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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决胜脱贫攻坚的赤水经验

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

赤水市是一片孕育着红色基因的神奇土地，步入 21世纪，赤水市的干部群众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团结奋斗，攻坚克难，谱

写了一曲决胜贫困的壮丽凯歌，树立了贵州精准脱贫的典型样板。2014 年赤水市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尚有 2.8 万人，贫困发生率

高达 14.6%。经过三年艰苦奋斗，2017 年赤水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10.53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134 元，贫困

发生率下降到 1.43%，17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成为贵州第一个脱贫摘帽的片区县，创造了贵州省决胜脱贫攻坚的“赤水经验”。

赤水市的扶贫经验不仅对贵州消除贫困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且对其他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也不无借鉴价值。

一、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与各方扶贫力量相结合

百姓富不富关键靠支部。赤水市高度重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并通过党组织的力量激发广大群众脱贫攻坚的主体精神。

一方面，赤水市切实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扶贫攻坚中的领

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又积极协调整合党政工团等各方面力量，形成了党组织坚强领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

党政一把手分别是各级扶贫工作的双组长、第一责任人，目标任务层层分解，扶贫责任层层压实。建立健全扶贫攻坚指挥、调

度、督导制度，53 名县级领导，2876 名市乡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困难户，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脱贫攻

坚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赤水市两河口镇大荣村过去是典型的贫困村，山高路陡，交通闭塞。村民思想封闭，“靠”字当头。

一些群众生活艰难，有的大龄青年迟迟娶不上媳妇。村支部书记唐永富敢于担当，甘于奉献，放下自己的生意，全身心投入到

村里的扶贫攻坚工作。他把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作用。干部群众精

神振奋，团结拼搏，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唐永富支书从我做起，身先士卒，自己垫支 60 多万元，带领群众历经三年艰苦奋

战，修建了 7 公里的水泥路，打破了千百年来村寨与外界的隔绝状态。他还组织村民发展冷水鱼养殖、竹下养鸡等生态产业，

彻底改变了穷山沟的落后面貌。2014 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4000 元，是典型的二类贫困村，2017 年增长到 13400 元，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迈向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二、物质帮扶与精神帮扶相结合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能动作用。赤水市一方面多方筹资大力强化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设

施建设。仅 2017 年建成通村通组公路和产业发展公路 2000 多公里，为赤水产业发展、决胜贫困创造了良好物质条件。另一方

面，赤水市充分挖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举办农民讲习所，开展生动活泼的农民教育活动，引导群众感党恩、明是非、辨美丑、

鼓干劲、树信心。通过物质帮扶和精神帮扶的双发力、双促进，赤水市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焕然一新，而且干

部群众的精气神也呈现出昂扬向上的崭新风貌，从而为决胜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撑。

三、奋进奉献的高尚情怀与严谨务实的科学方法相结合

人因精神的存在而崇高。高尚的价值情怀是决胜脱贫攻坚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了打赢这场输不起的脱贫攻坚战，赤水市的

干部无私付出，苦干实干，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有的干部产假仅仅休息两个月就匆匆踏上了扶贫的征程，

有的数过家门而不入。拼搏奉献，忘我奋斗的高尚情怀殷殷可鉴。脱贫攻坚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门科学。唯物辩证法认为矛

盾不仅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矛盾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尊重扶贫工作的内在规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赤水市的干部不

仅苦干、实干、加油干，还注重巧干、快干、科学干，善于把高尚的情怀与科学的方法相结合。赤水扶贫工作坚持从当地实际

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上联天线，下接地气，下功夫吃透市情，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牢牢把握精准识别、精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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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精准施策三个主要环节。准确把握脱贫攻坚的工作对象，明确主要任务；全面深入分析不同贫困对象的致贫原因，科学研

判，精准施策，或产业扶贫、或教育扶贫、或易地搬迁扶贫、或社会兜底扶贫，区分不同情况，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取得了良好的脱贫实效。在产业扶贫中，赤水市坚定不移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之路，

依托本地丰富的竹林、石斛和山水风光，通过实施“十百千万”生态农业发展工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文化旅

游业和绿色工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扶贫效果良好。2017 年赤水市旅游业出现井喷式增长，全年接待游客 1634 万

人，涨幅高达 36.08%，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率达到 98.57%，全市所有贫困村全部脱帽出列。

四、推进精准扶贫与深化农村改革相结合

世界是一个永恒运动的变化过程。改革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着。赤水市在扶贫攻坚过程

中不仅努力扩大经济总量，还特别强调通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扶贫实效。赤水市大力实施“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既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的长期稳定，又促进经营权的合理流转，适应了规模经营

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增加了困难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为实现精准脱贫提供了良好的体制

机制保障。

五、解决现实利益与维护长远利益相结合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劳动者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革命性因素。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归

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脱贫攻坚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提高人的素质。这是长期稳定脱贫的治本之策。赤水市在扶贫攻坚的

过程中既积极解决当前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又高度重视人的作用，强调从长远的角度，从提高人的素质高度构建精准脱贫的

长效机制。赤水市持续不断地强化对贫困家庭实施素质提升。健全学生资助体系，2017 年发放资金 4778 万元，惠及学生 42000

多人，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大力实施贫困人口全员培训，切实提升困难群众的劳动就业率，为稳定脱贫提供长

远人力资源保障，从源头上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赤水市的精准脱贫是贵州决胜贫困，同步小康的一个缩影。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是中国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

梦想，但在旧制度的框架下从未变成现实。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生产力已达到后工业化水平，但由于国家根本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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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缺陷至今也未能消除困难群体无家可归的社会现象。赤水市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深刻地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巨大的优越性，是人民群众摆脱贫困的根本制度支撑。

（执笔人漆明春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调研参与人：漆明春、黄琛、聂洪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