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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丨Rural  RevitalizationＲ

贫长效机制，防止返贫。

西南民族地区脱贫成效显著但仍存薄弱环节

脱 贫 攻 坚 ， 是 近 几 年 西 南 民 族 地 区 乡 村 工 作 的 重 心

所在，各地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围绕贫困人口脱贫、贫困

村退出、贫困县摘帽和全面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进

行了不懈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群众主体，精准扶贫与社会保障相衔接、普惠性与

特惠性政策相配套、基础建设与产业发展相促进的脱贫攻

坚路子，成效显著。西南民族地区各地脱贫攻坚的过程，

也是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

务逐步健全以及乡村社会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小型

水利工程、人畜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新修或改造农村

电网工程、农村公路建设、建制村村邮站、行政村光纤通

达、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电商物流配送中心的乡级服

务站和村级服务点，以及县乡各级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农牧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综合

服务中心等的大力建设，极大地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产生

活条件。

脱 贫 攻 坚 还 带 动 了 西 南 民 族 地 区 乡 村 社 保 机 制 的 完

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得到提高，“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线基本建立。西南民族地区各

贫困县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得到改善，为后续发展奠定了良

好基础。同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不少县乡政府也逐渐探

索出一套本地适用的科学治理办法，乡村党组织凝聚力、

战斗力明显增强，为乡村振兴打下了治理基础。但脱贫攻

坚战时间短、条件差、任务重，遗留部分薄弱环节在所难

免。薄弱之处，极易使脱贫人口重返贫困，也是无缝衔接

乡村振兴战略的难点所在。

首先，脱贫攻坚战中以贫困线为标尺重点扶持了贫困

线以下的贫困人口，但是刚过贫困线、未被划入贫困人口

的“边缘户”，在脱贫攻坚战中未能得到有效扶持，形成

比上不足、比下不余的尴尬现状，依旧处在贫困的边缘。

其 次 ， 乡 村 振 兴 在 于 产 业 、 人 才 、 文 化 、 生 态 、 组

织的全面振兴，这几个方面在脱贫攻坚战中得到提升的程

度各不相同。扶贫产业获得大力发展，对于解决贫困乡村

“两不愁三保障”提供了大力保障，相比之下，西南民族

地 区 乡 村 人 才 、 文 化 、 生 态 、 组 织 等 方 面 的 发 展 还 有 欠

缺。特别是乡村教育和乡村就医的现有质量，与乡村振兴

的基本要求存在差距。即使是比较于自身基础已经发展较好

的农牧业产业，也仍存在产业基础薄弱、组织化程度低、经

营单元小、发展层次低，产业化程度不高等薄弱之处。

再 次 ， 农 民 群 众 稳 定 收 入 或 增 加 收 入 问 题 ， 是 衔 接

乡村振兴的最直接问题，但西南民族地区在脱贫攻坚过程

中，农民群众财政转移性收入占较大比重，内生性动力与

自我发展能力有待提高。以西藏为例，西藏脱贫攻坚中通

过易地搬迁脱贫了一批贫困人口，但搬迁群众如何融入当

地产业发展、促进转移就业，形成每户至少有一个劳动力

稳定就业的稳定收入局面，仍需深入探究。纳入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补助范围的贫困人口，通过生态补偿方式也脱

贫了一批，但因补偿而脱贫毕竟是暂时的，在保护生态和

发展经济始终处于辩证关系的西藏乡村，如何使受生态功

能区划分影响的农牧民得到可持续性的稳定收入，成为保

护生态功臣的同时也能自主就业、稳定增收，也值得进一

步探究。

乡村振兴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如何防返贫、促衔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乡村

振兴战略的适时提出，是对脱贫攻坚战的有力助推。从乡

村振兴的视域开展工作，有助于反思脱贫攻坚战中产业发

展的可持续性、劳动力就业增收的稳定性、民族文化的传

承、生态保护的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完善，以及文化

和精神力量、精神关怀的重要性等，有助于我们以更加全

面的思维、更加久远的谋划看待脱贫攻坚成果及存在的不

足，加深对防止返贫工作的深刻认识。西南民族地区的乡

村振兴工作，要直面新国际形势的挑战，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目标指引下，设置一个巩固期，以实现脱贫成果的常态

化和持续化，牢牢把握防止返贫的战略重点，为开启相对

贫困治理奠定良好的基础。

1、以“防返贫，奔小康”思路统揽县域经济大局

西 南 民 族 地 区 各 县 的 贫 困 退 出 十 分 不 易 ， 应 以 实 际

行动珍惜这个成果，提前规划出台关于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果逐步走向全面小康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关键过渡期的总体要求、工作目标、工作步骤及关键

如何让易地搬迁群众融入当地产业发展、促进转移就业，是需要深入探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