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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目前，我省还

有27个深度贫困县、3539个深度贫困村和全国“三

区三州”中的迪庆州、怒江州和乌蒙山片区深度贫困

区。只有攻克这些“坚中之坚、难中之难”，才能取

得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胜利。要强化政策引领、规划统

筹、资金保障、干部选派，把扶贫工作重心、政策支

持重心、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心、社会帮扶重心向深度

贫困地区再聚焦，把脱贫攻坚资金、重大工程项目、

最强帮扶力量进一步聚焦到深度贫困地区。再聚焦

特困群体。独龙、德昂、基诺、怒、布朗、景颇、

佤、拉祜、傈僳等9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

中的普米、阿昌2个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

限制、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增收渠道单一等问

题，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是云南脱贫攻坚的

难中之难。要深入实施第二轮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边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对“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继续坚持因地制宜、

因族施策，着力实施提升能力素质、组织劳务输出、

安居工程、培育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保护等6大工程，加强集团帮扶，确保全省“直过民

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如期实现整体脱贫，确保沿边一

线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聚焦重点

任务。实施“两不愁三保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从我省情况看，脱贫攻坚推

进到现在，“两不愁”基本上没有问题，但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三保障”以及饮水安全任

务还很重，是工作中的弱项和短板。要坚持量力而

行、尽力而为，在人财物和时间、精力上都要聚焦，

严格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认真梳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扎实抓好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等重点工作，提高扶贫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二）精准精准再精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贵在精准，重在精准，

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我们

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精准方略。

唯有精准才能有的放矢，提高脱贫的实效性和针对

性，做到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到2020年如期

脱贫，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容不得任何失误，不允

许重新返工。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更加精准的思路、办

法、举措，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精准首先要有标

准。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21世

纪是标准的世纪，标准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极端重要，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也极端重要。一些地方脱贫攻坚

漏洞百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标准没有搞清楚。“两

不愁三保障”有标准，易地扶贫搬迁也有标准，既不

能降低标准，也不能吊高胃口，不是面团那样可以拉

长缩短、可圆可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矛盾具有特

殊性。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脱贫

攻坚工作纷繁复杂，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问题各异，

要开的“锁”有千万把，寄希望于“一把万能钥匙”

是不可能的，大而化之、一刀切、“煮大锅菜”，只

会劳神费力，甚至适得其反。只有尊重问题的差异性

和特殊性，因地、因时、因事、因人而异开展工作，

强化分类指导，精细诊断问题，精确分析问题，精准

靶向治疗，为每一把“锁”配好钥匙，才是脱贫攻坚

的最佳工作方法。药方对则穷根除。领导工作是要讲

科学的，不能凭老习惯、老传统、老经验办事，脱贫

攻坚更是如此。领导干部要培养和运用精准思维，把

精准的意识和智慧贯穿到脱贫攻坚工作中，强化精品

意识、细节意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继续坚持以

“六个精准”统领脱贫攻坚工作，经常对标对表，总

结反思，重点核查扶贫对象是否精准、项目安排是否

精准、资金使用是否精准、措施到户是否精准等；拿

出绣花功夫，深入调查研究，把握不同地区、不同群

众的特点，坚持从实际出发，“量体裁衣”，具体

化、精准化、差异化，形成可操作、能落实的办法，

增强措施的针对性，让脱贫攻坚战略精准落地、取得

实效。

（三）落实落实再落实。千招万招，不抓落实都

是“虚招”；千条万条，不抓落实都是“白条”；千

忙万忙，落而不实都是“白忙”。对领导干部而言，

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既是对其党性强弱的

重要考验，也是对其能力高低的直接检验。当前，脱

贫攻坚要干什么、怎么干、干成什么样已非常明确。

脱贫攻坚要取得决定性胜利，关键就在于各级领导干

部不折不扣把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具体思

路、具体举措上，落实到具体事、具体人上。落实是

最好的“表态”。光说不练假把式，练无成效虚把

式。领导干部抓落实，决不能“决心”在嘴上、“打

算”在会上、“行动”在纸上。“知而不行”是空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