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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但是，不甘于一辈子在铁匠

铺打铁的李广元有一天提出搞汽车配件。
村委会上举座哗然。
李广元不慌不忙：“我领着干。成了，是咱

村儿的；砸了，是我的。”
现在，汽车配件已是林州的支柱产业之

一，这一产业大部分起源于李广元当年不起眼
的小小铁匠铺。

外在的是羞涩，但钢铁，才是这个林州男
人的真正性格！李广元终于干成了事，把一膛
打铁的小火炉，变成了产钢的高炉。

2001 年，曾经的铁匠铺开始发展钢铁产
业，进而进军特钢及无缝钢管。目前，正在建
设50万吨油井管项目。

水火相济，融于一身。谁也说不清这个温
和的男人心里藏了多大的一把火！他成为林
州最大的利税大户，一年纳税过亿。他说，人
不能只为钱活着，我生在太行山，长在太行山，
红旗渠的精神已经长在我的骨头里。

在太行山许多村落都可以发现李广元这
样的传奇人物。郭变花就是这样一个人。见
到她也让我们颇为吃惊，她并不像朵娇柔的
花，更像棵大树，神气活现地立于太行山上。

郭变花的脸让山风洗得黑红，脚下穿的是
那常年不变的解放鞋。

15年前，一个电话把在外地承包工程的她
催回了家乡，乡里领导对她说，干吧，石大沟就
交给你了。

“石大沟，石大坡，荒草连成窝。”有人泼
冷水：“男人们都没把石大沟干成景，你个妇道
人家能干出个啥？”

可是，生就红旗渠脾气的郭变花偏要干出
个啥。

郭变花治路，治穷，更要治山。治山就要
种树，种树就要爬山。从此，长在平原的郭变
花和山“粘”在了一起。

之前，这个女人恨山。第一次去婆家石大
沟，她就跟丈夫怄气：早知道你家在这儿，不嫁
给你了。

现在，全村人眼巴巴、直勾勾地盯着她，她
不得不逼自己爱这些山。

从来女人干事难，九分苦一分甜。这个之
前在城里穿高跟鞋的女人，从此只穿解放鞋。
一年穿破十几双，只为爬山。

荒山没人管，拍卖没人要。郭变花揣了一
兜子钱去了，这个女人响当当地拍着自己包嚷
着：没人要这山？我要了！

她一口气承包了万亩山林。在山上挖个
窑洞，支起个灶，就着山水吃饭，听着山风过夜。

每一年，她种十几万棵树，一年上千亩。
一干就是五年。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
炼，才能炼就创造天堂的力量。

我们问郭变花：难不难？
她想都不想地回答：“老一辈吃野菜修成

了红旗渠，还有比那更难的吗？”
面对着绿油油的承包山，郭变花说，这树

我一棵都不要，一棵都不砍。砍一棵，我都是
石大沟的罪人。

她让荒山一片翠绿，把石头变成致富资
源，用山货打造销售品牌，穷村改变了模样。

全村人做了个红绶带，给她披上。
18世纪，从未到过中国的黑格尔，收集到

了他能收集的所有中国文献，认真研究后认
为，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
土地。

事实并非如此。
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河逆流而上，生于

太行山的人们深知，在这里，人类的精神之光
一直照耀着太行人的心灵，民族的精神火把，
从来没有在历史的天空熄灭过。

太行之力——一种滴水穿石的坚韧
“夸父与日逐走……道渴而死。弃其杖，

化为邓林” ——《山海经》
人类总是对英雄怀有天然的崇敬。
传说中追日的夸父因缺水而亡，至死不

悔；太行山人为引水而战，生生不息。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韧性。
1960年，红旗渠开挖不到两个月，张买江

的父亲张运仁就牺牲在修渠的工地上。
取水，这个往日男人承担的重活，落在了

母亲肩上。女人力气小，被抢水的人群挤落在
水中。母亲扛着空桶，穿着湿透的棉衣，一进
家就撵张买江出门：“你上渠！渠里不来水，你
别回家！”

通水的那天夜里，她坐在渠边，整整守看
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她拦住了前来挑水的人群。
她要先于别人打第一桶红旗渠水，因为她贡献
了丈夫，又把 13岁的儿子送到渠上，她比别人
更有资格。

这是为内心一口气，坚韧地活着的女人！
又是一年的桃花盛开了。
不是在春天，而是在千里冰封的雪天里；

不是在温室，而是在高耸巍峨的绝壁上。
有桃花的艳丽，又有梅花般的品格。冬季

每有游人来到林州，石板岩乡桃花洞村是必去
的地方——那里冬天可以看桃花。

申兰英与原海生，青梅竹马，就长在那个
冬天里桃花烂漫的村子。

2000年，原海生掉入山谷。当支书的他，
是死在发展旅游的道路上。

就在他走后，桃花洞村的旅游开始热起来。
就像莫邪当年铸剑七七四十九日，以身赴

铜水，血凝剑气，其志感天动地，因而铸就名
剑。原海生以冬天的离去，为这个小村带来了
春的生机。

丈夫留给申兰英两个孩子：儿子上大学，
女儿刚刚初二；还留下了点账面上的钱，是一
直没有领到的村主任工资，每年700元，一共欠
了10年。

咬咬牙，申兰英支起了桌子，搭起了棚。
过路人吃她一碗面，丢下两块钱。

一张桌变成了十张桌，棚子变成了面馆。
吃面的人开始直接叫这个爽快麻利的女

人“桃花嫂子”。 一位画家给她写了几个字贴
到了屋里：“桃花嫂子面，好吃看得见。”渐渐
地，她把“桃花嫂子”的招牌挂在了外墙上。

当地人说，桃花谷里桃花店，桃花嫂子桃
花面；桃花乡里桃花香，桃花溪漂桃花瓣。“桃
花嫂子”成了太行山里的品牌，老粗布、杂粮，
都追着赶着标出桃花嫂子的名字。

人们看到申兰英脸上总是挂着笑，可她内
心却有不为人知的苦楚。她把自己与丈夫结
婚时的一张照片镶在镜框里，天天守着。

当我们提到原海生时，她说，只有一张合
影，11年了，还是想他……

一语未了，掩面而去。
总是有一些英雄没有来得及戴上红花，就

悄然隐退到历史的幕后。
原海生坠下悬崖的地方，后来是一道有名

的景点，两道飞泉夹石而过，取名“含珠”……
所有的光荣与梦想，都是付出了血与泪的

代价，如同追日的夸父，“体解而未变”“虽九死
其犹未悔”！

谁也不敢说上天亏待了林州。但是，这个
大山里的地方的确没有得到上天厚爱。一个
缺水之地，一个守着一堆石头的穷县，凭什么
50年前让漳河之水天上来？凭什么改革开放
30多年来，让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河南
108个县市处于前列？

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不仅在于拥有有形
的物质力量，还在于、某种意义上说更在于是
否拥有无形的精神力量。经济的发达，可以为
一个国家贴上强大的标签；而唯有精神的力
量，可以让一个国家扛得起伟大的字眼。

太行山下，一个曾在井下挖煤的汉子，在
韧性的坚持中获得了不止一次的重生。

桑中生从来都拒绝谈起他最艰难的时候。
记者试着问他，他回避：不提这个。
笑着拒绝，然而泪水就在瞬间流下。
——“谁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他是一个亿万富翁，也是一个穷得没钱吃

饭的人。最苦的时候，机器全趴在厂房里，家
里拿不出一分钱，门口站满要账的。

2008年，桑中生投资搞起了用于太阳能的
多晶硅，当年就缴税 1亿元。2009年，投资 27
亿元扩大产能。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浪扑到了
中国的山区，原来300多万元一吨的多晶硅，降
到10万元也没有人要。

只得停产。
置之死地，能否后生？没有资金寸步难

行，情急无奈之下，如同秦琼卖马、杨志卖刀，
桑中生决意出让企业股份，换来帮他进行技术
改造的团队，以作最后一搏。

桑中生能否走出困境？没有人知道；这一
搏就是最后一搏？没有人能回答。可桑中生
说，林州人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就得成功。

大凡英雄志士，往往浸染着浓烈的悲壮色
彩。他们历尽艰难险阻，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
巨大痛苦——明知力不能支而殊死搏击，直到
最后一息。如同不顾一切逐日的夸父，最终倒
在实现理想的途中。

曾战太行，曾出太行，曾富太行，但是，林
州人不允许自己安卧太行，这是一群虽然吃饱

了饭，还要为自己理想逐日的人！

太行之爱——一首奉献当代的颂歌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

不周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淮南子》

太行山，一山高于一山，一山险于一山，一
山难于一山。没有人告诉我们，太行山是不是
女娲补天后留在人间的神石，补上去的是天，
遗留下的是爱。

请告诉我们，太行山边的人们，为什么具
有如此淋漓尽致的大情，俯仰天地的大性，炽
热如火的大爱？

临淇镇白泉村支部书记张福根的一生，就
是对太行人这种大情大性大爱的最好诠释。

盘山而上一个多小时，我们见到张福根，
此时已是傍晚。如同故友重逢，客人与主人相
见甚欢，相拥而坐。

群峰壁立，星空寂寥；山风拂面，松涛有声。
一落座，张福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们畅谈

他的白泉创业史：
劈山修路，修通了白泉通往山外的 22 公

里大路；
打旱井，52年打了 1685眼，没让百姓去远

处打过水；
植树造林，凭借一双手两个肩，一把镢头

一张锨，绿化了2万亩荒山；
发展旅游，建了个白泉山庄，开辟景点搞

旅游致富……
他说，这就叫创业四部曲！
在海拔 800 米的悬崖上，张福根口若悬

河，激情四溢，迎风开怀，顾盼神飞！
眼前的张福根，哪里像一只眼睛失明的72

岁的老人？
哪里像大字不识几个的土生土长的农民？
畅谈“四部曲”后，老人意犹未尽，又吟诵

起他早年的励志诗作。那诗句着实让我们吃了
一惊——“蹬破地球闯开天，单手举起太行山”！

此刻，我们不禁受到感染，这是太行儿女
用山的气魄与山在对话！

太行山，你的孩子为什么这般神勇？谁给
予他们补天之力？谁给予他们造地之能？

张福根有双蒲扇大的手。掌上的老茧铜
钱厚，十指粗糙像钢锉，带着累累伤痕。

有的客人与福根握手，瞬间被那双大锉锉
痛。松开后，看着他的手，情不自禁地感叹：你
是真正的劳模啊！

白泉村硬化了村民家门前的道路，到其中
一家时，福根拦住了要修这条路的人。路的尽
头，是福根自己家。

村民们不答应，终于，5年后，路通了。
我们一共见到福根三次，每次福根都穿着同

一身衣服，村里人说，那是他见客人的体面衣服。
我们问，老支书困难到买不起身衣服？
福根说，不是困难，是整天穿着好衣服，就

不想干活了。
福根每天都要下地干活，开会误了活，也

一定要补上。他说，我一天不干活就不得劲。
当了 52 年的村支书，但每次选举乡亲们

还选他。每次选举，福根都是全票。他们说，
福根活到一百岁，就让他把支书当到一百岁。

临别时，福根偷偷对我们说了句心里话：
是的，我还想再干 20年支书，因为为乡亲们要
做的事还没有做完。说了之后，他不好意思地
笑了，他觉得自己有点贪心。

春节，村民们自发在村委会贴了副对联：
“半生辛劳富白泉，一腔热血为百姓”，横批：
“不忘福根”……

一百多年前的欧洲，一位伟人说，历史把
那些为了广大的目标而工作，因而使自己变得
高尚的人看做是伟大的人；经验则把使最大多
数人幸福的人称赞为最幸福的人。

这个人是卡尔·马克思。
林州人是幸福的，他们被如此创造而不求

回报的氛围包孕着，被如水的爱拥抱着，被英
雄的精神滋润着。就像幸福的徳萨雷，它的葡
萄园，被三个太阳拥抱着，天上的给其温暖，湖
里的给其滋润，石墙上的给其坚强。

无论是德萨雷的太阳，还是林州的水，都
是爱的光芒，是无法言传的内在力量。

万福生，林州企业家。父亲参加过红旗渠
修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走出太行搞建筑，
创业刚赚了点钱，就在当地捐建了一座中学。
临终前，父亲把万福生叫到床前说，吃不饱肚

子的时候要千方百计吃饱肚子，吃饱肚子的时
候，要想到还有没吃饱肚子的人。

万福生怎么能忘记那个播一口袋种子，只
有一兜收成，曾用火柴盒分配粮食的年代！他
接过父亲的事业，更记住了父亲的遗训。迄今
为止，他捐献的善款达到1000万元，被称为“林
州好人”。

一次下乡诊疗，林州市人民医院院长秦周
顺让突如其来的锣鼓声震撼了。那是村民们
听说大夫要下乡来看病，自发组织起来欢迎他
们，那一天，变成了乡亲的节日。

从那时起，秦周顺就在办公室挂了一张林
州地图，每到一个村庄义诊，就在地图上画上
一个圈圈。十几年来，他来回于红旗渠的怀抱
中，行程4万里。林州地图上的543个行政村，
已经被他画了434个圈圈。

他的目标是，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把林州
市每个村庄都走遍。让一生没有到医院看过
病的老人，享受哪怕一次正规医院大夫的医疗
服务……

还有一个老人的捐款仪式，感动了人们。
当年曾经修过红旗渠总干渠的申满仓，为

重修红旗渠拿出了两捆现金。一捆10万元，一
共 20万元。老人说，咱打拼挣了钱，不能光装
在自己兜里。

老人是地道的农民，钱是头天晚上打电
话，让在太原工作的儿子邮过来的。

今年2月20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慈善颁奖
晚会在红旗渠畔举行。谁也没想到短短数小
时，晚会现场便收到上千万元的捐款。

父亲 3年前病故，母亲两年前下岗。少年
魏于皓被确诊为尿毒症，透析、换肾，巨额医疗
费用让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几近崩溃。

少年得到了资助。
少年的母亲站在台上。她说，我是个要强

的女人，我从来不让别人看到我的眼泪……
一语未了，女人蹲在台上放声大哭。
原来没安排讲话的市委书记郑中华，此时

为激情所动，走上台来，即席演讲。他说，感谢新
时代，感谢共产党。因为改革开放，才有了新时
代，才有了这么多富人，他们应该回馈社会……

台下鼓掌！
郑中华又即兴朗诵起现场写下的一首诗：

“今晚，热泪盈眶；今晚，爱心飞扬；今晚，
让我们感受爱的力量……”“林州，一个创造奇
迹的地方，英雄的人民侠骨柔肠……”

有大爱无疆，就有大美难言！

太行之魂——一曲民族精神的咏叹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率子孙
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列子》
登上红旗渠，仿佛能听到太行山的呼吸。
无论是从地理方位，还是从时空坐标，这

都是一座展现巍巍中华气象的山脉。
山上，是站立的中国。
地下，是深藏的中国——林州辖于安阳，

是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发现地，16万片甲骨文在
历史的土壤中深藏不露，整整等了现代的人们
120万个日夜。

如果寻到那根绳子，不知是不是可以找到
远古人们面对太行山，结绳记事，系在一条绳
索上的记忆？

时间的甬道，走出来了一位叫愚公的老
人。他带领后代挖山不止的声响，今天还鸣响
于历史的回音壁上。

太行、王屋二山，虽然已从愚公的门前搬
走，但是中国的未来之路上，还有渡不完的河
流，搬不完的大山。

今年，杨贵和郑中华应中直管理局之邀，
同时参与了一场讲座，两人一前一后讲演，主
题就是红旗渠。

多么奇妙的搭配——
同一职位，不同年龄。
皓首，黑发。
一个建设红旗渠，一个重修红旗渠。
神奇的传承把两人联系在一起。
这不只是一次沿着历史痕迹的寻访，也是

面向历史的发问，和面向未来的作答。
台下一片寂静，一片模糊的泪眼。
一个大国，一个强大的民族，必须具有展

望未来的眼光，和追问历史的能力。一个时
代，不能只留下飞速发展的数据，还应该为后

人保存丰富的精神食粮。
当人们访问当年开挖红旗渠的那些“愚

公”时，突然发现，岁月无情，他们已经在逝去
中慢慢凋谢。

毕竟，近五十年过去了。
当年叩击太行的前辈离去后，愚公移山的

故事，是否还会有人讲述？人们担心的是，红
旗渠精神，这种可以感觉却无法触摸的至真至
宝，是否可以传承？红旗渠精神，是否会因物
质生活的丰裕而被窒息？红旗渠的精神家园，
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否有人守望？

岁月可以风化坚硬的太行山石，唯有精神
不可随风而去。

1934年，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时，无
数的人们放下手里的锄把和书本，眼睛放光地
追随着这支戴着红星的队伍而去。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支队伍能给热爱它的
人们什么呢？

鲜血，饥饿，危险，甚至死亡。
还有，饱满得闪闪发光的伟大精神。
中国人喜欢用万里和千里这种极宽广的

距离，来形容诗意和伟大，譬如用脚走出来的
万里长征，用手凿出来的千里红旗渠。

两个事件都是在环境极其恶劣、物质极度
困窘、在几近不可能的状态下完成的。唯一可
以找到的共同点，是完成它们的人，都具备中
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气质。

当这种精神成为文化，当这种精神成为传
统，当这种精神融入血脉，自然就有了与苍穹
比阔的力量！

中国的道路，是走出来的；中国的江山，是
打出来的；中国的富强，是干出来的；中国的精
神，是几千年来的日月，积攒出来的！

林州的发展，与当代中国前进的节奏，是
那么的吻合。

20世纪60年代，林州解决了水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林州解决了粮的问题；
20世纪 90年代，林州逐渐开始解决钱的

问题；
现在，吃饱了肚子的林州，执著地甚至倔

强地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兜里有了钱的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抬起头，仰望未来星空，在
扪心自问自己的精神归宿……

抗战最艰苦的 1940 年，徐悲鸿用他的画
笔，画出了愚公移山；

解放战争的前夜，毛泽东用他的思想，讲
起了愚公移山；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林州人用铁锤敲出了
愚公移山；

今天，我们又在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座
有形和无形的大山前，想起了愚公移山……

在林州，我们听到一串串意蕴深远的小故事：
这是一口水的故事。
张买江的父亲去山西打工，临走之前的一

顿饭，就是没有一口干净水，只好用牲口喝的
雨水澄清后做饭。

林州人因为喝不上这口水流落他乡，曾经
为了这口水战天斗地。如今，他们不再为一口水
而担忧，但他们只要永远记住这一口曾经喝不上
的水，追求幸福、超越自我的理想就不会停步。

还有一碗面的故事。
林州人最爱吃的，是家乡的面条。一位林

州籍的将军回乡，家里没有大摆宴席为他接
风，而是在院子里支上了两口大锅，一口炖菜，
一口煮面，人手一碗。

林州人即使富甲一方，腰缠万贯，最留恋
的还是那碗面。就像林州那首脍炙人口的《推
车歌》所唱：“只要有一碗糊涂面，也比那吃肉
喝酒的气势还要壮啊！”

一碗面，盛的是本色，装的是力量。
再就是那一条渠的故事。
每个林州人心中都有一条精神之渠，那是红

旗渠的儿女们说不完、道不尽的红旗渠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林州人民以自己的理想、奋

斗、坚韧、奉献，成就了当代红旗渠精神，这就
是——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不已，奋斗不息。

难而不惧，在理想召唤下排除千难万险；
富而不惑，在物质大潮中坚守精神家园；
自强不已，在激烈竞争中壮大发展，不断

超越；
奋斗不息，在复兴道路上奋力拼搏，永不

停步。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
无论我们将来多么富有，多么强大，都不

应该丢弃。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建

党9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不为任
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
有为地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
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
——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

今日是第十九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日前，郑州市扶
贫开发办公室主任王效光就纪念国际消除贫困日有关
问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今日是第十九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国际消除
贫困日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王效光：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困扰人类。消除
贫困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为引起
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行动，
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
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

记者：过去十年间，我市在消除贫困方面做了哪些
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王效光：2001年到 2010年，是我国新世纪第一个十
年扶贫开发阶段。为做好这一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制 定 了《中 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2001-2010年）》，河南省制定了《河南省农村扶贫开发
规划》。为贯彻落实上述纲要和规划精神，我市研究制
定了《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新
阶段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出台了一系列加快贫
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政策措施。经过全市贫困地区广大
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市消除
贫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使 161个贫困村的生
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7万人实现了脱贫。

记者：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扶贫开发阶段，国家有哪

些新的政策措施？
王效光：党中央、国务院对做好新世纪第二个十年

扶贫开发工作十分重视。今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扶贫
开发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会议明确指出：深入
推进扶贫开发，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改善民生、
缩小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大举
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打好新
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全国人民共同进入全面小
康。同时强调，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
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提高发展能力、加快脱贫
致富、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
力度，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
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到 2020年，
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
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中出台了许多新的政策措施。

记者：对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扶贫开发，我市有什

么样的打算？
王效光：《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

济区的指导意见》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在今后的工作中，第一是要提高认识。我们必须充
分认识到，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必
要前提。近年来，我市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各项经济指
标均快速提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区域间发展仍不
平衡，农村贫困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如果贫困地区的
发展水平不能迅速提高，社会发展不能迎头赶上，农村
贫困问题不能得到较好解决，必将会影响都市区建设进
度，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第二是搞好规划。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必须有一
个系统的规划，这个规划要和郑州都市区建设总体规划
相衔接，服从并服务于都市区建设。比如扶贫移民搬迁
要和新型城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山区群众脱贫致
富问题；整村推进要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和合村并镇、
合村并点工作相结合；要通过发展贫困地区二、三产业，
解决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等。同时，相关行业部门也
要制定好支持扶贫开发事业的规划，从而达到聚合各方
面力量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目的。

第三是落实好具体措施。经过多年的扶贫，积累了
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坚持区域
发展和扶贫到村入户同步推进，走开发式扶贫道路；坚

持政府主导，群众参与，走参与式扶贫道路；坚持专项扶
贫和行业、部门扶贫相结合，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扶贫
开发事业。这些好的做法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同时要注
重创新，努力通过创新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重点是要解
决好农村扶贫开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效衔
接问题，努力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应保尽保、应扶尽扶，
两轮驱动。

第四是制定完善扶贫开发配套政策。要结合我市
实际，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支持力度，出台金融服务、产
业扶持、土地使用、生态建设等相关扶贫优惠政策。同
时，做好少数民族、妇女儿童、残疾人的扶贫工作，让他
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第五是加强和规范管理。要加强扶贫资金使用管
理，创新扶贫资金到户扶持机制，采取多种方式，使扶贫
对象得到直接有效扶持。要加强项目管理，全面推行扶
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强化审计监督，拓宽监管渠道，
提升项目质量，坚决查处挤占挪用、截留和贪污扶贫资
金等违规行为。要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
法制化轨道，实现扶贫工作运行的常态化。通过管理，
规范运作，凝聚力量，树立形象，推动扶贫开发事业不断
前进。

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市的扶贫开发事业和消除贫
困工作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加大扶贫力度 加快减贫步伐
——郑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王效光就纪念第十九个国际消除贫困日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