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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于 2020 年 10 月召开，会议指

出要加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视。乡村振兴，是基于农

村发展的全面振兴。在此期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要

齐头并进，相互协调。从某种角度来说，有效衔接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能够充分改善偏远地区贫困问题，是

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云南省位于我国南方边

境区域，有比较繁重的脱贫攻坚任务，乡村振兴难度相

对较大。从此种角度来看，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价

值和意义。

一、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因素

通过对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分析，发现经

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都会造成贫困。生态环境脆弱，

会影响传统农业的发展。就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而言，该

地区的山区面积较大，占比超过 90%[1]。而且，人均耕地

面积偏少，自然环境相对偏差，地质条件不高，会对农

民基本生活产生影响。此外，该地区与内的经济社会发

展缓慢。自改革开放和资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

在人力还是物力层面，都给予相应帮扶。但是，该区域

仍有少部分地区发展速度缓慢，影响脱贫效果。

（二）教育科学技术与市场化程度因素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与教育科技、市场

化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教育科技方面，人才不足会影

响地区发展水平。就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发展现状来看，

该区域内的人才数量较少，人均受教育年限偏低，且文

化程度相对不高 [2]。而且，经济社会发展受限，导致该

区域引进的人才数量偏少。除此之外，该区域的市场化

程度偏低，以区域内比较偏远的地区为例，诸如四排山

乡、大兴乡等，物流甚至无法到达以上区域，与外界沟

通较少，影响经济发展。

二、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有力措施

（一）培育经营主体且完善基础设施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

主要措施，是培育经营主体并且完善基础设施。在培育

经营主体方面，云南边境民族地区需要结合当地贫困村

实际情况，对产业项目、贫困户增收利益的结合点进行

有效的分析，确定主导产业，各产业精诚合作，培育新

的经营性主体，将弱势个体转变成能力较强的群体，实

现对扶贫产业的带动。举例来说，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可

以专门成立茶叶、蔬菜和甘蔗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提

高农户种植技术的共享水平，促使贫困户实现自力更

生。不完全数据统计显示，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某县域内

的贫困村内，就有 70 余个合作社，有超过一般的贫困村

平均经济收入超过 2 万元 [3]。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云

南边境民族地区要加强对基础设施的重视，将基础设施

建设乡村振兴的重点。具体来说，云南省可以抓住“五

网”建设的机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将基础设施作为

重点工程内容。同时，将村落作为单位，提高资金投入

力度，综合供电、交通和水利等建设项目资金，完善贫

困和非贫困村落的基础设施投入，为村落经济的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调查发现，2020 年云南省 G 县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资金达到 14.25 亿元。修建道路 22 段，总长度达

到 305km，覆盖 70 余个行政村和 10 余个社区。修建电网

10kV 线路长度达到 195km，低压线路长度超过 350km，

新增配变 230 余台，覆盖 70 余个行政村和 10 余个社区。

修建的宽带网络包括 4G 信号、光纤网络等，覆盖贫困村

超过 50 个。

（二）改善乡村面貌且加快项目建设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过程中，要加强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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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的改善，也要加快项目建设。其一，改善乡村面貌
[4]。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要将成果与农村环境整合相结

合，促进二者协同共进，以村落作为单位，实现对垃圾、

污水等相关问题的有效整治，重点对乡村环境卫生进行

解决，提高乡村形象和面貌质量。与此同时，要关注乡

村文明，提高乡村整体风貌，提高乡村群众的综合素质，

将扶贫作为重点内容，引导贫困群众实现自力更生，使

乡村民众从被动脱贫转变为主动脱贫，积极转变村民的

脱贫观念。其二，加快项目建设。云南边境地区相关政

府部门要加强对乡村振兴的重视，将其与脱贫相结合。

具体来说，将关注点放在脱贫攻坚上，重视对基础设施

的完善、产业的发展、政策的保障等，根据地域内现有

资源条件，科学谋划乡村发展，实现精准规划和动态化

管理，为贫困地区生活条件的改善奠定基础。调查发现，

2020 年云南省 M 县在项目库建设中，投入资金达到 20.15

亿元，建设项目达到 1700 余个。在项目库建设中，规划

区域包括贫困村和社区共计 80 个施工图，10 个乡镇线路

图，覆盖面为 80 个行政区和 1 个社区。

（三）坚持问题导向且构建长效机制

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期间，不仅要坚持问

题导向，同时要构建长效机制。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党的领导，

响应国家号召，定期对与脱贫攻坚相关的问题进行巡查、

反馈，及时发现脱贫攻坚工作处理中存在的问题，深入

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制定相应问题的处理方案。

定期排查脱贫攻坚的风险点，针对所查处的隐患，及时

分析应对方案，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实现对相关问题的

有效整改。另一方面，构建长效机制 [5]。云南边境民族

地区政府部门要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与地区情况

相符合的脱贫提升计划方案，将脱贫作为根本目标，确

保脱贫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要始

终持续跟踪，对所有脱贫的贫困户进行定期监测，确保

贫困户真正脱贫。在脱贫攻坚期间，已经脱贫的贫困人

口应继续享受精准扶贫的政策，确保脱贫攻坚的巩固措

施落实到贫困户个人。

三、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措施

（一）重视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过程

中，要重视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目前，云南边

境不少民族地区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在脱贫攻坚战中取

得了显著成果。不过，要使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就必须要抓住重点、取长补短。

一方面，重视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

要坚持党的领导，将从严治党贯彻落实到脱贫攻坚工作

中 [6]。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在脱贫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党

的领导，响应党的号召。党组织要坚持以群众作为基础，

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杜绝贪污腐败问题，提高扶贫资金

管理水平，确保扶贫政策和资金，真正为贫困人口服务。

此外，要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

头作用，使党员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起到主力军

的作用。

另一方面，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云南边境民族地区

党组织要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关注生态

文明建设。结合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和生态环境现状，强化神态文明建设，将生态建设与精

准扶贫相结合，从多元化角度探索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

积极推广生态种植农业科技，完善生态产业体系。具体

来说，边境民族地区政府部门要提高生态环境治理力度

和保护力度，完善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体系制度，加

强对科学技术的利用，制定绿色生态环保农业发展目标。

通过此种方式，打造以生态环保理念为主的生态产业链。

（二）强化扶贫理念并发挥地域优势

扶贫理念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有重要

作用。为此，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

接期间，要贯彻落实扶贫理念，积极发挥地域优势。脱

贫攻坚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长期任务 [7]。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陈规陋习、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不足等问题，是脱贫攻坚需要重点且长期解决的关键问

题。群众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的关键因素。为此，扶

贫要与志智双扶相结合，真正解决乡村贫困问题。在此

期间，要重视文化教育扶贫，发展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

教育事业，提高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程度和认知水平。

通过此种方式，避免因边境地区教育落后，而引发的贫

困传递问题。同时，要完善公共问题化服务体系，扩大

农村信息网，定期开展与农业发展、生态环保等相关的

知识讲座，使贫困的地区民众对农业生产、生态环保等

有一定的了解。通过文化服务和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

乡村民众的能力。

此外，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要积极发挥地域优势，借

助相对丰富的森林和农业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就云南

边境民族地区的资源来说，其农业、森林等资源比较丰

富，比较适合发展乡村旅游。在此种情况下，云南边境

民族地区可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创造本土品牌，带动

区域农村经济发展，解决脱贫攻坚问题，实现乡村振兴

发展。举例来说，云南省 M 地区积极发挥了地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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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栽种两千余亩的金丝凤梨。此品种的凤梨口感

香甜，爽口软糯，当年经济效益与上年相比增长了 3.4 个

百分比，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的振兴。

（三）传承民族文化并重视沿边开放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时，要

积极传承民族文化，重视沿边的开放。其一，传承民族

文化。从某种角度来讲，文化的兴衰情况，会对国家、

民族的兴亡发展产生影响 [8]。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发展

历史悠久，文化主体丰富，呈现出多民族发展趋势。不

同民族的语言、饮食、民宿、风情等均存在差异。举

例来说，傣族最隆重的节日是泼水节，喜欢孔雀舞；而

佤族最重要的节日是新米节，喜欢甩发舞。在此种情况

下，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多民族文

化的重视，强调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挖掘民族文化，

深度融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以文化促进产业。其

二，重视沿边开放。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要加强对区位优

势的重视，利用丰富的地理资源，重视对沿边区域的开

放。首先，云南边境地区民族政府部门要坚持走出去的

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积极促进民族地区与缅甸各国

的文化、民族和金融等交流，实现区域经济发展。通过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的推进，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其

次，支持双边或是多边合作。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政府部

门要积极支持国家主导的各种政治、经济等双边或多边

合作，自上而下的推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一体化发

展。最后，重视基础建设。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政府要积

极正确国家政策的倾斜，提速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配合

基础交通设施建设，强化边境民族地区同国内其他各地

区的空间联系。

四、结语

在我国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要加强对各民族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视。边境地区的发展，始终是我国

民族复兴的重要关注点。云南处于边境地区，面临较多

的民族矛盾和问题，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体制改革速度

缓慢。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脱贫攻坚效率和乡村振兴

水平受到限制。基于此，文章从完善设施、改善面貌、

长效机制等方面研究脱贫攻坚措施；从生态文明建设、

强化扶贫理念、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研究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衔接措施。期望在本次相关内容的探讨下，

可以为日后提高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的衔接水平，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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