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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滁州大地脱贫攻坚的动人篇章
■ 安徽合肥 韩大勇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

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

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

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滁州位于皖东江淮之间，是长三角中心区城市，

是合肥、南京都市圈成员城市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重要一翼。全市国土总面积1.35万平方

公里，户籍人口455.3万。现辖天长、明光2市，来安、

全椒、定远、凤阳4县和琅琊、南谯2区，自古有“金陵

锁钥、江淮保障”之称，“儒风之盛、夙贯淮东”之誉。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中，皖东江淮大地的滁

州人，聚焦相对贫困村出列、相对贫困人口脱贫目标，

全市上下勠力同心，攻坚克难，勇于创新，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

滁州市乡村振兴局编著的《决胜——新时代脱贫

攻坚的滁州实践》（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1 年 9 月出

版发行）扎根皖东江淮大地，聚焦扶贫现场，以强烈的

时代使命感和鲜明的人道情怀描绘了一幅幅滁州人

脱贫攻坚的壮美画卷，生动呈现了滁州积极抢抓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克难前行、奋勇争先

的“滁州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滁州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

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和第一民生工程，始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牢牢把握“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狠抓责任、政策、

工作“三大落实”，举全市之力，动员各方力量，在皖东

大地上组织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成效

最明显的攻坚行动。

8年来，全市上下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

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

坚中之坚，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产业扶

贫“四带一自”、金融扶贫“一自三合”等工作走在全省

前列，全省现场会先后在滁召开。“一抓双促”、资产收

益扶贫、扶贫资产管理等创新举措得到上级认可，其

中“党建引领助振兴，村企联建促脱贫”具体做法在全

国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上作交流发言，并受到省

委肯定。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20.5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2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定远贫

困县摘帽；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2471元

增至2020年的14235元，贫困村村均集体经济收入

由1.8万元增至51.5万元。

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彪炳千秋

的华彩乐章。从什么角度来反映伟大的脱贫攻坚精

神在安徽滁州的体现？该书以“辉煌的成就”为切入

点，从“强大的合力”、“精准识别确定扶持谁”、“健全

机制解决谁来扶”、“靶向施策聚焦怎么扶”、“严把标

准确保稳脱贫”和“浓厚的氛围”六方面，以故事性的

行文方式，全景式展现滁州脱贫攻坚的浩荡画卷。该

书落脚在“攻坚的启示”上，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

遵循、行动指南，坚强的政治领导是决胜脱贫攻坚的

根本保证，紧扣精准要义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所

在，脱贫攻坚伟大成就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理念、理

论、制度的成功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重要论述是一套不断

完善和发展的科学体系，对其的学习研究需要坚持与时

俱进。《决胜——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滁州实践》一书的编

写出版，适应了及时总结实践和推动理论发展的双重需

要。该书全面准确记录了滁州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

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重大决策部署中的具体实

践，系统展现了脱贫攻坚凝聚的强大合力，详细记录了

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等问题的

具体举措，又对若干探索性议题进行了前瞻思考。

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脱贫攻坚战胜利

只是反贫困事业的一个阶段结束，立足前沿的研究仍

然重要，也就是既要总结既有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用

于指导实践，又要面向未来进行理性思考探索反贫困

实践的新空间。本书的编写，既是对脱贫攻坚期内行

之有效经验的总结，更是在“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

转移之际，为该市乡村振兴工作注入赓续前行的动

力。该书还将拓宽脱贫攻坚研究的理论与话语空间，

助力2020年后扶贫工作战略思路研究。

每逢节假日，当我从合肥回到老家阜阳宁老庄

镇时，第一个要看的地方，就是我生活了18年的老

屋。爷爷、奶奶以及父亲、母亲，都曾经住在那里。

每次我都怀着浓浓的思念之情，慢慢走向土墙草顶

的老屋，往日的景象如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展现：脱

漆的木门，佝偻的父亲，以及墙边摆放整齐的农具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了，他生前对我们

兄弟四人的无限关爱和教诲，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

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永远流淌在他的血液中。这一美德

中，就包括责任与担当。我不止一次地听父亲说过，

爷爷为了全家人的生计问题，经常外出打短工，都是

奶奶在家中管理家务。奶奶对子女管教很严，但奶

奶自身要求严格，白天要干农活，晚上要做家务，好

吃的都留给子女，自己只吃一些残羹剩饭，一大家子

十几口人都服奶奶。到了父亲成年后，奶奶就经常

教育他：“你只有学会挑担子，才能把这个家管好，把

孩子们教上路，教育孩子不能光靠嘴讲，要首先做出

样子。”父亲就是按照奶奶的教导来教育我们的。我

家的田离家有点远，但父亲干活时从不像别人那样

为了抄近路而走在人家的田里踩坏别人的庄稼。记

得小时候，我带着弟弟们在田里玩耍，把人家的麦子

踩倒了，被父亲发现后，他就让我们跪在地上反省，

并教育我们说：“踩了一棵麦，少收一把粮，谁个不心

疼？下次再这样，打断你们的腿！”从此，我再也不敢

带弟弟们在庄稼地里玩了。

父亲一生尽管少言寡语，但他身教重于言教，用

自己的忍让、正直、勤劳、宽容、善良为后代做出了榜

样，把持家和教育的责任担当起来，使我们从懂事时

起，就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要把该做的

事做好，不该做的事一件不做，方圆几十里都知道老

徐家的人能干事、够意思，人前人后都得到了乡亲们

应有的敬重。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父亲年事已高，我

也长大成人。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我决定离开农

村到省城打工。临行前父亲对我说：“你是老大，出

去闯荡不要想着倒巧，想巧必拙，必须老老实实出力

流汗。要是能闯出一条路子，就把你的几个弟弟也

都带上，到哪里都要想着这个家，想着自己的责任。”

但是，只有初中文化的我，从偏远农村到繁华省

城打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流汗、吃苦受累不说，一

年到头很难混上温饱，更别说把弟弟们带出来谋生了。在

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来到我在合肥的出租房内，听

我讲完困境后，语重心长地劝我说：“种庄稼都不能保证年

年都有好收成，做生意也不可能天天赚大钱。你一个没见

过世面的乡下孩子，怎么能够一出来就抱个金娃娃？”那

天，父亲把他积攒几年的钱都掏出来给了我，让我先把欠

下的房租交上，不能让房东看不起，做人一定要有骨气，作

为男人腰杆一定要硬起来。

我按照父亲的教诲，调整人生规划，开始了自己的“三

部曲”。第一步，选准目标，从事印刷行业；然后增长知识，给

头脑“充电”。我认真刻苦学知识，拿到了大专文凭。同时，

争取机会，到北京以及上海、南京等地的印刷院校进修。只

有通过学习，才能增长知识，提高能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第二步，向有专长以及有丰富经营经验的人学

习。我利用在印刷厂以及机关事业单位打工的机会，学习他

们的社交能力和办事经验，跟他们一道到新闻出版以及机关

事业单位拉业务。如此，我既开拓了视野，学到了本领，又结

交了朋友，逐渐打开了一片天地。第三步，在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和资金之后，开办印刷厂，自己当老板。经过多年的拼

搏奋斗，如今我不仅有了自己的厂房，有了自己的事业，还安

排了一批下岗工人，每年为国家缴纳一笔可观的税收。在此

期间，我遵照父亲的嘱咐，把三个弟弟带到合肥，帮助他们经

营自己的产业，都先后成了家，也立了业。

正当我们弟兄四人的经营刚有起色、准备把在老家的

父母接到合肥时，却传来令我震惊的消息：父亲患了不治

之症——胃癌。我把他接到合肥，到大医院动了手术。但

是很痛心，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并到了晚期，已经无

法治疗，让父亲回家静养。那时是农历十月底，天气转凉，

又下着小雨，因村庄不靠近公路，一段田间小路泥泞不堪，

车子进不了村，只得停车步行回家。父亲下了车，他手里

拿了两样东西——深筒胶鞋和毛竹扁担。我一边拿营养

品一边对父亲说：“你快把胶鞋穿上，别受凉了。”父亲却把

胶鞋递给我，说：“你把胶鞋穿上，把买的东西交给我拿。”

我知道父亲的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癌细胞已经扩散，

身子异常虚弱，天气又凉，怎能让他光着脚在泥泞的小路

上负重行走？我当然不会同意。可父亲坚持说：“你要是

不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不走了。”看着父亲那坚定的眼神，

为了不使他在旷野里受凉，我只得依了他。他看着我穿上

了胶鞋，才用毛竹扁担把营养品挑起来，下了

公路，赤脚走在泥泞冰凉的小道上——就像平

常挑着东西在田间干活一样，回到了养育他的

黄土地。看着父亲摇摇晃晃的身影，我顿时热

泪横流，百感交集，心中五味杂陈。

好多年过去了，父亲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

的身影，一直定格在我的心中。父亲虽然离开

我们了，虽说他没有给我们兄弟四人留下万贯

家产和人脉关系，但他的深沉父爱和不求索

取、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们不畏艰难，一路前行，也影响着我立志做个

好人，做个老实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父爱如山
■ 安徽合肥 徐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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