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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丨乡村振兴 Ｒ

环节、组织保障等。如拉萨市作为西藏地区第一批脱贫市

县，于2018年率先从监测预警、产业全覆盖、政策保障、

贫困群众素质提升、党建促脱贫和投入保障等方面建立了

六项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值得后来者借鉴。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

贫困县退出机制的意见》指出，“贫困人口、贫困村、贫

困县退出后，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

支持力度不减，留出缓冲期，确保实现稳定脱贫。”各地

应结合实际情况确立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并以政策精细

化方式避免脱贫不脱政策带来的消极效应。构建防止返贫

的保障性政策体系，为县域经济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提供

政策条件。特别要针对乡村学前教育和初级教育、县级中

等教育以及地市级职业教育做好短期发展规划，以教育资

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切入点，准确定位目标、加大培训

力度，保障乡村教师供给及质量，在职业教育规划中注重

结合当地产业发展方向及人才需求；针对乡村医疗卫生服

务做好短期发展规划，注重大病预防与跟踪工作，避免因

病返贫；针对产业经济，建立配套的金融支持政策、设施

农业政策、标准化厂房补助政策、促进就业创业政策等，

以安全有效的政策体系激活企业生产热情，促进当地群众

对地方特色产业的融入。

2、以“产业振兴”为目标促进农牧业产业提质增效

西 南 民 族 地 区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应 坚 持 农 牧 业 产 业 化 方

向，将其作为县域经济大局中的重要环节、防止返贫的重

要举措及对接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的基础。依托特色农牧

业，带动小农牧户对接大市场，充分挖掘各县乡独特的自

然 或 文 化 资 源 ， 推 动 乡 村 农 牧 产 业 与 文 旅 产 业 的 融 合 发

展，保护并有效利用良好的生态优势资源，推进绿色生态

产业发展并提质增效。西南民族地区有一定数量的边境区

域，可以边境口岸城镇群建设为中心，发展边境旅游。对

已经形成一定发展基础的产业，注重技术、信息、资金等

方 面 的 扶 持 ， 引 导 提 质 增 效 ， 对 发 展 基 础 尚 未 稳 定 的 产

业，帮助精准定位发展方向、谋划发展策略。确保农牧业

产业化的发展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还

要注重地方产业与当地农牧民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地方产

业在吸纳就业、促进增收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

3、以联动治理体系构筑防返贫的安全网

乡 村 振 兴 中 、 乡 村 治 理 体 系 及 治 理 能 力 的 现 代 化 是

一大主题。适用各地乡村发展实际的治理体系无法在短期

内建立，乡村治理能力也无法一蹴而就，两者都需要治理

理论与治理实践的长期磨合，防止返贫的过渡期，恰好是

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强化的关键期。反

过来，各地基层政府要妥善完成防止返贫目标，也需要以

趋于现代化的治理方式构筑安全网。如河南省舞阳县以县

乡村三级联动治理方式建立防止返贫的监测预警体系，非

常值得西藏借鉴。舞阳县将预警监测作为防返贫工作的第

一要道，针对返贫风险户和边缘户，实行“返贫预警，未

贫先防”。通过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治理网络，形成有效的

网格化监测体系，对全县农户进行病、学、灾等多种类型

的动态监测。联动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用于防止返贫工

作中的重要性，还在于这种“多元、共建”特征的治理方

式，将最大范围地拉动西南民族地区广大农牧民群众参与

防止返贫工作、投入到乡村振兴大潮，并在参与中增进自

身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这正是脱贫攻坚战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的所在。

4、以援建力量的乡村延伸助力防返贫

西南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过程，得到了党中央的特殊

关怀、兄弟省市的无私援助，援建力量在西南民族地区开

发扶贫产业项目、加强扶贫领导班子力量、培训基层干部

和技术人员以及改善农牧区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防止返贫过渡期，仍需要援建力量的继续扶

持，且以向乡村地区更深入延伸的方式助力西南民族地区

乡村避免返贫。立足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要求，

援建力量更要厚植本地系统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促

进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发展、推动乡村社会事业繁荣、提升

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优化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

等，强化本土的自我造血功能，为将来西南民族地区乡村

的自主发展与振兴提供基础性条件。

5、以基层党建发动防返贫工作的强大引擎

脱 贫 攻 坚 战 中 ， 西 南 民 族 地 区 广 大 基 层 党 组 织 在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下，带领农牧民群众进行

了 不 懈 的 努 力 。 接 下 来 的 几 年 时 间 如 何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成

果，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初心和使命的内

在要求，也是各地基层党组织继续努力的方向。新阶段的

防止返贫任务依然艰巨，需要基层党组织继续带领乡村群

众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治理显性

或潜在的相对贫困。为实现基层党组织在防返贫工作中以

有效领导发挥强大引擎作用，就要明确基层党组织作为领

导者、引导者、激励者、创新者等多方面的角色定位。坚

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确保乡村贫困治理工作朝

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得到维护；明确基层党组织作为引导者和激励者的角色定

位，促成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民众参与的防止返贫工作局

面；激发基层党组织作为创新者的角色潜能，确保防止返

贫的工作思路站在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前沿，为无缝衔

接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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