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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一路，无数人、无数群体的众志成城，汇聚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磅礴之力。
这一路，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这一路，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步接一步，步履坚实。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在这个必将彪炳史册的日子里，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的

获得者。这些获奖者，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于不同的领域和战线，用奋斗书写出了各自最亮丽的人生。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脱贫之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依旧是征途漫漫。这是波澜壮

阔的新征程，这是奋发有为的新时代，在未来的岁月里，让我们用荣耀激
荡征程，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编者

在奋斗中书写最亮丽的人生
——来自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铿锵之音

“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
基层党员，我有幸参与到脱贫攻坚这
项伟大的事业中，感到无比的光荣与
自豪。”2月25日，手捧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的荣誉走出人民大会堂，北
京市石景山区接受捐赠事务管理中心
主任兼区慈善协会秘书长贺迎潮心情
久久难以平复。

阳光照在身上，就像她前些日子
到石景山区培智中心学校捐赠的那一
天，暖暖的，心里感到甜甜的。

贺迎潮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
口支援工作，将近5年了，从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呼伦贝尔市莫力
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到河北省保定
市顺平县、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

多县，她带着那份“扶贫必扶智”的坚
定信念，以发展教育、阻断代际贫困为
突破口，有力推动上述贫困地区实施
教育帮扶工作。

花开无声，大爱无形。在“扶智”的道
路上，贺迎潮走得不遗余力，只因“多付
出一点、多努力一把，就能点亮更多寒门
学子眼中的光，让他们多了一分希望”。

哪怕身体疲惫，一张张稚嫩笑脸
总能让贺迎潮感到欣喜，她愿意让孩
子们带着暖暖的爱幸福成长，将来把
爱心的接力棒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
感恩回馈社会。

贺迎潮：

多一点付出
多一分希望

本报记者 赵莹莹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还要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这也就是说，社会公益力
量在完成助力脱贫攻坚的任务后，还应
该继续做好各项帮扶工作，同时对乡村
振兴的方向进行探索。”2月25日下午，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刚刚结束，
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中华思
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李晓林告诉记者：“助力乡村振兴，也是
公益组织的职责所在。”

不久前发布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
件，针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意
见，明确“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移。

面对这一历史性转移，包括公益组
织、企业等在内的社会公益力量应该如
何应对?

李晓林表示，2021年中央一号文
件指出，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
起设立5年的衔接过渡期；要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人口及时发
现、及时帮扶，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
线；要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坚
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政府
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要加
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等等。

“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也是社会公益力量
义不容辞的责任。”李晓林说。

据记者了解，多年来，思源工程
募集款物 26亿元，在全国以贫困县
为主的1544个县开展教育扶贫、卫
生医疗扶贫、农村产业扶贫、大病救
助、救灾赈灾等工作，累计帮扶困难
群众2000万人次，其中93%以上是
农村贫困人口。

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思源工程早
在多年前就已经实施“思源救护”“思源
阳光计划”“扬帆图书室”“零钱电影院”

“芭莎课后一小时”“大病救助”“思源沼
气”“思源水窖”“脱贫致富‘羊光道’”以
及产业扶贫等项目。此外，在中央明确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思源工程又联合
多家知名电商企业发起成立中国电商
扶贫联盟，已帮助贫困地区农产品对接
销售达155亿元。

在今后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进程中，公益组织可以从哪些
方面发力？“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这其中，公益
组织就大有可为。”在李晓林看来，按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社会公益力
量可以在乡村振兴中从多方发力。

“一是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5年行
动，包括改水改厕、污水处理、垃圾处置、
人居环境设施管护、村庄清洁和绿化行
动等；二是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三是全面推进健康
乡村建设，包括村卫生室、村医、乡镇卫
生院、县级医院、疾控机构等方面的建
设；妇幼、老年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健
康服务等；四是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
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
等；五是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
务网络，推动村级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
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普惠型
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等等。”李晓林表
示，这些都是社会公益力量在乡村振兴
中大有可为的地方。

“在具体做法上，社会公益力量应
坚持创新公益项目，将资金、资源、人才
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特别是围绕教
育助学、卫生医疗、人居环境、生态环保、
养老助残、关爱妇女儿童等领域进行深
入调研，开展捐赠人支持、受助人需要的
帮扶项目。”李晓林说。

“还有值得关注的是，中央于近日
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
意见》，其中提出要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
育、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
这些无疑都为公益组织积极参与乡村
振兴指明了路径与方向。”与此同时，李
晓林建议社会公益力量应实现优势互
补，在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中，围绕各自擅
长的领域做到“优而精”，互相包容、互相
支持，汇聚成磅礴的合力。

李晓林：

助力乡村振兴是
公益组织职责所在

本报记者 舒 迪

2月25日，“爬行牛倌”王昭权又
拍了一张和天安门的合影。

王昭权家住贵州省印江沙子坡镇
四坳村。半年多来，他一次一次进京领
奖：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中国残疾
人事业新闻人物特别提名奖……而这
次最让他激动的是参加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领取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奖。

激动之余，王昭权有些不安。他不
止一次告诉记者：“我只是靠双手养活
了自己，没给别人添负担而已。国家却
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受之有愧。”

王昭权在北京领奖时，弟弟王华
在家中却流下了热泪。“父亲去世时，
我答应照顾好身患残疾的
哥哥，没想到他却成了家
中的顶梁柱。”说起哥哥王
昭权，王华总是忍不住落
泪，“太不容易了，真的是

爬着脱了贫。因为赤手杵地行走，小时
候他的手经常是血肉模糊，直到慢慢
地长了厚茧子。”

这些年，王昭权虽然有政策兜底
保障“衣食无忧”，但他却坚持自力更
生，靠养牛年收入数万元，成功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那股不服输、不服
穷、不服软、不服气的劲头儿，更是感
动了无数人。

王昭权总说自己“嘴笨”，但喜爱
读书看报的他早已“接收”到了党和国
家新的“号令”。2020年底，王昭权开
始着手新建养殖场，成立“昭权养殖
专业合作社”，不少乡亲听说后都计
划着和他一起干。

“我想和更多乡亲们一起，过上
更幸福的新生活。”王昭权说。这位

“爬行牛倌”已经用自己的方
式，“奔跑”在了乡村振兴的大
道上。

王昭权：

在乡村振兴的
大道上“奔跑”

本报记者 郭 帅

“我为能够参加这场伟大的扶贫攻
坚战感到自豪。”2月25日，刚获得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表彰的浙江新湖慈善
基金会秘书长叶正猛告诉记者。

3年前，叶正猛退出新湖集团的经
营管理，担任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新
湖公益把资源集中投向扶贫攻坚领域，
着眼问题施策，建构系统赋能。

“投身扶贫攻坚的伟大战斗，我们也
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叶正猛介绍，新湖
公益的扶贫，实施了“立体化”策略。在湖
北省恩施实施“新湖益贫乡村计划”，开
展综合帮扶、整村推进的专项扶贫。通过
修缮民居、美化环境、完善设施、发展实
业，使破败的山区村落蝶变为充满浓郁
土家族风情的美丽乡村。

“立体化”的同时，新湖公益还注重
“全覆盖”。在西部六省（区）浙江对口帮
扶地区及其他贫困地区实施“新湖乡村
幼儿园计划”，投身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社会扶贫。

“普惠性”是扶贫的关键。新湖公益
实施“大金融+产业+健康”项目，探索利
用金融创新工具助力行业扶贫。此外，新
湖期货创造性地开启了“保险+期货”新
模式，在全国10多个县（市区）进行精准
扶贫。新湖旗下的湘财证券还与8个国
家级贫困县结对，因地制宜，把选择和培
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先后启动了碳汇造林、欧李种植、富硒有
机大米、肉牛养殖等产业扶贫项目。

扶贫还要“可持续”。新湖公益实施
公益创投基金和慈善信托项目，创设了
首个公益创投基金——新湖·育公益创
投基金，尝试用市场化的手段助力解决
农村社会问题。

几年做下来，关于扶贫，叶正猛总结
出4点“诀窍”：高站位，才能有所作为；接
地气，才能精准施策；扬专长，才能突显
优势；建系统，才能事半功倍。

叶正猛举例，“新湖益贫乡村计划”
把着眼点放在受益者环境改变、机会提
供、能力获得上，搭平台、建系统，下属企
业、公益组织、专家、政府、村民、旅游消费
者都成为项目的参与者、贡献者，与此同
时，大家也都是该项计划的受益者。

“实践证明，跨界合作，多方参与，形
成了良好的公益生态系统，大大提高了
扶贫公益的效率，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产
生了显著的叠加效应。”叶正猛说。

下一步，新湖公益将持续助力乡村
振兴，实施“脱贫摘帽地区乡村经营管理
人才培育计划”，简称“农村CEO计划”。

针对该计划新湖拟捐资7000万元，
在3年内培养约500名面向乡村、服务乡
村的经营管理人才，积极探索乡村人才
培养新模式。

叶正猛介绍，遴选对象初步确定为
脱贫摘帽地区创业致富带头人，部分返
乡创业人员，乡村龙头企业、合作社
中的青年管理人才。同时还将设立

“乡村经营管理人才学员库”，为打造
乡村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经营体系提
供人才支撑；建立导师师资库和导师
培训计划，保证项目的有效推进，发
挥优势资源合作共享。目前，该项目
的前期工作已经展开。

同时，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还在浙
江松阳助力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发展。叶
正猛透露，下一步将提升和推广这些项
目样本，“样本推出去，把人流引进来，
让当地获得更大的实际收益。”

叶正猛：

以“系统之策”
发“精准之力”

本报记者 顾 磊

“我10来岁时，村子附近的残疾人
都知道，有个小孩儿经常给他们好东
西，还不要钱。”2月25日，当记者问起
这些年扶贫助残的缘起，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表彰的河北省行唐县昊
腾残疾人双创园园长贾茹，笑着说：“那
个‘小孩儿’就是我。”

贾茹说，那时候家里开着小卖部，
不少物品经常被她拿出去分给残疾人。

“为这，父母没少打骂，但其实村里有个
大事小情时，他们也都喜欢帮忙。”

长大后的贾茹，在行唐县的百货门
市上班，只要看见残疾人，她总有“白
给”的冲动。“可那毕竟是单位，不像小
时候家里的小卖部，于是我就萌生了带
着残疾人创业的想法，但父母不同意我
放弃‘铁饭碗’。”

23 岁时，贾茹结婚后瞒着家人
办了停薪留职，开了家小菜店。只要
有残疾人来卖菜，她就高价收购，如
果有残疾人来买菜，她就低价卖出甚
至不要钱。

有一次，一位 20多岁的小伙子
坐着轮椅买了两把青菜，贾茹没收钱，
没想到小伙子的脸色特别不好看：“虽
然我坐着轮椅，但我不是一个废人，我
不要你白给的东西。”

这事对贾茹震撼挺大，也让她明白
了“残疾人最需要的，是被尊重、被认
可、被需要。”

琢磨一番后，贾茹做起了劳动密集
型的服装加工业务，把工作分拆成剪线
头、打包装、做吊牌等不同的流水作业，
残疾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工种，顺利实现就业。

安置就业能帮助的残疾人毕竟有
限，贾茹又创办了“军霞工厂直营库
房”。她的服装公司免费提供服装，在每
个乡镇设立一个直营库房，通过县残联

和妇联的推荐，帮助当地留守妇女、残
疾人及其家属获得收入。

这件事干了七八年，不仅在行唐
县，还辐射到河北省其他地方，带动了
约500名残疾人就业。模式看起来挺
好，但贾茹亏损了约100万元。有些残
疾人，不仅拿走了利润，成本也不返还。

“他们觉得帮扶是理所当然的，钱
和货都应无偿给他们。”贾茹说，这让她
悟出一个道理：要让残疾人改变思想观
念，真正地靠劳动挣钱，创造属于自己
的价值。

2018年5月，行唐县昊腾残疾人
双创园建成开园，集就业、培训、创业、
康复、托养、励志、工疗等多重功能于一
体。首批入住园区的残疾人，从“50后”
到“00后”都有。

在贾茹的感化下，园区内残疾人，
慢慢都主动参与各项工作。

“我知道这个群体只要他们打开内
心，就会创造奇迹。”贾茹说，“用爱可以
融化所有。”

园区建起来后，自我“造血”变得很
重要。去年，慈善家曹德旺给了园区
1000万元的服装订单，帮助园区提升
自我造血功能。贾茹很认可曹德旺的理
念：“帮助残疾人不是要白给钱，而是让
他们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自强不息。这
是一种‘有偿’的助残。”

与此同时，贾茹还积极帮助园区之
外的残疾人。双创园在行唐县各个村设
了70个扶贫助残巧手坊，辐射带动了
4247名残疾人和贫困户就业。

如今，行唐县的残疾人脱贫了，
贾茹和团队又发起了“我在村里有块
地”的项目，即创建残疾人自己的农
产品品牌，“希望用爱帮助他们建立
更多的自信，做一个新时代的农民。”
贾茹说。

贾茹：

从“白给”到“有偿”
这条助残路不寻常

本报记者 顾 磊

2 月 25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
门，付凡平早早在外等候。

这一天，她要参加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虽然失去双手，但她脚
下的皮鞋却擦得锃亮，齐耳短发也梳
得一丝不苟。

这一天，每个获奖人的胸前都戴
上了大红花，付凡平一再将自己胸前
的红花摆得再正一些。

“非常激动，也很自豪，备受鼓
舞。”表彰大会结束，记者连线付凡平
时，她的声音仍很兴奋。

回首过往，付凡平的这份荣誉来
之不易。她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市宜川
县刘家桌村，现任宜川县蒙恩农产品
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18岁时，
一场大火让她失去3位亲人，也毁掉
了她的容颜和双手。但她却以惊人的

毅力和不服输的精神向生活“叫板”，
向贫困挑战。

种植农产品、经营公司、开网店，
短短几年时间，付凡平从贫困户摇身
一变，成为脱贫致富的“明星”。此外，
她还带动当地620余名残疾和贫困群
众创业就业、脱贫致富。

“其实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妇
女，能够脱贫致富，甚至还能帮助
到那么多的乡亲，离不开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我心里一直深深地感
恩。”付凡平说：“我觉得这份荣誉沉
甸甸的，是一种鞭策，所以要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

付凡平相信，乡村振兴的舞台将
更加广阔，“这是一段崭新的征程，希
望我能带着乡亲们在这一新的篇章上，
不断奋斗再奋斗，贡献更多的力量。”

付凡平：

奋斗奋斗再奋斗！
本报记者 郭 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