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凉山彝区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是彝族聚居地

区，红军长征过凉山在中国革命史上有光荣一页，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深挂念和关怀。如何打好、

打赢凉山彝区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当前凉山各族人民最为迫切

而紧要的任务。我们应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对凉山

贫困群众的深情牵挂，以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

略为行动指引，拿出富有成效的得力举措，以“脱贫

攻坚不胜不休”的决心决胜凉山脱贫攻坚战。

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凉山脱贫攻坚情况

四川省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集区，全国

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之一。2018年2月11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大凉山深处的昭觉县三岔

河乡三河村、解放乡火普村，走进彝族贫困群众家

中，看实情、问冷暖、听心声，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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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凉山脱贫攻坚工作，鼓舞了凉山干部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十九大提出的乡村

振兴战略是凉山脱贫奔康的行动指南。当前凉山彝区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很艰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凉山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思路是：促进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之基，固牢脱贫致富之本；强化绿色宜居导向，改造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实现贫困农

民安居乐业；坚持乡风文明导向，移风易俗，培育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开展农村社会有效治理，根除致贫致愚的恶习，引导村民

健康生活；把生活富裕直接奋斗目标，狠抓基础民生工程，提升村民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为脱贫致富提供长久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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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shan Yi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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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ier this year,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aid a visit to Liangshan to tackle poverty alleviation,

inspiring the Liangshan cadres and people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ut

forward a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s the guide for Liangshan to shake off poverty and lead a well-off life. At

present, the tas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Liangshan Yi district is still arduous. The idea of carrying ou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elping Liangshan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s：promote industrial prosperity,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sperity;

advocate the green and livable orientation, upgrad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e that poor farmers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contentment. Adhere to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he local style, change unsound customs, cultivat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get rich; carry out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society, eradicate

the bad habits that lead to poverty and folly, and guide villagers to live a healthy life. Make direct efforts to achieve

prosperity, pay close attention to basic projects for improving people's well-being, improve the cultural quality and

health of villagers, and provide long-term guarante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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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之策。这是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

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考察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

贫困人口脱贫。每到一个地方调研，我都要到贫困

村和贫困户了解情况，有时还专门到贫困县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市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座谈会讲话中谈到。5年多来，在习近平的强力

推动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 000多万贫

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

下。2017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代表团

参加审议时就特别关注凉山州的脱贫攻坚。在听

取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代表发言时，习近平详细询

问当地文盲率、脱贫攻坚进展等情况，要求压实责

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切实打好脱贫攻坚战。习

近平总书记以“绣花”为喻，指出当前脱贫工作，关

键要精准发力，向基层聚焦聚力，有的需要下一番

“绣花”功夫。

党的十九大对打赢脱贫攻坚战进行了全面部

署，提出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让几

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

“我一直牵挂着彝族群众。”习总书记的心中深深牵

挂着凉山彝区的贫困群众[1]。这次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凉山考察指导脱贫攻坚工作，是凉山历史上的大

事，在凉山彝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鼓舞凉

山彝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乡村振兴战略是贫困地区脱贫奔康的行
动指引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

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些部署要求，为当前进一

步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2]。

乡村振兴战略包含五个方面内涵要求：（1）产

业兴旺是重点。产业兴才能乡村兴，经济强才能人

气旺。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

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

转变。（2）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

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

富、生态美的统一。（3）乡风文明是保障。振兴乡

村，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不能让传统乡村文化

被破坏、被取代。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

移风易俗行动，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4）治

理有效是基础。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

化、家庭离散化问题凸显，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

本之策，才能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要抓住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这个“牛鼻子”，着力解决乡村社会

“散”的问题，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5）生活富裕是根本。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保持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加强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我国现阶段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

刺时期，深度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底线和标志。贫困地区大都因农村

人口的脱贫问题最为棘手，所以从改变农村农民的

贫困状况来突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无疑是

明智正确的判断。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当

前贫困地区脱贫奔康的行动指引。

三、凉山彝区脱贫攻坚战的艰巨任务

凉山彝族自治州占地6.04万平方公里，辖16县

1市，有14个世居民族，总人口521.29万、彝族占

52.89%。凉山彝区是全国典型的“直过民族”深度

贫困地区，基础薄弱、经济落后、社会发育滞后等共

性难题与苦熬守穷、毒情疫情、超生多生等突出问

题叠加交织，贫困问题与内地相比（内地主要是因

病、因灾等造成的“插花式”贫困），具有自身的特殊

性复杂性，属于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难中之难[3]。

主要有以下特点：

1. 集中连片贫困特征明显。大凉山彝区10县

及木里藏族自治县均为深度贫困县，集中连片贫困

区域达4.61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8.9%。截至

2017年底，与全省21市州同步完成动态管理后，全

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共计94.2万人、尚有49.1万人

未脱贫，贫困村共计2 072个、尚有1 118个未退出，

贫困发生率在20%以上的深度贫困村共计1 350个、

尚有1 001个未退出（50%～80%的325个、80%以上

的71个），彝区10县贫困发生率达19.4%，区域性、

整体性贫困突出。

2. 生产生活条件极其落后。新一轮扶贫开发

前，彝区贫困群众基本上住的是石板房、瓦板房、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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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房，低矮潮湿、人畜混居、不避风雨。至今仍有

27.37万人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高寒

山区、严重干旱缺水地区和地质灾害多发地区。土

地生产率低，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活处于“酸菜+

荞馍+土豆”的低层次温饱状态。出行条件差，公路

密度仅为每百平方公里45公里，11个贫困县均不通

高速公路，3 441个自然村不通公路，边远山区物资

仍靠人背马驮。

3. 突出社会问题多重交织。贫困地区深度贫

困与愚、病、毒等社会问题叠加交织、“多因一果”。

11个贫困县办学条件指标达标率不到5%，彝区农

村青壮年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懂汉语。受“以毒为

药”旧习、地处金三角毒品运输通道等因素影响，毒

品艾滋病问题一度十分严重，一人吸毒、全家遭殃，

一人染艾、全家致贫。受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观

念影响，多生超生问题突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4. 落后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受两千多年奴隶

制社会的禁锢，彝族先民长期与世隔绝，为了避战

乱、求生存，在大小凉山高二半山区、高寒山区迁徙

繁衍、“山地游耕”，呈现大散居、小聚居状态，缺乏

固定的生活场所、稳定的物质积累，家园意识、财富

意识、商品意识、文明法治意识淡薄，贫困地区群众

苦熬守穷，席地而卧、高额彩礼、薄养厚葬等陈规陋

习根深蒂固，移风易俗融入现代生活绝非一日之

功，不可能一蹴而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凉山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脱贫攻坚重要战略思想，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把攻克深度贫困作为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发展不

充分不平衡问题的头等大事，紧扣“两不愁、三保

障”和“四个好”目标，在国家、省“五个一批”行动计

划基础上，增加治毒戒毒救助和移风易俗巩固“两

个一批”，制定实施23个扶贫专项，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夯基础，分类区分梯次推进脱贫攻坚，全州

2013—2017 年累计减贫 55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8.6%降至11%，西昌、德昌、会理、会东、宁南、冕宁

6县市插花式贫困人口率先脱贫，彝区藏区甩开膀

子抓脱贫、安宁河谷县市撸起袖子抓发展的“两线

作战”格局全面形成，凉山贫困落后面貌正发生历

史性巨变。

四、决胜凉山彝区脱贫攻坚战的思路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结合当

前打赢凉山彝区脱贫攻坚战的紧迫任务，从促进产

业兴旺、强化绿色宜居导向、倡导乡风文明、开展有

效治理、狠抓民生作保障五个方面提出思路对策。

第一，促进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之基，固牢

脱贫致富之本。乡村振兴是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

长远战略和治本之策，其关键是产业振兴。近年以

来凉山州因地制宜、长短结合，大力培育特色富民

产业，增强“造血”功能。把发展产业扶贫作为主攻

方向，着力当前抓脱贫、吹糠见米，着眼长远抓发

展、稳定致富，立足贫困地区耕地、林地、草场等富

集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特色产业，推行贫困村

“一村一品”以购代捐精准脱贫模式，拓宽贫困群众

增收渠道，推动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一是加快

发展“果薯蔬草药”特色农牧业，全州水果、马铃薯、

蔬菜、中药材种植面积分别达137.6万亩、239万亩、

128万亩、4.52万亩，产量分别达156万吨、382.75万

吨、304万吨、2.49万吨，2017年肉、蛋、奶产量分别

达46.35万吨、2.79万吨、4.86万吨，实现农牧业总产

值484亿元、农民人均农牧业收入8281元。二是加

快发展“1+X”生态林业产业，2017年新建核桃基地

368.8万亩，栽种青（红）花椒80.9万亩、华山松45.8

万亩、油橄榄4.6万亩，全州林业生态产业基地总面

积达2 208.5万亩（核桃1 192.9万亩、花椒310.6万

亩、华山松170.3万亩、油橄榄11.2万亩），实现林业

总产值133.7亿元，农民人均林业收入1758元。三

是大力推进就业促进扶贫，近三年共开发公益性岗

位9 266个，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276场，贫困

人口进场6.51万人、达成意向1.86万人，转移输出

农村剩余劳动力364.97万人次，其中转移输出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11.8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15.54

亿元。四是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全州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分别发展到6 617个、6 607个，直接带

动贫困户10.7万、户均增收4 260.2元；有集体经济

的村增加到2 848 个，2017 年实现总收入4129 万

元。五是积极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136个旅游

扶贫重点村列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名录，建

成县级电商服务中心17个、乡镇（村）服务站点866

个，乡村旅游发展带动贫困户3.2万余户、人均增收

260元，农村电商带动贫困户4 500余户、人均增收

300元。2017年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1 415元，同比增长10.1%。

第二，强化绿色宜居导向，改造提升乡村基础

设施，实现贫困农民安居乐业。对照生态宜居新要

求，深入推进“安居出行”工程建设。把住房安全作

为贫困户脱贫的重要标志，把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

设施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先导工程，建房不停、修

路不止，不断改善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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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突出安全、宜居、“微田园”，坚持“先难后易”和新

村、新居、新产业、新农民、新生活“五新同步”，整村

规划、连片推进新村新寨建设，近三年先后投入资

金185.05亿元，新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774 个、

实施搬迁安置2.83 万户11.91万人，建成彝家新寨

622个4.19万户、安宁河谷新村923个8.8万户、藏区

新居4137户，受益群众达60.42万；截至2017年底，

全州累计有267.9万、67.2%的农村居民实现住有安

居。二是先后实施两轮“交通大会战”，着力打通断

头路、建设大网络、拓展进出口、提速内循环，雅西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G5京昆高速公路泸黄试验段和

宜宾至攀枝花、乐山至西昌高速公路开工建设，近

三年完成投资189.68亿元，建成11个国省干线项目

1 611.9公里，实现西昌到各县主干线公路畅通，新

增138个乡通油路2 425.3公里、1 779个行政村通硬

化路9 827.1公里；全州公路总里程达27 669公里，

乡（镇）、村实现100%通达，通畅率分别达94.4%和

87.4%，德昌、会理、宁南、西昌4县市率先实现所有

行政村通硬化路。三是统筹推进水利、电力、通信

等基础设施建设，近三年共解决86.18万人饮水不

安全问题，农村安全饮水率达84.27%，无电地区电

力建设工程全面完成，行政村通光纤率达73.45%、

通宽带率达77.75%，贫困村全部覆盖通信网络。

第三，坚持乡风文明导向，移风易俗，培育脱贫

致富内生动力。扶贫先扶志，增强贫困户脱贫信心

和意愿。“有光滋养有雨润，终需种子自向天”。深

度贫困地区群众应相信依靠自身努力、借助政策优

势能够如期实现脱贫。应加强贫困户对贫困的认

知、对国家扶贫政策的认知。深入开展宣讲党的十

九大精神走基层“暖冬行动”，组织7万多名州县乡

各级党员干部进村入户，面对面讲政策、谈变化，

“一对一”解急难、谋发展，引导群众感恩奋进、勤劳

致富。加大“四好”村、“四好”文明家庭创建力度，

深化“三建四改五洗”，通过帮扶干部带动、在校学

生拉动、返乡农民工促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陈规

陋习，主动融入现代文明生活，确保到2020年60%

以上的村建成省级“四好”村、80%以上的村建成

州级“四好”村。实施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办

好农民夜校，组织群众学汉语、学政策、学法律、学

技能，培育新型农民。引导村民习成现代生活方

式，积极发挥乡规民约、现代科学技术工具手段在

精准扶贫中的积极作用，倡导现代生活理念和生活

方式。

第四，开展农村社会有效治理，根除致贫致愚

的恶习，引导村民健康生活。把解决突出社会问

题、革除群众落后观念和生活恶习摆在突出位置抓

实抓好，深入推进禁毒防艾、超生整治、新风培育，

引导群众摒弃“以毒为药、患艾获保、多子多福”等

落后思想，坚决铲除滋生贫困的土壤。一是持续推

进“毒品治理·凉山行动”，重拳肃毒、重典治毒，选

派100名政法干警赴100个重点村任专职禁毒副书

记，创新推行“支部+协会+家族”“十户联保”禁毒模

式，加快戒毒康复基地“绿色家园”建设，全面发起

破案集群会战，新滋生吸毒人员近两年分别下降

17.3%、16.8%，吸毒人员管控率达98.6%，金阳、雷

波、越西分别摘掉国家层面外流贩毒通报县、非法

种植毒品原植物关注县、外流贩毒重点关注县“帽

子”。二是全面实施艾滋病防治和健康扶贫攻坚行

动，从州、县机关择优选派年轻干部到100个重点乡

镇担任艾防计生专职副书记，深入推进“艾防七大

工程”，累计抗病毒治疗2.3万人，免费抗病毒治疗

在治1.67万例，重点“地区、领域、人群”防治力度不

断加强，16个国家艾滋病防治指标完成率达91%，

艾滋病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三是深入开展生

育秩序专项整治，优先扶持计划生育贫困家庭脱贫

致富，兑现“三项制度”奖励扶助资金6 372.91万元，

加快转变群众婚育观念，全州符合政策生育率提高

至92.38%、政策外新生多孩率降至8%以内。深化

改革创新，激活乡村振兴之源。第五，坚持优先地

位，凝聚乡村振兴之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农

业农村要优先发展。一方面组织推进上优先。建

议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一把手”工程，成立

领导小组，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行动方案》。另一方

面资金投入上优先。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确保

农业农村投入适度增加，做好“整合”和“撬动”两篇

“文章”。加快农村金融创新，解决农业农村贷款难

题。此外还需在政策扶持上优先。在用地上，解决

发展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稻田综合种养等用地

瓶颈。在补贴上，加大绿色农业补贴，促进可持续

发展。在保障上，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

此同时，队伍建设上仍需优先。在农经农技队伍，

农村管理队伍，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上下功夫，

促进乡村重聚人气，实现振兴。

第五，把生活富裕作为直接奋斗目标，狠抓基

础民生工程，提升村民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为脱

贫致富提供长久保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脱

贫攻坚的重中之重，集中力量推进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切实解决教育、就医等关系贫困

群众根本和现实利益的问题。一是把教育扶贫作

为治本之策，阻隔贫困代际传递。深入实施民族地

徐 静，等：乡村振兴视域下打赢凉山彝区脱贫攻坚战的对策思考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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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2018年凉山州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发布[EB/OL].http://www.ls666.com/2018/0303/9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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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改薄”校舍工程竣工率

达73.9%，十五年免费教育惠及学生107万，4 447名

建卡贫困家庭学生得到教育资助，28万名家庭经济

困难寄宿学生享受寄宿制生活补助，累计开办“一

村一幼”村级幼教点3 059个、招收幼儿11.74万名，

全州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及小学、初中适龄人口入学

率分别达83.4%、99.7%、97.4%，“9+3”免费职业教育

累计惠及1.61万学生、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96%以

上，普通高中在校生达7万人，职业高中学生达3万

人，西昌、德昌、会理、会东、宁南、冕宁6县市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验收。二是着力提升群

众健康水平，城乡居民健康档案规范化电子建档率

达96.6%，新农合参合人数达373.36万，卫生扶贫救

助基金总额达6 274万元，累计救助贫困患者1.2万

人次、减免就医费用670万元，贫困患者县域内就诊

率达97.66%、县域内住院医疗费用个人支付比为

1.23%。三是实施“千村文化扶贫行动”，建成954个

民俗文化坝子、3 745个农家书屋、1 383个村级文化

活动室，实施广播电视“村村响”“户户通”工程576

个59 218户，基层公共文化体系不断完善。四是健

全贫困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长效机制，临时救助制度

在17县市实现全覆盖，5.7万名特殊困难儿童纳入

专项保障，13.13万丧失劳动能力、通过产业扶持和

就业帮助不能脱贫的农村特困人员全部纳入低保

兜底，实现“两线合一”“应保尽保”。

总之，凉山彝区脱贫攻坚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深切关怀，得到省委、省政府及全省人民的倾力支

持和帮扶，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深度贫困

地区推进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农民脱贫奔康的良

方，凉山人民脱贫致富同心协力、意志坚定、信心倍

增，一定会打赢凉山彝区的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

与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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