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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仍有3000万左右，初步解决温饱的低收入人口有6000万左右
，还有一批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其温饱的标准也相当之低。
因此，“反贫困”和防止“返贫困”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和农业的
现代化。
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必须走跨越式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尤其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这是党中央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战略思路。
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光靠政策不行，还必须依靠法律作保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前的核心问题，是要尽快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依法治农、依法兴农、依法维护农民权益④。
“增加农民收入”要有实招，“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有实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农
业产业结构”要有实效，一定要注意不搞那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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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消除　　贫困的历史进程　　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
贫困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和物质保障。
但是，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人民公社实行的“一大二公”和“文化大革命”，严重
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延缓了摆脱贫困的进程。
到1978年底，全国仍有2．5亿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靠国家救济、集体经济和组织扶持维持生活。
尽快解决这部分人口的温饱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最紧迫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为中心，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按照统一的部署，筹集巨
额资金，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了扶贫开发工作。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贫困人
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已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左右。
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和发展环境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
我国政府确定的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已如期实现。
规模空前的扶贫开发，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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