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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脱贫攻坚:特征、经验及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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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脱贫攻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坚持精准扶贫方

略、汇聚脱贫攻坚合力、开发式扶贫大格局为重要特征的扶贫工作方法,蕴藏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中国特

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丰富实践经验。 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需参考借鉴脱贫攻坚的

成功经验,其经验对乡村振兴作出有益的价值贡献,在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制、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治理体系

改革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效的治理保障。 时值建党百年之际,回顾新时代脱贫攻坚历程并总

结经验,既为解决相对贫困治理提供理论论证,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经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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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has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creating
 

a
 

miracle
 

in
 

the
 

human
 

history
 

of
 

poverty
 

reduction.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lie
 

in
 

the
 

major
 

poverty
 

alleviati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ng
 

strategies,
 

jointed
 

effor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layout.
 

Rich
 

experience
 

of
 

adherence
 

to
 

the
 

centralized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pov-
erty

 

allevi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the
 

full
 

play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testifi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needs
 

experience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will
 

be
 

of
 

great
 

value
 

to
 

the
 

effor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s
 

major
 

progresses
 

in
 

the
 

improve-
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system,
 

steady
 

advancement
 

in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deepened
 

reform
 

in
 

rural
 

governance
 

provide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nial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it
 

is
 

time
 

to
 

review
 

the
 

course
 

of
 

poverty
 

eradi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sum
 

up
 

according
 

experiences,
 

which
 

not
 

only
 

pro-
vide

 

theoretical
 

argumentation
 

for
 

eradicating
 

relative
 

poverty,
 

but
 

also
 

provide
 

empirical
 

guidance
 

for
 

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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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国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当

前,我们立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过渡期,要在进一步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基础上,不断进

行创新拓展,打开“三农”工作新局面,向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前进。

一、新时代脱贫攻坚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脱贫攻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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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并提出了一系

列的政策和战略。 较之前相比,新时代脱贫攻坚出现

了一些新的特征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精准扶贫方略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

和亮点” [1] 。 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实施和落实必须

要从各贫困地区和不同贫困对象群体实际情况出

发考量。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实事求是

地以“精准”为要义,坚持“六个精准”,对症下药解

决问题,确保扶贫攻坚扶到点上、根上,使脱贫成效

贯穿于扶贫全过程。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依据不同

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及问题性质,针
对性地开展“五个一批工程”。 同时,积极贯彻党和

政府“两不愁三保障”实施标准,构建贫困县、贫困

户准确合理的退出标准和严格的验收评估,确保脱

贫质量。 贯彻落实习近平精准扶贫政策,必须以

“真扶贫、扶真贫”为根本准则,在“精、准、严、实”上

同步发力,实地走访摸清贫困人口数量,了解贫困

地区分布情况,划分贫困程度,遵循“四个切实”,做
到“七个强化”,确保做到真脱贫、脱真贫,实实在在

地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面临的穷苦窘境。
因此,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务必要把握好“精

准”两字,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实施有针对性、目标

性、高效性的工作措施,采用因地制宜、对症下药等

原则,做好系统化、高质量化和高效率化政策规划。
同时,还要立足贫困地区的民情、镇情、村情、户情,
找出贫困原因、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走出乡村

振兴路子,确保脱贫攻坚目标高质量收官。 新时代

脱贫攻坚的重要特征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针对性和

有效性,脱贫攻坚伟大实践正是始终坚持以“精准”
为要义,我国脱贫攻坚也正是因为坚定不移地贯彻

执行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每

一项重大举措都能够落实落地,使得贫困治理工作

取得丰硕成果。
(二)汇聚脱贫攻坚合力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

量办大事” [2] 。 汇聚脱贫攻坚合力,是新时代脱贫

攻坚的一个重要特征。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党的统

一领导下,汇聚脱贫攻坚合力,形成脱贫攻坚的共

同意志和共同行动,凝聚全国之力、汇集全民之智、
集合各方之志,汇聚成强大的脱贫攻坚合力。

1. 加大东西部扶贫协作力度。 “东西部地区扶

贫协作和对口帮扶,是先富带动后富、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的大战略” [3] 。 以产业扶贫为扶贫重点,整
合系统各类资源,发挥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落后

地区的带动作用,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培育贫困

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建立健全贫困治理和地

区发展的长效制度机制,充分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的自我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助力西部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
2. 提高定点扶贫工作效率。 “扶贫开发是全党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 [4] 。 引导各定点扶贫单位要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人民军队、国有企业等

机关事业单位在内,各自承担着具体的定点对口帮

扶目标任务,充分凝聚脱贫攻坚合力,有效地动员

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精准扶贫工作之中。 创

新发展定点扶贫工作思路,凝聚系统各方力量,切
实做到在资金上提供支持、人才上提供支撑、工作

上提供指导。
3. 鼓励多元主体广泛参与。 “脱贫攻坚,各方

参与是合力” [5] 。 脱贫攻坚是一项艰巨且复杂的社

会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职能作用,调
动社会各界力量协同发力,有效配置社会资源。 除

了动员政府资源外,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扶

贫,建立市场主体与贫困户的利益关联机制,形成

“政府—社会—贫困群众”的有序良性互动平台。
(三)构建开发式扶贫大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历届党和政

府都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围绕国家的重大战略

和发展形势制定和部署扶贫计划,先后经历了救济

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精准脱贫等战略政

策,都是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匹配的。 与此同时,还要考虑致贫原因、人
口数量、区域发展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多方发力、多
管齐下、上下联动,毕其功于一役。

1. 构建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我国的脱贫攻

坚战略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扶贫

的外在动力和内生动力相结合,注重构建多元化主

体协同参与的扶贫大格局。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

与脱贫攻坚,形成专业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

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6] 。 积极探索实

现共同富裕具体路径,形成了全社会攻坚合力的良

好局面。
2. 激活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既要扶智也

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

富内生动力” [7] 。 扶志与扶智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

新特征,通过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着力提高

贫困群众的内生发展能力,彻底摆脱精神贫困状

态,培育贫困群众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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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教育扶贫投入力度,有力推动贫困地区教育

“扶智”工程。 贫困治理要积极引导贫困群众树立

脱贫决胜信心和坚强毅力,依靠贫困群众自身的智

慧和能力改变落后贫穷面貌,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3. 发展是解决落后贫困的关键。 脱贫攻坚将发

展放在首要位置,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
鼓励支持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和经济,实现就地脱贫致富。 实

践证明,开发式扶贫大格局根植于贫困地区的发展

基础之上,对于贫困地区实现更为根本的、稳定的

和可持续的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

如期实现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

大目标任务,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生

活条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重大创新发

展,其实践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

的” [8] 。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

决胜脱贫攻坚的根本保证,党是带领全国人民一路

披荆斩棘、顽强拼搏的核心力量,加强党中央对脱

贫领导干部和基层组织建设的统一领导,也是脱贫

攻坚取得伟大胜利的首要的基本经验。
1. 加强党对脱贫领导干部的统一领导。 打赢脱

贫攻坚战,党的坚强领导发挥着举旗定向的作用。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党建统一领导作用,把扶

贫开发与基层组织建设有效结合起来,强化党政一

手总负责,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好

方向、谋划好全局的关键所在。 强化对领导干部的

教育,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拼搏劲头。 以党的建设为重要抓手,依靠党的

领导,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和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在
扶贫工作中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制

胜优势,切实推动党的脱贫攻坚政策落到实处并取

得成效。
2. 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建设的统一领导。 进入新

时代以来,习近平强调:“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

有机结合起来” [9] 。 以巩固基层党组织为重要抓手

推促扶贫开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作用,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和管

理水平。 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在基层建设中落实

扶贫开发的基础,发挥着战斗堡垒的重要作用,有
效开展基层党组织精准扶贫工作也影响着党的凝

聚力和领导力的发挥,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将基层组

织建设成为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核心力量,有利于

实现党对基层组织建设的统一领导。
(二)建立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是机制保障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机制保障是建立中国特色

脱贫攻坚制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

坚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
建好的体制机制,抓重点、解难点、把握着力点” [10] 。

1. 各负其责、上下联动的领导责任体系。 坚持

以“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为主要内容

的扶贫管理体制,在扶贫开发的治理工作中,党中

央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主抓政策方针

制定,贯彻落实精准扶贫要求。 强化社会各界合力

扶贫攻坚工作,凝聚各方扶贫合力,实施严格考核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做到量力而

行、真实可靠、确保脱贫质量。
2. 严格标准、渠道多样的监督考核体系。 “对

省级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进行考核,是倒

逼各地抓好落实的重要手段” [11] 。 坚持把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贯穿于考核工作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
设置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以及考核奖赏责任制度,
把扶贫工作成效作为党政领导班子以及主要负责

人扶贫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确保脱贫成果真实可

行,有效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这对各级党委和政府

以及负责人切实履行职责,改进工作效率,打赢脱

贫攻坚战起到了促进和监督作用。
3. 扶贫资金、各种资源的稳定投入体系。 “资

金保障要实,做到投入实、资金实、到位实,精打细

算,用活用好,用在关键,用出效益” [12] 。 坚持发挥

政府主导职能作用,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要资金来

源,增加多渠道资金投入。 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

金融机构对脱贫攻坚的扶贫支持,切实提高扶贫资

金的资源整合力度,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制度体系,
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有效解决扶贫资金使用问

题,使政府扶贫力度同脱贫攻坚成效相适应,确保

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
(三)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制胜关键

“我国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

就,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 [13]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取得

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伟大胜利的重要保障,发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制胜关键。 开展脱贫攻坚战是中国特色扶贫开

发道路在新时代的有力体现,我们正沿着消除相对

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阔步前进。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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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消除贫困

作为本质要求,着力实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14] 。
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举措服务于

最贫困的地区和群众,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制度自信。 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通过凝聚

社会各方的坚强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是制胜关键。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并

未削减自身的使命担当,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

消除贫困的战争中,共产党人身先士卒、敢为人先,
动员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向脱贫攻坚宣

战。 中国共产党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全国人

民的心,彰显了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党领导扶

贫开发的过程中,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和政府一以贯之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执政原则,在党

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更大成就,保证

全体人民能够在实现共同富裕中获得更多的幸福

感。 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焕发的强

大优势,保障我们可以在有效率地合理配置社会资

源投入扶贫事业中,发挥出强大的动员能力、高效

的执行能力,使党和政府能够统一思想、统一行

动、统一调配和整合社会资源,发挥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显著优势,带领全国人民向共同富裕方向稳

定前进。

三、新时代脱贫攻坚对乡村振兴的价值贡献

习近平强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15] 。 开展多年的脱贫攻坚积累

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

参考借鉴,在实现高质量脱贫的同时,向着全面实

现乡村振兴平稳行进。
(一)完善乡村振兴制度体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6] 。 推动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就是将脱贫攻坚的成

果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制度优势,并用以规范乡村振

兴的具体实践。 新时代脱贫攻坚积累了丰富的有

益经验,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需参考借鉴脱

贫攻坚的成功实践经验,更要与脱贫攻坚战略精准

衔接和有序推进。
1. 借鉴脱贫攻坚的体制机制。 把脱贫攻坚形成

的扶贫制度体系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相衔接,持续推动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发挥五级书记齐抓共管的制度优势,发挥驻村工

作队在乡村振兴中的责任担当。 实现乡村振兴需

要借鉴和应用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政策调整和优化安

排,从而适应乡村振兴新发展阶段新需求、新目标

的要求。
2. 发挥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 脱贫攻坚巨大成

就的取得,其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乡村振兴需要学习和借鉴脱贫攻坚实践中成

熟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责

任、作用与地位,完善政府、农户、社会各主体之间

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发挥党在乡村振

兴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
3. 汲取脱贫攻坚的有益经验。 乡村振兴应把脱

贫攻坚时期所形成的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有益

经验和做法进行巩固和转换,并将动态识别与动态

调整有机地融入乡村振兴工作的思路与原则中,构
建起具有动态性、有机性和可调整的应对相对贫困

的长效机制,以及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明确和脱贫致

富路径的认知,也可为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提供

借鉴。
可见,将脱贫攻坚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进一

步提炼和深化,可完善乡村振兴政策及制度体制。
在两大战略衔接过程中,其借鉴和充分利用脱贫攻

坚阶段的成功经验是十分必要的,这些经验的延续

和拓展,不仅有利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而且有

助于与乡村振兴新战略的衔接。
(二)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7]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

利,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加快推进农

业现代化为目标,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

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因

此,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既能够激

发乡村地区发展动力,也能够补齐短板,而且能够

兼顾长远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基础。 新时代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如期完成为稳步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既有效地提升了乡

村振兴发展的起点高度,也为缓解后脱贫时代相对

贫困治理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为稳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基础。
2.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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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所形成的共建共治共享多主体合作机制,为
解决扶贫责任偏移、扶贫收益低效等问题做出了巨

大贡献。 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可继续用于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中来,从而可

以减轻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压力。
3. 激发农民的可持续内生发展动力。 农民既是

脱贫攻坚的实践主体,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18] ,
提升农民可持续内生发展能力。 我国脱贫攻坚战

略目标的按期收官给广大中国农民树立了强大的

发展信心,能够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村群众向美好生

活努力奋斗的内生动力,从自身思想认知和信心层

面为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发展

氛围。 因此,解决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必
须紧紧围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新任务展开,
通过政策调整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

来,从而形成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和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战略机制。
(三)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改革

推动乡村治理体系改革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应有之义。 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是国家长治久安、
兴旺发达的重中之重。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中
国共产党将继续脱贫攻坚战略为依托,充分发挥脱

贫攻坚的助推作用以及借鉴脱贫攻坚成功的有益

经验,全面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体系改革同步

推进,进一步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巩固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办好农村

的事情,关键在党” [19] 。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将党的

决策部署贯彻到位的战斗堡垒,在乡村治理工作

中,要加强党在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地

以党建为重要引领,将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发展

工作结合起来,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工作中

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发展的过

程中必须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凝聚广大农民的智

慧和力量,以基层组织和群众的力量推动脱贫攻坚

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同时,要强化党的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不断深化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认

识,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群众组

织力。
2. 完善“三治” 的基层治理体制。 一是以自治

为手段,重视农民主体地位。 坚持自治为基,健全

相关体系,深化农民自治实践,提高农民参与乡村

治理的热情,积极引导和发挥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

主体积极性。 二是以法治为保障,着力打造法治乡

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20] 。 推进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
时刻运用法治的思维创新乡村治理手段,制定行之

有效的乡村法律法规。 三是以德治为抓手,营造乡

村文化氛围。 基层党组织要强化农民道德教育,积
极宣传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传统的道德文

化、乡规民约以及德高望重的新乡贤文化共同推动

德治,从而营造出良好的乡村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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