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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

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

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各地要在充分考虑本

地自然资源禀赋、区域位置等因素基础上，选择适合本

地实际的产业项目，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不断完善产业发展培育体系，在资金、技

术、人才、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完善乡村利益分配机

制，鼓励贫困户与集体经济发展组织、合作社等经济组

织合作，通过就业、土地入股等方式，真正让产业发展

惠及广大群众。建立乡村就业帮扶机制，就业是收入之

源，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要建立乡村就业帮扶机

制，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等技能

培训，提升村民自我发展能力。

3、健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不 均 等 容 易 导 致 机 会 和 能 力 的 不 平

等，是导致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要推动农村教育事业

发展，教育是个人获取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防止相对

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方式。要促进农村地区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均衡发展，资金、人才

向农村地区倾斜，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整体水平，不断缩

小城乡教育差距，真正让农村孩子在本地享受到优质的

教育资源。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边远地

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完善农村公路、水利、信息

网络等基础设施，打造方便快捷的城乡互动渠道，防止

农村变成孤岛，让村民共享城市化带来的福利。完善基

层医疗服务体系，不断优化基层医疗服务布局，加强县

级医院建设，不断提升其对重大疾病的医疗救助能力；

完 善 乡 镇 卫 生 院 、 村 卫 生 所 建 设 ， 强 化 其 公 共 医 疗 服

务职能；注重基层医疗机构人才队伍建设，通过人才引

进、在职培训、上级帮扶等方式不断提升其能力素质；

加大对农村常见疾病的预防，从源头上降低村民因病致

贫的比例。

4、健全乡村社会保障体系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具 有 兜 底 作 用 ， 是 防 止 村 民 陷 入 贫

困境地的有效手段。要提升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能力，

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达到“保基本”的目标，要

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逐步达到与城市居

民相同的比例。要完善养老保险缴费的档次、补贴的比

例以及发放的方式，激发农村居民缴费积极性，不断提

高养老保险覆盖率。要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一些重大疾

病、慢性病仍然是村民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医

疗保险制度要适当扩大重大疾病病种目录，扩大报销范

围，提高对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并扩大慢性病报销的

范围与比例。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在完善最低生活

保障制定基础上，不断优化教育救助、就业救助、灾情

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等救助制度体系，要不断提

高 社 会 救 助 特 别 是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制 度 的 救 助 范 围 和 标

准，切实将需要救助的村民纳入救助范围；要提升救助

的精准度，要严格按照救助标准确定救助对象，加强对

社会救助的监督和评估，防止“优亲厚友”。

5、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动力机制

相对贫困治理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外力帮扶对

于在短期内解决绝对贫困比较有效，但对相对贫困治理

而言，外力帮扶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福利陷阱。因此，

相对贫困治理关键在于激发村民内生动力。要注重文化

扶贫，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文化贫困是乡村贫困的

重要原因，要注重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宣传，鼓励村民形成正确的利益观和

荣辱观，抛弃贫穷光荣的错误思想。青年人才是乡村振

兴 重 要 动 能 ， 要 加 强 人 才 扶 持 ， 鼓 励 青 年 人 到 乡 村 干

事创业，为他们在乡村工作提供方便，激发乡村发展活

力。要注重利益引导，作为理性的村民，其行为受利益

驱动，因此，在处理涉及村民利益问题时，要坚持正确

的价值导向，通过利益来引导村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和诚信合法经营来实现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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