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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不能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哲保身。要坚持

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

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

对象、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总之，要通过严格的责任追究，推动各级党

委、各级纪检监督机关、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落到实处。

为什么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

长效机制？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

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

党的重要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

《决定》进一步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

长效机制”，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

第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重要位置，提升到事

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政治高度，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建立

“五级书记抓脱贫”的机制，加大扶贫投入，

创新扶贫方式，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已使全国8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党的

十九大报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动员令，要求确保2020年我国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如期实现这一重大

目标，将创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减贫

1000多万人的奇迹，因而深得全国各族人民

衷心拥护和交口称赞。按照《决定》提出的要

求，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上，将紧接着

全面部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这一长期任务，继

续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原则，全面落实主

体责任，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

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

制，着力建立健全以“两不愁、三保障”（即

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

安全有保障）为重点的“脱真贫、真脱贫”制

度，继续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支持力度，

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充分发挥我们党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

打牢同脱贫攻坚相关的民生保障制度基础。

第二，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标志着新时代我国将迈进坚持大扶贫格局的新

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0年脱贫

攻坚目标如期实现，“意味着我国要比世界银

行确定的在全球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时间提前

十年”。这一成就将向世界进一步展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机活

力和巨大优越性。当前，面对我国即将消除绝

对贫困现象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就解决相对贫困现象着手进行新的战略

谋划。《决定》明确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

的长效机制”，其意义极为重大。这要求同消

除绝对贫困现象的脱贫攻坚系列政策相链接，

通过健全低保制度与精准脱贫政策的有效衔接

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应

保尽保，及时纳入低保或者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对其中重病重残人员实行特殊保障政策，

确保全国所有县（市、区）农村低保标准动态

达到或高于国家扶贫标准，并完善相应调整机

制。同时，将继续坚持普惠政策同特惠政策相

结合、开发式扶贫与保障式扶贫相结合，更加

精准聚焦相对贫困特殊群体，根据城乡特困人

员、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

等不同群体救助需求，推进社会救助综合改

革，引导社会组织和慈善力量积极发挥补充作

用，提供多元化针对性救助服务。根据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总

体要求，着力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

会扶贫”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牢固搭

建多层次民生兜底保障体系，努力让农村贫困

人口、城市困难群众等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都

能生活得到保障、心灵充满温暖，从而在我国

已经谱写的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中，奋

力增写更加恢宏的新篇章。

摘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