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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广州扶贫英雄 1 

  广西百色市是一块红色土地，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会处，全市辖 12 县（市、区）

总面积约 3.6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420多万人。1929年，百色起义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

光辉一页。 

  1996 年 7 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安排广东省对口帮扶广西壮

族自治区。广州市委决定由陈开枝负责这项工作，他情系老区，为老区扶贫攻坚尽心尽力，

为扶贫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今的百色市正崛起成为广西新工业基地、重要的铝工业基地、

红色旅游基地和重要的“南菜北运”基地。 

  扶贫足迹 

  1996年 11月 28 日 

  第一次踏上了百色。 

  时任广州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平均一个多月去一趟百色。 

  2005年，65周岁 

  第 50次，也是连续 9个年头的春节到百色帮扶。 

  2017 年 8 月，第 100 次去百色时，和老伴一起去了百色最边远的隆林、西林两个山区

县调研。 

  2019年，3月 18 日，第 107 次去百色，起草了《关于加快我省老区发展的调研报告》。 

  2017年 10月至今，又去了百色 9次，共 109次。 

  扶贫感言 

  我和百色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永远热爱这块红土地。我以后还会来百色，只要健

康地活到 85岁，我一定再来 50 次;一生来 100次百色，继续当百色人民的打工仔。我筹不

到大款，就筹小款，哪怕我每年拿出 3个月的退休金也可帮 10个穷孩子。 

  人物档案 

  陈开枝 

  现任广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理事会会长。 

  23年扶贫路，至今共赴百色 109次。 

  探索扶贫新思路，加快了百色老区扶贫攻坚进程，百色于 1998 年提前两年完成了国家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 

  提出扶贫工作要做到“五要”：认识要高、感情要深、路子要对、措施要硬、作风要实。 

  2012 年建立了百色教育基金会且担任名誉会长到处筹款，目前，已筹款 2.6 亿多元，

扶持了 45200多个贫困孩子。 

  1998年，被评为全国“扶贫状元”；2004年被授予东西部扶贫协作先进个人称号；2017

年 10月，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 

  初识百色：住房八面来风 生活“三个不上” 



  1996 年 11 月 28 日，我第一次踏上了百色这块终生难忘的红土地。由于诸多原因，百

色长期处在极为贫困的状况，当时 357万各族儿女中，有 100万人没路走、80 万人没水喝、

60 万人极度贫困、20 万人生活在极端缺乏生存条件的地方、3 万 6 千多名儿童穷困失学。

时任地委书记刘咸岳同志说，记两句话就记住他们的困难状况了，一是住房八面来风（茅草

房四处进风漏雨），二是生活“三个不上”：不上学（没钱读书）、不上桌（没有口粮）、不

上床（没被子盖，就睡在火塘边）。我每到一个村庄，进入一些农户家，揭开锅就只看到一

锅很稀的玉米糊，挑一点来吃，那都已经变酸了。就是酸的玉米糊也吃不饱，很多家庭一年

缺三四个月的口粮。 

  我头十次去百色时，每次都是流着眼泪离开的。记得 1998 年正月初五，我到田东县作

登乡梅林村家访，走进瑶胞班连成家的茅草屋，看到两个孩子在发高烧;揭开锅，光光的。

户主对我说，他们家春节都没粮食过，孩子烧了几天了，也没钱治。我立即掏出身上的钱，

和随行的同志一起凑了 2700元，让孩子治病，给村里没粮食过年的农户买粮过年。 

  看到百色的贫困状况，想到 1929年小平同志举旗领导百色起义，7000多名壮乡儿女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又想到 1992年我陪小平同志南巡时，

他老人家谈到社会主义本质论，要求我们要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名共产党员

强烈的责任感要求我，必须把扶贫工作作为神圣的使命，为老百姓去出力拼命。 

  深入调研：“很多人不知道我又一次去了百色” 

  我平均一个多月去一趟百色，深入到壮乡瑶寨去调研。当时我担任广州市政府常务副市

长，每次去百色都是星期五早上 5点起床，赶 7点飞机飞南宁，一下飞机直奔扶贫点。车上

放点红薯、玉米，饿了就吃一口，常常是下午两点吃午饭，晚上九点吃晚饭，十点后开会研

究工作。星期天晚上 9 点才从南宁飞广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又一次去了百色。干部群众编

了个顺口溜，“跟着陈开枝，累死无人知。”记得 1997年 11月 13日，我从早上 5点奔忙

到下午 3点，还坚持去广西第一穷村田东县陇穷村调研。由于走的全是崎岖山路，还要爬 70

度的陡坡，终因过度劳累、体力不支而昏倒，抢救了 20 多分钟才醒过来。刘咸岳书记劝我

往回走。我说，老百姓祖祖辈辈天天爬，我们爬一次有那么危险吗？放心，百色不脱贫，“马

克思不会收我的”，我当即折了个树枝当拐杖，终于到了陇穷村，拿到第一手材料。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我们终于探索出帮扶百色的几条路子：第一，搞好大石山区扶

贫移民，把贫困群众从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搬出来；第二，搞劳务输出，安排了几十万百色

的农民工到珠江三角洲打工；三是培训干部，把百色的基层干部拉到广州培训，增强脱贫发

展的能力；四是开展经贸协作，动员广东企业到百色投资兴业；五是开展智力扶贫，解决 3

万 6千多失学儿童的读书问题；六是发动社会帮扶，形成扶贫帮困的更大合力。正确的帮扶

路子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巧干，加快了百色老区扶贫攻坚进程，百色于 1998 年

提前两年完成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 

  广州先后帮扶百色建设 5 个县的 6 个移民开发区，完成搬迁大石山区特困农民 8000多

户 4万多人。由于工程建设艰难复杂，仅六隆 1个移民开发区，我就先后 28次到现场指导。

6个移民开发区相继建成，让广大移民实现了当年搬迁、当年开发、当年解决温饱、当年住

进新房“四个当年”目标。我第 21 次去百色之后，时任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让我在省扶贫

工作会议上谈体会。我认为做好扶贫工作要做到“五要”：认识要高、感情要深、路子要对、

措施要硬、作风要实。 

  古街·新貌 

  心系百色:专攻扶智 解决百色教育落后 

  1998 年 7 月，我离开广州市政府的工作岗位，任市政协主席。百色一些同志担心我不

会再去百色了。我告诉他们，我还会来得更勤。到政协履职第二个月，我就带着 250万元善

款去了百色。我的想法是，充分用好政协的平台和我的社会影响力，专攻扶智工作，解决百



色教育落后的状况。 

  从 1998 年到 2005 年间，我发动海内外爱心人士捐资近 3 亿元，新建、改建 242 所中

学、小学和幼儿园；发动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祈福集团彭磷基先生捐资近 3000 万元，援建

了达 4000 人规模的百色祈福高级中学……1998 年 11 月我收到平果县邓红霞的求助信。她

是当年小平同志以一个老共产党员名义资助的 25 个百色贫苦孩子之一。小平同志 1997 年

逝世后，邓红霞担心以后没法读书了。我当即答复她，我一定继承邓爷爷的遗志，后来一直

资助她到大学毕业。 

  到了 2005 年，我满 65 周岁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那年春节，我第 50 次，也是

连续 9 个年头的春节到百色帮扶。有一位资深记者对我说，你的人生够精彩了，荣誉满满，

到此可以歇一歇了。我在当晚的捐赠大会上回答了他的问题：我说，我在位时来了百色 50

次，我和百色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永远热爱这块红土地。我以后还会来百色，只要健

康地活到 85岁，我一定再来 50次；一生来 100次百色，继续当百色人民的打工仔。我筹不

到大款，就筹小款，哪怕我每年拿出 3个月的退休金也可帮 10个穷孩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关系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增进人民福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性举措。我这个受

党教育培养多年的老党员，始终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 

  我考虑建立扶贫工作长效机制，2012 年建立了百色教育基金会，担任名誉会长，为基

金会到处筹款，选定每年 12 月 11 日——小平同志领导百色起义的纪念日作为慈善筹款日。

目前，已筹款 2.6亿多元，扶持了 45200多个贫困孩子。我自己每年也拿出一些退休金去捐

款，至今已捐出 33万元。 

  廉颇老矣？还能扶贫！ 

  2005 年 4 月，组织上安排我到中国扶贫基金会任副会长，给了我一个参与扶贫工作的

更大平合。十多年来，我到过全国大部分的贫困地区和地震灾区开展扶贫工作，但我的目光

始终关注着百色，2017年 8月，我提前 8年实现了 100次到百色的诺言。 

  第 100次去百色时，我老伴陪我到了百色最边远的隆林、西林两个山区县调研，并检查

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项目落实情况。有人对我说，你 60 多年回老家不到 50 次，21 年你

来了百色 100次，你是一人扶贫，全家做义工。以后还会有 101次、102次吗？我身旁的老

伴帮我回答说，陈开枝已经把扶贫当作终生的事业，“生命不息，扶贫不止”是他的座右铭，

老伴又说，陈开枝 12 月到百色不要叫 101次，而是第二个 100次再出发！ 

  2017年 10月，我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全国扶贫攻坚贡献奖。这使我更加积

极地投身到扶贫攻坚工作中去。我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更加努力做好百色智力扶贫

工作，解决贫困代际相传的问题，更加深入去了解智力扶贫的问题，发现百色 12个县（区）

有孤儿、事实孤儿和重度残疾家庭及因大病、大灾、大的意外事故致贫家庭的孩子近 5000

人，我和百色教育基金会商量，将其作为一个专题，保证这些孩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扶持到底，

使他们健康成长。另外，边远山区的教师是否安心从教，是解决教学质量的根本问题。我和

百色教育基金会商量，设立奖教基金，奖励边远山区的教师，让他们安心工作。至今已奖励

6586个优秀教师，拨出 120万元救助 120名特困教师。 

  从 2017年 10月之后至今，我又去了百色 9次，共 109次，每次都是带着目标任务到壮

乡瑶寨中去。二是艰苦深入调查研究。我受组织安排，担任了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我先后写出了《关于我省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我省发展特色产业促进

老区脱贫致富的调研报告》《关于我省老区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研报告》等，有

关建议被省制定的政策文件所采纳。今年 3月 18 日，我第 107 次去百色，又是第三次在百

色跌倒，头破了，缝了八针，颈椎撕裂了。我带着伤痛与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一班人深入到全

省 15个市、40多个县（市、区）开展调研，起草了《关于加快我省老区发展的调研报告》。 



  因为在扶贫攻坚的战斗中做了一点点工作，我得到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肯定，

并安排我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有人劝我说，您是快 80

岁的人了，悠着点。我说我不是 80岁，而是 80后，我常劝同志们别叫我陈老，因为我感到

自己充满活力。我仍坚持每天上班，一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这句诗表达了我全

部的感情。2012年 12 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视察，并邀请当年陪小平同志南巡的几

位老同志一起向小平同志铜像敬献花篮。他拉着我的手说：老秘书长，你为改革开放作出了

重大贡献，退下来之后发挥余热，扶贫工作也卓有成效。这是总书记对我莫大的鼓励。我绝

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要向战斗在扶贫攻坚一线的几百万扶贫干部学习，为国家的扶贫事业

继续发力，多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