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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进入小康社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脱贫不是

终点，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民族地

区应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基层党委政府的作用，激发农民主体性和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努力

缩小城乡差距，同步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必须齐心协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到民心所向、民

利相连、民情相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民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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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0, our country will achieve a complet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and enter a well-of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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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across the country will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not the end point. How to consolidate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mplement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in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s. Minority areas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sti-
mulate farmers’ subjectivity and realize the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strive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synchronize modernization. In this process, we must 
work together to forg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chieve what the people 
want,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s feelings are compatible, so as to gather national 
strength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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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2020 年 2
月 25 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彪

炳历史的伟大奇迹。新时期、新阶段，民族地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

同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未来面临的新课题。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推动民族工作，既要依靠物质力量，也要依靠精神力量；解决好民族问题，

既要解决好物质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2]。这一重大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巩

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是推动民族工作发展的重

要力量，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是物质保障，是前提和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精神

力量，是政治要求和现实需要。二者相互依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发力。 

2. 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2.1. 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切实做好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3]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后，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民族地区发

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当前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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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国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农村最为突出，民族地区的

农村人口比例更高，2012 年，八个民族地区农村人口总和为 1.09 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 16.98%。除内

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外，其他六个民族地区的农村人口比例都在 50%以上，贵州、云南两省超

过了 60%，西藏自治区更是达到 77.25%。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到 2019 年，民族八省农村人口比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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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降低，但是同上海(11.7%)、北京(13.4%)、天津(16.5%)、浙江(30.0%)等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任然处于

较高水平[4]。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党为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制定的重要战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虽然都聚

焦乡村发展，但也差异明显，脱贫攻坚是特殊性、局部性和紧迫性的战略安排，而乡村振兴是综合性、

整体性和长期性的战略选择。民族地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战场，国家从资金、政策、人力物力

多方面进行协调，脱贫攻坚实现了全民奔小康，但是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偏远民族地区，很多农村农民

只是脱离了贫困线，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从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开始，到 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乡村振兴势必是一场更为

艰难的持久战。 

2.2. 努力实现各民族均衡发展 

现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 年是我国年度经济总量首次突破 100 万亿，在民族八省

中，除广西和云南外，其他六省 GDP 生产总值均未超过 2 万亿。民族地区区位较偏，人口较少，特别是

像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区，常住人口最多的甘肃全省也不过 2600 余万，这基本和京沪这

样的一线城市人口规模相持平。从增速情况来看，2020 年我国整体 GDP 增速为 2.3%，除青海、内蒙古

外，其他民族六省 GDP 增速均高于全国整体增速水平，特别是西藏(7.8%)、贵州(4.5%)、云南(4.0%)三
省增速最快，居于前三。在 2020 年脱贫攻坚之战收官之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经济衰退，但是我国经

济依然形式大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足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欣欣向荣。 
全面小康不等于同一水平的小康，我国的东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等还存在较大差距。民族地

区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向民族地区倾斜，

但是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较弱；虽不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农村地区仍处于较低水平；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拓展，但山区居民出行依然不便；生态保护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生态恶化制约地区发展的问题

依然屡见不鲜……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面临不同发展问题，不能“一把抓”“一刀切”，实

现小康社会不能一味追求“齐步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格局中要逐步实现均衡发展。 

2.3. 实践乡村振兴打造高水平小康社会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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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新中

国成立伊始，农业现代化就已经被中央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

人已经认识到，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同时必须实现农业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

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建设，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提高农产品

质量，继续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间要做好衔接，各项政策完善、优

化才能在过渡中不留空白。农业是其他物质生产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必须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农村产业更加多元，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吸引更多人才留在农村，扎根农村，建设具有幸福感

的新农村。民族地区实践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是实现各民族一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是实现更高水

平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3. 民族地区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着力点 

随着全球形式剧变，中美关系出现“拐点”，我国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乡村振兴拉动内需，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1003


程杨鑫 
 

 

DOI: 10.12677/sd.2022.121003 23 可持续发展 
 

实现更大发展。此外，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制造业出现“过剩”，传统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已经不再

适应时代需求，必须依靠乡村振兴推动农民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农业现代化。民族地区是我国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短板，在实践乡村振兴战略中应该找好着力点和切入点，发挥基层党委政府的主体作用，激

发农民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力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高效率推进区域协调。 

3.1. 发挥基层党委政府的作用 

基层党委和政府是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线，承担着贯彻落实的艰巨责任。乡村振兴是系统性工

程，复杂而庞大，农民作为实践主体，党和政府如何最大限度联系群众、发动群众，落实工作是其重要

着力点。民族地区农民群众由于其地理位置较偏远，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受教育程度不同、信息技术限

制等因素，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等不甚了解。基层党委政府作为信息传播主体，应该积极向村民

传达国家关于乡村的战略和规划，传达党的方针路线、远景展望，将各族人民群众牢牢团结在党的周围，

打牢乡村振兴的政治基础。此外，要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人才，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投身到乡

村振兴的洪流中去，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汇聚起乡村振兴的磅礴之

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就是规章制度，是必须遵守的规范和准则，社会依靠制度维持秩序，

事业的成功依靠制度提供保障。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工作中显示出了独到的特点和长处，具有不可替代

的制约作用。因此，基层党委和政府要制定科学的制度，适应时代需要，发扬优良传统，保障乡村振兴

工作能够落到实处。 

3.2. 发挥农民主体的作用 

民族地区实践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考虑民族的、地方的特色，考虑文化、地域的差异，发挥村民

主体作用，让村民全程参与乡村振兴的规划制定和乡村建设，使建成后的乡村还是一种村民熟悉的、有

自己生活方式和生计方式的乡村，不是一个外观漂亮却内在俱失的、陌生的乡村，不管乡村如何振兴，

都是乡民们世世代代生活的那个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时，结合当地特色，给地区因地制宜发

展支招，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个是“留住记忆”，另外一个是“记住乡愁”，乡村一定要留住历史记忆，

不能一个模子印出所有乡村振兴样板，切忌千篇一律、千村一面。广泛动员村民参与，尊重村民意愿，

强调村民的主体性和参与作用。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基层党委和政府既要对上级部门负责，更要对村

民负责，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在尊重当地村民的基础之上开展工作，尊重当地民风民俗、历史文化，

发掘特色资源，从村寨发展的需要和村民的需求出发建设百花齐放的村寨，尽显民族特色、民风民俗、

生产生活习惯。 

3.3. 完善农村要素市场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对于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村要素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以少的投入激发巨大的增量。民族地区城乡

融合发展需要补齐短板：建立健全民族地区农村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交易中心。城乡要素不流通是城乡

二元壁垒的突出体现，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2 年，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到 2035 年，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城乡全面融合，乡村

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6]。一是建立城乡劳动要素充分对流双向机制。劳动力流动带来

资源的聚集，推动产业发展，避免农村发展的空心化和老龄化，搭建起人才联动平台和人才共享机制，

为乡村振兴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二是建立城乡资本要素自由流动开放机制。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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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实施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资本天生具有逐利特性，由于农业天然带来低利润，所以资本

更多积聚在二三产业。因此，资本向农村流动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一环，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

的财政倾斜，改革财政投入机制，规范农村金融借贷，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吸引更多资本流向农业农村。

三是建立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公平机制。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现其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族地区土地资源丰富，但是自有土地规模较小且分散，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

与现代规模聚集性产业有效关联，产出值较小。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要素市场化才能推动农业

农村加快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城乡融合。 

4. 在实践乡村振兴战略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是一种身份意识，民族认同，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赓续发展的力量之源。民族地区实践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践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精神动力。我国是一个多民

族国家，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互帮互助，实现共同发展，求取最大公约数，画出最美同心圆，凝聚起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铸牢政治共同体、经济共

同体、文化共同体意识。 

4.1. 同心同力，铸牢政治共同体 

一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结合中国实际国

情订立的基本国策，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团结在共

产党周围，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将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落实好，

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普法力度，保障各族人民的合法权利，团结人民群众，铸牢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

合力。 
二是调整完善民族政策法规。在坚持宪法原则的基础上，注重民族的、区域的因素。在进行新的法

律法规制定、老旧法规完善过程中，要下沉到群众中去，分析城乡差距和公共服务政策差异，切实满足

人民群众的需求。对于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过时的、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政策法规要逐步废除。 
三是不断深化普通话推广工作。语言是沟通的媒介，语言相通是人与人交流的基础，语言不通必然

难以达成理解。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民族地区推普应该作为常态化工作不断推进，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建设民汉合班合校，让各族学生在交往交流中互相学习，促进共同进步。 
四是构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教育平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心，发展和丰富现有教

育体系，加强民族地区干部质量培训，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构建综合平台，让奋斗在一线的干部有机

会和平台进行自我提升。此外，强化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育，一个党员就是一个辐射源，深入基层宣

传民族团结思想，让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手足相亲，齐心聚力。 

4.2. 民利相连，打造经济共同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到今天的繁荣昌盛，经济发展是助力中国腾飞的关键

所在。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收入、提高国家经济生产总值，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拥有更多

话语权，让中国不再听人摆布、任人宰割。经济繁荣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和现实需求。中国发展

进入新时代，国家战略需要推进乡村振兴，保障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切实权益，为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

展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需要找准切入点，为民族地区经济腾飞增添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优化生产要素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结合，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缩小产业差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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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发展差距，建成繁荣共享的经济体。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能脱离国家发展大格局，民族地区应该

精准定位，向市场经济现代化转变，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各类“经济圈”体

系，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建成经济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安全是

经济发展的保障，事关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民族地区资源丰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环境友好型

产业，将生态优势和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做生态文明保护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让生态文明保护的

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4.3. 民情相容，建设文化共同体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拥有灿烂的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孕育出了伟大的民族

精神。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要不断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

共有的精神家园。 
一是要挖掘各民族特色文化资源。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且极具特色，推动民族文化保护和共识，

对于有形的文化，要加以保护和宣传，对于无形文化则要加强传承，避免失传。全球化发展为我国文化

“走出去”提供了路径，积极开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理解中国文化，

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凝聚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力量。 
二是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文化等基础公共服务，改善和保障人

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让各族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良好的人居环境带来的身心愉悦、高质量文化生活带来

的精神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带来的安全保障。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了人类不同层次的需求，在物

质保障的基础上，要不断实现更好层次的需要，要提升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满足感、归属感、

获得感，让各族人民群众享受平等的发展机会，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满足，进一步扩大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的范围，凝聚全民族意识合力。 
统而言之，在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铆定国家战略基础，一步一个脚印，不能积极冒进，

也不能停滞不前，积极调动主观能动性，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民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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