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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再次强调要“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的前提是“业已取

得”。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

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

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1]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后，如何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好

上加好，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在发展与改革中改善

民生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新议题。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解决绝对贫困之后必须首先考

虑的重点问题，如若脱贫成果得不到有效巩固，出现轻

度返贫甚至大规模返贫，这显然与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和

预设目标是不相符的。

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实现共建共治共

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既关系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又关系到乡村

地区高质量发展，更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

自党中央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重大命题以来，学界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问题与障碍、评

价与影响因素、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涌现

出诸多高质量研究成果。关于内在逻辑方面的探讨，不

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思考路向。如，姜正君认为应从理论

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对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进行具体的理论解释， [2]这是一种惯常的

学理逻辑研究范式；农辉锋则从理论逻辑、本质逻辑、

价值逻辑、内生逻辑四个方面，分析了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的内在共通性， [3]这样一种四维划分的思路颇有新

意；陈建国、马驰则提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内生逻辑与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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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生逻辑表现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共

通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同为中国共产党初心所系；发展联系上具有客观必要性和

现实可能性——两者是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阶段。在接续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要着眼共同富裕，积极推进目

标有效衔接；着眼红利释放，扎实推进举措有效衔接；着眼主体受益，全面推进对象精

准衔接；着眼工作联贯，纵深推进机制有效衔接。以上四个方面构成巩固脱贫攻坚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四个向度，统一于党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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