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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以贵州省织金县为例 

李雪姣
1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着内在逻辑关联，存在有机衔接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以贵州织金县为例，可

以通过增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低收入人口增收能力、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持续推进发展旅游业

等措施促进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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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织金县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重大成果 

织金县位于贵州省的中西部、毕节南部，是贵州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之一。2019 年末，全县 333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脱贫，

经毕节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项审查，全县已经达到退出贫困标准，全县的脱贫工作完美收官。 

1.1脱贫攻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是关键一环 

织金县的水、电、网络、交通、医疗卫生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一直是县里的老大难问题。在脱贫攻坚期间，织金县根

据实际情况实施了多种方案来解决交通难问题，建成了通村路 44条 107km、通组路 637条 1303km,农村“组组通”公路 1277条

1379.8km，实现了家家户户的基本交通问题。通过修建水库水坝等工程累计解决 9.0452万户 34.9737万余人饮水安全问题，群

众的安全饮水保障实现全覆盖，彻底解决了饮水难问题。网络设施方面，全县持续进行农网升级改造工程，通过新建和改造 2584km

低压线路、台区 2079 台，建设 3G、4G 基站 4759 个覆盖 574 个村，建设 17.7 万线宽带端口覆盖 574 个村，解决了农村用电与

电视网络等问题，农村生活条件取得极大改善。医疗卫生方面，新建与改造了村级卫生室，配备合格卫生员等，实现农村看病

全覆盖，解决了村民看病难题。 

1.2脱贫攻坚，易地搬迁是关键一招 

搬迁问题一直是织金县打赢脱贫攻坚战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做好拆迁安置问题，也要做好群众工作。2014

年以来，织金县累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2 万多户，老旧住房整治 7498户。建成 10个集中安置点，6997 户 3万多人搬迁入住；

集中解决了 4000多户新搬迁群众的就医就学问题。彻底完成“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解决了 1万多贫困劳动力就业

问题，实现了每户都有一名以上的劳动力就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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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是关键一举 

在脱贫攻坚期间，织金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自身的特色产品并向全国推广开来。织金县深入推

进农业产业革命，精准谋划产业布局，以竹荪、皂角为主进行特色产业扩大升级，建成 33.33hm2以上的坝区 18个，因地制宜发

展特设优势产业，种植适合当地生长的特色品种，并把皂角、竹荪、樱桃、蔬菜、南瓜等特色农产品列为全县主导产业，深入

推进农村产业改革。通过实施农村“三变”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带动 2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在进行农业农产品产业升级改造过

程中，织金县还实施了“扶贫小额信贷”项目，13156 户贫困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实施因村因户施策产业项目，惠及贫困户

63384户。通过积极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与提供大量公益性就业扶贫专岗，解决 8702个贫困劳动力就业。 

2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内涵与逻辑关系 

2020 年，在党的带领下，国家摆脱了深度贫困问题，实现了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但国际国内形势依然严峻，中国依然要

在艰难阻力下迎接更大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表面上看是发展失衡与发展不足的问题，归根

结底主要问题还是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明显。从战略目标来看，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乡村发展

的问题。要想解决好乡村发展问题，就必须充分理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搞清楚二者之间的逻辑演进关系，从而

巩固发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2.1系统认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内涵 

2.1.1脱贫攻坚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到 2020年要实现全体人民共赴小康。小康不是部分人的小康，而是全体人民的

小康，历史证明，社会发展是不可能抛下任何一部分人而独自前进的；小康也不是部分区域的小康，而是覆盖区域全面的小康，

既包括城市又涵盖乡村。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就必须首先解决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2017 年 1 月

24 日春节前夕，习近平在张家口看望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提高扶贫实效。在中国实施精准扶贫之前，扶贫目

标常常是地区。以区域经济增长带动贫困人口脱贫，比较有效的解决了一些落后区域的贫困问题。但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断

变化，这种“洪水漫灌式”的扶贫方式也显现出短板，看似解决了暂时的贫困问题，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真正贫困人口依然无

法摆脱绝对贫困。这些地方的穷人发展意识和能力非常弱，国家向这些地区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很难真正造福穷人，即使寄钱

给穷人，也只能保证当时而不能实现长远的发展。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考虑，把精准扶贫作为基本战略。脱

贫攻坚战略的本质是精确，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精准定位扶贫目标。只有准确地识别出真正的贫困人口，使扶贫资源最大程度

地发挥效用，才能够使脱贫工作事半功倍。总的来说，精准扶贫的深层内涵是以物质支撑为基础，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

求，人、环境、产业是扶贫的重点内容。 

2.1.2乡村振兴战略内涵。 

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之后，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已经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最难啃的硬骨头在乡村。加强农业农村薄弱环节的发展，是乡村建设的基础和关键。脱贫攻坚是基础，乡村振

兴是巩固，要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进行乡村振兴，使之带有中国特色，中国特点。乡村振兴的实质就是在城乡平等关系的基础

上，实现农村在经济、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自给自足，促进农村的深入发展和繁荣。与新农村建设相比，乡村振兴战略关注的

不仅仅是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而是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相对应的更深层次的要求，如在经济、法律、文化、基层治理、乡村

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振兴五个方面的总要求是乡村振兴的实质所在，贯穿于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整

个过程之中。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实现乡村人口的生活富裕，产业兴旺是有力支撑，生态宜居是关键环节，乡风文明是坚实基础，

治理有效是基本保证。实质上，乡村振兴的关键就是解决好“人、地、钱”的问题。从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来看，它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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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脱贫攻坚重要成果的现实路径，也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抓手。 

2.2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转换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城乡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二者方向一致且阶段递进。脱贫攻坚是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环境、

使绝对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的社会主义阶段性目标。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与基础，乡村振兴则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保障

与必然选择。当前，我们正处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交汇时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

关系，才能够更好的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在脱贫攻坚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上，乡村振兴战略将继续推进乡村建设，进一步拓展

与深化“三农”工作，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不解决人的基本需要和赤贫问

题，就不可能振兴农村地区，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乡村振兴是巩固发展脱贫攻坚成果、使绝对贫困

人口不再陷入贫困的有效保证。在此基础上，实现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人民共同富裕。总之，脱贫攻坚和和乡村振兴战略两项

重大战略任务都是以实现乡村发展为最终目的，是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必经之路。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都以乡村建设为最终目的，但由于阶段性的不同，实施的具体措施也有所区别。必须要看到二者方向一致性，

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与连续性，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整合脱贫攻坚建立的各类资源，继续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建设。 

3 巩固发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以贵州省织金县为例 

3.1增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衔接 

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优势产业，发掘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就业，稳定农村经济向稳向好发展。把农村特色优

势产业作为稳定就业、留住人口、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打造具有特色的品牌产业，在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保证产业向高

质量发展，如织金盛产的竹荪、皂角等均可作为优势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上也要因地制宜挖掘其他特色优势产业，使每个地方

各取所长，基本形成既有县城优势产业、又有乡村特色产业的的产业格局。 

3.2提高低收入人口增收能力促衔接 

扶贫更深层次的目标是实现精神扶贫，物质基础是保障，而精神扶贫则是根本。截至 2020年 3月，织金累计投入教育扶贫

资金 4.6亿余元，资助贫困学生 470000余人次，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率达 100%。通过教育扶贫、精神扶志、技能加持等措施，

更深层次挖掘创收潜力。对年轻人进行技能培训，保证人人有技能维持基本生计，促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优化转化，以技能带

动人口增收能力。在教育扶贫方面，保证人人能够有学上，落实控辍保学教育，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建立健全“免、奖、助、

贷、补”等多位一体的教育帮扶机制，构建完善的学生帮扶体系，实现教育零阻力。 

3.3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促衔接 

突出抓好乡村教师、医生和乡村工匠、文化传承人三支队伍建设，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乡风文明建设队伍的高质量发展。

健全农村学校、图书馆、卫生室、运动器材等公共基础设施设备，满足人们在除了物质文明以外的追求的新的精神文明需求；

推进法治德治相结合，增强乡村法制意识，引导人们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在享受有益于自己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好自

己的义务，共同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形成良好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3.4持续推进发展旅游业促衔接 

织金县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矿产能源等，也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旅游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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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织金县有着丰富的旅游景观，依托当地特色与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建设。如织金洞、织金大

峡谷、凹河樱花基地等，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慕名而来，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织金洞等旅游公路沿线脱贫摘帽县乡村旅游扶贫

示范村建设，开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推动贫困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同时也要做好相应的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如厕所、停车场、

住宿、饮食等，保证旅游地区干净、卫生、整洁、环境优美，才能够给游客一个良好的出游体验，促使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当前是一个网络零门槛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手机进行直播，织金县也应大力发展智慧旅游，不仅方便游客出行查询

信息，也能够利用网络红利为自己宣传，促进织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巩固发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只有秉持党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情

怀，默默付出、辛勤耕耘，才能厚积薄发、后发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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