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4日，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禾田居山谷，游客在土家族农耕体验区参观游玩。该山谷于2016年9
月建成，开放1年来，解决了当地200余名土家儿女就业创收，是农业和旅游相融合的一大创新，是慈利县精
准扶贫脱贫的新模式。 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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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4日讯 9月12日至
14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深入怀化市、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专题调研脱贫攻坚工
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略，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用心用脑践行群众路线，
精准精细推进脱贫攻坚，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谢建
辉参加调研。

杜家毫来到辰溪县千里坪蔬
菜基地、 现代农业油茶产业园和
阮陵县辰州碣滩茶产业园， 考察
特色农业扶贫；走进泸溪、沅陵工
业园区和新材料、电子信息企业，
了解科技创新、 企业带动就业脱
贫等情况；深入辰溪县潭湾镇、泸
溪县浦市镇、沅陵县筲箕湾镇，考
察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金融
扶贫等工作，走访慰问唐银莲、唐
胜浩等受灾群众和贫困群众，并
主持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

践行群众路线
把一件件小事做细做实

杜家毫指出， 群众路线是我
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必须一切
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脱贫攻
坚既是我们向贫困宣战的一场生
动实践， 更是我们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的一场生动实践。 检验领导
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关键看
是否用心用脑践行群众路线。要
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和角度考虑
问题，把规范村务公开、打通扶贫
惠民资金发放到户“最后一公里”
等一件件小事做细做实， 抓一件
成一件，让贫困群众真真切切、明
明白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要始终把群众高兴不高兴、 满意
不满意、 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牢固树立正确
的政绩观， 既搞好大建设、 大服
务，更重视农村公路通村到组、农

村安全饮水、农村金融服务等“微
建设”“微服务”，让贫困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要把发动群众
参与、 接受群众监督贯穿于易地
扶贫搬迁等脱贫攻坚全过程，充
分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
性、创造性。

如期脱贫稳定脱贫
关键在稳就业根本在强产业

杜家毫强调，当前，对贫困地
区而言，抓扶贫就是抓发展。实现
贫困群众如期脱贫、稳定脱贫，关
键在稳就业，根本在强产业。要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切实把产业发
展、 项目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继续坚持走“四跟四走”产业
扶贫路子，因地制宜打好特色牌，
把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
势。 要用好用足用活省里关于支
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 扩大就业
的十大政策，依托现有产业基础，
着力培育和引进一批资金、 技术
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不断延伸产
业链条， 在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的
同时， 吸纳更多贫困人口就近就
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杜家毫指出， 脱贫攻坚也是
向作风不实、 形式主义宣战的过
程。要坚持实事求是、保持定力，对
照“五个一批”“六个精准”要求，落
实“三走访三签字”制度，明确各级
扶贫责任， 合理确定脱贫目标，既
不能急于求成、层层加码，也不能
限定指标、应脱不脱，确保完成年
度脱贫任务。 要运用大数据和信
息化手段，提高脱贫攻坚科学化、
精准化水平。要强化基层基础，抓
住“关键少数”，充分发挥县委在
脱贫攻坚中的“一线指挥部”和县
委书记“一线总指挥”作用，压实
乡村组织实施责任， 深入推进党
建促脱贫工作，把最能“打仗”的
人派到脱贫攻坚第一线， 激发贫
困群众内生动力， 形成推进脱贫
攻坚的强大合力。 ■记者 贺佳

本报9月14日讯 今天上
午， 十一届省政协第二十五次
常委会议在长沙闭幕。 省政协
主席李微微出席会议。 第三次
大会由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主
持。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欧阳
斌、赖明勇、葛洪元、袁新华、胡
旭晟，秘书长卿渐伟出席会议。

在今天上午的分组讨论
中，与会人员围绕“推进我省教
育扶贫”积极建言献策；审议了
《关于“推进我省教育扶贫”向
中共湖南省委、 省人民政府的
建议案（草案）》；协商了有关人
事事项； 讨论了政协湖南省委
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

在随后举行的第三次大会
上，通过了《关于“推进我省教
育扶贫”向中共湖南省委、省人
民政府的建议案（草案）》；通过
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化教育卫生
体育委员会和文史学习委员会
更名的决定（草案）》，文化教育
卫生体育委员会更名为文化教
育卫生体育和文史委员会，文
史学习委员会更名为委员学习
联络委员会； 通过了有关人事
事项。

戴道晋说， 本次会议是本
届省政协最后一次议政性常委
会。近年来，省政协全会、常委
会、 专题协商会等重大会议和

履职活动， 充分运用政协云等
新媒体平台， 不断创新协商议
政形式， 充分体现了政协履职
的开放和包容。 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做好增进共识、凝
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工作，为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要进一步围绕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结合“三个
一”扶贫行动的深入开展，争取
在教育扶贫的履职方面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 严守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 始终维护政
协良好的政治生态， 确保政协
换届工作风清气正、顺利完成。

■记者 陈月红

女子800米纪录是1977年创
造的、 女子100米纪录要追溯到
1979年、 男子110米栏纪录为
1981年创造……据我国东北某
省会城市学生体育艺术发展中
心的统计，当地的中学生运动会
纪录普遍“沉睡”多年，有的项目
甚至40年无人打破。记者在多地
调查发现，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
高，我国中小学生身高、体重等
身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
体质下滑引发“好日子养出弱孩
子”的担忧，被广泛关注。（9月
14日 新华社）

中国青少年的体质和运动
能力问题这些年一直颇受关注。
每年的中学、大学军训，不少人
连跑800米都极其吃力， 更有孩
子进行强度稍微大一点的运动
时就会晕倒，俨然已经成了需要
小心轻放的“玻璃人”。与之相关

的是，这些年青少年肥胖症呈高
发态势，不少孩子因体重超标等
问题导致了患糖尿病、高血脂等
疾病的风险大大增加。

近日，广州市教育局公布的
2016学年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抽测结果显示，对比《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 抽测优秀率仅
2.6％，不及格率达16.2％，重度近
视率为49.8％。 据中国教育协会
体育分会会长毛振明介绍，30年
来，包括体能方面的跑、跳、投掷
等指标，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国家
标准一直在降。这个数据比起发
达国家的学生体质来说，确实相
差得有点远，也确实让人忧心。

提升中国孩子的体质已经
成了重大问题。有业内人士就提
出，“三张皮” 没有缝成“一件
袄”。这“三张皮”指的是学校体
育、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因为

这三者之间缺乏支撑和内在联
系， 所以没有形成有益于中国青
少年加强锻炼、 提高体质的良好
环境，也就是没有缝成“一件袄”。

其实不难理解。 从学校体育
来说， 尽管近年来教育部门在体
育方面花费了力气进行课改，譬
如在总课时减少的情况下， 把小
学三到六年级每周3节体育课增
加为目前的4节，高中每周2节增加
为3节，同时要求“任何学校不得
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占用体育课
时”。但是，体育课在不少学校并没
有真正开起来，相反，很多时候被
其他课程占用。而课后，各种各校
的培训也几乎占满了学生们的时
间，竞争激烈的中、高考在家长和
老师看来显然比体育锻炼更重
要， 这使得孩子们难以有充足的
时间进行体育锻炼。

另外， 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

方面也没有给孩子们营造良好的
环境氛围，社会方面，开放的体育
场地太少， 收费的体育场地太贵；
竞技方面则是特色体育项目不多，
且学校、社会没有形成一种体育文
化，无法让孩子们主动参与到竞技
类体育中来。 我们不妨跟国外比
比，在美国，仅体操一项，其社会体
育组织就有5000个左右，同时他们
的校园体育与社会体育、竞技体育
衔接紧密，一些学生在校期间就能
跻身为奥运选手，这充分体现了他
们的“三张皮”极好地缝成了“一件
袄”，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还存在很
大的提升空间。

生活条件越好， 养出来的孩
子却越弱， 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
常、不可取的，提升孩子的体质已
经刻不容缓， 这就需要家庭、学
校、社会形成合力，一起破解这个
难题。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破解“好日子养出弱孩子”的社会尴尬

杜家毫在怀化和自治州调研时强调 用心用脑践行群众路线，精准精细推进脱贫攻坚

脱贫关键在稳就业，根本在强产业

十一届省政协第二十五次常委会议闭幕
将向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推进我省教育扶贫’的建议案（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