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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

成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1、发展特色农牧业、生态低碳农业为主的现代农

业，让农民更多分享增值收益

产业兴旺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也是乡村

振兴的重要依托，立足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自然生态资

源丰富多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点，发展绿色有机安

全、优质高效的农业。注重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和资

源节约型农业，提高农业技术对农业的贡献率，以农业技

术应用升华各地“土特产”的大文章，提高传统农牧业的

质量效率。根据品种优化、品效提升、品牌塑造和标准化

生产要求，打造优质低碳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构建高效

加工体系，打造现代高效农业全产业链条，创响民族地区

特色农业知名品牌；发展智慧农业，促进农业的数字化转

型。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发挥三次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

发展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因地制宜

发展县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就地创业就业增收，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激发农牧民劳动致富的内生动力。

2、建设宜居和美乡村，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

加大民族地区乡村建设投入，改善农村现代文明生活

环境；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引导发展集体经济，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下乡、农民工返乡、各

类能人回乡、企业家入乡，投资兴业创造美好生活；全面

提升农民素质，育好用好乡土人才，成为新乡村建设带头

人。民族地区依托资源多样性特征，发掘农业农村的食品

生产、生态涵养、文化传承、休闲体验等多种功能，凸显

农业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元价值，建设宜居宜业

的和美乡村，带动域内各民族群众走向共同富裕。

（四）政策协同推进，缩小收入差距

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既靠自力更生内生动力的驱动，

也要多方协调综合施策，形成支持的外部合力，内外联动

汇集共同富裕的目标。

1、加大民生投入，提升基本均等公共服务水平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要切实考量民族地区实际

情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民族地区群众享有平等的

公共服务的机会，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把改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提高乡村

公共服务便利度、改善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人居环境舒

适度。完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体系，统筹解决民族地

区“看病难看病贵”、“一老一小”等方面保障，提高低

收入人群在接受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便利性普惠

性。顺应民族地区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结合民族地区文化乡土性、民族性、时

代性的特点，凝聚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树立良好社会文

明新风尚，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进民族地区人民精

神文化共同富裕。[5]

2、优化区域支持政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要针对民族地区欠发达，

生产生活水平相对滞后的具体情况，落实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衔接政策，实施优先共享的倾斜政策，健全转移支付

制度，制定更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要素流动、投资兴

业、财政支持力度。完善区域间协作和定点帮扶机制，

持续开展对口帮扶帮带、社会支援，鼓励先富地区、社会

各界、企业和个人对民族地区开展联动帮带，立足优势互

补互惠互利，畅通人财物、技术数据信息、管理市场等方

面交流合作，对民族地区形成更大的支持。另外，千方百

计促进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加大对农牧民的培训，提高劳

动力素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行业、所有制、职业

收入差距，初次收入分配强调效率，增加群众的财产性收

入，让更多低收入人群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二次分配强调

公平，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规

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为民族地区发展慈善事

业创造环境。

总之，要在缩小区域差距、经济差距、城乡差距、收

入差距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持续发力施策，才能促进民族

地区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扎实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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