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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中国扶贫政策文本进行回顾与反思具有理论上的可

能性与现实上的必要性。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政策文本进行检视，探究中国扶贫政策的历史进程

与发展特征，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研究发现，中国的扶贫政策经历了救济型、开发型、

攻坚型、联动型四个阶段，当前正值“精准扶贫”新阶段，并呈现出治贫目标从一维到多维、治贫方式

从供给到互动、治贫对象从区域到个体、治贫主体从单一到多元等特征。后扶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未

来展望将聚焦社会参与机制、产业发展机制、返贫风险防范机制以及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融合衔接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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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poverty control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y 
examin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ext,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experienced relief, developmental, crucial, linkage type four 
stages, and presents the cure poverty target from one-dimensional to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way from supply to interaction, treat poor object from regional to individual, treat poor subject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The future outlook of poverty governance in China 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will focus on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the industrial de-
velopment mechanism, the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return to poverty, and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poverty governa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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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贫困问题是困扰世界的一大难题，各国为治理贫困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中国的贫困治理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1978 年，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为 2.5 亿，贫困发生率超过 30%。截至 2019 年末，全国绝对

贫困人口从 2012 年末的 9899 万人减少至 551 万人，累计减少 9348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末的 10.2%
降至 0.6% [1]。贫困治理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戮力同心，实

现了 7 亿人口的脱贫。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进行回顾，梳理扶贫发展脉络，总结其变迁

规律，有利于进一步坚定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为后扶贫时代提供指导与借鉴。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数据选取 

选取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相关政策文本作为典型样本，文本主要来源于国务院扶贫

办网站公开的政策性文件和相关扶贫政策文本汇编，包括农村改革的法律和红头文件、各时期扶贫工作

的指导性文件和扶贫专项事务的规范性文件共 185 份，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2.2. 研究方法 

运用内容分析法，并结合 Nvivo 工具开展质性研究。运用 NVivo11 的文本搜索和词频统计功能，搜

索各时期典型政策文本关键词及其词频，结合各时期的历史背景、国家发展战略，探索新中国建立以来

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历史变迁规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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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史进程 

3.1. 个案式零星扶贫阶段(1978~1985 年) 

这一阶段扶贫政策文本的相关关键词的词频搜索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Key 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ext of 1978~1985 
表 1. 1978~1985 年扶贫政策文本的关键词及词频 

相关关键词及词频 

农业(192) 生产(152) 农村(104) 

经济(85) 经营(69) 地区(62) 

技术(36) 贫困(68) 资金(35) 

承包(21) 收购(20) 农副产品(15) 

山区(14) 市场(12) 运输(10) 
 

这一阶段是中国扶贫模式政策开始由“输血式”救济转变为以扶持、开发贫困地区为主的变革阶段。

“农业”“生产”“农村”正是该时期农村扶贫政策的关键词。中央财政在国家预算中设立了“支援经

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用于专项扶贫包括革命老区和民族自治县在内的贫困地区。1983 年起，中央

政府开始实施针对“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国务院成立了“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资金。由此可见，该时

期的扶贫手段多以区域性的经济救济为主，体现在“自治区”“资金”等关键词上。1984 年，中央发出

《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帮助

贫困地区的人民摆脱贫困，赶上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但是，该时期的救济形式单一而分散，很难集中

解决一些制约区域发展的重要问题。 

3.2. 区域化大规模开发扶贫阶段(1986~1993 年) 

这一阶段扶贫政策文本的相关关键词的词频搜索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Key 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ext of 1986~1993 
表 2. 1986~1993 年扶贫政策文本的关键词及词频 

相关关键词及词频 

发展(185) 农业(132) 农村(126) 

贫困县(97) 扶贫机构(71) 地区(68) 

组织(60) 扶贫(58) 资金(50) 

项目(32) 重点(23) 贫困县(16) 

产业(15) 设施(15)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特征也随

之发生变化。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深山区、荒漠区等自然、生态条件险恶的偏远地区。国务院结合实际

情况，确定了贫困县、贫困标准和贫困人口，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开发工作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

开发领导小组(1993 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1986 年，扶贫工作被列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该时期农村扶贫的瞄准点由集中贫困地区进一步缩小到贫困县，扶

贫的机构设置也得到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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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制度化攻坚扶贫阶段(1994~2000 年) 

这一阶段扶贫政策文本的相关关键词的词频搜索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Key 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ext of 1994~2000 
表 3. 1994~2000 年扶贫政策文本的关键词及词频 

相关关键词及词频 

扶贫(256) 贫困(183) 地区(124) 

资金(102) 开发(95) 发展(57) 

温饱(43) 攻坚(38) 贫困县(36) 

专项(32) 转向(25)  
 

随着国家扶贫开发的有序推进，农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是致贫原因的多样化，贫困

人口分布也呈现明显的地缘性特征。“温饱、攻坚、专项”新增高频词则表明这一时期扶贫主题的变化

在于通过集中攻坚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并且开始实施专项扶贫。1994 年中央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强调要用七年时间基本解决农村地区困难群众的温饱问题。为具体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列入贫困县的通知》重新划定了贫困县的标准，国家级贫困县调整

至 592 个。199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进

一步强调了实现扶贫攻坚计划的基本方针、任务和要求要求对口帮扶的任务要落实到县，组织富裕县和

贫困县结成对子，集中力量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3.4. 整村扶贫推进阶段(2001~2012 年) 

这一阶段扶贫政策文本的相关关键词的词频搜索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Key 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ext of 2001~2012 
表 4. 2001~2012 年扶贫政策文本的关键词及词频 

相关关键词及词频 

扶贫(256) 农村(433) 发展(326) 

地区(287) 建设(222) 农业(205) 

开发(193) 残疾人(188) 培训(135) 

资金(132) 设施(81) 行业(36) 

定点(25) 保障(20) 制度(18)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后，贫困人口数量呈现出迅速下降的趋势，贫困人口的分布也逐步从区

域分布转为点状分布。村级瞄准机制成为该时期农村扶贫的重点。“农村、发展、地区、建设、农业、

开发”等高频词表明农村地区开发上升为扶贫主题。“残疾人、培训、保障、资金、制度、条件”表明

这一阶段的施策重心之一是改善贫困地区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特别关注到残疾

人的扶贫问题。2001 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将扶贫开发的重点从

贫困县转向贫困村。扶贫工作开始实施村级瞄准机制，在全国确定了 14.8 万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行策

略。2005 年，国务院扶贫办、中央文明办等 10 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共同做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构建

和谐文明新村工作的意见》，重点部署“整村推进”战略措施。201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

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提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总体目标并提出建立健全扶贫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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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机制，强调扶贫工作进入了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重、城乡统筹发展的“大扶贫”阶段。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提出要通过发挥康复扶贫贷款作用，

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阳光安居工程，扶持农村残疾人就业创业，推动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 

3.5. 精准扶贫阶段(2013~2020 年) 

这一阶段扶贫政策文本的相关关键词的词频搜索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Key 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ext of 2013~2020 
表 5. 2013~2020 年扶贫政策文本的关键词及词频 

相关关键词及词频 

扶贫(581) 扶贫(469) 发展(366) 

开发(302) 发展(253) 老区(189) 

服务(174) 金融(164) 教育(121) 

机制(122) 脱贫(86) 精准(63) 

创新(58) 参与(51) 考核(47) 

信息(39) 责任(28) 建档立卡(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问题转入巩

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3]。出现了“精准”“脱贫”等高

频词，表明扶贫的基本方略有了重大变化。而“创新、建档立卡、信息、网络、考核”则体现了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阶段的相关特征。 
2014 年颁布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对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和连片特困地区建档立

卡的方法和步骤做了详细的规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中央农办等七部门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

作机制实施方案》，详细规定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主要内容、工作步骤和最

终目标，并提出六项重点工作。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

到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目标。2016 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确定了“十

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主要指标，从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就业、医

疗和社会兜底等角度对扶贫开发工作给予指导。 

4. 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政策的变迁特征 

各个时期典型的扶贫政策是国家贫困治理思想的体现，对这些文件进行分析，从纵向的对比中探究

40 年来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规律，揭示扶贫政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征。 

4.1. 治贫目标从一维向多维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贫困治理 40 余年间，治理目标从单一的提高收入，解决温饱问题发展到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和“两确保”相结合，从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发展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对于贫困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入。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贫困人口基数大，在此阶段，中国的贫困治理行动主要目的是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解决农村贫困人

口的温饱问题，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跨入 21 世纪，在党的带领下，国家的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

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过去的低水平贫困标准与贫困治理思路已经不再适用，党适时地转变治贫思路，

调整了此前的单一的低水平的贫困标准。治贫目标转为满足贫困人口更高水平的生存需要。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3173


代满玉 
 

 

DOI: 10.12677/ass.2023.123173 1256 社会科学前沿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除了要实现贫困地区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还强调要提升贫困地区

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以扭转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这标志着贫困治理思路有了重大的转变，由单纯地

只关注提高贫困人口收入的习惯性思维转变到全面进行制度改革和社会改革，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生产

能力，保证贫困人口平等的发展权利。《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进一步强调到 2020 年实现“两不愁、三

保障”的目标，治贫目标转变为满足人们更高水平的生活需要。 

4.2. 治贫方式从供给向互动转变 

根据各时期政策文本的词语表述，得到各时期扶贫方式相关的关键词及词频，如表 6 所示。 
 
Table 6. Key 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ach period 
表 6. 各时期体现扶贫方式的关键词及词频 

时期 关键词及词频 新词变化 

1978~1985 生产(159)、资金(18)、产业(10)、教育(6)、培训(2) 新出现设施、产业 

1986~1993 生产(49)、资金(48)、产业(21)、基础设施(35)、教育(4)、科技扶贫(4)、
社会保障(3)、以工代赈(3) 

新出现科技扶贫、社会

保障、以工代赈 

1994~2000 生产(29)、资金(63)、产业(21)、基础设施(9)、教育(6)、生态(4)、科技扶

贫(4)、定点帮扶(3)、社会扶贫(2)、社会扶贫(2) 
新出现生态、社会扶贫、

定点帮扶 

2001~2012 生产(110)、资金(102)、产业(68)、基础设施(35)、搬迁(28)、行业扶贫(17)、
科技扶贫(15)、定点帮扶(7)、整村推进(4)、就业扶贫(3)、社会扶贫(2) 

新出现搬迁、就业扶贫、

行业扶贫 

2013~2020 
生产(19)、资金(94)、产业(71)、基础设施(23)、搬迁(28)、社会保障(20)、
教育扶贫(35)、行业扶贫(17)、科技扶贫(15)、定点帮扶(7)、金融扶贫(4)、

就业扶贫(3)、社会扶贫(2) 

新出现教育扶贫、金融

扶贫 

 
由表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扶贫方式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体现出从救济

式扶贫的观念向开发式扶贫观念的转变，更加注重内生性脱贫。 
改革开放前，囿于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比较欠缺，此阶段的贫困治理以“救济式扶贫”

为主，通过向贫困地区“输血”以期能够解决贫困地区“供血不足”的困境。“外部输血”的供给方式

引发导致贫困人口出现了“坐等扶贫资金”“争当贫困户”等依赖心理。进而，贫困治理方式开始由“输

血”向“造血”转变。198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指出单纯

地依靠救济是导致贫困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强调要转变治贫思路，纠正单纯救济观点。1994 年出台的

《国家八七扶贫计划》明确提出“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在开发式扶贫方式中，见效最快的是产业扶贫、

转移就业扶贫与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的扶贫。其中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的扶贫内容主要包

括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4]。而最能起到长效扶贫作用并最终摆脱贫

困的是教育扶贫与健康扶贫[5]。 

4.3. 治贫对象从区域向个体转变 

在不同时期，扶贫对象也各有侧重。运用 NVivo 分析扶贫开发典型政策文本，得到相关关键词及词

频数，如图 1 所示。 
由图可知，在扶贫对象方面，从贫困区到贫困县再转变为贫困户，瞄准对象不断缩小，精准。20 世

纪 90 年代以前，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地缘性特征，贫困问题集中连片，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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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础薄弱的西部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集中连片，且贫困程度深，贫困结构复杂。此阶段

党领导的贫困治理主要针对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198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帮助贫

困地区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通知》，划定了 18 个贫困片区作为重点扶持对象，指出要通过放宽政策、给

予优惠、搞活商品流通等措施集中解决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changing tren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s in each period 
图 1. 各时期扶贫对象瞄准变化趋势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扶贫攻坚的进展，集中连片贫困的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变，党开始深入

瞄准治贫对象。199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和 1999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都强调扶贫攻坚要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不能不

考虑贫困村、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实行平均扶持。2005 年起采取整村推进的战略，以贫困村为单元进行综

合开发与建设。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201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是扶

贫机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

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贫困治理进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阶段。从集中治理连片贫

困区域到精准对焦贫困个体，贫困治理的对象的深入和聚焦实现了对个体需求的深入把握，从而能够对

个体实际需求进行预判，提高扶贫政策与治贫需求之间及时、精准的匹配[6]。 

4.4. 治贫主体从单一向多元转变 

运用 NVivo 进行关键词和内容搜索，得出各时期体现扶贫主体的关键词及词频，以此数据为基础，

得到图 2。 
由图可知，各个关键词都随着时期的推演而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党和政府两个关键词贯穿各个时期。

1996 年以后，体现社会参与特征的词汇频次渐次增多，表明扶贫主体由单一转向了多元。 
改革开放初期，贫困治理的任务主要由党和政府承担，贫困治理的主体比较单一。1979 年《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国务院要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统筹扶贫事务。1986 年，成立了国务

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负责扶贫开发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党和政府统揽下的扶贫工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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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够短时间内将资源集约利用于贫困治理。但由于贫困人口数量多，贫

困程度深，党和政府承担的扶贫任务过重，尤其面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群体，党和政府大包大揽的形

式显得“力不从心”，出现了“年年扶，年年贫”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开始吸纳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

力量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来。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changing tren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ain body in each period 
图 2. 各时期扶贫主体变化趋势图 

 
199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指出消除贫困不仅仅是党和

政府的任务，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要动员除党政机关以外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工商企业等社会

力量共同参与扶贫。《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提出了“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扶贫开发方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了“社会帮扶，共同致富”的扶贫开发基

本原则，明确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大幅推进社会扶贫。2013 年，《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

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建立和完善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制度”，

除了继续强调要发挥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作用以外，还提出要加强扶贫领域的国家交流合作，

让贫困治理的“中国之制”走出国门，与国际扶贫行动联系起来，共同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脱贫减贫运

动。此后，又专门制定了《创新扶贫开发社会参与机制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要健全社会扶贫支持政

策，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工作格局。2015 年，《中共中央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发挥好“10·17”全国扶贫日社会动员作用，广泛动员全社会

力量，合力推进脱贫攻坚。 

5. 中国贫困治理的未来展望 

5.1. 建立健全社会参与扶贫的保障机制 

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既是党中央、国务院、湖南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安排，又是各类社

会力量的职责所在，是体现社会责任、社会担当的重大举措。一要进一步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使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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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地，责任重于泰山。各社会力量党组织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增强政治担当、责

任担当和行为自觉，层层传导压力，建立落实台账，压实脱贫责任，加大问效力度。二要做社会力量精

准扶贫的坚定参与者。充分认识开展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自觉承担起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尽自

己所能，走进贫困村与贫困户结对开展帮扶，帮助贫困群众解决最需要、最迫切的问题，助力贫困群众

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三要以投入强度保扶贫力度，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投入扶

贫资金。通过发展产业，对接市场，安置就业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户脱贫。支持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加快建立社会治理等社会力量扶贫与贫困地区需求信息对接机制，确保贫困人口发展需求与社会扶贫有

效对接。 

5.2. 不断完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十八大后扶贫攻坚工作一直持续深入，贫困人口逐渐减少，但扶贫难度也逐渐增加。对于尚存在的

贫困人口，国家要从顶层设计的层面进行干预，国家将政策向贫困区域倾斜，使产业精准扶贫以国家顶

层设计为指导，进一步实现国家的外源推动作用。以贫困地区的内源力量为推动，鼓励企业参与到产业

精准扶贫过程中，在区域内源驱动模式下，通过企业带动模式和大户带动模式、集体经济带动模式等，

使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各主体能充分发挥效能，在促进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实现

贫困户的脱贫和共同富裕[7]。 

5.3. 筑牢贫困人口的返贫风险防范机制 

脱贫攻坚只是在关键时点完成全面脱贫的历史性任务，并不能确保脱贫的一劳永逸，这就涉及到脱

贫的可持续性问题。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已脱贫贫困人口返贫，是 2020 年后一段时间中国反贫困的主要

任务。存在返贫风险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农村仍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明显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通过返贫风险评估能更深刻地发现贫困问题的症结所在[8]。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不仅要消除

眼前的贫困现象，更要全面提升乡村的整体水平，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改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完善各项救助制度，强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形成防

范返贫的长效机制，有效地、可持续地消除贫困。 

5.4. 建设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和衔接机制 

2020 年后，农村工作的重心是乡村振兴。农村的反贫困将融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中。从两者的关系来

看，脱贫攻坚成效将为贫困地区全面振兴奠定基础，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为贫困人口创造稳定的

脱贫致富环境、增强其造血功能。脱贫攻坚是当前我国扶贫的主要任务，它与质量兴农、共同富裕、城

乡融合发展、乡村文化繁荣、乡村善治和乡村绿色发展一起，开辟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要根据乡村

振兴战略的新要求，充实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目标。要在组织保障、体制机制、战略规划、要素保障、

项目包装等方面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组合。把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路贯穿于脱贫攻坚战的全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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