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谭 怡 编辑：史冬柏 视觉设计：董昌秋 检查：孙 广 高 峰理论
LILUN

07

核心
提示

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寄托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希冀，浓缩着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今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尽管给实现既定目标任务增加了难度，但丝毫没有减损我们的信心和决心，也不可能阻碍我们奋斗的脚步。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脱贫进度符合预期，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扶贫开发有哪些宝贵经验？对国内乃至世界有怎样的意义？带着一系列深
层次问题，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占斌。

认准了正确的事情，就要发扬钉钉子
精神，锲而不舍一干到底。 作者 薛 飞

新视界 SHIJIE

为世界减贫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张占斌

本报记者 谭 怡 史冬柏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林木西、刘理欧在《经济日
报》撰文认为，从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
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角度探寻推动东北实现
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需要补齐“四个短
板”，扎实做好“六项重点工作”。

以央企带动助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一是促
进央地融合，形成利益共同体，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提高央企效率。二是结合东北产业发展方向，规划
央地合作项目，以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三是以央
企为主导，积极推进产业链配套发展，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

维护粮食安全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一
是实现粮食生产特色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按市
场化原则配置土地资源，在现有的土地上通过科学种
田进一步增加粮食产量，提高粮食质量，以及产品综
合加工转化率。二是实现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
种植业、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增加绿色食品认证面
积，建立绿色循环产业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对绿色健康食品的需求。三是实现科学发展。高
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现代化，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力推动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和现
代化。

维护生态安全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一是
充分利用东北独特的生态资源和区位优势，加快开
发冰雪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湿地资源和温泉
资源等，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二是保护和涵养
土地资源，坚持用养结合、精准施策，确保黑土地不
减少、不退化。三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使东北地区“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土更净”，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四是
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步伐，降低资源型城市的
经济性、体制性、社会性和生态性的沉淀成本。

维护能源安全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一是
调整优化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推动传统产业
改造提升，打造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基地，推进煤、
电、化、冶等产业上下游通过整合重组形成全产业链
优势。二是打造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实现煤电油
气风光并举，构建智慧能源体系。三是提高能源综
合利用率和精细加工度，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扩大供应链。四是充分利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
式通气的契机，全力保证东北油气通道畅通无阻，确
保国家能源安全。

维护产业安全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一
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走“逆向式创新”的道路，
即实行自主式创新、并购式创新、集团式创新等，
并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有机结合。二是技术创
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主要是实行组织创新、管理
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三是擦亮五大“字
号”，即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子号”、培
育壮大“新字号”、巩固提高“大字号”、做优做强

“国字号”。四是实行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互动发展，加快实现由传统制造商向工业服务商的
战略转型。

推动东北实现全面
振兴的有效路径

记者：中国脱贫攻坚实践既取得了显著
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有哪些？

张占斌：2017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就脱贫攻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实践
中，我们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概括起来主
要是加强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是要义、增
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群众参与
是基础。”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四川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在脱贫攻坚伟大实
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作出新概括：一是坚持
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二是坚持精准方
略，提高脱贫实效，三是坚持加大投入，强化
资金支持，四是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
量，五是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六是
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从原来的五
点经验扩展为六点经验，体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的不断深化，标志着

减贫的中国经验更加成熟。
记者：这些经验实质上构成一整套经过

实践检验的减贫治理体系，为全球更有效地
推进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张占斌：我国脱贫攻坚的六点经验是
一个高度概括，内涵非常丰富。

加强领导是根本。中国扶贫开发的根
本经验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势，集中力量办好扶贫开发的大事，其中，
党的领导保证脱贫攻坚的正确方向。这在
基层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在脱贫攻坚
中，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加强贫
困乡镇领导班子建设，集中整顿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选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突出抓
好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根据贫困村
实际需求精准选派第一书记，等等。

精准是要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
除”。精准就是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
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

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
“六个精准”。当前，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满打满算还有不到 8个月的时间，
结合现阶段情况，我想重点谈一下精准衡
量脱贫成效问题。已脱贫人口精准有序退
出是重要一环，要通过细致调查、群众评
议，明确已真正稳定脱贫的户和人。对贫
困地区，应在政策上留出一定缓冲期，进一
步培育和巩固其自我发展能力，防止出现
大量返贫。对已销号的要追踪观察一段时
间，做到不稳定脱贫就不彻底脱钩。

资金投入是保障。要坚持政府投入的
主体和主导作用，带动金融资金、社会资金
投入脱贫攻坚。这里有两个重点：一是构
建精准多元的财政扶贫政策体系，二是完
善多位一体的金融扶贫机制。

各方参与是合力。扶贫是一项系统工
程，必须形成合力，形成各方力量各司其
职、各展其长的体制机制。这里，我认为应

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要鼓励支持民营
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进来，实现社会
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具体包
括：健全组织动员机制，激发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推动社会扶贫资源动员规范化、配置
精准化、使用专业化，引导社会扶贫重心下
移，以确保贫困户都有党员干部或爱心人
士结对帮扶，等等。

从严从实是要领。要严格脱贫验收办
法，明确摘帽标准和程序，确保结果经得起
检验。加强社会监督，多让当地群众自己
来评价，也可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既要
加强督查，又要减少重复检查、考核，让扶
贫干部把时间精力放在干实事、求实效上。

群众动力是基础。贫困群众既是脱贫
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其积极
融入是精准扶贫成功的关键。要坚持扶贫
和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激发贫困群众的
内生动力。

六点经验：一整套经过实践检验的减贫治理体系

记者：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减贫实践及其成就都
是独一无二的。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中国脱
贫攻坚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张占斌：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理解和把握。

从历史角度看，中华文化历来具有扶
贫济困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将这一传
统发扬光大，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覆盖更
全面，层次更高，也更可持续。

从经济层面看，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要求，是平衡、普惠、协调发展
的体现。经济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提
升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

从政治层面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
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今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这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除绝对贫
困，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彰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从治理角度看，消除贫困是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的成功实践，是全球治理的新
探索。从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到脱贫攻坚，
中国提出一系列新的治理理念并付诸实
践，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机制和
经验。中国扶贫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有良
好的政治愿景、科学的扶贫战略、适宜的政
策措施，实现整体脱贫是完全可能的。

从国际上看，消除贫困是中国承担国
际责任的体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目标。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占世
界贫困人口总量比重大幅度“双下降”，有
力推动了全球减贫事业发展。

记者：中国的减贫事业能给其他国家
带来哪些有益启示？

张占斌：发展中国家应注重从自身实
际出发，走自己的扶贫开发道路。中国的
扶贫开发道路，能给人以启示的主要有：

第一，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探索符合本
国国情的扶贫标准和路径。贫困分为绝对
贫困和相对贫困，前者指无法维系基本生
活，后者指无法过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总
的来看，中国从1986年开始，在社会可承受
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标准，从解决农民
温饱问题扩展到贫困人口的多维度发展，
使其获得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多
方面的公共服务。此外，从区域性扶贫到
精准扶贫，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
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外部帮扶到
增强内生动力，中国的扶贫路径是根据扶
贫阶段不断切换升级的。在中国，正因为
有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工作的有力领导和政
府的强力推动，减贫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辉煌成就。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注重让人民共享
发展成果。解决贫困问题不仅是解决贫困
人口的经济问题，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要在通过发展做大
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注重公平公正，让百
姓有更多获得感。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努力补齐社会发
展的短板。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作用有
限，单纯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无法解决贫
困问题。世界减贫实践表明，制定目标容
易，组织力量推进和实现目标则很难。

第四，注重激发扶贫内生动力，构建稳
定脱贫长效机制。中国坚持扶贫的最终目
的是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生存和发展能
力，提升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尊
重扶贫对象主体地位，增强贫困群众自身
的“造血”能力，引导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
自力更生，就业创业。

第五，鼓励社会参与和企业参与，构建
大扶贫格局。中国的减贫坚持广泛动员，
充分撬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形成扶贫开
发工作的强大合力，实现多方共赢。

多重影响：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记者：脱贫后如何巩固成效、防止返贫，
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我们在基层了
解到，很多地方扶贫工作重心正在由全力脱
贫向巩固提升并重转变，一些已经摘帽的地
方对防止脱贫人口返贫、边缘人口致贫问题
比较关心，也在作出一些有益探索。

张占斌：的确是这样。其实，在巩固脱
贫和防止返贫方面，中央十分重视这个问
题，并及早进行了制度性安排。2019 年 3
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贫困县
摘帽后，也不能马上撤摊子、甩包袱、歇歇
脚，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做
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
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四个不摘”进一步
明确了贫困县党政正职要保持稳定，做到
摘帽不摘责任；脱贫攻坚主要政策要继续
执行，做到摘帽不摘政策；扶贫工作队不能
撤，做到摘帽不摘帮扶；要把防止返贫放在
重要位置，做到摘帽不摘监管。这样一种

安排为稳定脱贫奠定了制度性基础。今年
5 月 11 日至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
察时再次强调：“乡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
的是如何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
持续增收致富。”因此，基层是完全按照中
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巩固工作
的。防止返贫是脱贫攻坚中与继续攻坚同
等重要的大事，在决战决胜阶段，尤其要着
力做好脱贫攻坚“下半篇文章”。必须正确
处理继续攻坚与防止返贫的关系，坚持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建立健全预防返贫
的长效机制，确保贫困户永续脱贫，这也是
难点所在。

首先，要正确看待返贫。一般而言，返
贫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普遍广泛性。返贫
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此，要正确看待返
贫问题，既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谈“返贫”
而色变。二是地区差异性。返贫程度的深
浅、返贫范围的大小与返贫比例的高低，在
各个地区之间是极不均衡的。三是可防可

控性。只要注重返贫防控机制建设，加大
对贫困人口“造血”功能的建设，返贫是能
够得到有效防控的。

其次，要准确分析导致返贫的多方面原
因。主要有两类：一是只注重眼前的物质扶
贫，忽略后续工作。二是不注重精神扶贫，
致使少数贫困户靠政府补助“躺着脱贫”。

记者：在预防返贫问题上，您认为应该
建立健全怎样的机制？

张占斌：预防返贫是一项系统工程，也
是个挑战。必须立足全局、科学谋划，做好
顶层设计，建立健全以下几种长效机制。

返贫管理机制。进一步健全返贫动态
监控机制，以确保全面及时地掌握脱贫人
口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建立“因势利导、分
级施策”的帮扶机制，针对不同层级的脱贫
户采取不同帮扶政策。对一级脱贫户以

“帮”为主，二级脱贫户以“扶”为主，三级脱
贫户以“引”为主，通过分级监控、分级管
理、分级施策，提高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

产业扶贫机制。首先，明确发展目标，
树立现代发展理念，坚持以科技为支撑、以
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优先为原则，紧紧依托
当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认真做好产业
规划，发展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其次，强化
科技支撑，帮助贫困户提高运用先进技术
增产增收的能力。最后，大力拓展市场，用
现代经营形式推进产业发展。

社会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类社会
保障制度，做好兜底式帮扶。建立健全灾
害救助机制，防止脱贫群众因灾返贫。进
一步健全贫困人口就业保障机制。一方面
合理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做好牵线搭桥工
作，另一方面加大免费教育培训力度，提升
困难群众职业技能水平。

激活内生动力机制。要想方设法将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
起来。加大教育扶贫力度，有效阻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加强宣传教育，引导贫困群
众树立科学消费观念，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政策建议：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同样重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债权转让公告
沈阳东大冶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省分公司与沈阳家汇金毅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
4月23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我公司对沈阳
东大冶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主、从债权
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至沈阳家汇金毅科
技有限公司。现通知上述债务人、担保人自债
权转让之日起向现债权人沈阳家汇金毅科技有
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及该债权项下的其他
义务（其中债权本金3596.1万元、利息1473.18
万元）。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由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1日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农业银行鞍山分行收购的鞍山三和轧钢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额1068.13万元，其中本金390万元，利息
678.13万元(截至2020年4月30日)。贷款方式为抵押，企业名下的位于
铁西区三道街217号的工业出让用地使用权一处，抵押面积合计21192
平方米，已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该债权已涉诉。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0年5月21日，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鞍山三和轧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收购了其对沈
阳鑫银恒煤炭有限公司的债权。截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 ，债 权 本 金 余 额 7514220.75 元 ，表 内 利 息 余 额 为
276720.70 元。该户债权的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担
保 。 保 证 人 1- 马 淑 华 ，最 高 保 证 金 额 - 人 民 币
12000000.00 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马淑华为
借款人的股东。保证人2-乔国清，最高保证金额-人民
币 12000000.00 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乔国清
为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抵押资产情况：抵押
物1- 抵押物所有权人：沈阳大安益宫康乐餐饮有限公
司，抵押物种类：商业综合楼及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
法库国用（2008）第 060 号，土地他项证号：法库他项
2015第0012号，房产证号：沈房权证法库字第27749号，
房产他项证号：沈房他证法库字第 T15005692 号，土地
使用权类型：商服用地，抵押物地址：沈阳市法库县法
库镇河南街周地沟村，建筑面积：3568.00 平方米，土地
面积：3651.00平方米。

抵押物2-抵押物所有权人：刘北大，抵押物种类：宿
舍及土地，土地证号：法库国用（2008）第0059号，土地他
项证号：法库他项2015第0013号，房产证号：沈房权证法
库字第 28718 号，房产他项证号：沈房他证法库字第
T15005692号，土地使用权类型：商服土地，抵押物地址：
法库县法库镇河南街28718号，建筑面积：933.26平方米，

土地面积：545.00平方米。
债权人已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对借款人沈阳鑫

银恒煤炭有限公司及其保证人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财
产保全。法院已于2019年10月20日下达终结本次执行
裁定。待发现新的财产线索后恢复执行。

我分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
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
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
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止，如有
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
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于先生、朱先生
联系电话：024-86285858-311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联系人：邹先生 联系电话：024-86284760
联系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142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封路通告
根据省、市公路管理部门工作计划安排，

即将对灯岫线 K63+386—K80+400 进行大修

封闭施工，封闭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至

2020年7月20日。施工期间来往车辆可绕行

草鞍线、G304、沈环线或绕行弓长岭、下达河

至甜水，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通行，特此

通告。

辽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辽阳县公路管理段
华跃建工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