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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挑战与政策转向

刘旭雯

摘 要：实现乡村振兴不仅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更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

实质性进展的必经之路。然而，在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必然会

面临着诸多挑战，具体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鸿沟难以弥合、乡村公共服务配套不平

衡、精神扶贫工作道路依然艰巨、代际收入贫困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文章认为，应

在治理思路上从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转变，在治理标准上从解决基本生

存问题向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在治理手段上从物质贫困“走出来”向精

神贫困“站起来”转变，在治理对象上从贫困群体的就业问题向脱贫群体的子女教

育问题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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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加快贫困问题的治理，并在 2020年成功实现

全部贫困县脱贫摘帽的历史性目标，在世界减贫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伴随着精准

扶贫任务的完成和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如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与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逐渐成为新的时代议题。这也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桥梁

和纽带。2020年 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

心的历史性转移”，并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应始终坚

持“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①。2021年他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再次提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

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②国家战略部署将“十四五”作为实现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从最终目的来看，无论是消灭绝对贫困还是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都是向共同富裕迈进的各阶段历史任务。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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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共同富裕注重体现社会公平，即在不断推进财富增长的同时推动分配的公平正义以及

人的全面发展。为达到这一目标，党的十九大对共同富裕的阶段目标进行了战略部署，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设计规划 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时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大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要求。鉴于此，本文在剖析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探究新时期乡村振兴

推动共同富裕所面临的突出梗阻，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转向思路，以供借鉴。

二、核心概念辨析

（一）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农民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谈到乡村问题时得

出的重要结论。乡村的发展不仅关乎当地农业和农民的自身发展问题，还关乎社会全局的

发展。“乡村振兴”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础上提出的符合当前时代需要的新发展战

略，不仅是对过去乡村战略的升华，也是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到全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是未

来 30年的重要政治任务①。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不同学者根据自身学科背景对其内涵进行了

界定，例如从乡村生态、文化、人才、乡村治理等多个领域对乡村振兴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

分析，并在“乡村振兴不是单方面的振兴，而是乡村全面、系统、立体的发展状态”这一观点

上达成了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关于乡村振兴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就因何和如何实现

乡村振兴作出了系统的解答，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了指引。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从五位一体的角度

阐释了乡村振兴的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从五个维度

来进行。这五个维度包括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振兴。其中产业振兴是核心

基础，是乡村走向物质富裕的重要经济保障。它不仅关系到脱贫的持续稳定性，也关系到

乡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转型。人才振兴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人

才作为支撑，无论以何种产业、何种项目推动产业振兴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文化振兴是精

神基础，是乡村文化生产力的现实命题和产业振兴的有力补充，更注重强调通过激发农民

的内生动力，以文化振兴“铸魂”，孕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文化软环境。生态

振兴是重要支撑，强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村容整洁”基础

上更注重将农民富裕与生态美丽相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并达到最终的和谐统

一。组织振兴是保障条件，是新时代对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执政基础的新要求，通过树立

和巩固其领导核心地位，打造一支政治过硬的领导核心队伍，发挥其强大的组织力、号召

力、凝聚力，做好推动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总之，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是要实现农民富裕的基础上，打造强盛农业和美丽乡村。

它做到了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全覆盖，涉及了全体农民的福祉，关系到了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解

决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集中体现。

①汪三贵：《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中国经济评论》2021年第10期。

55



2023 年 第15卷 第4期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

乡

村

振

兴

研

究

（二）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语境下的重要概念，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关于大同

社会的构想。孙中山也将“世界大同”作为自己的革命理想，并认为真正的“三民主义”便是

如大同世界一番的景象。可以说，大同思想中蕴含着共同富裕的元素。但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于大同理想是古人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而“共同富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是将

马克思主义与大同理想紧密结合，使其逐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尝试①。中国共产党对

共同富裕的理解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共同富裕单纯地理解为“同步

富裕”，并以走“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路径。改革开放后，中国共

产党重新认识共同富裕的内涵，并承认共同富裕的差别性，强调共同富裕是在普遍富裕基

础上的有差别的富裕，这是其对共同富裕认识的深化。这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效率优先的

方式，在注重效率中实现整体富裕，再逐步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有差别的普遍富裕的生

活水平和状态。但强调效率优先便不可避免会造成贫富差距的出现并引发各种社会不和

谐现象，特别是随着中西部贫困发生率和基尼系数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如果不加以遏制，

就会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也就无法体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因

此，从党的十三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发挥公平作用的重视持续增加，通过不断调整分配领

域政策来凸显公平的重要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大对人力、物力、财力

的支持，以精准扶贫的实践，最大程度消除贫困，解决两极分化和社会公平问题②，体现着党

对共同富裕内涵的新认识。

经过新中国成立 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反复实践，当前学界对

共同富裕也基本形成了以下普遍共识。一是共同富裕能够实现的现实基础是社会整体发

展水平达到富裕的状态，因此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二

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是其覆盖范围必须是全体社会成员，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均享有生产

和生活资料，直接体现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全民产权收益的享有权上。除此之

外，还包含了部分社会成员、个别成员对生产资料的拥有，表现在集体所有制、股份制企业

中的生产资料以及个人归属和享有的各种产权和收益。三是除了物质层面外，共同富裕还

包括了精神层面的内涵，彰显着人民精神世界的富裕程度③。四是以公平正义作为视角，共

同富裕有低层次和高层次之分，承认一定范围内的差别富裕能够调动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

性，在共建中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它是向更高一层次共同富裕迈进的永动机。

三、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理解共同富裕时我们应该明确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共同富裕绝对不是同步富裕，这

是过去改革开放前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必须予以再次警示。实现共同富裕有且只有邓小

①亚·弗·罗曼诺夫：《中国传统大同理想与当代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②檀学文：《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6期。
③谢华育，孙小雁：《共同富裕、相对贫困攻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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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所一直强调的先富带动后富的路径，这个思路不能发生改变。过去在这一思路的指导

下，我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采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举措

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新

时代需要着重解决的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二次分配作用，确保改革的红利归全体人民共

享。二是追根溯源继续加快生产力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离不开高

度发达的生产力，只有到那时，我们所达到的共同富裕才是最高境界的共同富裕。因此，不

断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从根本上说还是首先解决财富持续增长的问题，而财富增长的底层

条件离不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问题①。这意味着当前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关

注社会公平问题就能忽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是应该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础

上，再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同时协同推进社会公平的解决。

乡村振兴要解决的核心任务包含了两个方面重要内容。一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

标。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来看，又包括了农业生产、经营、产业、环境、设施和经济

现代化六大显性构成要素②。过去我国通过精准扶贫战略彻底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

题，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的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

题，逐步消除两极分化。而处理好城乡、工农关系，消除两极分化，最根本的办法是优先推

动农业农村的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以不断满足农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的步骤，党中央 2018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 2022）》
中明确提出了“两步走”目标，即 2035年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再过 15年，农村强、农

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全面实现。二是更注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衡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的精准尺子，是符合马克思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本意的。

这就要求乡村振兴是在物质上实现现代化，同时还需要在精神上实现现代化，更着眼于激

发农民的主体活力和发展潜能，打通乡村的精神气。这不仅是乡村振兴实施深度的体现，

也是我们以乡村文化自信推动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内涵进行对照，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硬币的正反两

面。一方面，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所要实现的农业农村现代

化，本质上也是提升共同富裕程度的客观需要。共同富裕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成，又必然绕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实现，因此

以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总抓手，通过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当前

广大农村地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和归

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基本国情没有发生改变，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们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去实现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围绕实现

共同富裕，报告中设置了两个阶段的民生目标，即到 2035年首先解决城乡、区域以及人民生

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确保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显著提高，到 2050年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可

①向德平，向凯：《多元与发展：相对贫困的内涵及治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②张俊婕：《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及障碍因子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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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从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实质上就是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服务的。

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挑战

（一）城乡收入差距鸿沟难以弥合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调整，新的分配格局促进经济的快速发

展，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自觉的造成“公平”与

“效率”不协调状态的出现，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被逐步拉大①。以国际通用的衡量居民

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从 2013年开始已经跨越了 0. 4的警戒线，并呈现逐年增长

的状态。尽管近年来在精准扶贫战略指导下，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相比过去得到了质的提

升，平均增速达到了 8. 9%，甚至超越了平均增速 7. 47%的城镇居民，为我国基尼系数的下

降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放眼全球来看，要达到发达国家 0. 2 - 0. 36的基尼系数，我们仍然还

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从城乡差距上看，202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和农

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7 412元和 18 931元，相差达到 2. 5倍，与同期的美国、英国等

发达国家的 1. 33倍和 1. 03倍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比较，我国的城乡差距依然还有缩小空

间。如果再细分到各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除天津、浙江和黑龙江外，其他省份城乡差距均

超过了 2倍，西部地区城乡差距普遍高于东、中部和东北地区，贵州、甘肃的城乡差距甚至超

过了 3倍。再以不同区域的农民收入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东部农村居民的收入是中、西部

农村的 1. 45倍和 1. 68倍。以排名在第一的上海农民与排在末位的甘肃农民人均收入进行

对比，2020年时上海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 34 911元，是甘肃农民人均收入的 3. 38倍。除此

之外，将农村居民收入分为五等份，2013年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

7. 41倍，到 2020年时这个差距则扩大到了 8. 23倍。可见农村低收入户与其他收入层级人

群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由此看来，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首要面临

的难题就是难以弥合的城乡收入差距。

（二）乡村公共服务配套不平衡

要加快乡村振兴建设的步伐，产业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过去在精准扶贫战略下，

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帮助，许多欠发达地区在短时间内培育了一批扶贫产业，为助力脱贫攻

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若考虑到可持续性，当前我国的扶贫产业存在着同质化过重、科技

支持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产业体系未形成等问题，导致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成为了实

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障碍。造成这些障碍的其中一大重要因素，就是乡村公共服务配套不平

衡。俗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这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中

发挥的关键作用。没有完善的、现代化的公共基础设施作为前提，就无法为农业生产提供

基本的硬性保障，也无法充分利用农村独特资源优势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推动了乡村路、水、电、网

等的全面提速，但从以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上看，目前取得的成就还远远不

①王小林，冯贺霞：《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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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依然存在较多短板，例如当前很多农村道路建设标准偏低，乡村水利

工程建设和农村自来水覆盖不全，厕所革命、垃圾处理等其他方面都还达不到乡村振兴的

标准①。

除此之外，由于各地政府财政状况有所不同，再加上一些地方建设前期缺乏统一的科

学规划，导致不同地区的乡村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即使是同一个行政

村下的不同村、组之间也有较大差别，一些村、组把路修到了农民家门口，而另外一些连道

路都没有完全硬化等。在生产性基础设施供应上，也远远不能满足当前不断变化的市场需

求，尤其在农业流通设施建设上。当前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我国农村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从我国农业数字化水平上看，与美国 80%以上的农场实现了数字化相比，我国农业生产数

字化还未达到其 1/4的水平。在仓储方面，我国一半以上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并未建设与之

相配套的冷库。因此，当前数字经济所能释放的红利还未能完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这也

是我国推动乡村振兴面临的又一大挑战。在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上，虽然早在“十一五”规

划中我国就提出逐步推进农村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向城市靠拢，且经过长

时间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多种原因，加上过去欠账太多，城乡卫生资源、社会

保障差距较大问题依然突出②。

（三）精神扶贫工作道路依然艰巨

共同富裕中的“共”代表着“共同”的意思，不仅意味着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还表

明共同富裕的实现不是国家、政府单向度的事情，还需要广泛吸纳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才能

完成。这也就是说，只有先“共建”才能实现“共享”，“共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保证。

导致贫困的原因有很多种，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从外因看，区域的差异必然会造成不同的

贫困成因，但从主因上看，部分地区人群的精神贫困问题是制约其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

一大重要障碍。正如毛泽东提出的内外因理论中所强调的，事物的发展“内因是第一位的

原因，它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性质、趋势和方向，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③

过去在精准扶贫战略指导下，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由国家行政力量牵头，通过国家政

策倾斜、中央扶贫专项资金的大力支持和东部地区的帮扶等自上而下层层压实责任的方

式，我国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虽然这一时期我国在扶贫治理中也强调

关注贫困户的自身发展问题，但“外源性扶贫”依然是当时的主导力量。随着乡村振兴时代

的到来，部分脱贫人群的内生动力不足等不可持续的内源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这集

中表现在这些脱贫群众以文盲半文盲居多，文化程度偏低，且缺乏除传统农业生产之外的

劳动技能，过度依赖“输血扶贫”，再加上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对物质和自身发展的追求

偏低，由此形成了惰性思想，特别是随着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和扶贫资源的增多，在部分

群众内部产生了“干多干少都一样”的心理，甚至出现了竞相争当困难户的现象。在对贫困

①刘明月，汪三贵：《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破解难点与实现路径》，《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②杨远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东岳论从》2020年第3期。
③吕静：《马克思主义经典解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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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部分脱贫群众回访时发现，一旦政府主动帮助他们安排工作，他们就会找各种借口

推脱，一方面觉得体力劳动太累了做不久，另一方面又觉得工作时间过长会降低他们的幸

福感①。过去“输血扶贫”和“造血扶贫”不协调统一的问题在乡村振兴时代相继凸显出来了，

如果不加快去解决这些“短板”，一旦外部停止直接“输血”，那些刚刚跨过最低脱贫标准的

易返贫户就会直接面临再次贫困的风险。这些都不利于乡村振兴和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代际收入贫困亟待解决

代际收入指的是一个家庭中父辈或者更多代人收入对其下一代人的影响，其实质是对

社会公平的一种有效反映②。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高低与子代是依靠自身努力还是依靠父辈

资源直接相关，流动性高说明社会更多是依靠子女自身努力来获取财富，反之则说明父辈

的资源是子女收入的主要来源。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基础，是人类发展的基石，也是

贫困人群向上跃升的重要通道，因此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这也是社会

长期存在的“寒门出贵子”说法的理论根据。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拥有良好教育背景

和高学历的“富二代”，其实质就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富一代”将收入优势转化为教育资源

优势，通过提高子女知识文化水平等方式将这一优势继续传承下去，从而加剧了社会阶层

的固化。而对于贫困家庭而言，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由于父辈甚至祖祖辈辈的收

入都处于底层水平，一方面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限制了他们的理想抱负，更加重了他们对

“读书无用论”、“读得好不如嫁的早”的认同，另一方面，农村教育不论是从质量上还是条件

上都无法和城市相比，再加上贫困家庭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相对较少，这些因素累加起

来造成了贫困家庭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匮乏。一部分农村孩子读完初中就辍学和父母外出

打工赚钱，直接导致子辈无法在最佳学习时间练就一身改变自身命运的技能，另一部分青

少年甚至在十四五岁就已经早早结婚生子，而这主要发生在国家深度贫困地区。这种恶性

循环使子辈只能重蹈父辈的覆辙，产生了贫困代际传递，也就引发了当今社会“寒门再难出

贵子”社会现象的讨论。

从当前我国落后地区的现实状况来看，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偏低的困境。以西藏作为

个例，对比当地 6岁及以上人口中初中以下学历的数量可以清晰看到，从 2012年到 2016年，

分别为 77. 2%、81. 3%、80. 4%、72. 66%和 70. 38%③。再对比从 2010年到 2018年的惯性率，

农村地区的惯性率在2010年是22%，经过逐年增长，到2018年时达到24%，这表明代际收入

流动性呈现弱化的态势。然而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不同阶层之间壁垒的破除，这点对于

农村地区尤为重要。因此切准要害，回归教育本源，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乡村振

兴和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的关键一环。

①卢飞：《内源式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基于四川T县的实地调研》，《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②马孟庭：《相对贫困治理驱动共同富裕发展：重大挑战与政策演进》，《新疆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③郭利华，葛宇航，李佳珉：《民族地区深度贫困问题的金融破解：政策与方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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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政策转向

（一）治理思路转变：从绝对贫困治理到相对贫困治理

从减贫实践看，我国已经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在世界上创

造了又一大中国奇迹。进入到乡村振兴时代，我们工作任务已经从绝对贫困治理向着相对

贫困治理转变，这给我国的扶贫工作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相比于绝对贫困治理，相对贫

困治理涉及的领域更广，内容更复杂，具体表现在：首先，需要重新确认相对扶贫对象的问

题。过去精准扶贫时期对贫困人口的认定已经不适应已经变化的新形势，在新标准下必将

产生一批相对贫困人群，而这个新标准如何设定，直接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既

不宜把标准设置得过高，与基本国情相背离，又不宜过低，导致对公平原则的折损。其次，

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不代表绝对贫困风险被彻底阻断，如果没有对过去绝对贫困治理成

果在质量上进行优化提升，极易陷入“扶贫 -脱贫 -返贫”的恶性循环中。最后，从脱贫攻

坚到乡村振兴，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更需要着重解决的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具体体现在相对资产和福利的不均上，即如何缩小区域、城乡、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人才

差距和基础设施差距的问题，以此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结合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状况，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当突出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在相

对贫困的认定标准上更彰显出其多元化的特征，在坚持以收入作为基本认定标准的同时，

还可以拓展向交通、教育等关系到贫困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其他层面，形成多维层面的贫困

认定新标准①。二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相对贫困人口再次返贫，需要以高质量发展作

为总体思路，多渠道、全方位促进农民增收。这就需要：一方面扩大乡村就业机会，发展富

民产业，使广大农民能够就地就业，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土地制度、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土地资本变成农民切实可以得到的财产性收入。三是加快推动区域

扶贫协作向着纵深方向发展，更加突出先富地区反哺、带动后富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

找准产业协作的契合点，在合作中实现互利互赢。

（二）治理标准转变：从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到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实现相对均衡的发展，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推动社会福祉从非均衡地

向着均衡的状态靠拢。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经济分配领域强调“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

发展方式，即以促进效率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保障。但从全局来看，采取非均衡手段

不是为了加速两极分化，而是为最终实现均衡发展所做的前期准备。这种均衡发展反映在

公共服务领域，就是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谓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广大人

民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群众能够平等的获得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②。这意味着国家提供

给农村的公共服务是与城市差距不大的，不会给人明显的不公正感觉。过去精准扶贫针对

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所做的顶层设计，确保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如期实现共同踏入

①何阳，娄成武：《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② 孙国民，陈东：《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概念理解与发展逻辑——基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学术论坛》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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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的目标。随着我国进入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阶段，当前我们着重要解决的是农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一问题，包括关系农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问

题，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反映，也是社会公平正义是否得到

维护的集中体现。

结合我国目前城乡公共服务面临的发展不平衡状态，未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应

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加大对“三农”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

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条件，因此必须尽快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特别是在道路

交通、排水设施、厕所革命上实现提档升级，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好基本保障。二是

加快将科技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例如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深度融入农业发展

中，加大技术创新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助力农业生产向着数字化方向转型，以及加

快现代农产品冷链仓储体系的建设等。三是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服务力度，特别要健全农村

基本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建设，只有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安心生产，

也才敢去消费和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增强身体素质，农村也才能真正留得住人，乡村振兴和

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才能指日可待。

（三）治理手段转变：从物质贫困“走出来”调整向精神贫困“站起来”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既离不开物质的富裕，更离不开精神的富裕，物质富裕与精

神富裕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显著特征。回顾过去我国在实现精准脱贫时的

做法，不难看出，在 2020年之前，我国贫困治理的思路主要是解决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使

现行标准下的 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和 832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当时脱贫的判定

标准是“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所谓“一收入”，按照国家的收入标准是农民人均年收入在

2020年时达到 4 000元左右，“两不愁”是指贫困人口不愁吃、穿，“三保障”即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和住房安全的保障。这些党和国家已经通过采用超常规的方法，将责任压实向各级政

府与企事业单位，从而基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我们进入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实

现的时代做好了前期准备。从目前状况来看，脱贫人口政策性收入占比较高，自我发展能

力不足的问题限制了乡村振兴的进一步落实，因此要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

下一步就必须要解决人的精神贫困问题，也就是以“扶志”作为切入点，通过积极引导脱贫

群众自我教育，消除他们“等、靠、要”的惯性和惰性，激发其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

过去被动脱贫向着主动脱贫的思想方向转变，进而树立起勤劳致富的正确劳动观。

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具体思路如下：首先是应针对不同村落的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特

征，结合村规民约进行引导和教育，加强“扶勤不扶懒”的政策宣传，鼓励他们在投入乡村建

设中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其次，重点培育外出务工“带头人”，通过树立起劳动模范的带头

示范作用，发扬榜样教育的精神力量。最后，通过激励机制，把一定数量的分散无序脱贫人

口，例如以十个脱贫户作为一个小集体，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进行直接挂钩①，强调“有福

①杨发祥，郭儒鹏：《从环境治理到组织化扶贫：“十户一体”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内源性发展的分析视角》，《新视
野》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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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享，有难同当”的利益共同体机制，不断强化个人对集体的影响作用，从而避免个人“搭便

车”现象，不仅有利于增强脱贫人口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激发其参与集体劳动的积极

性，也有利于脱贫群众树立起共建共享的意识，推动精神脱贫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治理对象转变：从贫困群体的就业问题拓展向脱贫群体子女的教育问题

中国共产党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进程始终围绕着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来进行，如何

在公平与效率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事关共同富裕的成败①。过去在精准扶贫战略下，我们

以“提低”作为总体思路，即对不具备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口采取“强兜底”的方式，对具

备部分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则通过为其提供就业的方式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以此缩小贫

富差距，这是我们在经济层面推动公平正义实现的第一步。而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公

平”，并不仅只是体现在通过经济层面上，还包括了社会的其他层面。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

下，我们一方面在经济层面上对公平进行“提档升级”，即通过“扩中”的方式深化对公平问题

的解决的同时，还需要将脱贫人群的子孙后代一并纳入到扶贫是否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对象

中，着重发挥教育扶贫的作用。因为教育不仅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所在，也是整个扶

贫开发事业的根本战略。正如习近平 2012年在河北阜平县考察时提到“治贫先治愚。要把

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②。这就意味着教育扶贫

的最终目的是要确保贫困地区的孩子不仅拥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还能够获得有质量的教

育，绝不能因为贫穷而输在了起跑线上，进而陷入穷二代、贫三代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

以教育扶贫推进共同富裕，具体而言，一是解决农村基础教育基础薄弱的问题。基础

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是孩子成长的起点。从当前来看，农村基础教育受到投入

经费不足、办学条件较差、师资力量薄弱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其发展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实现

乡村振兴的需要，更无法体现出教育领域的公平。这些都是需要政府花大力气去解决的问

题。二是解决脱贫家庭父辈的落后观念问题。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一部分贫困群体的“思路贫困”，即头脑中缺乏具体发展的思路和措施，如俗话

所说的“人穷志短”。这就需要对其在观念上进行改造，通过座谈会、谈心、经验交流等形

式，帮助其形成脱贫致富和重视子女教育的勇气和决心，使其改变“读书无用论”的固有思

想。三是解决落后地区教育信息化水平较低的问题。加快落后地区信息化教育是实现乡

村振兴在教育领域的应有之义。教育信息化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覆盖，缩小数字差距

和实现教育公平的最佳途径。从当前来看，低水平的教育信息化现状成为制约我国以乡村

振兴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其中一大短板。这就需要政府立足于乡村教育发展实际，在软硬

件基础设施上推进农村教育信息化建设，实现农村学校信息化环境全覆盖，加快城乡学校

优质教育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

［责任编辑：吴才茂］

①刘旭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科学意蕴》，《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摘编》，《党建》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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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e and developing local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uzhu reli‐
gion and folk self - organization is facing disintegration，the cultural and heritage views should be effectively
changed，and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eam should be formed to jointly research，by means of holographic
digital recording and public practice of folk culture，to collaboratively inherit and holistically protect the rice
noodle festival .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Yuxi Rice Noodle Festival；Harmonious region；Revaluation；Subjectivity
collaboration

A Study on the Action Logic of the New Rural Elite’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

dustries——Analysis on the Practice of Rural Tourism in Z Village of Jiangsu Province

WU Rong，Shi Guo⁃qing（43）
Abstract: The focu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industries，to a certain extent，the
prosperity of rural industries relie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new rural elite.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new
rural elite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its political effectiveness，while the research on the action
logic of the new rural elite’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slightly weak.This article takes Z
Village as an example. It is a national rur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village，and the new rural elite participates in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It is found that the action logic of new elite'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
tion presents a triple nature of rational superposition，spiral empowerment and multi - dimensional community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rational logic，market logic，bureaucratic logic，and local logic.Therefore，it is neces‐
sary to correctly recognize and reasonably utilize the individuality and publicity inherent in the logic of action of
the new rural elite，actively optimiz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required for the new rural elite to par‐
ticipat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pay attention to the value and role of traditional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emo‐
tional elements in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and continuously meet farmers' aspirations for a bet‐
ter life.
Key words: Rural elite；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Rural tourism；Action logic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Major Challenges and Policy Changes

LIU Xu⁃wen（54）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not only the general grasp of the“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in
the new era，but also a necessary way to promote the substantial progr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rural revitalization，there are bound to be many challenges，
which are embodied in four key challenges. It is difficult to bridge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imbalance in supporting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is still to be solved. The spiritual anti - poverty work is
tough.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overty needs to be addressed eagerly.In this regard，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we
should change the governance idea from absolute poverty governance to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change the
governance standard from solving the basic survival problems to promo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s，change the governance means from“coming out”of material poverty to“standing up”of spiri‐
tual poverty，and expand the governance object from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absolute poor groups to the ed‐
ucation problem of their children.
Key words: Rural vitalization；Common prosperity；Fairness and justice；Policy turn

The Dynamic Integration of Rural Specialty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ndoge‐

nous Development Theory: the Argaric Industry in Village J of Northeast China

MA Hai⁃long，YANG Wen⁃wen（64）
Abstract: Industrial prosperity is the ba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developing specialty industries is an im‐
portant way for rural area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Located in northeast Chi‐
na，J Village，under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combined with local resources and social
foundation，has developed fungus planting into a local key industry.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as
a mixed development model transcends the dual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em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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