为人民谋幸福。

走最崎岖的山路，到最贫困的地方。
还记得，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看真贫

的场景。也是山大沟深，也是满目贫瘠。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怕路远，哪怕一天只看一个点，也要

看到真贫。只有看到中国贫困的真实状况，我们才能作出正
确的决策。

访贫问苦的脚步走得越远，习近平总书记同人民的心就
贴得越近。
“要说真话、说实话，看真贫、真扶贫。”习近平总书记曾经

这样告诫各级干部。
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在基层主持

召开工作座谈会，明方向、作部署、提要求。
2015年 2月，陕西延安，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

上，强调要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2015年 6月，贵
州贵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要在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2016年 7月，宁夏银川，东西部
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去年 6月，
山西太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确保深度贫
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座谈会，同身处脱贫攻坚主战场的省、市、县、乡、村五级党
组织书记，一起研究深化精准脱贫之策。这是党的十九大之
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主持召开的脱贫攻坚专题座谈会。

10位发言者，全部来自基层。他们结合本地实际，畅谈
脱贫攻坚工作的心得体会，提出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意见和
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不时询问具体情况。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最好成绩，谱
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的评价。

盘点中国脱贫攻坚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
来。讲话中，在谈到全社会扶贫合力时，他提到了前不久的一
封来信。

中铁隧道局集团参加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建设的 20多名青
年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50多年前，他们
很多人的父亲、爷爷参与了成昆铁路难度最大的沙木拉打隧
道建设，把天堑变成了通途。今天他们接过前辈的旗帜，承担
了新成昆铁路全线最长、难度最高的小相岭隧道建设重任，立
志使铁路早日成为沿线人民脱贫致富的“加速器”……
“他们的来信让我感受到青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担当

和忠诚，读了很欣慰。春节将至，我向他们和向所有奋战在贫
困地区重大工程建设一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福。”

饱含深情的祝福，承载厚望的嘱托。
针对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语气严厉地

强调：“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
躁和厌战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存在，有的还很严重。”
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认真查找和解决这些突出问题。

接续前行，不停顿、不懈怠。
擘画今后的路线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提高脱贫质

量放在首位，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加强组
织领导、坚持目标标准、强化体制机制、牢牢把握精准、完善资
金管理、加强作风建设、组织干部轮训、注重激发内生动力 8条
要求清晰明确。

这是深厚的人民情怀，这是决战决胜的豪迈宣言——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

题，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是我们
人生之大幸。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
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齐心协力、顽强奋斗，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

（新华社成都2月14日电）

“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
—记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四川凉山地区群众并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有些往事犹如昨日重现。4年前的
索契，一道“中国虹”闪耀速滑赛场，张
虹用一枚金牌，带给国人无数感动和欣
喜。
“一名运动员能有几个 4年，我感到

非常荣幸。”回顾索契冬奥会夺冠的历
程，张虹说，当时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精神，而这 4年来她经历了更多，胜利、
伤痛、挫折、坚持……
“要上战场了，受伤也得坚持。”尽管

受到膝伤困扰，但抵达韩国后，张虹还是
希望能在比赛中战胜自己，希望五星红
旗能再次升起。带着梦想，她再度出发。

对第二次冬奥之旅，张虹表达了这
样的心情：“我不想用卫冕冠军的身份去
参加比赛，只想在冰场上滑出最好的成

绩。”出征冬奥会前，张虹表达这样的想
法，不是她对成绩不关心，而是想以更加
放松的心态来创造更好的成绩。

2月 14日晚，随着裁判一声枪响，平
昌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 1000 米比赛在
江陵速滑馆拉开战幕。张虹在第 11组
出发，最终以 1分 15秒 67排在第 11位。
尽管成绩不甚理想，但“能站在赛场上，
就已经成功”。

去年，张虹更换了教练。换教练就
得适应新的训练方式和新的训练理念，
这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是巨大的考验。

更大的挑战在于，在备战平昌冬奥
会期间，张虹的膝盖受了伤。“我的膝盖
伤势严重的时候，每次下蹲基本都能听
见里面碎骨头摩擦的声音。”面对伤病，
张虹没有选择退出，“因为我非常喜欢速
度滑冰，我觉得每天都需要去挑战自己，
去战胜自己，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膝盖受伤后，医生曾建议张虹卧床
静养，让她的膝盖不要承担太大的压力，

这样有 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
“但这并不是我的选项，至少现在不是。”
面对自己热爱的赛道，张虹“婉拒”了医
生的建议。
“张虹具有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军

人品格。”我军冰上训练基地的领导对张
虹赞誉有加。

越努力，越幸运。这是张虹特别喜
欢的一句话，也是她多年来的人生信
条。“热爱可能是运动员选择坚持的最重
要的原因，我的冰刀是我的朋友、恋人、
武器和宝贝，想扔扔不了、想放放不下，
我的世界不能没有它。”

在赛场外，张虹也希望能全面提
升自己。29 岁的张虹已开始规划自己
的未来。如果一切顺利，她将于 2018年
秋天去清华大学继续深造。“我报了清华
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如果被录取的话，9
月 1日可能就要去北京上学了。我希望
未来在恢复伤病期间充实一下自己的内
心，然后希望在 2022 年的时候，无论是

否能站在赛场上，我都要继续为冬奥会、
为我自己的运动项目多作一些贡献。”展
望未来，她依然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

竞技场上胜负并存，张虹尽管没能
赢得胜利，但她已战胜了自己。赛后，张
虹向支持她的人表达了感谢：“比赛全程
还是在自己的计划之内，最后的弯道我
顿了一下，我告诉自己这是奥运会，必须

要冲，但是因为左腿的原因，确实使不上
劲。今天对自己不太满意，后面的比赛
全力以赴吧，我要滑出最棒的自己。”张
虹有些不甘地结束了平昌冬奥会的首
秀，后面她还将参加 500米的角逐，期待
她能有更好的发挥。

一路走来，有过掌声，有过低谷，也
有过彷徨，但张虹心里永远洋溢着一份

憧憬，对体育的热爱，对冰雪的热爱，早
已沁入骨髓。

只问梦想，无问西东！祝福张虹，未
来会更好。

（本报韩国江陵2月14日电）

上图：2月 14日，张虹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韩 岩摄

备战平昌冬奥会期间，我军选手张虹饱受膝伤困扰，她克服重

重困难，为的就是再次拼搏在奥运赛场——

只问梦想 无问西东
■本报记者 丁增义 扶 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