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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夏西吉县龙王坝村通过不断治理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致富。这是6月14日拍摄的宁夏西吉县龙王

坝村一景。 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

中国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
新华社昨播发通讯聚焦“中国式减贫”———

６月１３日，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第３５次会议上， 中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马朝旭代表１４０多个国家， 发表了题为

“共同努力消除贫困， 促进和保护人权”
的联合声明。

代表这么多国家在联合国会议上就

减贫问题发言， 充分说明中国减贫取得

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

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７亿多农村贫

困人口脱贫。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 战 略

高度 ，创新扶贫举措 ，全面推进扶贫开

发工作。
“我们不应忘记，过去十年，中国是

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初这样评价中国

的减贫成就。近日，他又通过其发言人迪

亚里克就减贫话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

话。从谈话内容不难看出，中国减贫成就

给联合国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制度优势与杰出领导

坚持政府主导战略、 实行开发式扶

贫方针、 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

贫“三位一体”扶贫模式、动员全社会力

量扶贫济困……所 有 这 些 经 验 铸 就 了

“中国式减贫”， 在世界减贫史上留下了

深深的中国印记。
“中国式减贫”，使中国成为世界上

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成为世界上率

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前署长海

伦·克 拉 克 说 ：
“中 国 最 贫 困 人

口的脱贫规模举

世瞩目， 速度之

快 也 是 绝 无 仅

有！”

联合国官员们对中国减贫取得如此

巨大成就的原因做过深入细致的思考和

研究。古特雷斯强调，统筹兼顾、步调一致

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此
言不虚，中国减贫史就是最好佐证。

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 中国就正

式启动了大规模扶贫。９０年代，《国家八

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发布，
开启了制定扶贫计划的先河； 进入２１世

纪 ， 《中 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 和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两份纲领性文件先后

发布，引领着扶贫事业不断前进。
中共十八大以来， 脱贫攻坚成为干

部群众戮力同心的国家行动。２０１５年１１

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对脱贫攻坚任务作出部署， 以确保

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实现

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

贫困。
不少国际人士认为，中国在减贫事业

中能确保全国一盘棋，关键在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机制优势也是中国

减贫事业硕果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

古特雷斯指出，中国拥有一个专门负

责扶贫工作的跨部门领导机构———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这个小组由来自

政府各个部门的成员组成。 他对该小组

在减贫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
“这种机制让减贫中出现的所有相

关问题都可以得到处理， 并使各项减贫

措施得到全方位落实。”古特雷斯强调。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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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4 日电
（记 者刘华 ）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14
日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会 见 卢 森 堡 首 相

贝泰尔。
习近平指出， 中卢友好交往历

史悠久。 建交 45 年来， 双方坚持

真诚友好， 坚持互利共赢。 两国关

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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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4 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习近平指出， 建设体育大国

和 体 育 强 国 ， 是 中 国 人 民 实 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

展足球运动， 给予有力的、 持续

性的支持。 茛 下转第三版

在提升实体经济能级上持续发力
应勇在松江区调研指出要努力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标兵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昨

天下午在松江区调研时指出， 贯彻落实

中央要求和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必

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定不

移发展先进制造业， 不断巩固提升上海

实体经济能级。 松江等郊区要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和特点 ， 在 产 业 升 级 、 城 乡

一 体 、 生 态 宜 居 等 方 面 下 更 大 功 夫 ，
努力成为发展实体经济和先进 制 造 业

的高地， 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标兵，

不断提高在全市改革发展中的贡献度和

显示度。
临港松江科技城是松江区着力打造的

G60 科创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累计培

育和引进科创企业 800 多家， 园区各项指

标在全市名列前茅。 下午， 应勇一行首

先来到这里， 听取园区发展情况介绍，
察看入驻企业在工业机器人 、 数 字 医

疗、 新材料、 3D 打印、 虚拟现实等领

域的科技创新成果 。 与企业负 责 人 交

流时， 市领导特别关心企业自主创新、
产业化等方面情况 ， 并祝企业 取 得 更

大发展。
随后， 市领导来到正泰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该企业通过科技创新， 正从传

统制造向工业化、 信息化融合的 “智慧

制造” 转型升级。 茛 下转第五版

高考只是人生一个驿站，未来无限可能
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迈出坚实一步

三年磨一剑， 上海今年首次实施

“3+3”新高考方案 。顺利交 出 改 革 后

第一份“上海卷”后，广大考生不久后

将迎来第一次考后填报志愿。
今年适逢恢复高考40年。1977年

12月10日，全国570多万考生怀揣着梦

想奔向各地的考场， 无数青年的命运

由此改变。很多人说，这不仅仅是个人

命运的转折点， 也是一个国家和时代

的拐点。
日历翻过40年，2017年高考因为

改革而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在广大教育

界人士看来，在40年高考与时代的互动

中，青年人成才之路日趋多元，高考可

以看作高中生18岁成人的一个原点，但
是改变命运的意义在逐渐弱化，这正是

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记者在高考前后的连日采访中发

现，这一届考生多出生于1999年，这群

末代90后个性更加鲜明， 对未来发展

的路径更加明确。 原来贴在学生身上的

“文科生”“理科生” 的身份标签， 随着

“3+3”新高考方案的实施而消解。
而他们父母一代多出生于上世纪70

年代、60年代。 回忆起当年参加高考，他
们中的很多人提到是为了改变命运、为

了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如今，身为家

长，他们对成才的理解也更加宽容，他们

更希望孩子能通过高考找到一条自己感

兴趣的路。“只要孩子努力过， 就是人生

的宝贵经历。”“高考之后，孩子的未来还有

很多可能。”家长中的理性声音占据主流。
高考和大学人才选拔紧密相连。 步入

新高考时代，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也迈

出更加坚实的脚步。不少考生欣然发现，今
年可选的专业范围比过去宽得多， 多元录

取机制为考生提供了更多通往高等学府之

路。 包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纽约大

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在内，有10余所高校对

今年的考生均没有提出选科科目的要求。

而 从 上 海37所 高 校 总 计1096个 专 业

（类） 的选科要求来看， 有655个专业

（类）没有提出科目要求。这意味着，近
六成沪上高校专业今年在选科要求上

是“零门槛”。
大学如此“豁达”，并非没有原因。

上海财经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彭曦介绍，
新高考探索依据 “两依据、 一参考”录
取，在高招阶段，大学就有机会破除传

统的“分分计较”，逐步向“既看分又看

人”的招生模式迈进。上海外国语大学

招生办主任王斌华提及，今年上外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在提前批专业上

增加了波兰语、哈萨克语两个小语种专

业，均为首次招生。提前批没有被录取

的考生，照样能参加普通本科批录取。
专家指出，考生需要看到的是，随

着新高考的推行，“一考定终身” 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学生考大学，既
可以参加春季高考也可以参加秋季高

考———通往大学的“门”较过去多了。
茛 下转第三版

■ 在广大教育界人士看来，在40年高考与时代的互动中，青年
人成才之路日趋多元， 高考可以看作高中生18岁成人的一个原点，
但是改变命运的意义在逐渐弱化，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 高考虽然是升学链上一次重要的考试， 但从人才的成长规律
来看，它不过是人生的一个驿站。高考只是成才的一条重要道路，但
不是唯一的道路。考生即使考入了心仪的大学和专业，仍然不能放
弃心中的梦想和努力；如果一时失利，则更需要重新振作出发，同样
可以迎来锦绣前程

■本报记者 李雪林 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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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需要兼顾 “面子” 和 “里子”。 “有名

胡同三百六， 无名胡同似牛毛”， 如何治理背街小巷，
成为近来北京市政府提升城市保障和管理能力的重

头戏。
两个月前，《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

年（2017-2019年）行动方案》公布。 根据规划，北京将

利用3年时间对1674条背街小巷实施整治提升，2017年

将完成567条、2018年将完成615条、2019年将完成492
条。 这份“史上最严”的标准将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要

求提高到“十有十无”，其中包括有物业管理单位、有居

民公约、无乱停车、无私搭乱建、无开墙打洞等刚性要

求，并选派街道、社区等的党员干部任“街长”“巷长”，
小巷治理责任到人。

龙潭街道所辖的夕照寺西里五号楼西侧路日前全

新亮相， 成为东城区首批 “十无” 示范小巷之一。 记

者实地探访发现， 小巷 “颜值 ” 高 ， 老百姓对 “整

容 ” 之后的效果交口称赞。 探其法宝 ， 除了 “街巷

长” 模式， 还得归功于龙潭街道的 “小巷管家”。 深入

死角， 把困扰小巷多年的治理难点各个击破， “小巷管

家” 这一精细化社区治理方式属全北京市首创。

戴上小蓝帽， 更添责任心

夕照寺西里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 大部分房屋建

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套两居室往往住着两家人。
“小区里有很多私搭乱建， 街上几乎全是开墙打洞的

违章饭馆、 小卖部， 煤气罐、 垃圾桶占道， 晚上尤其

嘈杂， 安全隐患大。” 说起整治前的情况， 龙潭街道

社区办主任王慧至今仍感到头疼。
自去年初以来， 街道联合城管部门以 “剥洋葱”

方式将社区内297处、 4675平方米违法建筑拆除干净，
而后又引进物业管理， 设置晾衣杆、 花箱、 便民座椅，
增设路灯、 监控设备等， 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龙潭街道共有10条主要大街、 86条小巷， 由140
余名基层干部担任 “街巷长”。 忙碌的 “街巷长” 如

何能做到一双眼睛盯紧整条街巷呢？ 于是， 作为他们

帮手的 “小巷管家” 应运而生。
今年4月底“小巷管家”招募工作启动。 目前共有

143位“小巷管家”走马上任，他们的任务是更深入、更

及时、更精准、更高效地发现小巷治理的死角、漏洞和

顽疾，辅助“街巷长”处理环境脏乱、车辆违停、邻里纠

纷等问题。 此外还有7个社区社会组织、2家单位报名

“认领”了其所在的小

巷，它们同样是“街巷

长”的左膀右臂。
茛 下转第三版

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启动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动员会 殷一璀讲话

本报讯 （通讯员龚宇一 记者祝
越） 昨天，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调研

动员会， 正式启动 2017 年上海市全国

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工作 。 全国 人 大 代

表、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出席会议

并作动员讲话。
今年专题调研将聚焦 “落 实 ‘一

带一路 ’ 倡议与上海桥头堡建设 ” 和

“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建设和保护” 两

个主题。 茛 下转第五版

市社会信用条例草案拟提请表决
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主任会议 殷一璀主持

本报讯 （通 讯 员陈高勇 记 者祝
越）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第八十六次

主任会议， 决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于6月21日至23日召开，将
表决《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草案）》。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 《上海市社会信用

条例 （草案）》 修改情况的报告， 决定

将该条例 （草案） 提请常委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表决；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点赞，飞驰的“中国车”！

沪无偿献血志愿者总数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