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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论述（专题笔谈）

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强音。自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

来，我们党紧紧扭住这个奋斗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从

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目标清晰、

扎实稳进的发展道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必经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阶

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从我国的发展实际出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规划了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

了新的一大步。下一步，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这是不屈不挠、长期奋斗的果实，更是启航新征程、扬帆再出发的号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要奋发进取、乘势而上，努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

征程上，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篇章。

（责任编辑：杜 栋）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张金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是我们党向历史、向人民作出的庄

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战略谋划时，

一开始就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放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总体中去把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这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深谋远虑和宏图大略。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重

点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同时，也一直着眼于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础。

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七次全会的议题，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七次全会分别就政府机

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十三五”规划、全面从严治党等重

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这些议题，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既有利

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又可以为下一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

基础。

党的十九大后，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同时，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日期

的日益临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预作战略谋划的任务更加突出地摆在全党面前。因此，党

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已召开的五次全会，其议题在继续着眼于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同时，

也开始将重点转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

个历史进程中去谋划的特点和思路更加明显。

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专题讨论宪法修改问题，强调要以此为契机，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工作

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既是立足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考量，更是为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

安作出的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这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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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上解决事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体制机

制问题，更是着眼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相比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对制度建设的要求更高，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制度体系的任务更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既考虑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从制度方面预作战略谋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既高度评价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

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又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问题并提出建议，

将“十四五”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上可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战略谋

划时，始终把它看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并将其放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整体中去把握。这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又为即将开启

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茅文婷）

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段炳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是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截至 2020 年 11 月 23 日，全国 832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如期完成。脱贫攻坚深刻改变了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

从实践层面看，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脱贫攻坚大大提高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小康的首要指标。

从脱贫攻坚的直接效益看，2013 年至 2019 年，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 9.7%，近四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30.2%，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困

人口收入水平持续攀升。从宏观层面看，脱贫攻坚对促进经济结构平衡、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

作用；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投入将有效弥补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消费潜力巨大，

扶贫项目投资回报率较高，市场激活后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脱贫攻坚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快

速发展，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脱贫攻坚推动了贫困地区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小康，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

脱贫攻坚触及和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最薄弱的环节，惠及最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改善了人民生活

水平，使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脱贫攻坚事业向纵深推进，在推动贫困地区生产

力发展的基础上也深刻改变着生产关系，激发了农业农村发展活力，重塑了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格局。

同时，脱贫攻坚还带动贫困地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有效实现了绿色发展，美化了村

容村貌，而且丰富了村民公共文化生活，改变了农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陈规陋俗，为乡村精神文明

建设带来了新气象。

 第三，通过决战脱贫攻坚，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锻炼了农村工作队伍，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打赢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