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国际合作坚持互学互鉴

中国是全球减贫合作的积极倡导
者。一方面，中国的减贫得益于与国际组
织的密切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也在为其
他国家的减贫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友好协会会长
功·塔帕朗西在视频发言中指出，减贫
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许多国家都面临着
各种形式的贫困问题。中国的减贫经
验，尤其是精准扶贫政策充满智慧。中
国政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有针对性地
分析、制定和实施帮扶措施，精准识别
并解决人民的生活困难，大大提高了扶
贫的效率和效益。泰国应学习中国的精
准扶贫经验，借鉴中国在电商扶贫、农
业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
广、作物新品种研发等方面的有效做
法，进一步加强减贫交流合作，更好地
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在题为《坚
持互学互鉴互尊互助 推动全球贫困治

理和现代化发展》的大会发言中指出，中
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举世瞩
目，其中的创新理论、有效经验和有力做
法，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减
贫事业带来巨大冲击，各国应坚守人类
情怀，搭建交流平台，汇聚各方智慧，共
享知识产品，加强减贫经验交流借鉴，深
化对减贫事业的规律性认识，从各国有
效做法中汲取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力
量，共同建设美好世界。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政
府和人民在消除贫困、推动国家现代
化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坚定
了自己的信心，也丰富了世界文明发
展理论和实践，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
发展中国家。”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
代表屈四喜表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
划署愿与中国和其他伙伴加强合作，
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精神，为实

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
建设一个没有饥饿和贫穷的世界而
做出积极的贡献。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通过视频
发言指出，贫困现象是动态的、多层面
的。为了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第一项“无贫困”，我们必须消除世界各
地一切形式的贫困。无论是在制造业、基
础设施、开放市场、还是农业部门准入方
面，中国的减贫经验都值得学习。他说，
在对“南南合作”以及绿色、可持续的“一
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投资中，我们看到中
国正在打造一个生态系统，为全球范围
内的繁荣、福祉、教育提供一个合作网
络。如果这些努力能够全面实现，中国将
帮助更多国家的人民摆脱贫困，扭转整
个世界的贫困局面。

减贫事业既是崇高追求，更是务实
行动，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全国政协
委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

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民表示，消除贫
困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中国的脱贫
攻坚是全球消除贫困共同行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中国样
本。怒江摆脱贫困后的巨大变化，是中国
脱贫攻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也是脱贫攻坚中国经验的生动诠释。“共
同总结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就经验，深入
探讨全球减贫的目标路径，切实加强减
贫国际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
减贫合作机制，有助于为实现全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积极贡献。”郭卫
民发出倡议。

滚滚怒江向南流，在被誉为中国减
贫样本的怒江大峡谷，中外嘉宾齐聚交
流，共商世界贫困治理和现代化发展良
策，取得积极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全球合作发展理念、互尊互鉴的文明
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段毅 谢炜 李寿华 祖红兵

阿根廷众议院副议长希奥哈：国际
减贫经验交流与互鉴非常重要。中国政
府和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
贫困治理之路，使几千万贫困人口摆脱
了绝对贫困。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是对
全世界减贫工作的巨大鼓舞，其贫困治
理的经验、知识、方法，为其他国家减贫
提供了参考。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友好协会会长
功·塔帕朗西：中国兑现了消除绝对贫
困的承诺，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其脱贫
经验为泰国减贫提供了灵感与思路，衷
心希望泰中两国进一步加强减贫交流
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佛得角驻华大使塔尼亚·罗穆阿尔
多：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表明，设
计精良的减贫政策是可以推动生产力
发展的。此外，中国通过现代技术的创
新和运用，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期待从
中国学习更多的减贫经验，并按照佛得
角的实际进行应用。

约旦驻华大使胡萨姆·侯赛尼：
世界是一个整体，中国取得的减贫成
就，也是全世界的减贫成就。中国减贫
的胜利关键在于有高效的组织和领
导，同时，中国持续改善农村地区的基
础设施，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些减
贫经验值得和其他国家交流与分享。

当前，世界正面临贫困、新冠肺炎疫
情、气候变化等共同难题，让我们一
起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和战胜这些困
难和挑战。

摩尔多瓦驻华大使杜米特鲁·贝拉
基什：当今世界，绿色经济已成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树立了绿
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正在加快转变发展
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摩尔多瓦共和国愿同
中方加强交流，共商绿色减贫和绿色经
济发展等问题。

肯尼亚卡拉蒂纳大学讲师、中国
传媒大学访问学者秦肯：中国推动农
业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实现了减贫目
标，这表明非洲国家也可以通过类似
的方式实现有效减贫。同时，中国对发
展中国家减贫提供帮助，增强了这些
国家的发展能力，为国际减贫合作做
出了贡献。

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师
范大学外籍教授罗伯特·沃克：在中国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过
程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是重
要部分，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在
减贫事业中，教育和医疗的发展发挥
着重要作用，希望中国进一步提高农
村地区教育和医疗水平，持续推动城
乡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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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来自18个国家和联合国等4个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官员和专家学者，聚首怒江——

共同探讨国际减贫合作与现代化发展

声音

贫困是全人类的敌人，消除贫困、过
上富裕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共同理想，
是各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目标。中
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举世瞩
目，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完成了消除绝对贫
困的艰巨任务。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
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
口 70%以上，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这
一重大成就获得世界各国广泛赞誉，而

“中国经验”“中国启示”和“中国方案”也
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

“中国在减贫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的
利益和幸福放在首位，以可持续发展为
理念，注重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汇
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走出了一条
具有世界意义的贫困治理之路。”阿根廷
众议院副议长希奥哈通过视频发言高度
赞扬中国减贫成就，他希望各国可以更
好地学习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
宝贵经验，共同拓展全球贫困治理与现
代化发展的新思路。

云南省副省长王显刚在大会发言
中谈到，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

一，云南如期消除了绝对贫困，从中主
要有四点体会：一是严格按照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扶
贫工作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推进脱贫
攻坚；二是始终坚持党中央对脱贫攻坚
的集中统一领导，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三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四
是号召贫困群众艰苦奋斗，依靠勤劳双
手脱贫致富。

“中国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
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认
为，减贫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艰巨工作，
实现减贫目标，领导人的情怀、意志和决
心至关重要，执政党和国家担负起对人
民的责任、发挥主导作用、汇聚各方力
量至关重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至关重要。他同时指出，用发展的办
法消除贫困也是一条重要经验，“唯有
发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提供科学路径和持久动力，才能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精准扶贫”是论坛发言中被频频
提及的热词。多位中外嘉宾纷纷指出，
贫困的发生演变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
贫困治理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研判制

约减贫和发展的瓶颈因素，找准释放减
贫动力的突破口。中国实施的精准扶贫
方略，是一项创新减贫的策略和政策工
具，有效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
扶、如何退等核心问题，提高了贫困治
理效能。

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在发言中表
示，怒江从区域性深度贫困到区域性整
体脱贫，破解了深度贫困千年难题，留下
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是怒江破解深度贫困千年难
题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习近平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方略为根本遵循，是怒江
破解深度贫困千年难题的“金钥匙”。坚
持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是怒江破解深度贫困千年难题的显著
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是怒江破解深度贫困千年难题的制胜法
宝。坚持党员干部的引领作用，是怒江破
解深度贫困千年难题的关键因素。

“祖祖辈辈羁束于深山峡谷的傈僳
族群众，告别了过江溜索，架起了通车大
桥；告别了四面漏风的‘千脚屋’，住上了
设施配套的新楼房；告别了‘红薯包谷
粑’的苦日子，迎来了‘比蜜糖还甜’的
新生活。”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社长、研究员何祖坤以云报集团挂钩帮
扶 23年的怒江州福贡县马吉米村的变
迁故事为例，解剖了中国脱贫攻坚政策
是如何在最基层发挥作用的。“我们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突出精准帮
扶，始终强调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他认为，世界各国的贫困问题复杂多
样，是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现实等诸
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怒江的实践和
马吉米的故事，可以为世界各国提供有
益的启示和借鉴。

论坛现场，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
世界研究院正式发布了《中国减贫的全
球认知和经验启示》报告。报告对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精神实
质和丰富内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阐释，
在结合大量数据和丰富案例的基础上，
提炼出中国政府在立足具体国情、把握
减贫规律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人民
至上、精准扶贫、内源式扶贫、社会扶
贫、国际合作”等减贫的五大核心理念，
并构建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
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上述五大理念，
在云南省和怒江州都得到了充分体
现。”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
全说。

深化共同发展交流减贫经验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赛道全新铺展。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
授朱信凯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消除绝对
贫困的历史性壮举已然完成，我国现在
进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阶段。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问
题，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相对于
城市的发展，农村的发展是一个慢变量，
农业农村工作需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
不能急于求成。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
我们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紧迫和艰难。
只要目标明确，就不怕路途遥远。

产业不仅仅是生产，是包括生产、加
工、流通、消费等完整体系，在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里，贫困地
区产业应该再上一个台阶。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聂
凤英认为，脱贫攻坚为中国农村产业发
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条件，有些地区
有些产业具备了起飞能力，但是多数发
展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可持续发展能力
不强，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需求比还需
要进一步巩固提升。如产业发展的市场

化、机械化、集约化、标准化和抗风险能
力低；精深加工、创新产品、龙头企业和
特色品牌少；合作参与度、产权清晰度、
产业融合度、组织化带动不足，等等。“以
怒江和迪庆为例，特色产业发展有优势
有成效，如草果、冰酒、雪莲果，但以初级
加工为主，没有形成品牌，需要在全产业
链上，梳理各地产业发展的瓶颈、短板和
不足，精准把脉、精准规划、精准施策。”
聂凤英说。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
长、教授汪三贵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在时间、目标、重点任务、对象等方面
有明显的区别但有相互关联。脱贫攻坚
完成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就成为
过渡期的主要任务。巩固成果的底线任
务是防止规模性返贫和防止新增贫困人
口。因此需要建立防返贫监测机制和后
评估机制，严格落实“四不摘”的要求，在
巩固“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使脱贫
群众在收入和能力方面得到继续发展。

“在过渡期完成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
对接，对接的重点内容是产业发展、生态
宜居、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和

基层治理等方面。”汪三贵建议。
绿色减贫从理念到实践深入发展，

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
授雷明对近年来中国贫困地区实施的生
态减贫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减贫
是从横向缩小收入差距，解决当代人之
间的矛盾，即解决代内公平问题；可持续
发展是从纵向解决当代人和后代之间资
源使用的矛盾，即解决代际公平问题。生
态减贫则是将这两个看似对立冲突的问
题统一，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实现贫困地区可持
续发展。实施生态减贫，关键是要找准减
贫和绿色发展的结合点，找到贫困地区、
贫困群众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制定
合适的生态减贫模式。”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退耕办主任赵
贵华介绍，云南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被誉
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世界花园”。
同时，云南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生态
保护和脱贫攻坚两项任务高度叠加，是
同“一个战场”上的“两场攻坚战”。5年
来，云南围绕生态保护治理，以生态产业

推进生态扶贫，实现了生态保护与脱贫
攻坚“双赢”，绿色成为云南各族人民群
众脱贫致富的最美“底色”。“十三五”以
来，云南省引导贫困地区大力发展特色
林草产业，涌现出云南核桃、临沧坚果、
鲁甸花椒、怒江草果、昭通竹笋等一批助
农增收效益明显的地方特色林产品，成
为贫困地区的“铁杆庄稼”“绿色银行”。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院长、教授仇焕广指出，在中国，易地扶
贫搬迁人口分布与生态脆弱区高度重
合，搬迁项目在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
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的积极
影响。仇焕广认为，综合来看，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实现了脱贫致富与生态保护

“双赢”的政策目标，但与此同时，部分地
区迁出地后续生态环境保护也存在土地
开发过度、新增林地草地管理不善等问
题，需要加强和规范迁出地后续生态环
境管理。建议将易地搬迁地区生态环境
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绿色发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措施有机结合，实
现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由脱贫攻坚时
期向乡村振兴时期的平稳过渡。

促进乡村振兴推动绿色减贫

贫困治理与现代化发展国际论坛会场。

18个国家和联合国等4个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官员和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贡山县村寨新貌。 本报记者 李秋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