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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贫困这一始终困扰人类的顽疾，不仅需要各个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团结协作。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已顺利实现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中提出的“2015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要比1990年减少一半”的目标，

全球减贫效果可谓突出。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消除自身绝对贫困本身就是

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

界，不仅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也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知事识人，重在考核。充分发挥考核对干部的激励

鞭策作用，以高质量考核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

向，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力

和水平，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减贫的历程及探索

万方数据



人民论坛 / 2021 年 04 月中 5

警惕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储建国

基层微权力监管存在的问题与治理之道

                                                             ——余敏江

设立脱贫攻坚过渡期的政策指向和多重意蕴

                                                             ——黄承伟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当代构建

                                                             ——栾 林

42

46

49

53

热点述评   Highlights Review

秦汉基层小吏的选用与功能——王子今 110

读史札记   Notes of History

中国城市群跨域治理的经验、前景与路径

                                                             ——锁利铭

新时代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构想

                                                             ——孙久文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张兆安 

我国生物安全领域首部基本法的亮点与特征

                                                             ——秦天宝

乡村智库建设的困境与路径——黄牡丹

56

60

64

68

72

社会治理   Social Governance

党史党建   Party Building

共产党员如何准确理解和践行共产主义道德

                                                             ——徐 斌

74

青年关注   Youth Focus

社交隔间化现象的文化向度——操 慧

青年就业观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李 旺

青年亚文化的特征与价值审视——樊家军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价值——严 冬

86

89

92

95

文化纵横   Culture Dimensions

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吴根友

古风文化的特征及其未来发展——田 丰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守正创新之道——魏鹏举

当代俄罗斯新启蒙理念的发展——侯玮红

98

101

104

107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坚决反对分散主义

                                                             ——冯留建

新时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路径探索

                                                             ——张小平

78

82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