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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付朝欢

随着贵州省宣布剩余的9个贫

困县退出贫困序列，我国832个贫

困县全部脱贫。

消费扶贫作为一项创新性政策

举措，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11月24日，国新办就消费扶贫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关情况举

行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郭兰峰表示，消费扶贫的政策体系

逐步完善，方式不断创新、效果持续

扩大，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氛围

初步形成。

“初步统计，从2019年初至今，

国家发改委联合20余个中央部门

和单位，累计直接采购或帮助销售

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近5000亿元。

其中，2019年为1600多亿元；今年前

10个月超过3300亿元，是2019年

全年规模的两倍。”郭兰峰说。

带动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湖北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基

地，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省份

之一。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

响，湖北省农产品一度出现了较为

严重的滞销和卖难的问题。在国家

发改委大力倡导下，中央各部门和

单位积极调动各方面资源，支持湖

北的农产品销售。

“初步统计，截至10月底，中央

部门和单位直接采购湖北农产品超

过了16亿元，帮助销售170亿元。”

湖北省发改委主任程用文说，在消

费扶贫推动下，全省农林牧渔总产

值由一季度当季负增长30.8%，回升

到三季度当季增长5.7%。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增速由一季度负增长

39.2%，回升到前三季度负增长

10.4%，大幅度收窄。

消费扶贫对贫困群众稳定增

收的重要助力作用不仅体现在湖

北。郭兰峰给出了一组统计数据：

2019年，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经营

净收入4163元，比上年增长7.1%，增

速加快2.7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即

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贫困

地区的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也比上

年同期增长了4.9%，远高于GDP的

增长速度。

郭兰峰表示，近几年，国家发改

委会同有关部门，主要围绕如何打

通销售渠道，在市场、物流、产品质

量、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方面开

展消费扶贫工作。

确保规范、有序、可持续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直播带货

成为消费扶贫的一大亮点，但也存

在着产品良莠不齐，售后服务不完

善等问题。

对此，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

司长童章舜坦言，一些贫困地区的

特色农产品质量不错、原生态，但品

牌和知名度比较低、市场竞争力较

弱，社会各界包括直播带货购买贫

困地区产品过程中，消费体验可能

存在差别，一定程度制约了消费能

力的充分激发。

“我们推动实施消费扶贫，一方

面，让贫困群众通过消费扶贫劳有

所获、增收脱贫；另一方面，让参与

消费扶贫的广大消费者能够体验到

物美价廉并切实得到实惠。”童章舜

认为，这是确保消费扶贫可持续、实

现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接下来如何提升贫困地区农产

品供应的水平和质量？童章舜表

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大力支持

脱贫地区扩大规模化生产，健全农

产品标准化体系，完善仓储物流设

施，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提升市场

竞争力，提高市场参与度，并通过市

场手段实现产品的优胜劣汰；同时，

研究采取一些激励约束措施，强化

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消费

帮扶工作不断向规范、有序、可持续

的方向发展。

“提档升级”瞄准五个方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童章舜透露，国家发改

委、国务院扶贫办正会同有关部门

对“十三五”期间的消费扶贫政策措

施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并将在

此基础上，研究“十四五”时期推动

消费扶贫提档升级的工作思路和政

策举措。

初步考虑，“十四五”期间，消费

扶贫将进一步聚焦脱贫攻坚成果任

务比较重的地区，进一步聚焦农村

的低收入人口，进一步聚焦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坚持市场化的导向，

加快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

会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童章舜表示，对消费帮扶工作

提档升级有五个方向。一是持续扩

大脱贫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的规

模，推动政策定位由攻坚期阶段性

行动，向乡村振兴战略常态化政策

方向提档升级。二是大力培育新型

产销供应链和市场主体，构建以产

地和消费地为载体、以骨干企业为

平台的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政策功

能由传统的产销对接，向消费端倒

逼产业链调整的方向提档升级。三

是聚焦支持区域性特色优势产业的

生产、流通、销售，推动消费帮扶对

象由特殊群体、特定企业向区域性

主导产业方向提档升级。四是发挥

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消费帮扶

的动员方式由政府大力推动，向政

府市场社会多元化驱动的方向提档

升级。五是进一步强化激励约束，

探索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参与

消费帮扶工作的市场主体由自发性

生长，向规范化有序化参与的方向

提档升级。

脱贫攻坚中消费扶贫成效显著
国家发改委正联合有关方面研究“十四五”时期

推动消费扶贫提档升级工作思路和政策举措

11月24日，国新办就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关情况举行发布

会。图为会场。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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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战疫情 守望相助克时艰

□ 本报记者 袁 琳

2020年4月27日，中央赴湖北指

导组物资保障组成员、国家发改委社

会司副司长孙志诚结束了在武汉92天

的各项工作，离鄂返京。2020年9月

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大会上，孙志诚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国家

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这样评价

他：英勇逆行、担当重任、统筹协调、大

胆创新。

据了解，在武汉抗疫工作的3个

月里，孙志诚所在的物资保障组连续

超负荷工作，与湖北人民、武汉人民并

肩奋战，用行动诠释家国情怀；他们争

分夺秒，不舍昼夜，马不停蹄协调各项

防护物资；他们日夜兼程、想方设法，

仅用3天便实现从“人等床”到“床等

人”的重大逆转；他们在攻坚中创新，

探索高效率抗疫工作方式，全责对接，

实现了抗疫前线的高水平物资保障。

每一份成绩和荣誉的背后，都一定

有负重前行的坚守和众志成城的努

力。孙志诚和他的“战友”们是如何高

效快速地解决物资问题的？又是如何

与各方形成合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近日，记者采访了孙志诚，听

他讲述92天战疫背后的故事。

协同联动 凝心聚力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将“统筹兼顾”的方法论

贯穿始终，形成了步调一致、协同联动

的疫情防控局面。国家发改委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部署，迅速建立工作机制，

第一时间成立工作小组，委社会司、运

行局、体改司、评督司分别委派了党员

干部，在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带

领下，深入湖北一线，参加中央指导组

物资保障组工作。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打疫情防控

阻击战，实际上也是打后勤保障战”，

充分肯定了物资保障工作的突出重要

性。在5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把物资保

障作为中央指导组的三项重点工作之

一，给予充分肯定。

“从抵达武汉开始，每一天都是争

分夺秒，不舍昼夜，与时间赛跑，与病

毒比快。疫情发展和抗疫的需要不断

发生着变化，物资保障组的工作重点

也随之调整。”孙志诚介绍，物资保障

组的工作主要包括9个方面：医疗防

护物资保障、床位保障、医疗设备保

障、关键救治药品保障、生活物资保

障、援鄂医疗队撤离保障，以及积极推

进复工复产、推动医疗物资出口、农产

品促销等。

连维良带领物资保障组成员们

创设了“九大战时机制”：每日对接机

制、超前订货备货机制、快速反应机

制、高效扁平调拨机制、直接委托采

购机制、医院直通车机制、全责联络

员机制、产品质量监管机制、迅速处

理舆情机制。

谈及成果时，一串串数字孙志诚

都准确地脱口而出，“医用防护服从开

始的不到7000件到后来的26.7万件，

N95口罩从2000只到56.2万只；16座

方舱医院，共提供3.4万张床位；我们

向救治组提供关键救治设备2191台

（套）；5天征调50台ECMO，国内征调

21台，最快17小时送到；全国陆续抽

调到湖北的援鄂医疗队343支，队员

累计42,600多，人无一人感染……”

虽已时隔大半年，但这些数字

早已深深印刻在孙志诚的脑海中。

孙志诚坦言，除了国家发改委和工信

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之间的通力合

作，在重要医用物资和设备的生产、

采购和调运过程中，海关、民航、铁

路、交通、邮政等方面也给予了超乎

想象的支持。

——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物资保障组成员、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孙志诚

□ 周发源

在海南省琼海市的潭门镇，站立

在新建的潭门大桥，火红的太阳跃出

大海，碧波万顷，海风阵阵，让人心旷

神怡。顺着潭门镇委副书记、镇长

王国熊手指的方向望去，千年渔港潭

门镇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眼前，繁忙

的渔港一片喧闹，满载鱼虾的渔船刚

靠岸，鱼商和市民们涌向码头，争相

购买刚打捞上来的新海鲜。此情此

景，勾起了王国熊的幸福回忆。

造大船，抓大鱼，守住
我们的祖宗海

“没想到习总书记会登上渔船来

看望我们。”“琼海09045”渔船的渔民

佑业均说，未曾想到会收获这么难忘

的经历。

“总书记和我们大家都握过手

后，我领着总书记从甲板进入船舱内

参观。”“琼海 09045 号”渔船船长

卢传安幸福地回忆说。

“临别时，令大家意外和感动的

是，习总书记主动提议，邀请船上

20 多名渔民一起合影留念，又特别

嘱咐我们，渔民协会要协助政府有关

部门多为渔民办好事，多服务渔民。”

潭门渔民协会会长丁之乐兴奋地介

绍说。

“习总书记时刻把渔民装在心

上，温暖的话语激励我们造大船、深

耕南海，这是所有潭门渔民的梦想。”

丁之乐说，“现在已经拥有 30多艘

500吨以上的大船，渔民协会已发展

到5000多名会员，大家抱团发展，闯

深海、捕大鱼。”

潭门镇渔民是历史上唯一连续

开发西、南、中沙的特有群体，他们远

涉南海捕鱼为生，把南海称为“祖宗

海”。潭门港是海南岛通往南沙群岛

最近的港口之一，也是西、南、中、东

沙群岛作业渔场后勤的给养基地和

深远海鱼货的集散销售基地。潭门

人将包括黄岩岛在内的岛礁视为祖

宗地，保卫黄岩岛不仅是荣耀，也是

捍卫潭门人的光荣历史和传统。

丁之乐说，日复一日，潭门镇渔民

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在长达几个世纪

的岁月里，他们是南中国海上的主人。

在潭门镇渔民心中，有一件神秘的物

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它就是《更路簿》，这个《更路

簿》是我们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

的，它详细记录西、南、中沙群岛的岛

礁名称、准确位置、航行针位、更数以

及岛礁特征、南海航行路线和知识，

是千百年来我们海南渔民在南海航

行的经验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也是航船的命根子。”丁之乐说。

脸庞黝黑饱经风浪洗礼的潭门

远海捕捞船船长卢家炳说：“如今，

船上都装上了卫星导航，《更路簿》已

经成为历史，但它向世界证明，西沙、

中沙、南沙，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祖

宗海。”

守卫开发好祖宗留下的自留地，

走远海深海捕捞和养殖相结合的路

子，这是潭门人的“南海之梦”。渔民

卢传安牵头入股，投资3500多万元在

西沙建起500公顷的深海网箱养殖

基地，养殖龙虾、马鲛、石斑、金枪、珍

珠等名贵海产品。“我们的目标是保

护好我们的祖宗海，打造潭门渔民的

‘海底牧场’，让乡亲们共同致富，让

更多人吃到三沙海里的鱼。”卢传安

的话语坚定而有力。

其实，卢传安的梦也是潭门镇渔

民的梦。

在潭门镇村党支部纪检员、“全国

海洋维权模范”王书茂家，客厅里最醒

目的位置挂着与习总书记在潭门镇码

头拍摄的集体大合影。

被评为“全国最美奋斗者”称号的

全国人大代表王书茂说，这几年镇里

造了30多条大渔船，政府给予渔民补

贴，电视可以看到50多个频道，有卫星

导航，渔民出海的安全系数和生产生

活条件极大改善，好日子过得像刚出

大海的太阳，红红火火。

转型升级当老板，谱写
潭门新渔歌

迎着海风，站立船头，回望潭门

镇，一座白色为主基调的建筑群映入

眼帘，马路两旁的民居楼房修缮一

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打造渔业

风情小镇，建设美丽幸福潭门”的标

牌引人注目。

“总书记的期待激励着我们，潭门

镇正在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海洋经

济产业，深度挖掘潭门镇特色文化，

潭门将更加美丽迷人。”王国熊兴奋

地展望，这个充满故事的南海小镇正

迸发出新时代的活力……

加工海产品，潭门闻名全省。目

前，潭门主要从事海贝壳（珠宝项链）

加工的工厂已扩建到80多家，工艺品

销往国内外市场。

潭门镇老码头对岸的排港村，是

产业转型的示范村，曾经“脏乱差穷”

的小渔村，如今建起了民宿一条街、

海鲜一条街、渔民广场、南海故事展

馆等。老的摆渡码头被打造成休闲

码头，乡亲们在自家门口吃起了旅游

饭。渔民符明林看准时机完成“转

型”，合伙开了民宿，安排10多位渔民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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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村红色振兴革命老村红色振兴
近年来，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泰

宁县新桥乡东部山区的革命老区

基点村岭下村立足当地红色文化

资源和生态优势，成功打造了“游

击队员黄炳茂之家”、初心公园、红

色文化展厅、家风家训堂、红军战

壕、岭下苏维埃政府旧址等旅游景

点，并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走出了一

条以红色旅游带动生态乡村游、进

而促进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

路。图为大山之中的岭下村。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