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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丨Rural  Revitalization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脱贫攻

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持续推

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持脱贫

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当前，正处

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叠加期，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中央、

省、市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对于持续推进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确保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我们进行了专题调研，

现将调研存在问题总结如下：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各乡镇（村）在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在全

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还有一些问题亟待厘清。

（一）对乡村振兴战略复杂性认识不足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村干部填写调

查问卷，走访调研，了解到部分基层干部对农村改革的长

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视野不宽，工作思路不

够清晰，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决心有待进一步增强。有的干

部对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关系认识还不到位，对于如何协

同推进没有明确思路，在具体工作中，基本上还是就乡村

振兴谈乡村振兴，就脱贫攻坚抓脱贫攻坚，没有做到脱贫

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项目统筹安排。有的村干部和农

村群众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意义认识不够，认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政府的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出现“上

热下冷”，全社会参与支持乡村振兴的氛围也需要进一步

营 造 。 部 分 贫 困 群 众 自 我 发 展 意 愿 不 强 ， 还 存 在 “ 等 、

靠、要”的思想。

（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均衡

一是部分村级集体经济还较薄弱。经营性收入比重不

高，优质资源少、资产规模小，缺乏好的发展项目和发展

途径，集体经济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带动能力比较弱。明

确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引领乡村振兴中的使命和任务，以抓

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为重点，进一步厘清“振兴

什么”“谁来振兴”“怎么振兴”是现实工作中亟待解决

的问题。二是合作社运行管理不规范。玉门市共注册农民

专业合作社589家，但大部分合作社没有专人负责技术、营

销、财务管理等方面工作，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

经营，合作社与社员的联结松散，利益关系不紧密；尤其

是村办集体合作社经营性收入比重不高，优质资源少、资

产规模小，缺乏好的发展项目和发展途径。三是产权制度

改革推进不够深入。虽然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但大部分

乡镇还是仅仅停留在资产清算完成阶段，没有真正发挥村

集体经济的增收作用。

（三）体制机制衔接还存在不通不畅的问题

比 起 脱 贫 攻 坚 来 ， 乡 村 振 兴 涉 及 的 人 更 多 、 部 门 更

多、政策更加广泛，需要举全社会之力，共同推进乡村振

兴，村级党组织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落实者，部分村干部

在推动培育支柱产业、打造农业品牌、建设美丽乡村、带

动老百姓增收致富等方面视野不够开阔，办法不够多，力

度不够大。

（四）乡村振兴带头人和专业化人才匮乏

经过对玉门市12个乡镇的调研，目前全市各乡镇干部

人手紧缺的情况较为严重。经过换届，虽然整体提升了村

干部的文化水平，但平均年龄较低，对农村工作不熟悉的

现象也普遍存在。党员队伍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个别党

员致富带富能力不强，作用发挥不明显。

（五）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严重不足

通过市场调研可知，玉门市大多农副产品还停留在粗

加工阶段，产品附加值有待提升，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同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着力推动乡村振兴
——玉门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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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玉门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铁人王进喜的故乡。近年来，玉门市通过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农村工作会议和

全国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会议，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结合玉门乡村发展实际，积极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