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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社科联研究中心 2019 年 8 月 16 日

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

的讲话

（2019 年 4 月 16 日）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一个脱贫攻坚跨省区座谈会。这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第六次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之前，我先后在

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主持召开过这样的座谈会，

收到了明显成效。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考虑距离完成脱



2

贫攻坚目标任务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2019 年尤为关键。今

年工作做到位了，明年脱贫攻坚全面收官就能有一个更为坚

实的基础。

昨天中午一下飞机，我先前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考察

了中益乡小学，看望了华溪村的贫困户和老党员，与村民代

表、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进行了座谈，实地了解

了重庆脱贫攻坚进展和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情况，

对重庆的脱贫攻坚工作有了些直观的感受。对重庆的脱贫工

作，我心里是托底的。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分析当前脱贫攻

坚形势，研究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的突出问题。参加

座谈会的有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新疆 8 个省区市党委书记，重庆市的县乡村基层代表，以及

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刚才，大家介绍了情况，分析了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讲得都很好。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准确把握脱贫攻坚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党的

十九大后，党中央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这些年，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

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进展符合预期。

2015 年 11 月，在中央召开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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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明确，到 2020 年，要“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

在会上提出脱贫攻坚要重点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

么扶”、“如何退”4 个问题。目前看，这些问题得到比较好

的解决。

为解决好“扶持谁”问题，我们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逐村逐户开展贫困识别，对识别出的贫困村、贫困户建

档立卡，通过“回头看”和甄别调整，不断提高识别准确率。

为解决好“谁来扶”问题，全国累计选派 300 多万县级

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目前在岗的

第一书记 20.6 万人、驻村干部 70 万人，加上 197.4 万乡镇

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线扶贫力量明显加强，打通了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

为解决好“怎么扶”问题，我们提出要实施“五个一批”

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

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还有就

业扶贫、健康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总的就是因地因人制

宜，缺什么就补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扶到点上扶到根

上。

为解决好“如何退”问题，我当时提出 4 句话，即：设

定时间表、留出缓冲期、实行严格评估、实行逐户销号。我

们明确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标准和程序，指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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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科学合理制定脱贫滚动规划和年度计划，对拟退出的贫困

县组织第三方进行严格评估，有关政策保持稳定。从各方面

反映的情况看，已经宣布摘帽的县成效是实打实的。总的看，

脱贫攻坚成效是明显的。

一是脱贫摘帽有序推进。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的 9899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的 1660 万人，累计减少

8239 万人，连续 6 年每年减贫规模都在 1000 万人以上，贫

困发生率由 10.2%降至 1.7%，改变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减贫

人数逐年递减的趋势，打破了前两轮扶贫每当贫困人口减到

3000 万左右就减不动的瓶颈。全国 832 个贫困县，153 个已

宣布摘帽，284 个正在进行摘帽评估，改变了贫困县越扶越

多的局面。今年再完成减贫 1000 万人以上、摘帽 330 个县

的任务，到 2020 年初预计全国只剩下 600 万左右贫困人口

和 60 多个贫困县。

二是“两不愁”总体实现。贫困群众不愁吃、不愁穿应

该说普遍做到了，困扰群众的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

讯难、上学难、就医难、住危房等问题在大部分地区得到了

较好解决。

三是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即将完成。“十三五”期间，

我们计划对“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易地搬迁

1000 万左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到去年底已经完成 870 万贫

困人口的搬迁建设任务，大部分搬迁人口脱了贫，今年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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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将全面完成。

四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一大批干部在脱贫

攻坚战中得到锤炼，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

强，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党群干群关系

不断改善。

我们在扶贫脱贫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全球减贫事

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很

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希望分享中国减贫经验。在发展中国

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同步，贫困人

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困难和问题主要有 3类。

第一类是直接影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的问题。比

如，脱贫标准把握不精准，有的降低标准，没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就宣布脱贫，更多是拔高标准，像易地搬迁面积超

标准、看病不花钱、上什么学都免费等，脱离国情不可持续。

再比如，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依然艰巨，“三区三州”仍

有 17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国现有贫困人口的 12.5%，

贫困发生率 8.2%。全国还有 98 个县贫困发生率在 10%以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59.6 万人，占全国的 26%，贫困发生率

比全国高出 13.3 个百分点，是难中之难、坚中之坚。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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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工作不扎实，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

饮水安全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现在，全国贫困人口中 14%

需要解决“三保障”问题。还有，脱贫摘帽后工作放松，有

的摘帽县出现撤摊子、甩包袱、歇歇脚的情况，有的摘帽县

不是把精力物力用在巩固成果上，而是庆功搞铺张浪费。

第二类是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比如，脱贫攻

坚责任不落实、政策不落实、工作不落实问题，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数字脱贫、虚假脱贫问题，以及贪占挪用扶

贫资金等问题。

第三类是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问题。比如，产业发展基

础薄弱，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乏力，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没有建立，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陈规陋习难改等。对

这些问题，要分清轻重缓急、妥善解决，必须解决且有能力

解决的要抓紧解决，不能影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有的

问题是长期性的，攻坚期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要有总体

安排，创造条件分阶段逐步解决。

二、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

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

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战质量。总的看，“两不

愁”基本解决了，“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在义务教育保障方面，全国有 60 多万义务教育阶段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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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辍学。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薄弱，一部分留守儿童上学困

难。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一些贫困人口没有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一些贫困人口常见病、慢性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贫困

县乡村医疗设施薄弱，有的贫困村没有卫生室或者没有合格

村医。在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全国需要进行危房改造的 4 类

重点对象大约 160 万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约 80 万户。

一些地方农房没有进行危房鉴定，或者鉴定不准。在饮水安

全方面，还有大约 104 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没有解决，

全国农村有6000万人饮水安全需要巩固提升。如果到了2020

年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就会影响脱贫攻坚成色。

对以上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抓

好落实。解决“三保障”突出问题，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

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扶贫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

调和督促指导，及时调度情况。教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水利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既是扶贫领导小组组

成部门，也是“三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

亲自抓，分管同志具体抓。要根据部门职能，明确工作标准

和支持政策，指导各地进行筛查解决。相关省区市要组织基

层进行核查，摸清基本情况，统筹组织资源，制定实施方案，

研究提出针对性措施。市县具体组织实施，逐项逐户对账销

号，确保不留死角。

我多次强调，要坚持现行脱贫标准，既不拔高，也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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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主要是让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的

孩子不失学辍学；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主要是所有贫困人口

都参加医疗保险制度，常见病、慢性病有地方看、看得起，

得了大病、重病后基本生活过得去；住房安全有保障主要是

让贫困人口不住危房；饮水安全有保障主要是让农村人口喝

上放心水，统筹研究解决饮水安全问题。这是国家统一的基

本标准，但各地情况不一样。比如，对住房安全有保障，南

方住房要注重通风，北方住房要注重保暖；对饮水安全有保

障，西北地区重点解决有水喝的问题，西南地区重点解决储

水供水和水质达标问题。各地执行时要结合实际进行把握，

不能一刀切。各地在解决“三保障”突出问题时做了不少探

索，有些地方有意无意拔高了标准。对明显超出标准的，要

予以纠正；对没有明显超标的，要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

少“翻烧饼”。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摸清底数是基础，有

的地方底数依然不是很清楚，这是不行的。有关部门要指导

各地摸清底数，确保工作有的放矢。有关部门要加强数据比

对衔接，不能一个部门一个数。行业主管部门要牵头制定工

作方案，各省区市要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拿出过硬举措和办法，确保如期完成任务。解决“三保障”

突出问题的政策、资金是够的，关键是抓好落实。要加大工

作力度，聚焦突出问题，逐村逐户逐项查漏补缺、补齐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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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宣传好政策和标准，统一思想认识，引导社会各方面准确

理解，不能各说各的。

三、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

我国总体上已基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

还有一些短板，最大的短板是脱贫攻坚。现在，脱贫攻坚战

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打法要同初期的全面部署、中期的全

面推进有所区别，最要紧的是防止松懈、防止滑坡。各地区

各部门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一，强化责任落实。“处事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

为急。”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各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政治责任，亲力亲为抓好

脱贫攻坚。省级分管扶贫的负责同志岗位特殊，要熟悉情况、

钻研业务，当好参谋助手，抓好工作落实。省里分管扶贫的

负责同志要选优配强、原则上保持稳定，对不合适、不胜任

的要做一些调整。各行业部门要围绕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按

照尽锐出战要求，切实履职尽责、合力攻坚，对责任不落实、

政策不落实、工作不落实影响任务完成的要进行问责。

第二，攻克坚中之坚。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基础

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民族、宗教、维稳问题交织，是决

定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的关键。2017 年 6 月，我在山西主持

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要求集中力量攻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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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堡垒。会后，党中央制定了支持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各方面都加大了力度，但不能

放松。“三区三州”外的一些深度贫困县要加大工作力度，

逐一研究细化实化攻坚举措，攻城拔寨，确保完成脱贫任务。

第三，认真整改问题。这次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成效考

核发现了不少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没有把脱贫攻坚当作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责任落实

不到位，思想认识有差距，落实不力。二是贯彻精准方略有

偏差，或发钱发物“一发了之”，或统一入股分红“一股了

之”，或低保兜底“一兜了之”，没有把精力用在绣花功夫上。

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像花钱刷白墙，又不能

吃不能穿，搞这些无用功，浪费国家的钱！会议多、检查多、

填表多，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排查梳理

问题，各类问题要确保整改到位，为明年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第四，提高脱贫质量。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

不能到时候都说完成了脱贫任务，过一两年又大规模返贫。

要多管齐下提高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要严把贫困退出

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要

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适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回头

看”，对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及时予以帮扶。要探索

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组织消费扶贫，加

大培训力度，促进转移就业，让贫困群众有稳定的工作岗位。



11

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要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

合，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第五，稳定脱贫攻坚政策。“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

也。”今年上半年将累计有 430 多个贫困县宣布摘帽。考核

中发现，一些摘帽县去年以来出现松劲懈怠，有的撤摊子、

歇歇脚，有的转移重心、更换频道，有的书记、县长希望动

一动，一些已脱贫的群众收入不增甚至下降。贫困县摘帽后，

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实现已脱贫人口的稳定

脱贫。贫困县党政正职要保持稳定，做到摘帽不摘责任；脱

贫攻坚主要政策要继续执行，做到摘帽不摘政策；扶贫工作

队不能撤，做到摘帽不摘帮扶；要把防止返贫放在重要位置，

做到摘帽不摘监管。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提出落实意见。

第六，切实改进作风。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

攻坚全过程，强化作风建设，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

扎实、脱贫结果真实。要完善和落实抓党建促脱贫的体制机

制，做好脱贫攻坚干部培训，提高各级干部的责任感、使命

感和工作能力。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

堡垒作用，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把基层

减负各项决策落到实处。

在扶贫一线的扶贫干部绝大部分牢记使命重托，用自己

的辛苦换来贫困群众的幸福，有的长期超负荷运转，有的没

时间照顾家庭孩子，有的身体透支亮红灯，有的甚至献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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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生命。对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同志们，我们要关心

他们的生活、健康、安全，对牺牲干部的家属要及时给予抚

恤、长期帮扶慰问。对在基层一线干出成绩、群众欢迎的干

部，要注意培养使用。要加强宣传表彰，讲好脱贫攻坚故事。

同时，对那些畏苦畏难、敷衍了事、弄虚作假的扶贫干部，

要加强教育管理，该撤换的要及时撤换，该问责的要坚决问

责。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夺取全

面胜利还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我们要一鼓作气、越战越勇，

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来源：《求是》201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