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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三重维度

章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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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蕴

含三重维度。一是在价值引领维度上，二者有效衔接是中共党人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是为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突出表现。二是在问题导向维度上，二者衔接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期盼；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的现实需求；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艰巨任务。三是在实践探索维度上，要坚持党的领导，以提供正确导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提供主体力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提供政治优势；坚持求真务实，以提供态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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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 in the dimension of value guidanc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s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PC members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for the world. Second, in the dimension of problem orienta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s the people’s new 

expect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It is the realistic dem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It is an arduous task to achieve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ird, in the dimension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provide correct guidance; Insist on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to provide the main force;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provide political advantages; Insist on being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to provide attitude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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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

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
[1] 脱贫攻坚成果需与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结合、有效链接，才能持续

迸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当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便是

在摆脱贫困的基础上谋划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并通过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进而巩固好脱贫攻坚的宝贵成果。这既是农业、农村、

农民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又具有价值引领、问题导向、实践探

索三重维度。

一、价值引领维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时代意

蕴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价值引领的时代意蕴，是

中共党人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必由之路、是为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突出表现。

（一）是中共党人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渴望消除饥荒、湮灭穷苦，以丰衣足食、

安居乐业为理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2] 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始

终关注农村、重视农村，这是中共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

体现，也是中共党人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自2012年年底的“决

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庄重承诺，至 2013 年的“精

准扶贫”理念，到 2015 年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及

2020 年的打好收官战。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我们要

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的

坚定决心与科学谋划。这每一阶段的方针、政策、战略都是中共党

人在艰苦奋斗中、在脚踏实地中、在反复打磨中凝练出的理论精华

与理论创新。

（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只是摆脱绝对贫困的状态，更

要实现共同富裕 ；不只是部分地区的优先发展，更要重塑新型城乡

关系，实现城乡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因而，将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能够不断巩固夯实脱贫攻坚来之不易的宝贵

成果，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中，确保脱贫攻坚效果的质量、效益与可

持续性，避免返贫现象。在守住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贫困

人口的真正脱贫、永久脱贫，是切实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

关键步骤，是重塑新型城乡关系的有效路径。个人梦的达成离不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顺利推进，集体梦的最终实现离不

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有力支撑。由此可见，将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与与中国梦的目标朝向具有客观一致性，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三）是为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突出表现

全球发展及治理的突出难题之一便是消除贫困，将摆脱贫困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议程。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消除贫困贡献中国智

慧，以脱贫攻坚的系列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力量，以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为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突出表

现。持续关注中国扶贫治理的海外学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绝

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普遍贫困到局部贫困、从持久性贫困到暂时

性贫困的巨大转变表示赞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过去

10 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3] 

二、问题导向维度 :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问题指向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系列难题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问题指向。一要澄明认知，明晰脱贫摘帽不

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实现二者有机衔接饱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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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期盼 ；二要明确痛点，明晰要解决好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现实需求 ；三要坚守目标，明晰二者有机衔接

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共同富裕。

（一）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期盼

脱贫攻坚战所取得的成果是过往实践的突出成就，是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保障。将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是在阶段性胜利的基础上，有效巩固成

果、扎实推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期盼。尽管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均将关注点集中在广大乡村地区，但二者在对象、方式、

目标、内容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故而，二者的有机衔接具有较

大挑战性与难度。目前将二者有机衔接还需要解决诸多现实难题、

打破现实困境，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发展的现存差

距、人的全面发展有待加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需推进等问题。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为

丰富，在广大乡村区域不只是对绝对贫困状态的摆脱，更是对全面

振兴的希冀与愿景。因而，需明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期盼，后续还需更多措施保障来巩固

成果、维系成效、拓展渠道。

（二）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现实需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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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经济发展

不平衡仍是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因素。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

体表现之一便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

上需要采取有效举措推进区域协调差异化发展，而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有效衔接就是推进区域协调差异化发展的科学指南。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就是重要遵循 ；在乡

村振兴战略中，譬如广东省指出要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

发展新格局 , 江苏省着力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色系列产品。在新

起点新征程中，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既可以将精准施

策的科学性得到延续，又可以保障乡村振兴路线的丰富性、针对性、

有效性。通过妥善处理城乡及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借助地区比较发

展优势完成差异互补。由此可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

接的未来指向即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均衡、不协调问题。

（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艰巨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

度统一的。” [5] 脱贫攻坚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全面胜利，意

味着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消除了绝对贫困，意味着在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要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依旧任重而道远。习近平总书记

在陕西省延安市考察时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富民政策

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

红火。” [6] 而乡村振兴作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将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既是必要，又是难题。在有机

衔接过程中，需要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理论前提与依据，

关注人民的内生动力是否强烈、保障机制是否健全、长效机制是否

有效等现实问题，不断克服因内生动力不足而导致的返贫、因保障

机制的缺位而致使的难以为继、因长效机制的失灵而致使的难以延

续等现象，方能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实践探索维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路

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攻坚表

彰大会中所提出的科学论断。面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差异性，

需以国家政策的长期延续为前提，不断推进各部门改善、解决衔接

过程中现实问题的能力。[7] 

（一）坚持党的领导，以提供正确导向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前提便是始终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以提供正确导向，进行统筹规划、科学谋划。譬如，

在脱贫攻坚战中，22 个脱贫任务重的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以

“军令状”的形式向中央签订了《脱贫攻坚责任书》，保证工作的切

实落实。此外，党还格外重视村级组织配套设施建设及基层基础设

施建设，大力塑造引领人民群众攻坚克难、脱贫致富的红色基层党

组织模范典型。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

脱贫致富、共同富裕的掌舵者，是伟大事业始终保持正确方向的先

决条件。在新起点新征程中，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必须

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畏艰险，向前进发。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提供主体力量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主体力量始终是广大人民群

众，精神支撑始终是人民喷薄而发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在二者衔

接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始终将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作为衡量成效的基准。

另一方面，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二者的有机衔接离不开人民的积

极性、主动性，需要激发人民群众从脱贫走向富裕、从艰苦迈入幸

福的内在需要与美好愿景。始终关注人民，特别是刚刚脱贫地区人

民的思想动态，引导人民率先从思想上摆脱致贫观念，巩固脱贫成

果，并将人民对未来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转换为行动致富的强大动

能。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提供政治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过程

中抵御风险、应对挑战、攻坚克难的根本性制度保障，可以提供政

治优势。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指导实践从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凝聚富民惠民的共

同意志，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可以协调各方、形成合力；

可以推进有机衔接的速度与效率。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

独有的优势，在于可以构筑覆盖专项、行业、区域范畴，形成全体

人民、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互为补充的有机衔接体系，以脱贫攻坚

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以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四）坚持求真务实，以提供态度保障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需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为保障。

求真务实的态度作为衔接顺利开展的前提，需要社会各界秉持这一

原则，在广阔的社会参与平台之中，建构全员衔接、全过程衔接、

全方位衔接的新格局。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开展工作需坚决反对工作

中的形式主义和不正之风 ；坚持以问题导向出发认识问题、了解问

题、解决问题 ；坚持严明衔接过程中的规矩及责任 ；坚持建立全面

的成效监督体系。只有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严谨态度，才能使脱贫

攻坚成果真正经得起历史、人民群众的检验，才能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中逐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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