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底，我市对贫困村情况进行
摸底调查，确定贫困村 248个，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2.9万户 11.3万人，主要分布在
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新郑市、中牟
县、航空港区、上街区等 7个县（市）区 43
个乡（镇）。

近年来，我市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
度，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
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第一组长、市长为组
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全面压实脱贫攻
坚责任，切实强化政策措施落实，同心协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扶贫举措上，“转、扶、搬、保、救”多
措并举。我市坚持以“N+2”为主线，因村
因户因人施策，为每个贫困村贫困户量身
定制脱贫帮扶计划，“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其中，“N”指的是家庭人口数，一人

至少一策；“2”指的是从发展产业、易地扶
贫搬迁、低保托底等措施中选择两条以上
作为对户措施。

在推进机制上，我市建立了以对人、
对事、对时、对责、对账“五对”为主要内容
的推进机制。“对人”就是把贫困人口识
别准，“对事”就是把脱贫措施找准，“对
时”就是把脱贫时间节点定准，“对责”就
是把责任划准，“对账”就是把扶贫资金使
用准。

在政策体系构建上，我市出台“关于
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
施意见”，相关行业部门分别出台了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等 19项脱贫攻坚政策方
案，形成了“1+19”政策体系。我市还积
极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
“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凝聚脱贫攻
坚合力。

三年前的一个寒假期间，我随爸爸去
了一趟山区，那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半天的
时间让我感慨万千。

爸爸所在单位联系帮助一个深山里的
贫穷村庄，去之前，我对于贫困的理解只停
留在家人的描述中：家徒四壁，老房摇摇欲
坠，风烛残年的老人长年住在阴冷潮湿的
破房子里，孩子缺乏教育和关爱……听起
来像天方夜谭，没什么感觉。直到那天和
爸爸一块去下乡扶贫。

三年前：探访贫困村让我认知贫穷
当时，爸爸让我带点看过的书和几件

衣服，说是送给一个同龄的男孩。
我乐呵呵地坐上车，一路上也没看出

与平时有什么不同，就是山路狭窄颠簸，
“没见过这么赖的路！”我气哼哼地对爸爸
说，“怎么也不修修路！叫人咋走。”

下车后，沿着山路继续走了好久，身上
也落了一层土，才走到第一个目的地。在
一阵阵狗叫声中，看到3间破烂的房子，东
边两间房是堆放杂物的草房，西边一间养
着牛羊，满屋牲畜粪便。一个眼神胆怯、表
情木然的孩子站在我们面前，身后还有他

80多岁的爷爷奶奶。
爸爸说了好多鼓舞他好好学习改变命

运的话，我也把带来的书、衣服和鞋子送给
他。看到屋里除了破桌破凳破床就再也没
啥像样的家具，自感有几分口才的我变得
笨拙起来，本想跟这男孩好好聊下天却觉
得无话可说。唯一记得清楚的是，我送给
他一本《三国演义》，当时问他看过没有，他
说没有。本是城市孩子们常见的课外阅读
书籍，对他而言竟完全陌生，我觉得有些不
可思议。

接着我们又去了第二家，这一家住
的几乎是在山顶。爸爸指着一处石头房
说：“就是那家。”“好漂亮啊！”看着用一
层层厚薄不一石片累积而成的围墙，仿
佛有种“白云生处有人家”的意境。可一
进院子，我大失所望。破瓦残垣、脏乱不
堪，黑漆漆的屋里站着一位衣衫褴褛、双
腿弯曲的老人，屋里满是杂物无处立
足。爸爸说这是一位五保单身汉，一辈
子没念过几天书，一人独居在这里，经常
一天就吃一顿饭或是做一顿吃两三天。
房子是危房，多次劝他搬到山下的敬老
院，可性格倔强的他就是“金窝银窝舍不

得这个穷窝”。
回来的路上，我一路沉默。自此我对

贫穷两个字有了更深刻直接的认识。

三年后：走出贫困我们一起实现中国梦
转眼已三年，我已是高三的学生。

在这三年，随爸爸下乡扶贫的经历从来
没有忘记。爸爸妈妈说，这些年我同情
心明显增加，生活上也节俭了，在外吃饭
坚持“光盘”行动。这段时间，尤其是党
的十九大召开以后，“扶贫攻坚”成了全
社会的关键词。爸爸比以前下乡的次数
更多，基本是天天“泡”在村里。学习中，
我知道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承诺：“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年所有贫
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
社会。”

“这应该是中国梦重要一部分吧？”我
问爸爸。“当然了！”谈到这个话题，爸爸语
气铿锵。

听爸爸说，这些年，他联系的那个乡村
的公路、山路都修好了，所有贫穷户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照顾，有的房屋进行了修缮，
有的搬进了敬老院，有的与子女亲戚住在

了一起，每月还能享受到低保、五保、医保、
用电补助、雨露计划等。我三年前见过
的一老一少，如今生活也大有改观。那
位倔强的单身老年人搬进了侄子的两间
新房屋里，明年国家将会资助他新建一
间新房，彻底改善他的住房条件；那位同
龄人上了职业中专，学的是汽车修理，学
费全免，还享受了五保政策、雨露计划、
助学金等，如今已在郑州一家汽车制造
厂实习。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这些名句，是中华民族千
百年来一直孜孜追求的社会梦想。如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
的关键词。这个梦应该是五彩缤纷的，每
个阶层、每个职业、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
的期盼。作为一名学生，我真诚期望伟大
的祖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早日实现中国
梦！我也更希望能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
己的贡献。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那个同龄
男孩正在努力工作；也梦见了那个老伯伯
幸福地住在新盖的房屋里……

脱贫攻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转扶搬保救多措并举

我市248个贫困村全部“摘帽”

本报讯 这两天，郑州随着一场瑞雪的到来，气温也降到了新低。但
记者却获得了一个暖心的消息：2017年，我市有23个贫困村摘帽退出，
完成了全部248个贫困村摘帽退出任务；有949户3552人脱贫，超额完
成了年度减贫任务。郑报融媒记者 武建玲

多措发力，成效明显。2014年至2016
年，全市共完成贫困村退出225个，贫困人
口减少 2.56万户 10.3万人。截至 2016年
底，全市未退出贫困村有 23个，未脱贫人
口3381户10422人。2017年，全市23个贫
困村摘帽退出，完成了全部 248个贫困村
摘帽退出任务；有 949户 3552人脱贫，占
目标任务2991人的118.8%。

2018 年，我市计划完成脱贫 3000
人，基本实现除政策性托底外存量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任务；巩固提升脱贫
成果，全面改善已脱贫贫困村人居环
境，提高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贫困
户收入水平，补齐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短板，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坚
实基础。

■一个中学生眼里的脱贫攻坚

走出贫困 一起去实现中国梦
□霍政澍

成效明显：全部248个贫困村摘帽

脱贫帮扶：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搬进新居后，走出贫困的村民享受着天伦之乐。 郑报融媒记者 宋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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