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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之年。在这打赢脱贫攻坚战

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历史交汇期，脱贫攻坚具有特殊性、局部性、紧迫性和突击性的

特点，乡村振兴则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渐进性和持久性的特点。为此，笔者结合脱贫攻坚

一线挂职经验，建议妥善处理如下三层关系： 

  一是“终点”与“起点”的有效衔接。“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乡村振兴“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首先，两者有效衔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内在逻辑要求。两者的有效衔接，

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脱贫攻坚作为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矛盾的终点，也是解决新

时代主要矛盾的起点。乡村振兴则接续脱贫攻坚，成为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终点。 

  其次，两者有效衔接，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向往理想社会题中之义。脱贫摘帽作为消

除贫困、温饱社会的终点，又是改善民生、小康社会的起点。乡村振兴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终点，也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立现代化文明社会的起点。 

  二是“战役”与“战略”的有效衔接。脱贫攻坚战役与乡村振兴战略，既有区别，又有

内联。两者有效衔接，有利于互促共进。 

  首先，两者是突击战与持久战之间的有效衔接。脱贫攻坚战是一场以消灭绝对贫困为目

标，有温度、有质量的阶段性突击战；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围绕整个“三农”问题，做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以 2020年取得重要进展，2035年取得决定性进展，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

为阶段目标的长期性持久战。其次，两者是局部战与全面战的有效衔接。脱贫攻坚战，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寓于整个乡村振兴战略进程当中。乡村振兴战略，是

包括通过脱贫摘帽奠定基础的经济产业振兴在内，涵盖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全方位、

系统性的振兴战略。 

  最后，两者是方法战术与系统战略的有效衔接。脱贫攻坚是一种战术方法，即强调通过

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量化数据考核，作为脱贫摘帽的验收标准。乡

村振兴战略则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

在党的领导下，统筹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实现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振兴”的系统战略工程，并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中国方案”。 

  三是“承上”与“启下”的有效衔接。同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至少要

在思想观念、规划政策、人才队伍三方面，做好“承上”脱贫攻坚与“启下”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 

  做好思想观念的承上启下。一是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

述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精神实质，学习脱贫攻坚先进理论和优秀经验，指导接续的乡村振兴

工作。二是实现“被动扶”到“主动兴”的观念转变，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是从被动式

的政府扶持转为主动式的农民自发运动。 

  做好规划政策的承上启下。一是按照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抓紧对现有扶贫政策进行梳

理，分门别类地确定需要取消的、接续的、完善的或强化的扶贫政策，再用于完善乡村振兴



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二是促进特惠性临时政策向普惠性常规政策转变。把针对绝对贫困户

的脱贫攻坚临时性帮扶政策，特别是基础设施、均衡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民生保障政策，

转化成针对相对贫困户的常规性社会保障制度。 

  做好人才队伍的承上启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通过脱贫攻坚的

锤炼，例如笔者挂职地方新录用公务员派往脱贫攻坚前线锻炼一年的“墩苗计划”，培养出

一批优秀务实的扶贫干部和乡村人才队伍。在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过渡时期，及时出台和完

善脱贫攻坚基层干部提拔晋升的优惠政策，形成“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人

才机制，借助这批脱贫攻坚一线人才队伍之力，继续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有效的智力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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