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書指出，改革開放極大促進了中國發
展，中國減貧進程加快推進。中國發展進

入新時代，中國減貧進入脫貧攻堅歷史新階
段。中共十八大以來，經過8年持續奮鬥，到
2020年底，中國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
任務，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
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
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消除
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

消除絕對貧困 貢獻全球減貧事業
白皮書說，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全
面消除絕對貧困，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不僅是中華民
族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也是人
類減貧史乃至人類發展史上的大事件，為全球
減貧事業發展和人類發展進步作出了重大貢
獻。

扶貧經驗 以人民為中心為首務
關於中國的扶貧經驗，王正譜在6日舉行的國

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的扶貧有效做法和經
驗有很多。首先就是以人民為中心，這是一條
非常重要的經驗。其次，是把減貧放在治國理
政的突出位置。運用國家的力量來推進，建立
脫貧攻堅的制度體系，為脫貧攻堅的順利推進
提供了有力支撐。第三，用發展的辦法來消除
貧困。經濟的發展為中國減貧形成了強大的帶
動效應，為大規模扶貧開發奠定堅實基礎，提
供了有力保障。第四，則是立足本國實際全面
推進脫貧攻堅。此外，還有發揮貧困民眾的主
體作用。堅持扶貧與扶智、扶志相結合，通過
政府的教育培訓，建立激勵機制，引導貧困民
眾用自己的雙手來改變貧困落後面貌。第六，
是匯聚各方面力量，形成強大的合力。

設五年過渡期 幫扶政策保持穩定
針對將採取哪些措施防止農村人口返貧的問

題，王正譜表示，通過做好建立長效機制、保

持政策連續和穩定、強化幫扶、匯聚各方力
量、繼續壓實工作責任等五方面工作來防止返
貧。中央決定對脫貧縣設立五年過渡期，主要
幫扶政策保持穩定並不斷完善，就是要「扶上
馬、送一程」。目前正在進行梳理，調整、優
化和完善現有幫扶政策，逐步由集中資源支持
脫貧攻堅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將陸
續出台30多項配套政策。
白皮書還提出，到2035年，中國將基本實現

社會主義現代化，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
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中國將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
年奮鬥目標，鄉村全面振興。
據悉，白皮書除前言、結束語外，共包括五
個部分，分別為中國共產黨的莊嚴承諾、新時
代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實施精準扶貧方
略、為人類減貧探索新的路徑、攜手共建沒有
貧困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 將陸續出台30多項配套政策
中國提前10年達聯合國減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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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致信祝賀廈門大學建校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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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日發布

《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下

稱白皮書）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按

現行貧困標準計算，中國7.7億農村

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按世界銀行國際

貧困標準，中國減貧人口佔同期全球

減貧人口70%以上。中國打贏脫貧攻

堅戰，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中央

農辦副主任、國家鄉村振興局局長王

正譜表示，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用發

展的辦法來消除貧困等六方面扶貧經

驗可供國際借鑒。另外，中央決定對

脫貧縣設立五年過渡期，向全面推進

鄉村振興平穩過渡，將陸續出台30

多項配套政策。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日發布的《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記錄了中國消除絕
對貧困的偉大歷程。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任務，中國人民在創造美好生活、實現共同

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
每一個中國人都參與並見證了這一大事件。正如白皮書所說，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也是人類減貧史乃至人類發展史上的大事件。這一「大事件」來
自一個「大事變」，就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這一「開天闢地的大事變」。

從領導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到新中國開展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建
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擺脫貧窮落後、人民共享繁榮，獲得了最基本制度保證。從
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到十八大後提出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重要論斷，中
華民族實現千年夢想、百年夙願的奔夢路上，一個人都不會少。脫貧攻堅既取得了物質上
的纍纍碩果，也取得了精神上的纍纍碩果。脫貧攻堅喚醒了貧困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
求，極大提振和重塑了貧困群眾的精氣神，全國人民的精神世界也從中得到昇華。城
鄉一盤棋、東西部一股勁，四海同心、天下一家，中華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

向心力極大增強，中國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底氣極大增強。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面臨人民日益增
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站在新生活新奮鬥的起

點上，我們必將戰勝前進道路上一切困難和挑戰，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
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

同富裕。 ●新華社

脫貧：
走向共同富裕的堅實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國家
鄉村振興局副局長夏更生6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
表示，少數民族的貧困群眾已全部脫貧。在整個
脫貧攻堅的8年間，中國始終把民族地區和少數
民族群眾作為脫貧攻堅的重點區域、重點群體，
實施精準方略一以貫之地予以傾斜支持。2020年
底，民族八省區（即內蒙古、寧夏、新疆、西
藏、廣西、貴州、雲南、青海）貧困群眾的人均
純收入已突破萬元（人民幣，下同）大關，還高
於全國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水平。未來還將從財
政、金融、土地、人才、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
務等方面給予集中支持。

續強化對民族地區傾斜支持
據夏更生介紹，在整個脫貧攻堅的8年間，中央
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對民族8省區投入了近3,000億
元，佔全國45%。在整合財政涉農資金方面，八
省區佔全國的39%。同時，包括在金融、土地、
人才等方面，也給予傾斜支持，為打贏民族地區的

攻堅戰提供了強大的保障。
下一步要如何鞏固這些地

區的脫貧成果？夏更生表
示，在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
性返貧的底線基礎上，繼續
強化對民族地區的傾斜支
持。鄉村振興的重點幫扶
縣主要是在民族地區，從財
政、金融、土地、人才、基
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等方
面給予集中支持，加快補齊
短板。
此外，國家還整體支持西藏、
新疆鞏固脫貧成果，推進鄉村振
興。西藏、新疆和四川、雲南、甘
肅、青海涉藏州縣仍保持現有的對口
支援關係不變。同時，進一步加大財政
的投入力度。五年過渡期內，財政資金規模
保持總體穩定，調整優化支出結構。

民族八省區貧戶人均純收入破萬

中國扶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

●中國減貧人口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

●十八大以來，實現脫貧的近1億貧困人口中婦女約佔一半

●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到12,588元人民
幣

●貧困縣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4.8%

●99.9%以上的貧困人口參加基本醫療保險

●98%的貧困縣至少有一所二級以上醫院

●6,098萬貧困人口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

六方面扶貧經驗供國際借鑒
●以人民為中心

●把減貧放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

●用發展的辦法來消除貧困，通過發展來解決不平衡不充分
的問題

●立足實際、立足國情來全面推進脫貧攻堅

●發揮貧困群眾的主體作用

●匯聚各方面力量，形成強大合力

五招防止返貧
●建立防止返貧的監測和幫扶長效機制

●對脫貧縣設立五年過渡期，主要幫扶政策保持穩定並不斷
完善

●繼續做好易地搬遷後續扶持工作，有針對性做好產業幫
扶、就業幫扶，加強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建設

●匯聚社會各方的力量集中攻堅

●繼續壓實工作責任，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6日致信祝賀廈門大學建校100周年，向全體師生員工和
海內外校友致以熱烈的祝賀和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廈門大學是一所具有光榮傳統的大學。100年

來，學校秉持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形成了「愛國、革
命、自強、科學」的優良校風，打造了鮮明的辦學特色，培養了大批優
秀人才，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中華文化海外傳播作出了積極貢獻。
習近平強調，我國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希
望廈門大學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切實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為
黨育人、為國育才，與時俱進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全面提升服務區域
發展和國家戰略能力，為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為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
貢獻。
廈門大學由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於1921年創辦，是中國近
代教育史上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100年來，學校秉承「自強不息，
止於至善」的校訓，以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為己任，先後為國家培養了
40多萬名優秀人才，形成了鮮明的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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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一封來自廈門大學赴台
老學長的信，感動了無數人，更令
不少廈門大學的校友為之動容。寫
信的是時值96歲的周詠棠老人，這
封親筆信語言質樸、情感真摯，述

說了一位畢業了 70 年的赴台校友，對母校深沉的
愛。在信中，老人決定為母校捐款200萬元人民幣，
並說「因我年事已高（1923年出生），若2021年校
慶前已去世，該捐款已囑小女周文蕙於2021年初匯
上。」

4月6日，廈門大學迎來了百年華誕。值此校慶之
日，記者輾轉找到了這位感動兩岸廈大校友圈的98歲
老人──周詠棠。出生於1923年的周詠棠比廈門大學
小兩歲。1948年，他畢業於廈大機電工程系，曾任廈
門大學台灣校友會榮譽理事長。抗戰期間，廈大內遷
至現今的福建龍岩長汀縣。那時的廈大學生，每周一
都有半個小時的周會，先唱校歌，其中有「知無央，

愛無疆」的歌詞，讓周詠棠記憶至今。周詠棠1948年
赴台灣，先後在台灣多家工廠任職。不久後，兩岸進
入長時間的封鎖對峙狀態。1988年首次返回大陸，
1990年重返母校。周詠棠沒有想到，自己需要花40多
年才能再回廈大，雖然他與廈大僅一水之隔。他說，
重新回到母校更能體會古人「近鄉情更怯」的深情。

2011年，廈大90周年校慶之際，周詠棠在受邀發
表演講時，深情地說「『人在天堂，錢在廈大』，我
會在有生之年竭盡所能地為母校作出一份貢獻。」這
一深情厚誼令在場所有人都感動不已。因地緣相近、
文化同根，廈大是最早招收台灣學生的高校之一，台
灣學生對廈大也青睞有加。廈門大學台灣校友會是廈
門大學歷史悠久的地方校友會之一，成立於上世紀60
年代。作為台灣校友會理事長，周詠棠每逢母校校
慶時節，都會定期組織在台校友團聚，他也會經
常回到大陸探望母校。
●綜合記者蔣煌基及央視新聞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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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八省區貧困群眾的人均純收入已突破萬
元人民幣。圖為北京一展銷現場中，參展者在
展示雲南民族刺繡。 資料圖片

●改革開放以來，按現行貧困標準計算，中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圖為早前四川省涼山彝
族自治州布拖縣阿布洛哈村村民搬遷入新居。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