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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2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曹立，在第 14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演
讲如何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小康”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
是中华民族对于生活丰裕的一种追
求。2020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也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困扰中华儿
女的“贫困”要画上句号，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的初心和使命，对于中国和全
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

曹立以“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意
义与进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新
问题，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政策与任
务。”三大方面全面阐述了脱贫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战略意义。她讲，
自2015年底，党中央召开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会议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
进入脱贫攻坚任务。并强调脱贫攻坚
一定要扎扎实实有效果，要实现精准脱
贫，要老百姓通过双手辛勤劳动解决自
己贫困问题。

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系统性
国别诊断》报告，讲到中国脱贫是史无
前例的成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盛
赞中国减贫方略帮助实现 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之所以中国减贫能够取
得如此巨大成绩，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脱贫攻坚是一个政治命题、实践
命题、理论命题。政治命题：从党中央
到各级政府，把脱贫攻坚当做“头号”
工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
实管理体制，我们叫五级书记都抓扶
贫，是我们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
和标志性指标。实践命题：因每一个
地方致贫原因非常复杂，很难用一种
办法完成扶贫任务，所以各级因人因
地施策。做了大量的探索，在各个领
域解决“三农”问题有了很多好的创
新。理论命题：中国的实践非常丰富，
需要在理论高度上做总结。以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指导下发展，要立足人民为中心，以人
民为中心，这是在扶贫当中的根本价
值取向。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
优先任务，要持续把脱贫攻坚任务跟乡
村振兴衔接，需要针对主要矛盾变化，
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策略和工作体
系平稳转型，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
体制机制。并从产业角度、人才选用、
文化振兴、生态保护、乡村管理和治理
等不同形式实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更新认识与理念，精准扶贫不是慈
善救济，精准扶贫有一个很重要内涵，
引导所有劳动能力的人靠自己双手劳
动来开创美好的明天。真正实现脱贫
的可持续，需要我们营造一个系统的制
度体系，包括发展的环境，文化的氛围，
那么这样才能彻底地斩断贫根。理念
是行动的先导，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落实在全
民脱贫、乡村振兴上。

脱贫还要保证不返贫，是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的政策与任务。一要确保
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二要巩固脱贫
成果防止返贫，三要解决相对贫困长效
机制，四要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五
要脱贫政策上要总体稳定。

“未来乡村振兴是把农业农村重
新认知，重新挖掘，这样在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衔接上还是有很多可做产
业空间。建现代化经营体系：比如
说合作社+，合作社非常重要，一个
小农怎么能转换现代农业，跟现代
社会连接，合作社很重要，小农户和
大市场连接，构建了我们的现代体
系。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起点，脱贫只是第一步，更
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另外我们有信
心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同时要迎来
更好的日子，那就是乡村振兴。”
曹立激动地说。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杨媚 文/图

杨明森

黄河生态文化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9月 22日，第 14届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
会监事长、中国环境报社社长兼总
编辑杨明森，以《黄河生态文化的
核心要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
主题发表演讲。

伟大的轩辕黄帝与著名诗人白
居易，作为新郑市重要的历史人物
代表，对新郑市悠久、渊源的历史文
化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轩辕黄帝
被世人尊称为中华“人文初祖”，因
统一中华的伟绩而载入史册。白居
易在 16岁时创作的《赋得古原草
送别》世人皆知，“离离原上草，一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诵读起来朗朗上口，此诗最
大的寓意是对大自然的赞美。

白居易一生创作过题材丰富的
诗词，对野生动物情有独钟，采用拟
人化、感情化等书写方式。“劝君莫
打三春鸟，儿在巢中盼母归。”最能
体现古人对野生动物的热爱和体
恤，对大自然的尊重。中华文明传
承五千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的基本方略之一，建设现代化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三大内涵：第
一，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人类是自然界演化的产物，是大自
然和生态界的一部分。第二，人与
自然的关系是平等和互动的，人类
生存和社会发展必须利用自然。
第三，自然界按照自身的规律在不
停地运动，人类的活动必须符合自
然规律。

原始文明时代，人类屈服于自
然的强大。农耕文明时代，人畏惧
自然的强大，但是开始学会了利用
自然。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毫
无节制开发、索取自然，极度的开
发、破坏大自然对人类的生存环境
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
命脉在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关键是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
系，关键是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必须走绿色发展道路，现
在生态+绿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一
种潮流，包括生态经济、生态农业、
生态城市、生态园区、绿色交通等。
加快绿色生产与法律制度导向，构
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进新能源
生产和消费革命，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统筹加大生
态系统保护力度，要让森林、草原
和湖泊、河流休养生息。

此次文化论坛，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也是一场文化的回
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
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态智
慧，跟中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
的。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必须依
赖于自然，依赖具体方式就是利用
自然。怎样科学、合理、持续地利用
自然，其实核心就是一个“度”字，
“度”是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精华，
“度”就是分寸、节制、平衡、和谐。

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一定限制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
范围之内。人类的物质欲望必须
有节制，必须接受自然法则的约
束，不能贪婪，不能放纵。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谋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

杨明森讲，黄帝文化的核心体
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
中华文明的伟大智慧。黄帝文化
底蕴深厚的新郑，经济发展非常
出色，在环境治理、生态保护方面
做得非常好。新郑正在创建省级
生态示范县市，这是一个很好的
开端，相信新郑通过高强度的治
理，一定能够创造生态环境保护
的成绩。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杨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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