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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助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 只有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无缝衔接,脱贫攻坚才能为乡村
振兴打下基础,乡村振兴才能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效。 为实现这一目标,推动乡村建设,深入剖析乡村振兴实施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试图从人才培育、产业发展、农村改革、乡村机制等方面,为乡村振兴下的脱贫攻坚之路提出相应的
对策,以此推动乡村现代化建设,促进乡村社会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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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lping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
round

 

way.
 

Only
 

wh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seamlessly
 

link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lay
 

a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
tal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conso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and
 

promote
 

rural
 

con-
struction,

 

this
 

paper
 

will
 

deeply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ccurately
 

grasp
 

the
 

inherent
 

logical
 

rela-
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roa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from
 

aspects
 

of
 

talents
 

cultiv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ural
 

reform,
 

rural
 

mechanism,
 

so
 

as
 

to
 

promote
 

ru-
ral

 

moder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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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城乡各方面的发展仍然

存在较大的差异。 与城市相比较而言,乡村发展则相对落

后,这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 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施乡村振兴,要求国家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三
农”问题放在全党的工作重心上,这不仅为乡村建设提供了

发展目标,也为实现党和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理

论基础。 据统计资料,2018 年我国农村人口为 56
 

401 万,占
总人口的 40. 42%[1] ,说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占

据相当大的比重。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相当多的农民在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对精神生

活有了更高的追求,如何解决农民的问题是当前党和政府需

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所以当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显得十分

重要。
1　 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

1. 1　 乡村振兴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

九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不平

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2] ,这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

程中的一块“短板”。 资料显示,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

仍然相差甚远。 这主要体现在:①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城

镇化的推进,留守在乡村的人口越来越少,尤其是绝大多数

的青壮年劳动力在不断的向城市转移,乡村住房大量闲置、
乡村建设人才缺失、乡村土地大面积抛荒、相当多的村庄呈

现了冷清、凋零的景象,导致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这与

我国城市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照。 ②据资料调查显示,当前

留守在乡村生活的人,他们的年纪基本都在 60 岁以上,久而

久之,这部分留守的人渐渐的变成了目前农村农业劳动力的

主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最集中体现。 因此,乡村振兴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全面

发展的需要[3] 。
1. 2　 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农

村面貌焕然一新,
 

农业基础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远的发展,粮
食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农民收入持续增

长,
 

在解决贫困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全面推进了农

村改革工作。 主要表现:①农村八大公共服务领域的基础设

施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其中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以及政府投资的转移性收入等,基本实现了从量到质的变

化。 越来越多的地方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正在

积极的探索着一条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经验。 ②由于党

和国家对农业农村的高度重视,范围广、程度深、与农民紧密

联系的惠农政策的框架体系也已基本建立。 城市与农村资

源的相互协调配置,城乡关系的进一步调整,都是解决现代

化进程“短板”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③农民的思想和文化也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农民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对高

质量的精神生活有了追求。 所以,乡村振兴是当前农业农村

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关键环节[4-5] 。
 

1. 3　 乡村振兴是乡土文化得以传承的基本保障　 绵延着数

千年的乡土文化,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养分。 学者熊培云曾在

《一个乡村里的中国》提到,一个完整的乡村,如果缺少乡土

文化的滋养,那必然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乡村振兴的实

施[6] ,有利于保障乡土文化,乡土气息的村庄得以继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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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的角度:①在乡镇建设图书馆,农民书社,开展具有本

地特色的、农民感兴趣的讲座和社会专题培训的服务,有利

于农民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营造推进传承乡土文化的良好氛

围。 ②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如今的乡村已基本实现“村村有

道路”、“家家住洋房”的目标。 并且大部分的乡村基础设施

都给人一种今非昔比的感觉。 但是,乡村在经济发展取得成

就的同时,却忽视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现在村民的日常生活

依然保持十分原始传统的一面,因为他们不论春夏秋冬都遵

循着“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的规律生活着。
③城市人前往农村,去感受贴近自然也表现出格格不入的一

面。 归结起来,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多彩的今天,精神世界

却很难找到归属。 乡村振兴,有利于大力发展人民大众喜闻

乐见的先进文化,创新文艺形式和生活方式。 比如在很多年

前农村盛行的“舞龙、舞狮”活动,以及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吸

引眼球的广场舞活动,还有组织更多次的“送戏下乡、免费观

影”活动,甚至可以在乡村举行“唱民歌”比赛的有奖活动,调
动农民的积极性,努力做到从“局部文化”发展到“全民文

化”。 因此,乡村振兴也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方式,它能够使乡

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只有这样,乡村振兴才会

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并不断向前发展。
2　 准确把握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内在逻辑

2. 1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明确指出,走乡村振兴道路必须打好脱贫攻坚战。 乡村振兴

必须首先赢得与贫困的斗争。 因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并

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种关系。 乡

村振兴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在现行脱贫

政策的标准下,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困难地区的深度贫困问

题,助力实现 2020 年全部脱贫的目标。 当前正处于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阶段,相对于乡村振兴而言,更是“三步

走”中第一步走的特殊时期。 因此,理清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两者的有机衔接,都将在某种程度

上,影响着当前我国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的

进程。
2. 2　 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战略升级　 2015 年,习近平总

书记首次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17 年,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也再次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7] ;随后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具体提出乡村振兴的规划

部署。 从国家政策的层面,中共中央先后提出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都是旨在解决好“三农问题”。 在此基础上:①农村

的发展是农村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发展。 相对于农村而

言,村集体经济是否稳定持续发展,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呈

现明显改善;而相对于农民而言,在脱贫攻坚之后,是否还存

在返贫的风险,农村、农民的后续发展问题都是当前党和国

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仍然

任重而道远。 ②乡村振兴是在脱贫攻坚战略之后的又一次

国家性战略,这是为了解决脱贫攻坚之后遗留的问题提出

的,更是基于脱贫攻坚的成效与过程以及后续发展的基础上

提出的,乡村振兴的目的便是在完成脱贫攻坚之后使农民富

起来强起来,最终以实现共同富裕。
2. 3　 乡村振兴为脱贫攻坚提供新的动力和保障　 当前我国

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我国的主要贫困人口都大多集

中在偏远落后的深度贫困地区。 ①这些贫困地区受自然条

件和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往往存在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基
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因此,导致了这些地区的扶贫工作的开

展面临着成本较高,效率较低的现象[8] 。 ②这些地区的贫困

人口长久的处于贫困状态,许多人不仅表现出了不愿脱贫的

“等、靠、要”“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
而且更多的是缺乏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勇气,结果使得这些地

区出现了“年年贫困年年扶,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尴尬。 而实

施乡村振兴的前提必须是摆脱贫困,摆脱落后的思想和意

识,积极转变观念,找到全新的乡村发展方向。 目前,一些扶

贫产业存在难以持续发展的现象。 比如在一些贫困地区虽

然新建了条件较好的新农村,但缺乏能够长远发展的新兴产

业,经济的繁荣只能短暂的出现。 此外,对于脱贫后的长远

发展工作也缺少长期的战略规划,未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可持

续发展局面。 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农村长远发展的一种战

略规划,它的出台能够为农村的长期发展建设指明方向,为
贫困地区带来国家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为脱贫攻坚工作无

论是从思想上还是物质上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　 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3. 1　 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　 在现阶

段,基层党组织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广大农民群众才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现在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选择了离开乡村,前往

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务工和生活。 究其原因,乡村经济的发

展水平较低是人口向外转移的主要因素,而其他各方面的发

展情况是人口流出的主要推力。 因此,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的先锋模范引领作用,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①目标的

激励。 做好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从内心认同这项工

作,坚定打赢脱贫攻坚战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理想信

念。 ②树立正确导向。 巩固和建设好乡村党支部,组织基层

干部积极的打造乡村人才队伍,培养一种团队力量,吸引更

多的有志青年为乡村作出贡献。 ③能力的提升。 在一些惠

农政策的基础上,乡村必须做到产业发展,农民收入稳定,地
区间的收入差距减小,因为只有做出成效,广大人民群众才

有动力继续留守在乡村奋斗,以此减少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向

外流出。
3. 2　 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贫困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乡

村振兴的最关键的点是乡村的经济发展、乡村的人才建设问

题。 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我国各地

的扶贫开发以及脱贫攻坚的过程来看,农村的产业发展事关

脱贫攻坚的成效,事关乡村振兴的进程。 一方面,各地的农

村产业兴旺关键在于是否利用农村特色产业的联动作用;另
一方面,它是否与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其他休闲农业、旅游业

等紧密结合。 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它为第二三产业的

(下转第 282 页)

462 　 　 　 　 　 　 　 　 　 　 安徽农业科学　 　 　 　 　 　 　 　 　 　 　 　 　 　 　 　 　 　 　 　 　 　 　 　 　 2020 年



参训学生专业、个别专业学生样本量偏小等问题,仍需加大

调查样本量对“学生-训练站”匹配进行持续研究。 从现开设

模块中选出学生最喜爱的模块数 6 个(前 10%),可增加此类

模块排课量、优先对该模块师资、场所等进行配套,探索农训

选课模式。 可将学生选择原因归纳为:①实用性;②实践性;
③趣味性;④新颖性,这与调查问卷“课程注重方面”设计较

吻合,说明调查问卷设计合理,不同背景学生对“课程注重方

面”的研究结果可靠。 学生期待开设的模块数 10 个,涉及农

林牧副等方面,为新模块的开设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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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和基本生活资料。 换句话

说,我国的三大产业是紧密联系的,没有第一产业农业的支

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更艰巨的挑战。 因此,在农村

发展农业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工业的发展,在有条件的农村

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的农村的资源优势,以及实际情况,制定

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特色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形成能够充

分利用自身资源并满足市场需求的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特色

产业。 比如,十大名茶之一的“太平猴魁”茶叶,属于黄山地

区的特色产业。 它地处于黄山区的东部,坐落在太平湖畔,
拥有得天独厚的环境。 因为茶叶自身的特点,无论是前期采

摘还是后期制作,都是采用传统的手工,所以当地人认为它

不同于一般的茶叶。 在每年的采茶季节,无论村民身在何

处,他们总是会回来经营采摘。 据资料显示,2016—2018 年,
当地茶农的人均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 正因为他们把经济中

心都落在的发展特色茶叶上,所以当地的贫困人口少之又

少,也率先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9] 。
3. 3　 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激发农民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紧

紧依靠乡村这个中心,作为战略实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 。
深化乡村体制改革,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必须从以下几点出

发:①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来说,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

尊重农民的话语权。 这主要表现在乡村振兴的内容要立足

于农村实际,贴近农民的生活,反映农民的需求。 乡村振兴

的实施过程要让农民广泛参与,其发展成果要让农民共享,
切实为农村中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户提供物质和精神

支持,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把乡村振

兴放在重要位置,客观上推动乡村的振兴进程。 ②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与农村产业的有效配合。 在发展农

村集体经济提高农村经济收入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农民的收

入呈稳步提高的趋势。 ③要积极鼓励农民和城镇居民返乡

创新创业,促进乡村多种产业融合发展,吸引更多的青年人

投入到乡村振兴中来。 ④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信贷保险政

策,培育富民产业,促进乡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适应乡村

振兴的总体要求。
3. 4　 建立健全扶贫长效机制,不断巩固乡村振兴基础　 乡

村振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到乡村生活的方

方面面。 ①要保证乡村振兴取得实效,政府必须要进一步完

善各种保障机制,必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将乡村覆

盖到的少数困难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扩展到更多的贫

困农民,确保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 ②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机制,积极组建乡村振兴

领导班子,要将乡村振兴建设的成果纳入到领导干部的考核

标准,及时总结先进的经验,制定较为完备的考核标准体系。
农民群众紧贴农村实际,广泛参与创建农村文明活动,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潮流。 对乡村振兴过程中有突出贡献

的村民,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相反,对危害乡村的村民,根
据已定的村规民约予以批评和惩罚。 ③农村要认真制定和

落实村规民约,各基层干部自身必须严格遵守,管理约束村

民的某些陋习,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 总之,乡村振兴是农

村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整体表现,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加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组织的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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