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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决定

（2021 年 2 月 25 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

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了一系列具有

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

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亲自督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根本遵

循和科学指引。经过 8 年持续奋斗，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

准下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

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政治坚定、表现

突出、贡献重大、精神感人的杰出典型。他们的事迹，充分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

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诠释了

中国人民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精神风貌，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的使命担当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深厚情怀，感人至深、催

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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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隆重表彰激励先进，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脱贫攻坚

精神，充分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

感，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中央、

国务院决定，授予毛相林等 10名同志，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等 10

个集体“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党中央号召，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为榜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名单

个人

毛相林，男，汉族，中共党员，1959 年 1 月生，重庆市巫山县

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他立志改变全村贫穷闭塞的“宿命”，1997

年起带领乡亲以“愚公移山”的决心和毅力，历时 7 年，在绝壁上凿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出一条 8 千米长的“绝壁天路”。路修通后，他又带头引路、誓拔穷

根，因地制宜，历时 15 年，带领村民探索培育出柑橘、桃、西瓜等

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推进移风易俗，提振信心士气，让乡亲们改变

了贫困落后的面貌。2020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13785 元，是修路

前的 43倍。他 43 年不改初心使命，不屈不挠、苦干实干，铸就了“下

庄精神”。曾获“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奖”等称号。

白晶莹，女，蒙古族，中共党员，1963 年 4 月生，内蒙古自治

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人大常委会主任，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

绣产业专项推进组组长、蒙古族刺绣协会会长。她积极推动蒙古族刺

绣非遗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筹划建立国内最大的蒙古族刺绣扶

贫车间等，无偿设计制作出 1072 件刺绣产品和 7000 余张刺绣图案，

免费提供给广大绣工及返乡就业大学生使用，形成了“企业+协会+

基地+农牧户”的产业运营模式，逐步完善了蒙古族刺绣产业的组织

架构，共带动科尔沁右翼中旗 2.6 万名妇女参与蒙古族刺绣产业，带

领贫困地区农牧民妇女开拓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刘虎，男，汉族，中共党员，1974 年 7 月生，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喀什地区伽师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2016 年 11 月任职以来，

为实现贫困人口饮水安全保障目标，解决当地各族群众因水致病、因

病致贫的问题，他带领团队找水源、探路线、定方案、划标段。在发

现身患肺癌的情况下，仍坚持奋战在伽师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一线。

2020 年 5 月，工程全面通水并投入使用，47万各族群众喝上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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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水”“幸福水”，彻底告别饮用苦咸水的历史。因耽误治疗及劳累过

度，刘虎同志病情恶化，左眼失明、瘫痪在床。曾获“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脱贫攻坚创新奖”。

李玉，男，汉族，中共党员，1944 年 1 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他是“小木耳大产业”的领路人，是国内“南菇

北移”“北耳南扩”等食用菌产业发展战略的首倡者，探索出“科技

专家+示范基地+农业技术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农户”的食用菌科

技扶贫模式。2012 年以来，率团队深入全国 40多个深度贫困地区，

每年 280 余天奔走在河北、山西、安徽、贵州、云南、陕西等地传授

种植技术。推动建立 31 个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扶持食用菌龙头企

业 22 个，帮扶 800 余个村、3.5 万余贫困户实现彻底脱贫，年产值

达 350 多亿元。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

等荣誉。

张小娟 ，女，藏族，中共党员，1985 年 4 月生，生前系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2008 年 6 月，她主动放弃北

京工作，毅然回到深度贫困的家乡工作，在舟曲泥石流抢险救灾现场

一线入党。她遍访全县 208 个村的所有贫困户，了解群众需求，解决

群众困难，被干部群众称为“藏乡好女儿”“群众知心人”。2018 年

底，舟曲县贫困发生率由 2015 年底的 18.24%下降至 6.31%。2019 年

10 月 7 日晚，张小娟在下乡扶贫返回县城途中，因车辆坠河不幸殉

职，年仅 34 岁。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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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张桂梅，女，满族，中共党员，1957 年 6 月生，云南省丽江市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她胸

怀梦想、矢志不渝，扎根边疆教育一线 40余年，推动创建了中国第

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建校 12年来帮助 1800 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走

进大学。她身患绝症，却拖着病体坚守三尺讲台，把对党的深厚感情

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形成了“党建统领教学，革命传统立校，

红色文化育人”的特色教学模式，潜移默化中让革命精神、爱国情操、

红色基因融入孩子们的血液，代代相传。曾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奖”等称号。

赵亚夫，男，汉族，中共党员，1941 年 4 月生，江苏省句容市

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 40年坚守科技兴农的情

怀，创造性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工作思路，发展高效农业。

2001 年退休后，他作为志愿者来到茅山老区戴庄村，坚持不收指导

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带着农民干、做给农民看，村

民人均收入从 2003 年的 2800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34000 元。2013 年

以来，他和团队积极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走进陕西、贵州、新疆等

地。2018 年 5 月，亚夫团队工作室挂牌成立，培育农村科技人才 1200

名。曾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奖”等称

号。

姜仕坤，男，苗族，中共党员，1969 年 12 月生，生前系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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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委书记。在晴隆工作的 6 年多时间

里，他以近乎痴迷的状态探索晴隆精准脱贫道路，带领全县干部群众

以山地经济为引领，大力发展“羊、茶、果、蔬、薏”等特色产业，

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晴隆羊”，山地旅游实现了从无到有的

突破。2012 年到 2015 年间共减少贫困人口 8.28 万人，贫困发生率

下降 27.1 个百分点，2015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2010 年基

础上翻了一番。2016 年 4月，他在出差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 46

岁。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等称号。

夏森，女，汉族，中共党员，1923 年 9 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

原外事局研究员，1982 年离休。夏森同志 14岁开始投身革命，15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她一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她离休后仍

心系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累计捐出自己靠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203.2

万元，用于改善陕西省丹凤县、江西省上犹县贫困乡村学校的教学条

件，其中 100 万元设立“夏森助学金”，目前已资助 182 名贫困大学

生圆了“大学梦”。她强调，“资助的学生不光要看他考入的是几类、

几本大学，主要看他的思想道德表现，资助的学生必须热爱祖国！”

曾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等称号。

黄文秀 ，女，壮族，中共党员，1989 年 4 月生，生前系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她

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优秀青

年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她放弃大城市高薪工作，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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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主动请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她巾帼不让须眉，

勇敢挑起全村脱贫重任，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跑项目、找资金、请专

家，组织村民大力发展产业，带动全村实现整体脱贫。2019 年 6 月，

她在从百色市田阳区返回乐业县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 30岁。

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等称

号。

单位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 1962 年建场以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几代

人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在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

将荒原变成林海，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

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2017 年以来，大力推进

荒山造林绿化，完成各类造林 5.6 万亩，平均造林保存率 95%以上，

每年产出的物质产品和生态服务总价值达 145.83 亿元。塞罕坝机械

林场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了周边区域乡村游、农家乐、土特产品加工

等产业迅速发展，年社会总收入达 6亿多元，有力推动了周边乡村脱

贫致富。曾获“地球卫士奖”“时代楷模”等称号。

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大湾村是大别山革命老区重点贫困

村之一，2014 年全村贫困发生率达 29.12%。脱贫攻坚战以来，大湾

村依靠发展“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特色产业，探索出一条具有大别

山革命老区特色的脱贫致富之路。2018 年，高质量实现脱贫出列。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5 年的 7120 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4236 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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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完成 4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 129 户 439 人，其中贫困

群众 62户 201 人。依托茶叶资源优势，定制有机茶园 50.8 亩，带动

群众就近就业 32人，户均年增收 7000 余元。积极开发民宿旅游、十

里漂流等项目，2020 年大湾村过境游客达 35万多人次，真正让大湾

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中共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委员会 上世纪 80年代，下党乡人均年

收入不到 200 元，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脱贫攻坚战以来，下党乡

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因地制宜、精准脱贫，坚持紧紧依靠群众，

感恩奋进、埋头苦干，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创新

扶贫定制茶园，带动茶农户均年增收 8000 元以上。创立“下乡的味

道”农产品公共品牌，建立“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共建共享机制。

2020 年，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 17289 元，10 个行政村村集体经济收

入均达 10万元以上。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和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民宿等旅游业态 56 家，2020 年接待游客和学员 20 多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2600 多万元。曾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等称号。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 叶坪乡有 7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308 户、8908 人。脱贫攻坚战以来，叶坪乡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

担当实干、尽锐出战。推行“党建+精准扶贫”模式，全乡创办领办

致富带富项目 124 个，建立党员创业基地 16 个，带领 780 户贫困户

实现就业。创新精准扶贫“五个一”管理模式，实现“识别精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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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精准、帮扶精准”；率先探索贫困人口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筑起健

康扶贫“第四道保障线”；实施产业扶贫“五个一”，形成万亩蔬菜、

万亩脐橙、万亩白莲、十万生猪、百万蛋鸡的“五个万”基地。

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在十八洞

村首倡开展“精准扶贫”后，十八洞村两委班子坚持一户一策、精准

帮扶，在就业扶贫、产业发展、兜底保障、互帮互助上精准发力，2016

年，成为湖南省第一批出列的贫困村。坚持党建引领、筑牢根基，探

索“党建引领、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新模式。坚持因地制宜、壮

大产业，先后形成种养、苗绣、劳务、旅游、山泉水 5 大产业体系，

2013 年至 2020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由 1668 元增长至 18369 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从零到突破 200 万元。坚持开放交流、互学互鉴，成为

中国精准扶贫对外交流窗口。曾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 三河村是大凉山

腹地的深度贫困村，过去三河村经济来源主要靠种植玉米、土豆，贫

困发生率达 46.47%。脱贫攻坚战以来，三河村大力发展种养、文旅

产业，全村实现脱贫致富。全村土豆种植面积 3300 亩，贫困户户均

增收 2500 元以上；花椒种植 1500 亩，户均增收 15000 元以上。利用

发放产业扶持周转金等措施鼓励贫困户养殖家禽、能繁乌金母猪、西

门塔尔牛等，进一步带动贫困户增收。同时，利用传统优势积极发展

养蜂产业，目前已形成 5000 箱的养殖规模。此外，三河村还发展了

核桃、云木香等产业，建立起旅游合作社，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 先后建成青藏、川藏、藏中

3条“电力天路”，在世界屋脊织起了一张坚强可靠的“民生网”“幸

福网”“光明网”。特别是阿里联网工程的投运，彻底结束了阿里地区

孤网运行历史，标志着西藏迈入统一电网新时代。在发挥行业作用同

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先后完成 833 个易地搬迁扶贫点、4807 个

扶贫产业项目配套电网建设任务，保障搬迁群众 1.98 万人安全稳定

用电。先后派出驻村工作队 189 支 1222 人赴 41 个贫困村开展帮扶，

投入帮扶资金 1100 万元，大幅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

带动 4383 名群众脱贫。曾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等称号。

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桥村 郝家桥村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36 户、548 人，贫困发生率 30.7%。

脱贫攻坚战以来，郝家桥村紧跟时代步伐，争做“排头兵”。建成山

地苹果生态果园 2000 亩，日光温室大棚 20座、拱棚 40 座，年存栏

3000 只湖羊养殖场、年存栏 2300 头生猪养殖场，总规模 500kW 的光

伏产业，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形成集现代农业、光伏发电、乡

村旅游于一体的产业体系，多渠道帮助贫困群众实现增收。截至 2020

年底，全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543 元。

建成集小学幼儿园、互助幸福院、村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于一体的

村服务体系。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 2015 年底，班彦村

全村人均纯收入为 2600 元，村集体经济为零。脱贫攻坚战以来，班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彦村把发展生产同促进就业相结合，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相结合，同

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风貌相结合，2017 年 3 月完成了整体搬迁，

年底整村实现脱贫。紧紧围绕脱贫致富的总体目标，积极探索符合自

身实际的产业发展之路，形成了以乡村旅游为主线引领，盘绣制作、

酩馏酒酿造、光伏发电、特色养殖等各项致富产业多点开花、融合发

展的良好局面，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干、能致富”总体

目标。2020 年底，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11419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 106.9 万元。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 1997 年 4月，闽宁协作对口帮扶

领导小组作出战略决策，将西海固不宜生存地区的贫困群众吊庄搬迁

到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的地区，命名为“闽宁村”。23年来，闽宁两

省区干部群众遵循“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

指导原则，引企业、育产业、惠民生，形成葡萄酒、菌草、黄牛、劳

务经济等特色产业，从最初 8000 人发展成 6.6 万人的移民示范镇，

移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搬迁之初的 500 元跃升到 2020 年的 14960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600 万元，走出一条东西协作的脱贫之路、

产业支撑的致富之路、生态优先的发展之路、民族团结的和谐之路。

曾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脱贫攻坚奖”等称号。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