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对策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 

摘要：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我国有一亿左右贫困人民实现脱贫，脱贫工作

成绩斐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广东省依据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制定了符合自

身发展的脱贫方案，为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凝聚了广东力量，为全国脱贫攻坚提供了广东经

验：改善贫困农村环境、大力扶持特色产业、补齐基本保障短板、精准扶贫对口帮扶。同时，

针对广东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着相对贫困地区自然环境限制、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

度不高、群众发展能力弱等困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即：构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长效

机制、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培养困难群众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贫困治理  脱贫攻坚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一、引言 

中华民族历尽磨难，自强不息，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夙愿，也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实现全国在现行的标准下的全部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共产党对人

民许下的庄重诺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我国夺取脱贫攻坚胜利增加了挑战与考验。在

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国人民团结统一克服了疫情对贫困治理带来的额外困难，取得脱贫攻坚

工作的全面胜利。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我国有一亿左右贫困人民实现脱贫，中

国脱贫工作成绩斐然，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同时

也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脱贫工作中，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制定了具有各地特色的脱

贫方案，其中广东省依据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制定了符合自身发展的脱贫方

案，交出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但脱贫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仍

是一大难题。今后需持续关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已脱贫地区长久持续发展。 

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及文献综述 

贫困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其内涵和界定会随着经济社会和人类思想的改变而改变。无论

是相对贫困还是绝对贫困，贫困的现象切切实实困扰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始终坚持把人民安居乐业作为奋斗的目标，政府和人民为消除贫困一直进行着艰苦卓

绝的斗争。 

2020 年，在现行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为世界贫困治理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2021年 2月 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这一重要论断。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

是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的中国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人民，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

动力，共同合力推进减贫事业，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核心。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提供了理论

指导，也为世界范围内的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虽然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仍有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较为

落后，相对贫困将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发达、

生产技术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基础建设落后、人力资本不足等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我国

相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因此，在往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工作中，我们不能单一化、

简单化地看待问题，只注意到某一种导致地区贫困落后的结果。在正确地把握住导致相对贫

困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方面致贫因素，牢牢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

如何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是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国内已有许多学者对此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 

孙久文等（2021）借鉴国际标准，测算出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合理的农村相对贫困线，

并指出今后应当从基本公共服务、产业与就业、绿色发展、国家扶持与社会参与等方面入手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孙晗霖等（2021）基于低收入人群巩固脱贫成果的核心动力是生计资本

的积累的观点，提出在脱贫过渡期应重点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加大农村人力资本开发、推动

农户生计转型、完善脱贫保障机制。金三林等（2021）阐明了由于社会政策的实际可及性和

可获得性不足、以地方为主的公共服务分担机制、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制约欠发达地区居民

的受益水平，故需要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更好发挥社会政策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中的作用。汪三贵等（2021）认为需从密切关注风险对象、提升人力资本、完善保险政策、

提升村级治理水平、深化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等方面入手防范化解返贫风险。左停等（2021）

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脱贫质量与贫困户自我能力有较大关联，故在往后的相对贫困

治理工作中应注重培养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何翔（2021）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法研究

得出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公平性、提高农村基础建设投资公平性可缩小贫富差距的

结论。 

通过对以上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如何防止返贫、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许多对策建议。贫困是一个地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相对贫困

地区存在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等影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负面因素。在今后的发展

中，应当对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予以更多关注，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多方面入手制定防

止相对贫困地区返贫相应的对策。 

三、广东省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总结 

    广东省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率先实现经济振兴的地区，是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强起来到富起来的写照。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脱贫攻坚，广东省都要

对全国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2020 年，广东全省共有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稳定

脱贫，广东省内有劳动力贫困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五年内从 3980元增加到了 16817 元，

是 2015年底的 3.23倍，贫困发生率从 4.54%降至 0.3%。广东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国打

赢脱贫攻坚战凝聚了广东力量，为全国脱贫攻坚提供了广东经验： 

（一）改善贫困农村环境，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落后严重掣肘着广东省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着力改

善贫困地区的基础建设和人居环境，方可夯实经济发展基础。近年来，广东省从交通、水利、

电力和网络三方面入手加快建设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经过数年努力，广东全省贫困村 200人以上自然村均完全铺设了硬化道理，集体供水服

务全面普及至全部自然村和行政村，全省自然村和行政村的公共服务站、标准卫生站、快递

物流覆盖率分别达到 99.8%、98.5%、80.2%，农村面貌得以改善。此外，各地以粤东西北地

区和珠三角地区交通通道建设为重点，优化与高快速交通网衔接，推动各地互联互通。 

（二）大力扶持特色产业，着力提升脱贫能力 

广东省把开放式扶贫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方略，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扶贫

产业，通过产业扶贫带贫，增强贫困地区贫困户脱贫能力，激发发展动力。据统计，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广东全省共实施 6.3 万个特色产业扶贫项目，建设 9300 余座光伏扶贫电站，

带动 60余万贫困户，年人均产业增收 2476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业事关老百姓的

生计，就业扶贫是最直接最长效的脱贫方式。广东省为加强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的关

联和合作，通过实施“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粤菜师傅”三大工程，共建成 1103 个扶贫

车间、扶贫工作坊，开发 1.78 万多个公益性岗位，全省共有 50.8万农村贫困劳动力实现就

业，其中 22.9 万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年人均就业增收 1.8 万元。此外，消费扶贫也是解



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广东省建立“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消费扶贫机制，让贫困户体

验到自食其力实现自身发展的满足感，调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广东全省 21 个地市

全部入驻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累计搭建消费扶贫专馆 254个，成为了喜闻乐

见的社会参与脱贫工作的平台之一。 

（三）补齐基本保障短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广东省始终把保障性扶贫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手段，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医疗、住房和

饮水安全保障性扶贫，积极改善贫困户的基本保障短板，实现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

教育作为“斩断穷根”的利刃，可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思想素质和技能水平，增强其自我发

展能力与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基于此，在教育方面，广东省加

大了贫困户子女的教育补助力度，不仅免除其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学杂费，减轻其在

教育上的负担，并在义务教育至大学教育的阶段对其进行生活费补助。在医疗方面，广东省

为每个贫困村配备村医和医疗设备，推进城镇各医院对乡镇卫生院的对口帮扶工作，从城镇

各医院中选拔优秀的医疗人员到乡镇进行支医工作，为乡镇卫生院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筑

牢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道保障线”，补足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医疗短板。在住房

安全方面，广东省通过危房改造，全部解决贫困户住房不安全的问题，贫困户居住条件明显

改善。在社会保障方面，广东省进一步完善贫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加大对医疗救

助、临时困难救助的财政投入，对农村低保、五保、重点优扶对象、残疾人等医疗救助对象

参加合作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给予资助。为农村扶贫开发对象因意外伤害导致的死亡、残疾

以及医药费用提供保险保障。贫困地区群众获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更加均等，人民群

众生活幸福感显著增强。 

（四）精准扶贫对口帮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虽然广东省 GDP总量在全国中位列前茅，但是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和巨大缺陷。粤东西北地区无论是在经济总量，

还是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上都远远不如珠三角地区。2020年，珠三角核

心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为 80.8%，而东翼、西翼、北部山区地区分别仅占 6.4%、7.0%、

5.8%。如何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和农村发展一直是广东省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广东省委、

省政府于 2016年发布了《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珠三角 6市

结对帮扶粤东西北地区各市，全省地市共同发力减贫。首先，帮扶双方开展高水平产业共建。

珠三角地区与贫困地区共同制度产业转移共建目标，加强珠三角地区与贫困地区的连接，有

利于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激活贫困地区资源要素，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贫困地区

人口就业增收。其次，帮扶双方开展创新共建工作，提升双方创新驱动能力。帮扶双方推进

创新共建，充分利用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主体作用，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培育新高技

术企业，提升发展质量。最后，帮扶市通过教育资源共享、完善医疗卫生帮扶合作机制等方

式推进被帮扶市社会事业建设工作。 

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挑战 

    脱贫不返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虽然已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但贫困是多种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掉以轻心，未来仍需采取有效手段以巩固脱贫攻坚工作成果。 

（一）相对贫困地区自然环境限制 

在许多人印象中，广东省是一个富饶之地，但其实在广东省存在着十分大的贫富差距。

广东省北部多为丘陵地貌，有山脉斜贯粤西、粤中、粤东北，自然地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粤东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广东省的贫困县大多数是来自粤北山区地区以及粤西的欠发

达地区。想要富先修路，由于山区地势崎岖不平，相对平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困难，导

致粤北山区较为封闭落后，交通不发达是导致粤北山区和粤西欠发达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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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脱贫攻坚时期，粤东西北地区加大财政投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条件得以改善。

其次，山区相对平原更容易遭受自然灾害，抗风险能力不足。在山区可供开垦的土地有限，

水资源也相对匮乏，导致当地物产资源不够丰富，农户生产方式较为单一，收入来源有限，

农业对自然环境有较强的依赖性，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山区能够旱涝保收、自流灌溉的田

地不多，一旦出现自然灾害，靠农户一己之力难以抵抗，容易“因灾返贫”。 

（二）相对贫困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一方面，从市场化程度来说，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都较小，且产业结构

较为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抗风险能力弱。按经济区域来划分，广东省被划分为四个

地区：珠江三角洲、东翼、西翼、山区五市，东翼、西翼、山区五市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广东省绝大部分的贫困村都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本文选择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衡

量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为了消除偶发因素导致的年度异常波动，本文使用 2018~2020三

年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衡量的指标。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越小，说明该地区能获得越高

的市场化程度得分，反之，若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越大，说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

越大，不利于市场自发地配置资源，可能会导致资源不合理配置和经济效益较低的现象。由

表 1数据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化指标平均值远远低于其他三个地区。这说明广东东

翼、西翼、山区地区市场化程度低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其中山区五市尤为严重），就

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市场受政府宏观调控等介入程度较大，经济效益较低，经济体抗冲击能力

较弱。 

 

表 1 广东省各经济区域市场化指标 

 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2018 2019 2020 平均值 

珠三角 13.19 13.39 12.89 13.16 

西翼 15.72 15.82 16.42 15.98 

东翼 16.54 17.43 18.22 17.40 

山区 28.92 29.49 26.51 28.31 

①资料来源：广东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另一方面，就经济开放程度而言，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增长。经

济开放程度越高，有助于该地区借鉴先进发展经验、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当地企业更好地融入市场，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

不断学习，改善自身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加经济效益。表 2的

数据表明，珠三角地区的出口总额占 GDP比重和进口总额占 GDP 比重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占 GDP比重越高，说明该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经济欠

发达地区开放程度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无法产生较高的经济

效益，不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低，各种资源（包括扶贫资源）无法得到充

分利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经济发展。 

 

表 2 广东省各经济区域开放程度指标 

 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进口总额占 GDP 比重（%） 

 2018 2019 2020 平均值 2018 2019 2020 平均值 

珠三角 50.53 47.38 46.19 48.03 34.77 31.20 29.40 31.79 

西翼 6.12 6.53 6.52 6.39 3.16 3.48 4.24 3.63 



东翼 15.21 14.96 16.42 15.53 4.46 3.85 3.73 4.01 

山区 11.56 11.36 10.58 11.17 7.15 6.88 6.76 6.93 

②资料来源：广东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三）相对贫困地区群众发展能力弱 

相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可获得教育的机会较少，困难群众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加之受经济

发展水平制约，相对贫困地区难以吸引人才，甚至留不住当地人才，人才流失现象长期存在。

经济发展落后导致相对贫困地区人才匮乏，人才匮乏又进一步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 

虽然在扶贫工作中，贫困户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某些封闭落后的思想并

不能在一朝一夕改变。这些陈旧落后的思想制约了脱贫攻坚成果的可持续性，是脱贫户再度

返贫的主要因素之一。首先，由于相对贫困地区经济落后，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足，

部分居民为快速寻求发展出路，有时会做出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比如在粤北山

区，部分村民为节省费用和时间，将大量的建筑垃圾、生产垃圾倒入山脉连绵不绝的山林中，

这些大都为大自然难以降解的垃圾，当地政府处理山林中的垃圾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其次，

广东省相对贫困地区地形多为山区和丘陵，较之发达地区交通和通信不够畅通，先进的生产

技术和观念难以推广应用于当地农业生产中，加之当地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难以接受先进

的新科技和新工艺，无法在市场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随着教育水平的降低，贫困发生率会逐渐增加。在当今社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就

业面和就业机会都会受到限制，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大多从事的是回报不高且易于被替代的体

力劳动。低文化水平人群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容易被劳动力市场淘汰，导致再度返贫。

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无法承受其后代在城市受教育的负担，其后代大多数为留守儿童，相

对贫困地区的青少年面临着教育困境。一方面，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抚养的现象较为普遍，祖

父母文化水平不高导致早期家庭教育缺位。另一方面，广东相对贫困地区教育设施和资源相

对匮乏，导致留守儿童无法享受与城市儿童同等水平的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对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形成了巨大挑战。 

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对策 

   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需要纳入政府和公众的视野范围，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一）构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落实好医疗、教育、住房、饮水安

全等民生保障普惠性政策，保障低收入人群获得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权利。

要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机制，保障城乡低收入人群公平有效地获得医疗、教育、社

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首先，要完善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续跟踪监测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的收支情况，防止其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返贫。其次，要健全义务教育长效保障机制，

促使义务教育普及到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确保相对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不因贫困失

学辍学。再次，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建立农村脱贫人口住房状况监测机制，改造农村危房，

保障低收入人群住房安全。最后，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5G网络等新基建，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注入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在教育方面，可利用互联网将优质教育资源延伸到相

对贫困地区，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弥补区域之间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为低收入人群子

女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在医疗方面，通过网络远程问诊医疗专家可

超越时空限制为困难群众开展会诊，促进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相对贫困地区，改善相对贫困

地区医疗水平。 

（二）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持久之计。产业扶贫一直是广东扶贫工作的重

点之一，但目前广东许多产业只能发挥短期作用，并不能长效发挥作用。目前广东许多扶贫

产业规模小，带动能力较弱，生产方式粗放，缺乏完整产业链支撑，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差，

农业龙头企业区域分布不平衡，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结构改革任重道远。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推进广东相对贫困地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产业优化升级，增强广东相对贫困

地区造血功能，一是要通过引导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能源消耗型产业向粤

东西北地区扩展，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二是要引导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利用当地生态

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特色种植业，发展具有岭南特色的水果、茶叶等特色产业，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特色旅游业发展，拓宽农民致富途径；三是要扶持培育具有当地特

色的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绿色

产业，提升广东农业特色化、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水平，提高扶贫产业经济效益。 

（三）培养困难群众自身发展能力 

相对贫困地区人才流失问题严重，缺乏领导人才和管理人才，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思

想落后是制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因素。在今后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中，需做好人

力智力支持政策，支持应届大学生、退役军人、企业家到乡村创业就业，引导社会各界通过

投资、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事业，鼓励当地出台志愿者扎根当地的政策

措施。 

为了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归根结底需要调动困难群众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的积极性，

培养困难群众自身发展能力，激发当地内生动力。教育扶贫在扶贫工作中起着可持续性的作

用，只有通过教育改变困难群众的落后思想，激发困难群众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的积极性，才

能有效地、可持续地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为解决广东省长期

以来的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应构建粤东西北地区教育资助体系，精准资助建档立卡学生、

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确保困难群众不因贫困而在教育上掉队。不断改善相对贫困地区薄

弱学校办学条件，推进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严重约束了广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必须推进广东区域高质量协调发

展。其一，要推进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推动先进生产力向粤东西北地区转

移。粤东西北地区引进先进生产力后，还需促进引进项目与当地产业联动、协调发展，方可

激发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发展潜力，为粤东西北地区发展注入新活力。鼓励珠三角地区优质企

业将生产环节布局到粤东西北地区，形成紧密联动的产业分工体系，从而带动粤东西北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推进粤东西北地区发展水平向珠三角地区靠齐，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其

二，充分发挥粤东西北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充分借鉴发达地区经验，

最大限度地把各地区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因村施策，深入挖掘各地资源禀赋优势和发

展潜力，大力打造特色农业、创意农业、康养旅游等新型业态，全面打造生态建设发展新高

地。其三，推进人才对口帮扶计划，充分发挥珠三角地区人才辐射作用。珠三角地区是广东

省人才聚集的核心，由于粤东西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产业基础薄弱，使得当地不

仅吸纳不了人才还留不住当地人才，粤东西北地区陷入人才流失的困境。可通过实施人才对

口帮扶计划，鼓励珠三角地区人才以支教、项目合作等方式，为落后地区发展提供技术指导。

实施粤东西北地区人才知识技能提升工程，加大智力帮扶力度，促进创新人才向粤东西北地

区集聚。推进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到粤东西北地区合作办学和设立研发机构，建立珠三角高

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对口帮扶机制，支持共建协同创新平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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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untermeasures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Take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 2020, we achieved comprehensive succes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Guangdong province has formulated a poverty alleviation plan suitable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It has condensed Guangdong's strength for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and 

provided Guangdong's experience for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improve the poor rural environment, 

vigorously support industri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areas of weakness in basic social 

security, and provid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ss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limit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relatively poor areas, the low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eople in relatively poor areas are less able to develop. Therefore, 

we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mote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ultivate the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 of people in need,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