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北京等发达城市的户口越来越

紧张了，武汉、长沙、西安、南京、杭州、成都

等“新一线城市”则竞相推出户口新政，不

断降低高校毕业生落户门槛，有的城市甚

至单凭毕业证书就能立即落户。但是不是

给户口就真能长久留住人才呢？

从城市发展角度看，把人的自由和活

力捆绑在一纸户口上，不也是对人幸福感

和创造力的扼杀吗？经济越发展，人才越

流动，户口的束缚效果越弱。指望单靠户

口以及落户约定来强行留住人才，显然是

非常不够的，也是很难实现的。

从长远看，户籍改革就是要剥离附着

于户口之上的种种门槛，打破户籍对人才

流动的阻碍，让人的自由和创造力得到最

大程度的实现。用人单位与其死死盯着

“户口的诱惑”不放，不如多从人才机制的

优化上找出路，用最大的诚意招揽人才、成

就人才、留住人才。市民生活有归属感、对

城市认同感，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城市发

展。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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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户口诱惑”留不住人才
知识性脱口秀节目在我国互联网上大

量涌现，其中不少是读书类节目，有的节目

把几本书的主要内容浓缩一下，以讲故事的

方式传递给观众。对已经习惯用看视频打

发业余时光的网民而言，比看书轻松，比看

影视剧有益，因此在网民特别是青年群体中

很受追捧。但知识性视频不过就是娱乐的

一种方式而已。观众收获的不是知识技能，

而是谈资——有助于聊天时旁征博引、口若

悬河，吸引崇拜的目光，但无助于提升认识

水平和思维能力。 (人民日报)

看视频不能代替读书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制

造业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不少资金或在

虚拟经济内部循环，或追逐炒作部分资产。

一些制造企业辛苦干一年，利润不如一二线

城市炒套房，让专注于实业的人们感到失

落。如此下去，企业创新的热情也会打折。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础，我们也要

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越是经济下行压力

增大，越要警醒制造业缺血的现象，拿出有

力措施，提升制造业“获得感”，不让“实干

者”吃亏。 (南方日报)

不该让“实干者”吃亏

脱贫是谁的事?

是贫困户的事，是政

府的事，是全社会的

事，但归根结底，还是

贫困户自己的事。然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贫

困户脱贫摘帽，脱贫

攻坚开始进入“深水

区”，部分贫困户精神

贫困问题日益凸显，

“我要脱贫”异化为

“要我脱贫”，脱贫主

动性、主体性不强，成

为 脱 贫 攻 坚 的 硬 骨

头。

精神贫困：
这样的脱贫“硬骨头”怎么啃？

几乎免费的新居，
有贫困户不想要

对于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了

一方人”地方的人们，易地扶贫搬

迁是“拔穷根”之举。在许多省区，

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的补助标

准，少则每人上万元，多则每人两

三万元，几乎是免费送给贫困户一

套新居，就是这样一件“天上掉馅

饼”的好事，在一些地方，要做通贫

困户的思想工作，做到自愿搬迁，

也非易事。

24 岁的瑶族青年蒙志见生活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

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全乡石

漠化严重，缺水缺地。联合国粮农

组织的官员考察后认为，这是除了

沙漠以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

方。这里，有约 2 万人生活，其中

近一半是贫困人口。

蒙志见家所在的弄根屯至今

不通路。屯里清一色的破旧木房

子，有的村民屋内的陈设简陋到只

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几个凳子。

距离最近的小学也要走几公里的

山路。按照规划，2017年弄根屯将

整屯搬迁到山下的公路边，但是蒙

志见对于要不要搬迁还在犹豫。

“搬出去，以后你的孩子可以

读书，你父亲看病也更加方便，政

府白送你价值七八万元的新居，为

什么不搬呢?”记者问。

“出去后，买青菜都要花钱，在

这里我多少可以在山坡上种点玉

米。再说孩子属于大山，多生点，

能留下几个是几个。”蒙志见说。

但当记者告诉他，如果不搬出去，

他可能像许多贫困村的光棍一样，

永远找不到媳妇时，蒙志见陷入了

沉思。

宁愿窝在山旮旯，
也不外出务工

对许多贫困户来说，外出务工

是他们改变贫困面貌的最有效、最

直接的手段，一个贫困家庭若有一

到两个劳动力外出务工，家庭的生

活状况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因此许

多地方政府都将劳务输出作为帮

助贫困户增收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是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年

纪轻轻，身体健康，可宁愿守着“鸟

不拉屎”的山旮旯也不外出务工，

“读书少、没有技能、不会说普通

话”是他们普遍的身份标签，这使

得他们更愿意守着大山。

和很多老弱病残的贫困群众

不同，42岁的黄国平，身体健康，正

值壮年，但至今仍是光棍，家里还

有两个30多岁的弟弟，也是光棍，

全家五口人吃低保。

“没读过书，不好找工作。”黄

国平说，两个弟弟也只读到小学，

目前全家人靠种地、养牛生活，平

常十几天下一次山，买点油盐米等

生活必需品。因为屯里太偏僻，没

有姑娘愿意嫁进来。

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乡盘兔

村是个贫困村。51岁的村民韦建

展，并不忧虑自己的贫困现状，他

在外人面前更喜欢说自己生了 4

个儿子。当地为村里50岁以上的

闲置劳动力搭建务工平台，像韦建

展这样身体健康的中年人至少可

以做做物流配送。但对于这个就

业机会，韦建展想了想说:“吃惯了

玉米。外面的大米，我吃不惯。”

“你让我发展产
业，你得给我兜底”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根本

出路，关系到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

续性。而发展产业就要经受市场

考验。一些贫困户本能地畏惧市

场，对扶贫产业充满疑虑，缺少闯

劲，只想干只赚不赔的生意，甚至

有“你让我发展产业，你得给我兜

底”的想法。

以前贫困农户抱怨政府帮扶

少，实施精准扶贫后，产业扶持资

金、政府贴息贷款等资金扶持政策

都有了，可部分贫困户还是不愿发

展养殖。干部入户动员，农户反问

“猪生病了怎么办?要是死了你赔

吗?”问得干部哑口无言。

为防止扶贫资金打水漂，一些

地方是以奖代补，也就是贫困户

“干了才有补助”，但是一些贫困户

却是“给钱我才干”，甚至“给钱我

也不干”，良苦用心的政策设计无

奈“水土不服”。

一些贫困户安于贫穷,他们习

惯于在贫穷中熬日子,觉得自己这

辈子“就这样了”，觉得周围人“也

都是这样”，得过且过，脱贫不脱贫

无所谓。

一个偏远村屯适合发展养殖，

帮扶单位给屯里贫困群众每户送

来 1 公 4 母“一窝羊”。正常情况

下，每只母羊 2 年后能生几只羊

崽，养殖规模会逐渐扩大。过了一

段时间，帮扶单位回访时，发现不

少羊被吃掉了。负责这件事情的

一位帮扶干部无奈地说，一些贫困

户习惯了贫穷，对于脱贫致富不急

切、不上心。

“我们到贫困户家里，有时还

是上午，有人就已喝得酩酊大醉。

这是一个对幸福感认知不同的问

题吗?我们也很困惑。”一个贫困县

扶贫办主任如此对记者说。

（《半月谈》）

扶贫攻坚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

骨头。精神贫困，更是硬骨头中的硬

骨头。缺乏信心、怕担风险、不愿尝

试、安于现 状 …… 这 些 都 是 精 神

贫 困 的 表 现 ，而 其 根 源 ，可 能 是

能力素质、意志品质、文化心理、

风 俗 习 惯 等 。 随 着 脱 贫 攻 坚 向

纵深推进，精神贫困所构成的障

碍正在逐渐凸显。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某

种程度上，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

怕、更难破。当“等靠要”成了路径依

赖，当“没盼头”成了生活常态，当贫

困群众成了局外人、旁观者，再多的

资金、再好的政策，效果也会打折

扣。即便靠资源堆积暂时脱了贫，也

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久，甚至还会

陷入“因穷而要，因要而懒，因懒而

穷”的恶性循环。

怎么破?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山

西吕梁考察时指出，要坚持扶贫同扶

智、扶志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地区

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

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

发展能力。要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多

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

等机制，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通过自

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

可见，面对精神贫困，还是要从

政策措施上求变化，从干部身上想办

法，不能简单把责任推给贫困群众。

扶贫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扶贫观”，摒

弃“速效”思想，找准病根对症下药，

既不落下一户、不落下一人，又要用

好政策，稳扎稳打，实现真脱贫。

一些长期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

的基层干部认为，破除精神贫困，让

观望者奋起，让畏惧者前行，关键还

得靠干部。扶贫干部要切实走群众

路线，与贫困户交朋友，真心实意去

扶贫，促使其思想转变、认识提升。

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精神上的包袱

放下了，奔向富裕幸福的道路才会更

通畅。

让观望者奋起，
让畏惧者前行

媒体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