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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色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彭晓春

中共百色市委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市长　周异决

党的十八大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时

至今年正值 “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为实现 “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基础的关键一年，是中华民族又

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百色作为全国连片的贫困地区，是

全国、全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

关怀百色老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对扶贫攻

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２０１５年３月８日，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指出：希望下一个五年，整个百色地区能够同全国一起

实现全面小康。这个重要指示给百色各族人民以极大鼓

舞和鞭策。从１９８０年开始至２０１５年，百色扶贫工作历

经３５个春秋，全市各族人民付出了汗水和牺牲，百色

市荣获 “全国扶贫开发先进集体”的称号。扶贫工作从

最早的 “救济式”到 “开发式”，从 “输血型”到 “造

血型”再到当前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着共和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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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步伐，每一个脚步都那么坚定而踏实。３５年的奋斗历程，无不

闪耀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光辉，无不饱蘸着历

届党委政府的心血和汗水，无不凝聚着社会各界和全体人民群众的

巨大能量。

由百色市委、市政府编纂并由百色市政协组织撰写的 《百色扶

贫开发史》，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百色人

民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

文化落后状况为重点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的奋战

历程；真实反映了百色人民坚持以 “弘扬传统、团结务实、奉献拼

搏、争先创新”的百色精神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投入

扶贫开发主战场，不断迈出战胜贫困的前进步伐，在探索并取得巨

大成就的征途上不断书写着弥足珍贵的新篇章；总结了百色３５年来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做法和经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里程

碑；消除贫困是千百年来广大农民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百色在历

史上属于 “老、少、边、山、穷、库”地区，这里山高林密，人群

居住分散，耕地资源贫乏，交通极为不便。加上历经援越抗法、援

越抗美和连年边防战事，边境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固定资产投

资较少，经济建设起步较晚，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全地区还普

遍处在贫困之中，特别是农村贫困程度深重，是全国１８个连片贫困

地区之一，是广西乃至全国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扶贫，是百色最

大的政治责任，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色开始探索扶贫开发新路子。特

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百色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央

和自治区的战略部署，始终把扶贫开发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任

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１９８５年８月，百色地委、行署召开工作会

议，提出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建立 “十大商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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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３月底至４月初，自治区扶贫工作会议在百色地区田阳县召

开，标志着扶贫工作已在全地区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并积累了一定经

验。到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底止，全地区贫困人口减少到１４３万人。１９９４
年４月，国务院颁布实施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全地区集中

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展开 “扶贫攻坚”，特别是通过组织开展人

畜饮水建设、村级道路建设、茅草房改造、村村通电建设、村村通

广播电视建设、改善乡村办学条件、地头水柜建设、异地安置建设、

农村沼气池建设、屯级道路建设等 “十大会战”，有效地解决了山区

农村 “饮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把扶

贫开发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２０００年底，全地区基本实现了解决农

村贫困人口温饱目标，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２年，为

了医治战争创伤，又开展了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边境的面貌

有了明显的改善。２００２年百色撤地设市后，全市进一步加大了扶贫

攻坚的力度。着力推进实施贫困村整村推进工程，并组织开展兴边

富民大会战、桂西五县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和大石山区人畜饮水工

程建设大会战等 “三大会战”，取得了扶贫开发新成果。２０１１年以

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制定和落实了全市 “十二五”农村扶贫开发规划、５０６
个贫困村 “整村推进”扶贫规划和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产业扶贫规划，

加快推进了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和教育扶贫，组织实施了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取得了新突破。特别是到２０１５年岁末， 《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发布后，百色把如期完成脱

贫任务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横下一条心，啃下脱贫

硬骨头，强力向脱贫攻坚 “冲刺”，全市扶贫攻坚工作进一步发展。

经过３５年的艰苦努力，百色扶贫开发取得了辉煌成就，农村面

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并取得了新一轮脱

贫攻坚的新突破，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的做法和经验在全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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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推广。到２０１５年末，全市贫困人口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７６万人减少

到６８２万人，约占乡村人口的２０４６％。贫困地区的经济实力大为

增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１０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８５％；农民人

均纯收入６７７０元，同比增长１０２％；财政收入１１４５１亿元，增长

５３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大改善，全市所有的行政村基本

通路、通电、通广播电视、通电话，用上了安全的饮用水；并消灭

了茅草房，建起了混凝土水泥结构的平顶房或砖瓦房。各项社会事

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农村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学前一年入园率、

小学入学率和初中入学率分别为９１６９％、９８０６％和９７８８％，达

到或超过了广西全区平均水平；贫困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１９８０年

的１６１５‰下降到２０１５年６５７‰；９５６２％ 的行政村有卫生室和乡

村医生；５０％的行政村有文化体育设施。扶贫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

和扶贫工作产生的深刻变化，是彪炳史册的大事、盛事。

百色扶贫开发工作的这些成果，凝聚着各级领导、广大干部群

众和社会各界的心血汗水和艰辛努力。多年来，全市各级党委、政

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贫开发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和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探索出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推广这些宝贵

经验，并运用这些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打好脱贫攻坚战，真

正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百色市扶贫开发工作之所以取得丰硕成果，除了依靠自身的努

力之外，还得益于兄弟省市及社会各界的大力帮扶，特别是广东省

广州市的极大援助，自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２年，１６年来，广州市各级党

委、政府及社会各界共无偿援助百色资金达７亿元，帮助兴建移民

安置开发区７个，修建学校１７０所。同时，广州市还积极为百色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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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引资牵线搭桥，自１９９７年以来，共促成签订经贸合作协议２００多

项，项目投资额达９０多亿元。２０１３年１月，百色新一轮扶贫协作会

暨 《“十二五”时期广州百色扶贫协议书》签约仪式在广州举行，开

始了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

百色的扶贫开发工作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并积累了

丰富经验，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全市还有６８万贫困人口，这

些贫困人口约占广西全区贫困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贫困面和贫困

人口数及贫困发生率仍位居全广西第一，而且尚未脱贫的人数主要

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滞后的地方，脱贫

难度很大，是最难啃的 “硬骨头”，全面脱贫致富奔小康任务仍然十

分艰巨，脱贫攻坚等不起、坐不住、慢不得、睡不稳。

《百色扶贫开发史》传承伟大民族的历史记忆，记录一个时代的

变迁轨迹，它铭刻下扶贫开发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让我们永远珍

惜历代人为之奋斗的丰硕成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实

现贫困户脱贫、贫困村出列、贫困县摘帽的目标，在决战贫困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途上再创新辉煌！

是为序。

２０１６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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