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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乌蒙山区的扶贫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五六年时间了，时

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正是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大力鼓舞下，西畴儿女闯出了

一片新天地：全县累计改造田地24.4万亩，炸石

造地10万余亩，治理石漠化140余平方公里，植树

造林50万亩，封山育林87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5%提

高到50.68%。2019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10565元，实现了从基本解决温饱到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历史跨越，创造了基本丧失人类生存条件

的石漠化地区发展奇迹。

大力弘扬“西畴精神”，需要这样一股闯劲。

针对脱贫攻坚战场上的难题，针对巩固脱贫成果和

推进乡村振兴的崭新课题，要有“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决心，更要有敢为人先、敢涉险滩的勇气，

扎实、细致、科学开展脱贫攻坚工作，让脱贫摘帽

更稳定、可持续，实现真脱贫、脱真贫。

弘扬“西畴精神”，需要百折不挠的韧劲

成就一番事业，往往需要战胜各种困难和挫

折。面对风险和挑战，是一味避让、畏首畏尾，还

是迎难而上、坚韧前行？结果大不相同。西畴县

99.9%的国土面积属于山区，石漠化面积占75.4%，

群山裸露、怪石林立，是全省乃至滇黔桂石漠化程

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这样的条件下，西畴人民

不怨天尤人、不坐等受穷，勇于向石漠化抗争、向

贫困宣战。为了修路，他们老老少少齐上阵。铁锹

断了，换；手磨破了，忍；人滚下坡去，爬起来！

为了治理石漠化，他们前赴后继攻坚，一点一滴改

变，一步一个脚印前行，坚持不懈探索出有效路径

和成功模式。在铸就“西畴精神”的伟大实践中，

饱含着艰辛与挫折，连接着失败与奋起，演绎着苦

难与辉煌。

大力弘扬“西畴精神”，需要这样一股韧劲。

要深刻认识到脱贫攻坚“绝非一日之功”，这是一

场持久战，拼的是恒心、拼的是韧劲、拼的是毅

力，需要有长期作战、持久作战的心理准备，“脱

贫攻坚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只

要还有一个人未脱贫，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脱

贫。特别是在当前的清零扫尾阶段，更需要我们拿

出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和超

常规的力度，反反复复查缺补漏，不厌其烦巩固提

升，切实下足“绣花”功夫，让全面小康的生活实

景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生动展现。

弘扬“西畴精神”，需要一鼓作气的狠劲

足球比赛中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临门一脚”，

指靠近球门的射门，引申为在整个行动中能起决定

性作用的一个动作，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次努

力，这样的努力，实为一种“狠劲”。20多年来，

西畴县人民群众从炸石造地到综合治理，以雷霆万

钧之势，硬是在石头缝里“抠”出一块块耕地，全

县以人均不足0.8亩的耕地养活了26万人口，实现了

粮食自给自足。

大力弘扬“西畴精神”，需要这样一股狠劲。

要深刻认识到，眼下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决战决

胜、攻城拔寨的关键节点，目前未脱贫的人口虽然

不多，但这些人口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因此脱

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心，

越要有一鼓作气的决心”的重要讲话内涵，坚定信

心不动摇、咬定目标不放松、落实责任不松劲、转

变作风不懈怠，坚决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扎扎

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弘扬“西畴精神”，需要科学管用的巧劲

“西畴精神”之所以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就

在于它不是粗放式、不顾实际的蛮干瞎干，而是与

时俱进、科学创新的。数十年来，西畴人民在统筹

谋划发展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实践，从炸石造地

转向综合整治、植树造林，从修路保通转向路面硬

化、提档升级，从传统耕作方式转向学科技、用科

技，实现“山、水、林、田、路、村”综合治理，

最终呈现出西畴难能可贵的创新发展模式、经验和

路径。

大力弘扬“西畴精神”，需要这样一股巧劲。

要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蕴

含着分析判断形势、研究谋划发展、有效推进工作

的方法论，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其中所蕴含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要准确把握收官之战的任务特点，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住主要矛盾

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精准施策，确保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以更加求真务实、更加科学

高效的作风全力以赴打好这场硬仗，圆满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校、云南省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