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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摆脱贫困、振兴发展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前提性基础。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

始终把彻底解决几千年来一直困扰中华民族发展的贫困问题进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作为自己

的历史使命和不懈追求，一直不断上下求索，在国家民族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扶贫方

式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以期逐步摆脱绝对贫困实现几千年的小康梦，真正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当前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其中更加

突出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尤其“三农”问题亟待解决。社

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当前最为紧迫的是通过精准扶贫激发广大贫困群众的主体

积极性，整合内外资源、共同努力走以产业扶贫为基础的“多维脱贫致富”之路，帮助广大农村群众摆

脱绝对贫困，才能为顺利开展乡村振兴奠定重要前提与基础。乡村振兴战略是对精准脱贫成果的进一步

巩固与提升，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集中体现和诠释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和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并最终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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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y by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nd revitalizing development can we lay a solid prerequisite foun-
dation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r party and government have always regarded thoroughly solving 
the poverty problem that has plagu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ir historical 
mission and unremitting pursuit.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various poverty 
alleviation methods have been adopted to help the people in need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ecome 
rich, with a view to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absolute poverty, realizing the dream of being well-off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ruly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At present,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mong them,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is more prominent, which is mainly mani-
fested in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specially the “three rur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urgently.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determine the main goals 
and task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most urgent thing is to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the ma-
jority of poor people through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g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
sources, and work together to take the road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s-
perity” based o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Only when the vast rural people get rid of absolute 
poverty can they lay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ru-
ral revitalizati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to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re-
sults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solving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t embodies and interprets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insists on people first. The value stance is an inevit-
able requirement and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path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n realizing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finally achieving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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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贫穷不是小康社会更不是全面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由原来的“建设”到现在的“建成”一字之差，明确了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决胜关键

阶段，因此摆脱贫困自然就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进入新时代，中央把解决好“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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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置于执政兴国的优先位置。只有全国广大乡村贫困地区都彻底摆脱了贫

困实现了小康才能最终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社会，只有在精准扶贫脱贫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进而解决好长期存在并制约我国实现全面均衡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才能破

解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均衡、充分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础创造必要的前提。 

2.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方案 

贫困是一个时空上跨越古今中外，始终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相伴而生、难以克服和摆脱的重大社会

问题，贫困问题严重威胁和影响社会的稳定，乃至阻碍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贫困是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于消除的“不死癌症”。因此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切，都

在想尽各种办法努力消除贫困、摆脱贫困，古今中外各个国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克服贫困、

努力摆脱贫困，我们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脱贫事业的发展历程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

日起就把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始终不变的追求和使命。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不断推进扶贫脱贫工

作取得重大成就。 
1)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实行“救济式扶贫”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

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 3 亿多无地农民获得土地，消除“无地”这一造成发展中国家农民

贫困的最主要制度因素。1950~1955 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9.8%。 
救济式扶贫被形象地描述为输血式扶贫，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国家财政为支撑，以财政补贴、实物

救济为主要手段的政策体系。赈济灾荒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社

会福利思想的一种延续。1949 年苏北、皖北、山东等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水灾，据统计，在 5 年抗灾

时间内，受灾农民从各级政府获得的救济经费将近 10 亿元；直至改革开放，救济农村贫困户的拨款高达

22 亿元。除此之外，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以无偿发放或低息、无息贷款的形式向农村贫困户发放大量生

产和生活资料。1963~1970 年，中国农业银行每年向生活、生产困难的贫下中农户发放专项贷款 5000 万

元。 
2)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至十八大之前)实行“专项扶贫”和“开发式扶贫” 
改革开放后，以农村经营制度改革为先导，实行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一阶段的扶贫工作往往被研究者形容为“体制性改革扶贫阶段”“体制性改革扶

贫阶段”，即通过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扶贫成效。1979~1984 年，农业总产值平

均每年增长 7.6%，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年均增长 15%。中国农村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农民开始

走向富裕。农村土地制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转变，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给农村的生产带来了新鲜气息。同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农民

通过出售富余农产品和劳动能力换取额外的收入。 
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开展不仅带来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经济的迅猛增长，也造成了地区、个体间

在收入、能力、生活水平、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扶助一些发展缓慢的地区和部分生产生活条件

相对落后的个体成为当务之急。这时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由制度约束转向区域约束和能力约束，贫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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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主要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1982 年，国家启动“三西”(甘肃定西、河西，

宁夏西海固)专项扶贫计划，拉开开发式扶贫的序幕。 
1986 年，成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制定国家扶贫标准(农民人均纯收入 206 元)，划定重点扶

持区域，确立开发式扶贫方针，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实施优惠政策，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国

家扶贫行动，也标志着以开发式扶贫为方针的专项扶贫的开始。同年，扶贫工作被列入“七五”计划。

从计划、组织、规模而论，1986 年开始了我国开发式扶贫工作的全新阶段。就在这一年，“贫困县”的

概念开始出现。 
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1994 年 4 月 15 日政府发布了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八七攻坚”的名称直接显现了中国反贫困的坚定决心和宏伟雄心：“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用 7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 8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11 年 4 月

审议通过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以下简称《纲要》)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农村扶

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我国扶贫开发整体上已经从解决温饱进入“两不愁三保障”的新

阶段。绝对贫困的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缩小发展差距、调节收入不平等、提高发展能力成为了急需

解决的问题。 
过去的扶贫工作经历了由片区到县，由县再到村的扶贫单位变迁，《纲要》的提出再一次将片区作

为扶贫的主战场，也是针对区域发展差异格局的政策性调整。集中连片贫困区多数是老区、边境地区和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是其共同特征。以片区为组织的扶贫攻坚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支

持，跨省合作协同发展。 
3) 第三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至今)实施精准扶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和标志性指标，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挂

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号召全党全国全社会合力攻坚。为了更好推进扶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在湖南湘西自治州十八洞村进行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他强调：“扶贫要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他提出“精准扶贫”

思想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开展扶贫工作让贫困群众们早日摆脱贫困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

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此后“精准扶贫”重要思想迅速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很快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

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因此“精准扶贫”也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明确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奋

斗目标，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建立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

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开展建档立卡，摸清贫困底数，解决“扶持谁”的问题。开展驻村帮扶，增

强一线力量，解决“谁来扶”的问题。实施“五个一批”，推进精准施策，解决“怎么扶”的问题。严

把贫困退出关，确保脱贫质量，解决“如何退”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把脱贫攻坚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都对脱贫攻坚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把提高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摆到更加重要的位

置。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 70 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扶贫方法，

从最初的“救济扶贫”到改革开放后的“专项扶贫”“开发式扶贫”再到十八大后的“精准扶贫”，扶

贫工作逐渐从粗放式扶贫向集约型精准扶贫转变，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整个扶贫

工作的思路和方式方法都发生了变化，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一共 7 亿多

将近 8 亿左右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脱贫，群众们的生产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后“精准扶贫”重要思想提出五年多来，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力度和成效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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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和历史性成就，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显示，按现行扶贫标准衡量，1978 年至 2018
年底，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 7.7 亿人减少到 1660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1.7%。2018 年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371 元，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71%。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得

到历史性解决。经过 70 年的接续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我国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进程，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了坚实基础。 
(二) 始终坚持不变的为民初心和人民立场 
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价值取向，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到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论，到江泽民提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到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思想，

这种一脉相承的人民主体唯物史观是我们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提出并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只有切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

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很好的开展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顺利推进和最终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要历史任务，才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进一步增强全国人民对党

和政府的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前景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坚定信心。 
我们党和政府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治国理政的

实践过程中深刻诠释和切实体现了坚持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价值取向，这既是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结合当前社会转型期改革和发展的现实状况对人民主体地位做

出更加透辟的全新阐析。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乡村振兴的

重大国家战略这是在新时代条件下探索逐步破解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弊端，不断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

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逐渐实现全国城乡一体、全面、均衡、充分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

战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发

布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被正式纳入国家政策议程。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脱贫攻坚的大量投入，长期困扰农民群众的行路难、吃水难、

用电难、通讯难、上学难、就医难和住危房等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显著改善，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贫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巩

固，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我国在国际减贫领域的领导力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显著提升

了国家软实力。 
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发挥了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探

索了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强化组织保证。扶贫开发，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

中国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体制机制，强化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

用，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为扶贫开发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精准方略，

提高脱贫实效；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监管；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

抓实干；坚持开发式扶贫，激发内生动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之路，并创造了世界扶贫史上的

中国奇迹。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直接生动体现。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咬定目标拼命干，撸起袖子加油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贫困地区和贫

困人口与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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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步、经济转型与消除绝对贫困同步，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刻体现和切实践行了中国共产党永恒不变的为民初心和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的人民立场，为人民的幸福，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壮大奉献一切的赤诚之心，同时也为全球

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3. 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民族复兴的新战略 

我们党的性质与宗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

人民谋幸福、不断消灭剥削、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也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的指出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我国已经

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全局性变化，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

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条件下要求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继续努力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必须明确，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

个全局性、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因此党和国家的工作任务和要求也必须做出与之相应的新调整和新变化。

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能力总体上已经有了很大提高，甚至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世

界前列，现在制约经济社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也成

为制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我们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要着力解

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努力提升提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各方面

生活需求，更好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 
因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变化直接决定了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目标与任务也必然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问题主要集中体现为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广大农村地区的不充分发展，尤其是“三农”问题形势严

峻，亟待得到更好更充分地发展和进一步解决。全国有 8 亿多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占比较高、分布面较

广，全国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村贫困人口，因此“三农”问题可以说是解决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核心和关键所在，也是推进和实现整个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而要想实现“三农”问题

的顺利解决更好实现全国广大乡村的振兴发展当前最为突出和紧迫的就是尽快解决全国广大农村的贫困

问题，因此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摆脱贫困自然也就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3]。 
打赢脱贫攻坚战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我国国际形象。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赢得脱贫攻坚战，帮助广大贫困群众摆脱贫困是

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重大标志性惠民工程和有力举措，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扩大国内需求、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区域

发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促进经济全面增长的重要途径。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根本性、全

局性重大变化做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采取的重大战略，这就意味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有

了新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战略新高度，对“三农”工作和城乡关系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也意味着

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心会有所调整和转移。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立足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着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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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国家战略，同时它也是党的“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二) 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立政之本则存乎农。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提出

了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这就意味着所

有的贫困人口必须脱贫。正是为了更好地的扶贫尽快帮助全国广大农村贫困群众摆脱贫困，习近平于 2013
年 11 月 3 日专程到具有典型意义的贫困地区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十八洞村考察调研，在这次扶贫考察调

研过程中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很快“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就成为指导全国开展大规模扶

贫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在十九大报告中上升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国家战略。 
精准扶贫政策下沉更加注重微观的政策落实，强调一系列“精准”落实到位，更加注重和强调扶贫

政策的精准落实和政策的实际效果，杜绝以往扶贫工作中那种“大水漫灌”的方式，更加注重和强调扶

贫政策的“靶向性”精准落实、精准施策，更加注重政策与实际的合理有效对接，提高政策落实的实际

有效性与具体针对性，为的是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通过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地有效落实，力争能够尽

快消除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在现行标准下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使广大的农村贫困人口能够深

切感受到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温度，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真实的深切体验，坚定生活信心与希望逐

渐意识到自己作为脱贫攻坚的对象与主体，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脱贫攻坚中配合党和国家一系列精准

扶贫、脱贫攻坚的政策积极努力自主脱贫，争取在 2020 年实现如期脱贫摘帽的目标能够真正如期建成全

面小康社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弊端导致了城乡

之间发展极度失衡，也导致了全国广大农村地区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最不充分的地区，其

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的发展水平，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就生活在这些最不发达、

发展最不充分的农村地区，农业又承担着全国人民的吃饭和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也为第二三产业的健康

发展提供重要物质支撑，没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因此“三农”问题理所当

然的成为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自然也就成为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一直把“三农”问题至于党和国家工作的优先位置，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做出了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的重大部署，以此

更好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的历史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根

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现代化成果，这样的小康社会才能得到包括亿万农民群

众在内的全体人民认可，才是真正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全面小康社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主动扩大内需持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区域协调、平衡发展逐步实现全体城乡人

民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优化和转换

增长动能的关键期，农业对稳定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战略上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争取主动并继续

为国家宏观调控留出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重要地位与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着

重在精准脱贫、摆脱绝对贫困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改变和破解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导

致的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充分发展以达到逐渐从根本上解

决“三农”问题、振兴乡村，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

践行和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和“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体现和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也是决定我们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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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2]在治国理政全过程、全领域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为人民谋幸福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紧紧团结、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全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2]。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和广大农民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区域和重点对象。尽管

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实施了一系列支农、强农、惠农政策，已经

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网络，但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城乡差距仍比较明

显，这种差距在贫困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2]。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基本方

略，这本身就意味着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各方面、诸领域和全过程始终都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去开展各项工作，把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坚持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性质。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对全国广大农村贫困群众来说是最大、最实际的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世纪工程”是从根本上关心民生之苦，解民生之忧的“民心工程”，其出发点和

落脚点都是为了更好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全体人民能够真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因此

必须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通过更加踏实有力的工作更加精准、务实的政策落实和多维度、全

方位的集中支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战略是对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成

果和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的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也是党和国家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

大举措，更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真

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和生动诠释，同时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都集中彰

显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他们从实践和理论层面都提升和充实了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可以说，精准扶贫、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实践创新又是理论创新，既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丰富和充实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提出到落实再到形成系统的思想，不仅为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和城乡全面

融合发展取得成功提供了指导思想，而且为世界减贫事业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也是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最生动实践和最好注脚。通过精准扶贫、脱贫攻

坚解决好乡村的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和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是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

战的进一步深化、巩固和提升。今明两年是脱贫攻坚战冲刺阶段与乡村振兴战略开篇阶段的重合期，在

这一特殊背景下梳理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十分

必要。 
(四) 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1) 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现状简要述评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本身就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提出来的具有

典型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与创新性。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各异，国

外很少有完全类似于我国这样的国情和相应的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因而也就很少有与此相关和对

应的研究故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目前国内学者们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视角对“精准扶贫”的理念、内涵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精准脱贫的意义、模式、或者就具体某个县、市地区精准脱贫进行研究；在乡村振

兴这个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困境、路径或者与当代建设、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某个具体问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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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一起研究；对于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二者关系的讨论方兴未艾，例如贺雪峰、黄承伟、王超、徐宏、

李孝忠、刘解龙等学者分别对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复杂性、精准性、区域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动态

性等问题进行了较多探讨，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个方面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思想内涵、逻辑论证、基本向度等方面，而把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进行深

入研究的尚不多见，尤其是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并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个内在的思想红线

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不过各位学者们对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本身以及二者相互关系

所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后面进一步全面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础[4]。 
2) 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体现为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

展和广大农村地区的不充分发展，其中部分特困连片地区的极度贫困成为矛盾中的矛盾、贫困中的贫困。

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是乡村、农村，同时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居住在乡村和绝大多数自然资源

在农村的现实国情就直接决定了“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因此，我们要想顺利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道路上最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在广大农村，未来发展最深厚、扎实的基础

在农村，国家长远发展的最大潜力与后劲也在农村。基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乡村兴则国家兴，

乡村衰则国家衰”的现实国情分析，我们要解决这个复杂重大的社会主要矛盾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健康长

远发展就必须采取措施逐步解决好贫困问题，进而振兴乡村彻底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实现全国区

域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是为了能够更好更快的解决好目前我国十四个特困连片区广大贫困群众的基本

生存生活困难，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这些特困连片区贫困群众们“两不愁三保障”这个基本生活保障的区

域性扶贫脱贫举措。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并不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发展差

距和发展不全面、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政策制定和贯彻落实过程本身就集中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战略也是

对正在进行的精准脱贫的巩固、提升和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利民之策、惠民之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民心工程。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内部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

个重要方面，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还必须在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全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

广大贫困群众基本生产生活困难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逐渐实现城乡

融合、全面、均衡、充分发展从而达到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最终解决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

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因此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本身都集中体现

和践行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真正

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生动诠释[5]。 
总之，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通过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逐步解决这个社会主要

矛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和有效

途径，实施精准脱贫摆脱贫困是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战略是对精准脱贫成果的进一步巩固与提升，是

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大战略，二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是贯穿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全过程的内在思想主线、精神纽带和价值导向。精准脱贫和

乡村振兴战略本身就集中体现和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为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也是为了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更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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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价值认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成果。 

4. 坚持人民标准走多维产业脱贫振兴的新路径 

从开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个重大的脱贫攻坚工程至今已经有几个年头了，预定明年(2020
年)作为脱贫攻坚重大工程收官之年，现在距离脱贫攻坚的收官为期不远了，无论如何，脱贫攻坚工程最

终的考察和验收终究还是必须落实到广大贫困群众本身是否真的脱了贫、是否脱真贫之上，我们中国共

产党的所有政策措施对不对好不好最终的检验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的

效果人民群众答不答应、高不高兴、满不满意？而不是看其他一些外在的数据和指标如何。检验党治国

理政的终极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民标准，具体来说就是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各项满意

度如何？笔者认为要获得真正让全体贫困群众满意的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效果和实际成就，应该

具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实施。 
(一) 首先，要做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宣传和思想引导工作 
对于当下的中国广大农村来说，最能集中体现和凸显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事

情莫过于“精准脱贫”重大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成功实施。基层党和政府要把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给广大贫困群众做好宣传讲解工作，让贫困

群众们真正地了解、清楚这些政策措施的准确意思、相互关系和内在逻辑。努力让绝大多数困难群众清

楚并纠正他们一直以来误以为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儿”“两张皮”的错误认识和

观念，让他们知道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是为了重点解决全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一直存在的绝对贫困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产生活，精准脱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新的更高的起点。而要想过上更好更

幸福的生活就必须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摆脱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断破除城乡

二元结构的制度和体制弊端，逐步实现城乡之间融合发展、平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彻底摆脱乡村

的贫困面貌、脱贫致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全国城乡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生活，最终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6]。 
党和政府通过这样的有效政策宣传与讲解就能更好地统一贫困群众的思想认识、促进思想观念的转

变，为正在进行的精准脱贫和后续开展的乡村振兴战略扫清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让广大贫困群众都可以

更好地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精准脱贫和实施乡村振兴发展的重大战略上来。同时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意愿，切实发挥人民群众在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作用，让全体人民

切实积极主动参与精准脱贫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更好更快地建设中国美丽幸福的新乡村，让改革发展

的成果更多更好更公平地惠及亿万人民，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 
(二) 其次，要把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政策部署与具体落实结合起来调动群众的主体积极性 
政策的真正效果和意义关键在于政策的落实。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要想取得良好的效果和成就除了

理解和领会国家层面各种宏观的“外援性扶贫”政策之外，其实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宏观的政策部署与具

体政策落实结合起来，把“外援性扶贫”与“内生性、主体性脱贫”结合起来综合、长远考虑，现在进

行的精准扶贫脱贫是为了以后和长远的将来不再需要扶贫脱贫，因而不能只看到目前取得的一点点成绩，

更要着眼长远考虑真正让贫困群众们从“政府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自己要脱贫致富”，真正实现从“外

援性扶贫”到“内生性、主体性脱贫”的根本性转变，毕竟广大的贫困群众自身才是国家实施脱贫攻坚

重大工程的脱贫对象与脱贫主体，也应该是主动探寻脱贫路子与方法的实施主体，而不能把政府与社会

当作是脱贫攻坚的脱贫对象与主体，各种精准脱贫政策的最终落实还是要具体落实到困难群众们的具体

脱贫攻坚实践过程中，要结合起来做好宏观政策部署与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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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要努力让全国广大贫困群众们从贫困中奋起树立起自我改变、战胜贫困的信心与勇气，

让他们真正的成为最终实现彻底脱贫进而更好推进乡村振兴的脱贫主体和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彰显鲜明

的人民主体思想。不仅要从思想上改变他们，让他们自觉自愿的主动积极参与和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更要让他们切实学会和掌握一些专业的农业技能和各种干事创业的职业知识与技能，让他们既有自

主脱贫自主创业致富的信心与勇气，更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各种知识和职业技能，因此各级政府和学校以

及各种职业培训机构应该在政府的主导和组织下分批次、有组织、有重点的免费给广大贫困群众实施农

业技能和各种实用职业知识技能的培训工作，让他们多一项技能多一条脱贫致富、干事创业的新路子，

让他们心中有信心与希望，脑中和手上有脱贫致富、干事创业的各种知识技能和力量，真正的激发他们

自己作为脱贫致富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信心与美好的希望。 
要把外在帮扶与激发内生动力结合起来，把扶智与扶志结合起来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脱

贫，要把“别人帮我扶贫”变成“我自己要脱贫致富”充分调动广大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自己由扶贫的对象变为脱贫致富的自觉主体，提倡勤俭自强、自力更生的奋发

精神，同时扶贫干部和结对帮扶单位和企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和问题，比如资金、技术、知

识和政策保障等外在条件的帮助与支持，要让贫困群众自己明白“扶贫是为了脱贫，脱贫是为了致富，

扶贫是为了不再贫穷，不再需要别人的帮扶，可以自己脱贫致富”简单来说就是“教是为了不教，同理，

扶是为了不扶”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以贫困群众为中心，让贫困群众自己成为实现脱贫致富决胜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力军和主体力量，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 
(三) 再次，把具体政策与各地实际相结合主动探索以产业扶贫为基础的“多维度脱贫”振兴之路 
在帮助广大贫困群众们重拾脱贫致富的信心、勇气与希望并授以各种职业知识技能的基础上，政府

和社会各种企业与组织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当地实际因时、因地制宜组织引导广大贫困群众们积极探索

适合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独具地方特色的产业。努力变特色资源为特色产业优势积极探索通过产业脱

贫致富的长远发展新路子，让广大贫困群众们自主参与产业发展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产业脱贫、产业致富

可以彻底摆脱贫困走向幸福生活的动力、信心和希望，产业脱贫可以真正的实现长远、稳定脱贫、防止

返贫问题的发生，真正让广大贫困群众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惠，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

感，更好激发广大贫困群众们摆脱贫困、产业致富、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要在整个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全过程、全领域都充分尊重和激发、调动广大贫困群众自身的

内在积极性、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把握好“外援性扶贫”与“主体性脱贫”的微妙关系，努

力创造条件教育、改变广大贫困群众从他们内心唤醒贫困主体自主脱贫致富的主体性意识和强大内生动

力，变被动扶贫为主动脱贫致富。 
在实际的精准脱贫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把精准脱贫与巩固脱贫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防止返贫结合起来长远考虑，努力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扶贫产业比如特色农业产业化或者特色农业加旅游

观光一体化产业以及其他各种适合本长远发展的扶贫产业，在做好特色产业扶贫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其他

适合本地区的各种脱贫新路子比如易地搬迁脱贫、组织外出务工助力脱贫、教育扶贫、智力扶贫、健康

扶贫、电商扶贫、消费扶贫等多种形式的扶贫脱贫方式，整合资源争取发挥整体优化效果为后续跟进的

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四) 最后，把精准脱贫过程中形成的有效措施与经验整理提升为政策制度为乡村振兴战略做好铺垫 
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开展 6 年来的实际扶贫工作过程肯定会积累和形成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和有

效的措施、方法，同时也会吸取一些反面的经验教训，这些东西都是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作过程中形

成积累的宝贵经验和财富，应该有意识的注意收集整理、归纳提升为一些好的政策建议提交给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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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然后逐渐形成更有针对性的有效政策制度为精准脱贫后续开展的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一些基础性、

支撑性、保障性奠基工作。 
因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主要是为了解决一直存在的全国 14 个特困连片区困难群众的绝对贫困问题

达到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生产生活，而要想真正的实现脱贫致富过上更加幸福美

满的生活还需要在精准脱贫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彻底解决好“三农”问题振兴乡村，最终真正实现城乡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 
归根结底，最终能否如期实现脱贫攻坚和真正的乡村振兴关键还在于要把精准脱贫政策落实和通过

政策宣传、讲解激发广大贫困群众自身的主体性、内生性、积极主动性很好的结合起来共同发力，整合

资源、内外因相结合共同努力走以产业扶贫为基础的“多维度脱贫致富”之路，同时善于总结归纳提升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和好教训形成更有针对性的有效政策和制度，进

而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争取早日实现乡村振兴、人民生活幸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更好地体现新时

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其在祖国大地上展现出伟大、生动的群众实践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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