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娛澳門盃——第十三屆青少年國情知識競賽複習參考資料 

 

第一部分：全面脫貧部分 （70%） 

 

1、脫貧背景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持續向貧困宣戰。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努力，成

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使 7 億多農村貧困人口成功脫貧，為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

發展目標的國家。 

 

2、國家扶貧日 

2014年 8月 1日，國務院決定從 2014 年起，將每年 10月 17日設立為“扶貧日”，具

體活動由扶貧辦有關部門共同組織實施。設立“扶貧日”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於扶

貧開發構成的高度重視，也充分體現了對於貧困地區貧困群眾的格外關心，所以設立“扶貧

日”是繼續向貧困宣戰的一個重要的舉措，也是廣泛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一

項重要的制度安排。 

2014年 8月 29日，國務院扶貧辦召開會議，專題研究部署全國首次“扶貧日”系列活

動工作，聽取各地的意見建議。會議強調，全國扶貧系統要組織動員各有關方面，按照依法

合規、節儉務實、注重實效的原則，精心組織開展全國首次“扶貧日”活動，使之成為在國

內外有較高知名度、較大影響力和較強公信力的公益活動。 

 

3、國際消除貧困日 

國際消除貧困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亦稱國際滅

貧日或國際消貧日。是聯合國組織在 1992 年 12 月 22 日會議上通過 47/196 決議，由 1993

年起把每年 10月 17日定為國際滅貧日，用以喚起世界各國對因制裁、各種歧視與財富集中

化引致的全球貧富懸殊族群、國家與社會階層的注意、檢討與援助。提高全球的滅貧意識，

提醒所有人持續為 2015 年“1.靠每日不到 1 美元維生的人口比例減半 2.挨餓的人口比例

減半”這兩個目標而努力。每年聯合國為此紀念日訂立主題。 

2007年 10月 17日是聯合國確定的第 16個國際消除貧困日。聯合國將國際消除貧困日

的主題定為“貧困人群的人權和尊嚴”。 

國際消除貧困日的活動可以追溯到 1987年。當年 10月 17日，10萬多人聚集在《世界

人權宣言》的簽署地巴黎特羅卡德羅廣場，他們宣稱貧困是對人權的侵犯，並承諾將攜手保

護貧困人群的人權，1987 年後，每年的 10 月 17 日，人們都舉行相關活動，表達他們對貧

困人群的關注和聲援。1992年 12月 22日，第 47屆聯合國大會決定將每年的 10月 17日確

定為國際消除貧困日，以引起人們對貧困問題的重視，推動全球消除貧困工作。 

 

4、國際貧困問題 

貧困問題是 21世紀世界面臨的最嚴峻問題之一。2000年確立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提

出要在 2015 年之前將全球貧困水平降低一半。在各國和國際組織的努力下，全球消除貧困

工作取得進展，但依然任重道遠。根據聯合國 2008年 9月發佈的一份報告，1990年至 2005

年，世界極端貧困人口總數從 18 億減少到 14億，到 2015年可能會減少到 9億。但是，貧

困人口減少較多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亞，特別是中國，而其他地區的貧困人口減少幅度要低

得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和獨聯體國家，貧困人口人數不降反升。此外，國際社會消除



貧困的努力還正面臨諸如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和全球經濟滑坡等新的挑戰，前景不容樂觀。

鑒於 2008年是《世界人權宣言》通過 60周年，聯合國在國際消除貧困日的宣傳活動中再次

突出人權這一主題。聯合國指出，國際社會已經意識到，貧困是對人權的侵犯，推動和保護

人權有助於消除貧困。對人權的侵犯既是造成貧困的原因，也是貧困所帶來的後果。貧困人

群通常處於社會邊緣，身處窘境，自身權利往往難以得到保障。因此，聯合國呼籲人們遵照

《世界人權宣言》，尊重和保護貧困人群的人權，努力幫助他們得以擺脫。 

 

5、國際消除貧困年 

貧困問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聯合國發佈的有關數據顯示，全世界在

脫貧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但是各國在減少貧困人口、提高衛生條件等方面仍然任重道遠。

全球仍有 10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線以下，8.52億人處於饑餓狀態，每年約 500多萬兒童因

饑餓和營養不良而夭折。全世界有 6 億人生活在危害健康和生命的環境中，11 億人無法得

到安全飲用水，26億人缺乏基本的衛生條件。 

另外，世界各地區發展出現嚴重不平衡態勢。其中，亞洲在脫貧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

而非洲大陸面臨的貧窮、饑餓、疾病等問題依然嚴峻。全世界 49個最不發達國家中有 34個

國家位於非洲。自 1990 年以來，全球極端貧困人口的數量減少了 1.32 億，但非洲 撒哈拉

以南地區的極端貧困人口卻由 2.27億增加到 3.13億。 

1995年 3月，聯合國社會發展世界首腦會議確定 1996年為“國際消除貧困年”；同年

12月，聯大又將 1997年至 2006年確定為第一個“國際消除貧困十年”。 

 

6、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貧困是“無聲的危機”，不僅嚴重阻礙了貧窮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也是當前地區衝突、

恐怖主義蔓延和環境惡化等問題的重要根源之一。多年來，國際社會為消除貧困作出積極努

力。消除貧困一直也是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討論的重要議題。1990 年制訂的《聯合國第四個

十年國際發展戰略》、《聯大第十八屆特別會議宣言》和 1990 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屆最不發達

國家會議通過的《90 年代援助最不發達國家行動綱領》等文件都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持續

發展和消除貧困列為國際發展戰略的首要目標和國際合作的優先領域。 

2000年 9月，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一致通過了“千年發展目標”，承諾到 2015年之前

將世界極端貧困人口和饑餓人口減半。2005 年是推動千年目標實現的關鍵一年。聯合國希

望通過紀念國際消除貧困日，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採取切實措施將承諾化為現實，如期

實現千年目標。 

 

7、國家鄉村振興局 

國家鄉村振興局前身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是國務院直屬機構。據 2021

年 2月 16日出版的《求是》雜誌 2021年第 4期發表“中共國家鄉村振興局黨組”的署名文

章《人類減貧史上的偉大奇跡》，表明“國家鄉村振興局”已成立。  

2021年 2月 25日，國家鄉村振興局正式掛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鄉村振興局設有信

息中心、開發指導司、考核評估司、綜合司、政策法規司、規劃財務司等機構。 

在全面脫貧的五年過渡期，國家鄉村振興局的主要任務包括： 

一是防止返貧的長效機制，對處於貧困邊緣的弱勢群體和弱質地區，通過長效方式保障不返

貧。二是長效穩固的提升機制，保證脫貧成效持續穩定發展。這其中也包括防止“新入貧”

的情況，即防止前期非貧困戶在面對自然災害、突發疾病等意外情況時落入貧困陷阱。 

加強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扶，對有勞動能力的，堅持開發式幫扶方針；對沒有勞動

能力的，及時納入現有社會保障體系。繼續重點強化產業和就業幫扶。做好易地搬遷後續幫



扶。在西部地區的脫貧縣中確定一批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 

有序推進政策優化調整，推動工作體系平穩轉型。脫貧攻堅過程中，中央有關部門出臺

了 200多個政策文件和實施方案。接下來要在保持主要幫扶政策總體穩定基礎上，逐項推進

政策分類優化調整，做好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逐步實現平穩過渡。 

 

8、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1930 年 9月 7日－2021年 5 月 22日），男，江西德安人，生於北京。中國雜

交水稻育種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共和國勳章”獲得者。曾任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

究中心主任、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教授，中國農業大學

客座教授，聯合國糧農組織首席顧問，湖南省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1988年 1月至 2016年

1月，長期擔任湖南省政協副主席職務。2006年 4月當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根據他育種

的雜交水稻品種及研究，水稻單位產量由畝產 300公斤上升到 900公斤以上。他也被廣泛譽

為“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用雜交水稻，鏗鏘有力地回答了布朗的疑惑：雖然中國的耕地逐年減少，可是中

國糧食的總產量卻在逐年增加。21 世紀的中國人，完全可以養活自己。如果世界上雜交稻

面積增加 7500萬公頃，每公頃按增產 2000 公斤計算，能多養活四五億人口。 

2021年 5月 22日 13時 07分，袁隆平在長沙因多器官功能衰竭逝世，享年 91歲。 

 

9、國家級貧困縣 

國家級貧困縣，又稱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或國定貧困縣，是國家為幫助貧困地區設立的

一種標準。 

在全面脫貧之前，全國共有 832 個國家級貧困縣 （包括縣級行政單位，縣、區、旗、

縣級市、自治縣）。 國家為扶持貧困地區，設立國家級貧困縣標準，資格經國務院扶貧開發

領導小組辦公室認定，審批工作共進行過三次。少數民族自治地區有不同評定標準，稱民族

自治地方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 

 

10、全面脫貧 

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中國 7 億多人擺脫貧困。在 2020 年 11 月 22 日舉行的二十國集

團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第二階段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向世界重申了中國脫貧攻堅的這一重大

成果。 

2020年 11月 23日，中國 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  ，中國再無貧困縣，這

意味著，中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 

 

11、小康社會 

“小康社會”是由鄧小平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規劃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藍圖

時提出的戰略構想。1979年 12月 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根據我國經濟

發展的實際情況，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以及在 20 世紀末我國達到"小康社會"的構想。

他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

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

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總產值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

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這之後，他又多次提出了這一構想。黨的十二大正式引用了這一概念，並把它作為二

十世紀末的戰略目標。在"小康社會"人民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這是指在溫飽的基礎上，

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達到豐衣足食。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深入，“小康社會”的內涵和意義不斷地得到豐富和

發展。在 20 世紀末基本實現“小康”的情況下，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 

習近平說，從現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

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各項要求，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籌推進經濟建設、

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堅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

略，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准脫貧、污染

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習近平在新年賀詞中說，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12、三農政策 

所謂“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 

實際上，這是一個居住地域、從事行業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

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係到經濟發展，

關係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民族復興。 

農業問題，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

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常常聽到農民兄弟抱

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於低廉，根子在沒有遵循市場規律。產供銷形成一條龍是當前

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大有作為的一著好棋，黨和政府在創設“產―供―銷”鏈條的活動中起著

關鍵作用。農業產業化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基本上屬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沒有形成

規模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後，如何應對國外的集約型農業的挑戰？這將是中國作為一個農業

大國面臨的嚴峻問題。中國應在解放剩餘勞動力的同時，通過加快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勞動

生產率，迎接入世挑戰。 

農村問題，突出表現的一個問題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往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

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這種戶籍制度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是

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已經受到理論界的一致質疑。各

地興起的戶籍制度改革紛紛向這種不合理的制度“開刀”，希望能夠借此進一步解放農村剩

餘勞動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後，解放的剩餘勞動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

和疏導，形成的移民潮會給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驟需要控制，小

城鎮是消解城鄉二元對立、改革戶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隨著北京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正式出臺。全國 31 個省份均已

出臺各自的戶改方案，且全部取消農業戶口，標誌著在我國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城裡人”和

“鄉下人”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舞臺。 

 

13、中國貧困地區 

中國貧困地區主要集中在中國的中部地區、西部山區及西南、東北地區。包括甘肅地區，

雲南，貴州的局部山區。其特徵有：自然環境惡劣；資源缺乏，基礎設施薄弱；人口增長過

快，教育、衛生等基本社會服務水平太低；財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和基礎投入嚴重不足。

全國共有 585 個國家貧困縣（包括縣級行政單位區、旗、縣級市），各貧困縣都分佈在中西

部地區，其中西部省份占 375個。在所有省份中，貧困縣最多的是西藏自治區，其全境都屬

貧困縣，共有 73 個；其次是雲南，有 73個；第三是陝西和貴州，各有 50個。 

 



14、中國貧困地區的共同特徵 

  (1)自然條件惡劣。 

  (2)資源貧乏,基礎設施薄弱。 

  (3)人口增長過快,教育、衛生等基本社會服務水平太低。 

  (4)財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和基礎投入嚴重不足。 

 

15、中國貧困地區為什麼貧困？ 

  (1)農村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快,大大超過就業崗位的提供速度 

  (2)農業產品的需求彈性較低,農業內部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十分有限 

  (3)土地和資源有限,所能承載的勞動力 

  (4)農村人口分散導致第三產業不可能很發達,農村基礎設施較差導致第二產業發展受

限,這兩個方面使得農村非農就業崗位也很有限。 

 

16、中國貧困地區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1.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 

  2.制度因素,包括現行的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妨礙著我國農村剩餘勞動

力轉移。 

  3.農民貧窮更大程度地阻礙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順利轉移。 

  4.勞動力市場發育滯緩,中介組織發育程度低。 

  5.政府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服務不到位。 

 

17、中國貧困地區問題怎麼解決？ 

  1.加大對貧困地區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宣傳力度。 

  2.政府必須對貧困地區建立健全規範化的勞動力轉移就業組織體系。 

  3.加快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加對農村人力資本的投入是關鍵。 

  4.加大扶貧力度,使更多貧困人口擺脫貧困。 

5.在勞動力外出轉移的同時,也要加強當地農業產業的結構調整,使一些勞動力能夠就

地轉移。 

 

18、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倡導並組織實施的一項社會公益事業，其宗旨是

資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重返校園，建設希望小學，改善農村辦學條件。希望工程自 1989 年

10月實施以來，至 2004年 15年間累計接受海內外捐款 22億多元，資助 250多萬名貧困學

生上學讀書，援建希望小學 9508所，在每 100 所農村小學中，就有 2所是希望小學，培訓

希望小學和農村小學教師 2300 餘名。科技部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評估表明：希望工

程已經成為中國 20世紀 90年代社會參與最廣泛、最富影響的民間社會公益事業。 

希望工程在中國青基會及其授權的各級希望工程實施機構的努力推動下，得到了社會各

界、海內外團體、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支持和熱情參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實施成果和綜合效

益，贏得了黨和政府以及全社會的高度評價，已成為中國最具社會影響和享有崇高聲譽的民

間公益事業。 

希望工程的實施，改變了一大批失學兒童的命運，改善了貧困地區的辦學條件，喚起了

全社會的重教意識，促進了基礎教育的發展；弘揚了扶貧濟困、助人為樂的優良傳統，推動

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1990 年 9 月 5 日，鄧小平為“希望工程”題名。“希望工程”是團中央、中國青少年



發展基金會以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兒童為目的，於 1989 年發起的一項公益事業。這是一

項偉大的事業。1992 年 6 月 10 日和 10 月 6 日，鄧小平兩次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

向希望工程捐款 5000 元。 

 

19、希望小學 

希望小學是社會上一種公益活動，目的在於通過援助資金、物資等有意義的活動，幫助

落後省份、縣、市、鄉鎮等地方建校辦學，或對接貧困學生，或長期在教育教學方面全面幫

助提高，以此給一個地方帶來希望與夢想。 

    

20、貧困地區兒童 

貧困地區兒童是指我國中西部地區某些省份（如寧夏、甘肅、雲南、山西、河南、新疆、

廣西、河北、安徽、四川、貴州、青海、西藏等）由於社會、經濟等方面不發達，導致部分

兒童某些權益受不到保障，從而產生的弱勢群體。 

 

21、國家貧困地區兒童發展規劃 

2014年 12月 25 日，國務院辦公廳以國辦發〔2014〕67號印發《國家貧困地區兒童發

展規劃（2014—2020 年）》。該《規劃》分總體要求、主要任務、保障措施、組織實施 4 部

分。 

實施範圍是：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 680個縣從出生到義務教育階段結束的農村兒童。

總體目標是：到 2020 年，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兒童發展整體水平基本達到或接近全國平

均水平。主要任務是：新生兒出生健康；兒童營養改善；兒童醫療衛生保健；兒童教育保障；

特殊困難兒童教育和關愛。 

 

22、婦女扶貧減貧 

據國家貧困監測抽樣調查，2010 年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女性人口貧困發生率為

9.8%，比男性高 0.4 個百分點；女性勞動力中文盲占 15.7%，比男性高 10.2 個百分點；女

性勞動力接受職業技術培訓的比例、外出就業比例和收入狀況、社會參與程度等均明顯低於

男性。消除婦女貧困，不僅關係婦女自身的生存發展，而且關係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關係

億萬家庭的和諧幸福，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色和質量，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一環。 

 

23、新時代婦女扶貧減貧的中國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央黨的群團工作會議、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全

球婦女峰會、聯合國大會紀念北京世界婦女大會 25 周年高級別會議等一系列國內國際重要

場合的講話中，在同全國婦聯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就婦女扶貧減貧作出了系統闡釋和

全面部署。 

一是把婦女作為脫貧攻堅的重點對象，強調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城市困難群眾、進城務

工人員，農村留守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都是特別需要關愛的群體，全黨全社會都

要關心他們、幫助他們、愛護他們。 

二是將促進婦女發展作為中國特色減貧之路的重要經驗，指出“堅持政府主導，把扶貧

開發納入國家總體發展戰略，開展大規模專項扶貧行動，針對特定人群組織實施婦女兒童、

殘疾人、少數民族發展規劃”。 

三是把婦女作為脫貧攻堅的主體力量，強調打好精准脫貧攻堅戰是當前全黨全國的重要

任務，廣大婦女應該在其中激揚巾幗之志、凝聚巾幗之力、彰顯巾幗之美。 

四是明確婦聯組織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的職責任務，要求婦聯組織大有作為，抓實做實



“巾幗脫貧行動”，格外關心貧困婦女、殘疾婦女、留守婦女等困難婦女，為她們做好事、

解難事、辦實事。 

五是揭示消除貧困對於實現男女平等、促進全球婦女事業發展的深遠意義，呼籲各國關

心貧困婦女、老齡婦女、殘疾婦女等困難群體，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發展戰略，確保婦女平

等分享發展成果，推動廣大婦女參與經濟社會發展。 

 

24、澳門參與脫貧攻堅 

素有樂善好施、守望相助傳統美德的澳門同胞，積極參與內地扶貧開發和社會公益活動，

僅 2017年一年共向內地捐資折合人民幣 2.86億元。據不完全統計，澳門基金會、澳門紅十

字會、澳門霍英東基金會、其他愛國愛澳社團及其領袖骨幹等 70餘家機構或個人，2017年

共捐助 1.4444億元人民幣、7924萬元港幣、8846萬元澳門幣、1.5 萬美元，參與的扶貧活

動涉及範圍廣、資助領域寬、投入金額大，為貧困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澳

門社會各界還通過投資辦廠、發展特色產業、推進旅遊開發、開展就業培訓、建設安居房、

支持新農村建設等多種方式，對貧困地區進行幫扶。 

自 2018 年起，澳門與對口幫扶地區——貴州省從江縣，連續三年簽署共 27 項幫扶協

議，累計擬幫扶資金物資折合人民幣約 9,898萬元，已到位資金物資 7,956萬元；澳門社會

各界累計捐贈資金物資約 1,649萬元。兩者合計超過人民幣一億 1,547 萬元。澳門幫扶項目

包括教育扶貧、健康扶貧、改善人居環境、加快產業發展、推廣文化旅遊等。 

據從江縣領導介紹，截至今年 10月底，全縣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戶共 13萬 8,875人已全

部脫貧，207個貧困村全部出列，貧困發生率下降至零。 

 

25、脱贫攻坚战 

2015年 11月 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 。11月

27日至 28日，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

國共產黨的重要使命 。11月 29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發佈 。

2019年 3月 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發佈的 2019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打好精

准脫貧攻堅戰 。10月，國家脫貧攻堅普查領導小組成立 。 

2020 年 5 月 22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發佈的 2020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2020年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努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 。

7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開展 2020年脫貧攻堅督查工作。11月 23日，貴州省宣佈所

有貧困縣摘帽出列，至此，中國 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 。截至 2020年底，1800

餘人犧牲在脫貧攻堅一線。  

2021年 2月 21日，中央一號文件正式出爐，主題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

現代化”；2 月 25 日，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在京隆重舉行，習近平莊嚴宣告：我國

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 ；3 月 9 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致函習近平祝賀中國脫貧

攻堅取得重大歷史性成就 ；4 月 6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

皮書 。 

 

第二部分：百年建黨部分（30%） 

1、 中共一大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一大；於 1921年 7月 23日至 8月初在上海

法租界望志路 106 號（現興業路 76 號）和浙江嘉興召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

也出席了大會。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 



1941年 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廿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這是

全黨第一次大規模地紀念黨的生日，也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規定“七一”是黨的誕生紀念日。

此後，在 7月 1日紀念建黨就一直延續了下來。 

 

2、 南湖紅船 

1921 年 7 月底，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上海轉移到嘉興南湖一艘畫舫上繼

續舉行並閉幕，莊嚴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艘畫舫因而獲得了一個永載中國革命史冊

的名字——紅船，成為中國革命源頭的象徵。 

 

3、南昌起義 

八一南昌起義，又稱南昌起義或者八一起義，指在 1927年 8月 1日中共聯合國民黨左

派，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創建革

命軍隊的序幕。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領導部分國民革命軍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的武裝起義。

起義由周恩來、賀龍、李立三、葉挺、朱德、劉伯承、譚平山領導。1933年 7月 11日，中

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6月 30日的建議，決定 8月 1日為

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從此，8月 1日成為中國工農紅軍和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

軍節。 

 

4. 秋收起義 

秋收起義是毛澤東在湖南東部和江西西部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即紅軍）舉行的一次武裝

起義。1927年 9 月 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按預定計劃爆發。9月 19日，秋收起義部隊在

文家市會師，毛澤東主持前委會議，初步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秋收起義是繼南

昌起義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裝起義，是中共黨史軍史上的三大起義之一。

中國人民革命史開始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5、井岡山會師 

井岡山會師是指 1928 年 4月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陳毅領導的部分南昌

起義部隊在井岡山的勝利會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的重要歷史事件。井岡山會師後

根據中共湘南特委決定，兩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壯大了井岡山的革命武裝力量，對

鞏固擴大全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推動全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6、古田會議 

古田會議，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

村召開的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因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

田村召開，史稱“古田會議”。這次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

的意義。會議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書記。 

 

7、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4年 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

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中央紅軍共進行了 380餘次戰鬥，攻佔 700多座縣城，

紅軍犧牲了營以上幹部多達 430 餘人，平均年齡不到 30 歲，共擊潰國民黨軍數百個團，期



間共經過 14個省，翻越 18 座大山，跨過 24 條大河，走過荒草地，翻過雪山，行程約二萬

五千里，紅一方面軍於 1935年 10月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1936年 10月，紅二、

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標誌著萬裡長征的勝

利結束。 

 

8、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指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

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

況下，為了糾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 這次

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

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也稱開國大典，是指 1949年 10月 1日 15：00在北

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舉行的儀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標誌。中國

結束了一百多年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 

    1949年 10月 1日下午 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

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澤東親手按動電鈕，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

安門廣場上冉冉升起。與此同時，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共 54

個單位的 54門禮炮齊鳴 28響。 

升旗之後，毛澤東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緊接著舉行了規模浩

大的閱兵式和群眾遊行。慶祝活動到當天晚上 9點多鐘結束。 

 

10、第一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簡稱“一五”計劃(1953—1957)，是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由周恩

來、陳雲同志主持制定的，1955年 7月經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審議通過。至 1957年，“一

五”計劃超額完成了規定的任務，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並為我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初

步基礎。 

第一個五年計劃所確定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 156個

建設項目為中心、由 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

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建立對農業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

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以建立對私營工

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 

 

11、改革開放 

1978 年 5 月 11 日改革開放，是 1978 年 12 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實行的對內改

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的對內改革先從農村開始，1978年 11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

實行“分田到戶，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包乾），拉開了中國對內改革的大

幕。在城市，國營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得到了明顯改善。 

1979年 7月 15日，中央正式批准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

活措施，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腳步，對外開放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的強國之



路，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改革開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2 年南

方談話發佈中國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92年 10月召

開的黨的十四大宣佈新時期最鮮明特點是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進入新的改革時期。2013 年

中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深化改革開放需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中共十一屆三

中全會以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方針、總政策，是強國之路，是黨和國家發展進步

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對內改革，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自覺地調整和改革生

產關係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不相適應的方面和環節，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各

項事業的全面進步，更好地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開放，即對外開放，是加快我國

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選擇，符合當今時代的特徵和世界發展的大勢，是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

本國策。 

 

12.祖國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基本方針。改革開放以來，

為促進臺灣問題的解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鄧小平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從中華

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發展戰略全域出發，在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思想

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為推進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歷史性貢

獻。 

“一國兩制”的構想首先是針對臺灣問題提出來的，是黨中央經過長期醞釀，認識逐

步深化的結果。早在１９５５年，黨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設想，接著又提出準

備同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合作，並為此做了大量工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為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提供

了有利條件。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國政府就中美建交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闡述了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台政策：臺灣是我國的神聖領土。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包括臺灣同

胞和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我們希望臺灣同胞

和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一起為祖國統一大業繼續作出貢獻。這是黨和政府第

一次在正式公開場合沒有使用“解放臺灣”的提法，反映了中國政府的對台政策將作出重大

調整。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佈了尊重臺灣現狀，

爭取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方針，並建議兩岸實行通航、通郵、通商，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

觸，進行交流。１９８１年８月２６日，鄧小平在會見臺灣、香港知名人士時進一步指出：

“我們要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種情況下被

迫使用武力。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現狀也可以不變。它作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一個省，一個區，還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這是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

最初構想。９月３０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就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問題

提出九條方針政策。其中包括：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國家實現統

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並可保留軍隊

等等。這些都表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已經形成。 



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１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說：“九條方針是

以葉劍英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他第一次明確提出

“一國兩制”的概念，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指明了正確道路。 

 

13. 港澳回歸 

“一國兩制”的構想首先被成功地運用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香港和澳門問題是殖

民主義國家侵略中國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中國人民一直強烈地期盼能收回這兩塊領土。黨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成功實現了香港、澳門的回歸。１

９８２年９月２４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明確闡述了中國政府對香港問

題的基本立場。隨後，經過兩年的正式談判，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日，雙方簽署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宣佈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將在當日把香港交

還中國。隨後，經過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等一系列工作，香港回

歸的各項準備陸續完成。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香港升起，中國

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在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澳門回歸的問題也提上日程。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

經過談判，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３日，中葡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

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對

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此後，經過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等一系列工

作，澳門回歸的各項準備順利完成。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

澳門升起，中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和澳門的回歸，開創了港澳兩地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的新紀元，是中國人民為世

界和平進步事業作出的新貢獻。 

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方針，順應了時代潮流和歷史趨勢，把握了民族根本利益和

國家核心利益，體現了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尊重人民願望的精神，不僅使香港、澳門回歸

祖國順利實現，而且推動了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與祖國統一大業的歷史進程。 

 

14、中國夢 

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重要指

導思想和重要執政理念，正式提出於 2012 年 11 月 29 日。習總書記把“中國夢”定義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並且表示這個夢“一定能

實現”。“中國夢”的核心目標也可以概括為“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也就是：到 2021 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和 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0周年時，逐步並最終順利實現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體表現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途徑是走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弘揚民族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實施手

段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建設。 

 

15、建黨百年四大歷史時期 

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可以劃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從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建立至

1949年 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 1949 年 10月至 1978年 12



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從 1978年 12月至 2012年 11月

黨的十八大召開，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從 2012 年 11月至今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這四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完成和推進了四件大事。四件大事鑄就

了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 

2021 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中國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即將開啟。世界更多將目光投向中國，聚焦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為

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