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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

洞村，同群众共商脱贫之策，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 的重要理念。 5 年多过去
了， 湘西这片曾 “穷得让人心痛的地
方”， 交出了扶贫攻坚的扎实答卷：截
至 2018 年底，全州 1110 个贫困村已累
计出列 874 个，66 万贫困人口累计脱
贫 55.4 万。 来之不易的成绩，凝聚着广
大干部群众的艰辛奋斗， 生动诠释了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 为我们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带来深刻启示。

拔穷根，关键在精准发力。 湘西历

经多轮扶贫，也曾尝试发展养殖山羊、
种植蔬菜等产业 ， 但效果都不明显 。
“知标本者，万举万当”。 脱贫攻坚，大
水漫灌不行，“手榴弹炸跳蚤”也不行，
非得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精准功
夫不可。 在精准扶贫理念指引下，湘西
干部群众认识到，只有靶向治疗、对症
下药，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才能找到脱贫致富之路。 如今
的十八洞村，旅游、特色种植、养殖、苗
绣等产业，撑起一方发展的四梁八柱，
使曾经出了名的“穷疙瘩”变成欣欣向
荣的“幸福村”。 这是湘西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一个缩影。 “精准”，让乡亲们
尝到了甜头， 更给脱贫带来攻坚克难
的“利器”。

治穷病，也得治“心病”，做好“精神
脱贫”的工作。 一时穷 ，不可怕 ；志气
短，一世穷。 脱贫贵在立志，只要有志
气、能奋斗，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引
导贫困大龄青年主动 “脱懒 ”、通过努
力实现 “脱单 ”，扶贫工作队开设道德
讲堂系列活动鼓舞群众干劲……从湘
西的实践来看，扶贫一旦同扶志、扶智
有机结合起来， 广大群众中蕴藏的磅
礴内生动力就将喷薄而出， 为脱贫攻
坚注入源源不竭的推动力。

让脱贫成果不断巩固，让群众过上
越来越好的日子，更要学会“走一步看
三步”，以长远眼光想问题办事情。 “小
富即安”不可取，目光短浅要不得。 筑
牢脱贫根基，拓宽致富门路，是需要持

续考虑和谋划的重要课题。 以教育扶
贫为抓手，从源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以“十项工程”为重点 ，补上基础设施
的短板；以人才建设为关键 ，打造 “永
不离开的工作队”；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契机， 为未来发展留下绿水青山……
一系列打基础、 利长远的举措正在湘
西落地生根， 为未来发展种下希望的
根苗。

春天的大地，一片生机勃勃。 从湘
西看全国， 脱贫攻坚战正是最吃劲的
时候。 坚定必胜信心 ，念好 “精准 ”真
经，脚踏实地干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让父老乡亲们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新华社长沙 3
月 30 日电）

“湘西答卷”的深刻启示

������每逢开学，“近视”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孩子们会发现，身边有的同学
新戴上了“小眼镜”，有的同学“小眼镜”又变厚了。 2019 年 3 月开学季,全国
29 个省份超 1000 所中小学掀起“爱眼护眼”热潮，人们深刻地感受到：如何
守护好“未来之光”，是全社会都需要补上的一课。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晏然

近年来， 国家战略物资储备的问题
颇受关注。 今年全国两会上，又有全国政
协委员建议进一步完善国家物资储备管

理体制机制， 充分发挥国家储备物资的
战略功能、战备功能、应急功能，节约成
本、减少浪费、提升保障能力、提高保供
效率。

“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 ；冬实仓
廪，其坚守也。 ”早在上千年前，先辈就认
识到战略储备的重要性， 相继创造了常
平仓制和青苗法等仓储制度。 在和平时
代，战略储备不再满足战时急需，而是为
了预防重大能源资源风险、 提升资源领
域控制力、缓解供求剧烈波动。 所以，各
国将物资调控作为实现直接调控与间接

调控、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总量平衡与
结构优化相结合的宏观调控工具， 借此
调节供求、稳定价格。

我国对战略物资一向高度重视。 新
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通过构建统一的国

家物资储备体系，强化中央储备监督，从
而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当家要知
柴米油盐贵，如何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减
少物资浪费，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
略意义。

为此，要科学研判国际国内形势，不
断优化储备物资品种结构布局。 物资储
备的品种选择主要取决于国内资源禀

赋、供需状况、在经济国防安全领域的重

要性等因素。 资源高稀缺或不可再生、占
世界总储量比重小、对外依存度高、世界
市场价格波动指数大以及主要物资供应

国政治经济不稳定等， 都直接影响着储
备布局， 所以要根据国家战略安全需要
适时调整储备品种规模。

其次，要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储备
物资管理效率和水平。 物资储备管理是
复杂的动态过程，容易出现管理粗放，自
动化、信息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库与库之
间还存在“信息孤岛 ”，无法整合共享资
源。 因此，要构建科学高效的信息管理系
统，实现互联互通，随时掌握“家底”。 具
体来说，可通过数学模型等手段，核算管
理各类物资的市场价值、品质等级、轮换
期限等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同时
引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设备， 降低人
工成本；此外，要依靠信息化手段实施精
细化管理，减少人为浪费。

最后，应完善收储轮换机制，加快流
动，减少浪费。 应采取储备与周转相结合
的办法，在确保国家战略安全的同时，通
过多频次轮换机制，实现物资流动、保值
增值、常储常新。 具体而言，应根据科学
界定的储存期限存新发旧、存优发劣。 对
于保质期长的，如金属矿产等，要加快轮
换频率，特别要注意把握时机，在不对市
场造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 轮出物资一
般应高于采购价出售；保质期短的，如成
品油等，一定要在保质期内轮换出去，确
保不变质不浪费。

做好战略物资“保管员”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新华社记者 顾震球 桂涛

3 月 29 日原本是英国正式退出欧
盟的日子，但这一天在质疑、抗议与迷
茫中结束。数月的公开争吵与政治博弈
没有带来共识，“脱欧”前途依然未卜。

当日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了“脱
欧”协议关键部分，宣告首相特雷莎·梅
主导的“脱欧”协议名存实亡，进一步增
加了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而英国必
须在 4月 12日之前做出新的抉择。

投票前，梅首相破釜沉舟。一方面，
她为减少反对、增加协议在议会通过的
可能性，交付议会表决的仅是“脱欧”协

议中“退出欧盟”协议这一部分；另一方
面，她承诺用“相位换协议”，表示只要
议会通过脱欧 “协议”， 她就将在英国
“脱欧”后辞去首相一职。

然而， 这份曾两度被议会否决的协
议终究没能“起死回生”。 虽然协议获得
了更多的支持，但距通过仍有不小差距。
其实，纵使协议在“相位换协议”的诺言
下能够勉强通过， 议员投票支持的仅仅
是首相下台，而非协议本身。这将为未来
的英欧关系谈判埋下“定时炸弹”。

“脱欧”协议难过议会关，暴露出在
如何“脱欧”的问题上，英国各界政治裂
痕的不可调和。不论是对“脱欧”协议的

三投三否，还是前两日议会以“指示性
投票”对八个“脱欧”替代方案的逐一否
决，都暴露出议员背后民意的巨大分化
以及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与方法的欠

缺。
有人说，目前是人人都知道要反对

什么，但没人知道该赞成什么。 “无协议
脱欧 ”、取消 “脱欧 ”、留在欧盟关税同
盟、举行第二次公投等替代方案，均未
获得多数议员支持。利益博弈正让僵局
演变为危局。

“当英国经济已经在颤抖，我们的
议员们还在说笑。 ”正如英国舆论所言，
民众期盼作为政治精英的议员们能够

代表广大选民， 为国家做出正确抉择。
但是，议员们更多的是在利用议会辩论
和投票权，为自己的党派或利益集团谋
取私利，导致“脱欧”死结难以解开。

如今， 英国媒体用 “闹剧”“灾难”
“危机”“自我伤害”以及“国家耻辱”来
形容“脱欧”现状。英国《金融时报》一针
见血地指出，英国已经从“议会之母”衰
落成“混乱之母”。

面对“脱欧”危局，反对党及执政党
内部都已出现要求首相辞职的呼声。但
辞职容易，实现有序“脱欧”难。 领导人
更迭难以消除信任赤字，难以弥合被深
深撕裂的民意和政治裂痕。

“相位换协议”为何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