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的历史也是我国教

育扶贫发展的历史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30 年袁
教育水平相当落后袁发展教育就是举全国之力扶贫

教育遥 改革开放后进入新时期袁教育扶贫作为一种

扶贫方式袁在贫困地区广泛实施遥进入新时代袁随着

野精准扶贫冶的提出袁教育精准扶贫成为扶贫的根本

之策遥扶贫教育尧教育扶贫尧教育精准扶贫构成了中

国 70 年教育扶贫的历史演进遥 70 年教育扶贫可以

概括为普及教育尧教育均衡尧教育公平的历史飞跃遥
70 年教育扶贫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院 举国扶贫教

育尧教育扶贫促教育均衡尧教育精准扶贫实现高质

量脱贫袁以政策的递变和扶贫方式的演变反映教育

扶贫在国家反贫困道路上的角色变迁遥教育扶贫的

减贫特征非常明显院新中国扶贫教育为部分贫困人

口野先富起来冶提供了智力支撑袁新时期教育扶贫极

大降低了贫困发生率袁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实现了

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脱贫遥 70 年教育

扶贫的成就举世瞩目袁在文盲大国尧教育大国尧教育

强国的历史性跨跃中袁教育扶贫的发展历程无疑是

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冶的生动诠

释遥

一尧我国教育扶贫 70年发展历程

野教育扶贫冶的概念最早由民盟中央的吴春选

先生提出袁他认为野教育扶贫是扶贫工作的根本途

径冶[1]遥 教育扶贫的目的不仅是提升科学文化素质袁
而且是提升人的全面发展能力袁进而提升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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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教育扶贫具有公平性和益贫性遥中国 70 年教育扶贫先后经历了新中国扶贫教育尧新时期教育

扶贫和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的历史演变过程遥 教育扶贫追求教育公平性袁可概括为普及教育尧教育均衡尧
教育公平的历史飞跃遥 教育扶贫体现益贫性的历史递进特征袁它是通过教育扶贫发展教育和通过扶贫教

育实现脱贫的历史统一遥 具体而言袁就是新中国扶贫教育为部分贫困人口野先富起来冶提供了智力支撑袁新
时期教育扶贫极大降低了贫困发生率袁 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实现了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脱

贫遥 中国教育扶贫成功的经验是院以制度安排明确教育扶贫重点袁精准施策提升扶贫质量袁与多元扶贫协

同推进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为着力点袁注重典型示范推广遥 中国未来教育扶贫将呈现野四个转

变冶袁即从脱贫阶段的教育扶贫向小康阶段的教育扶贫转变袁从经济功能向本体功能转变袁从完善体系向

推进治理转变袁从传统教育扶贫向现代教育扶贫转变遥
关键词院中国 70 年曰教育扶贫曰扶贫教育曰精准扶贫曰教育公平曰教育益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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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整体素质袁最终目标是彻底解决贫困[2][3]遥教育

扶贫既是一种扶贫方式袁也是一种依靠教育脱贫的

方式遥在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与贫困地区教育扶贫两

者是有区别的袁贫困地区发展教育是通过资源供给

实现区域间尧城乡间的教育公平袁具有公平性曰教育

扶贫不仅要达到教育公平的目的袁还要实现依靠教

育脱贫的目标袁 其本质属性是兼顾公平性与益贫

性袁公平性是前提袁益贫性是目标遥 进一步讲袁在贫

困地区发展教育只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袁不能实现

教育脱贫目标袁必须有更加优先尧更加倾斜和更加

优惠的政策和更多的资源投入才能达到教育脱贫

目标[4]遥 因而袁在回顾我国教育扶贫的发展历程中袁
既要看到通过教育扶贫发展教育的一面袁也要看到

通过扶贫教育实现脱贫的一面遥
我国 70 年教育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袁

为我国实现 2020 年全面脱贫攻坚任务提供了持续

的智力支持袁为世界贫困地区通过教育扶贫实现减

贫目标贡献了中国方案袁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教

育扶贫道路遥 回顾中国教育扶贫的发展历程袁教育

扶贫先后经历了新中国扶贫教育阶段尧新时期教育

扶贫阶段和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阶段三个阶段遥

渊一冤新中国扶贫教育渊1949~1978年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袁广大农村地区基本

没有学校袁 占全国人口 90%的农民绝大部分处于

文盲半文盲状态遥 在如此落后的条件下发展教育袁
必须打破原有的教育体制袁激发中国农村教育的突

变遥 毛泽东当时提出野两条腿走路冶的农村教育方

针袁发挥新中国的制度优势袁举全国之力袁以野普及

工农教育冶为目标袁采取更加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和

举措袁 实行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并举袁野多快好省冶
地发展农村教育遥

教育结构须适应国民经济结构袁这种观点体现

在各阶段的教育指导方针上遥 毛泽东在叶论人民民

主专政曳中就说院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遥 农民的

经济是分散的袁根据苏联的经验袁需要很长的时间

和细心的工作袁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遥 冶[5]重视农民

教育袁将农民教育水平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的观

念贯穿于我国教育扶贫的发展历程遥 1949 年第一

届全国政协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叶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曳提出了野有计划有步骤地

实行普及教育冶遥 1951 年 8 月教育部举行了第一次

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袁在会上首次提出了

野普及小学教育冶遥普及小学教育成为新中国成立之

初教育工作的重点遥 为了快速实现此目标袁全社会

把办好农村教育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袁各级政府调动

广大农民积极性袁发动群众袁采用革命式尧运动式的

模式袁用革命的精神打破旧式教育体系袁快速建立

新型教育体制遥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袁我国学龄儿童

入学率从 1949 年的 20%迅速增加到 1956 年的

62.6%袁农村小学教育实现了很大的跨越遥
新中国刚成立的 30 年袁扫盲和解决学龄儿童

入学是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教育的主线遥 这条主线

的具体内容是院渊1冤 大力扫盲遥 编制 叶扫盲识字手

册曳袁开办各类扫盲班尧识字班和夜校袁接受最基础

的识字培训袁许多农村劳动力因此摘掉野文盲冶的帽

子遥渊2冤增加办学规模遥通过国家办学和农村集体办

学相结合模式袁形成野村村有小学尧公社有初中冶的
农村办学模式袁实现人人有学上的目标遥 大部分乡

村小学校舍由社员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建设袁教
学设备尧教师工资由上级拨付和集体共同承担遥渊3冤
增加教师数量尧增加师范学校尧增加招生数量遥 同

时袁民办教师的出现为农村扫盲和基础教育做出了

巨大贡献袁可以说民办教师是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

教育扶贫的特殊产物遥 渊4冤教育改革遥 开展野教育革

命冶袁 加强教育改革袁 提倡依靠各地自身力量办教

育遥 以1958 年党中央尧国务院叶关于教育工作的指

示曳为指针袁将生产劳动教育纳入课程袁学校办工厂

和农场袁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袁以此尽量解决

办学经费矛盾曰部分农村中学学生伙食费渊粮票尧肉
票冤全部由上级拨付或学校自筹解决袁不由学生家

庭承担曰国家办学与厂矿尧企业尧农业合作社办学并

举袁形成全日制学校尧半工半读学校尧业余学校三类

学校并存的格局遥
野文革冶十年使普及教育受到严重挫折遥 在野教

育革命冶和普及教育政策的推动下袁形成野村办小

学尧队办中学尧公社办高中冶的格局袁农村办学规模

大幅度增加遥但是袁由此带来的矛盾也较多袁缩短学

制尧压缩课程尧停课劳动等现象较为普遍袁严重影响

教学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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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至 1978 年的 30 年间袁扶贫教育的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遥 小学在校生人数从 1949 年的

2 439.1 万增加到 1978 年的 1.46 亿袁学龄儿童入学

率 渊主体是农村学生冤 从 1949 年的 20%增加到

1978 年的 94%曰 初中在校生人数从 1949 年的 95
万增加到 1978 年的 4 995 万袁毛入学率从 1949 年

的 3.1%增加到 1978 年的 66.4%[6]渊P3冤遥 我国农村办

学机构数量尧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尧学龄儿童入学率尧
初中毛入学率实现了大跨越袁普及教育取得显著成

效袁为农村贫困地区人口通过教育实现脱贫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袁为农村改革开放后部分贫困人口野先
富起来冶提供了智力支撑遥

渊二冤新时期教育扶贫渊1979~2012年冤
野文革冶结束后袁邓小平多次强调野贫穷不是社

会主义冶野建设社会主义袁 首先必须摆脱贫困冶遥 由

此袁我国在贫困地区有计划有目的开展的扶贫工作

正式拉开序幕遥 新时期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改革开放亟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遥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袁教育是基础遥 1978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十

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袁 标志着我国教育进入新时

期遥优先发展教育是扶贫工作的基本方略遥新时期袁
教育扶贫成为扶贫的重要方式遥纵观新时期教育扶

贫的历程袁其显著特征是以保障贫困地区子女的受

教育权为基础袁以追求教育均衡为目标袁保障贫困

地区子女野有学上冶和野上好学冶袁体现教育公平正义

的起点和过程遥 客观上袁贫困地区子女受教育权得

以保障后袁农村贫困地区大中专学生数量的不断增

加袁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家庭子女野跳出农门冶袁教
育扶贫成为无数家庭脱贫的捷径遥

1.野有学上冶要要要保障受教育权

公民的受教育权就个体而言袁 通俗地说是指

野有学上冶的权利袁从国家层面理解则是指为公民受

教育创造必要机会和物质条件袁 如提供教育设施尧
培养师资等遥 改革开放之初袁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

设需要袁 普及初等教育是当时教育面临的首要问

题袁其中袁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又是重中之重遥在全面

恢复农村教学秩序后袁 各地重点抓好了 3 项工作袁
即恢复农村扫盲工作尧普及小学教育和初级中学改

革和发展职业教育遥 1986 年叶义务教育法曳颁布袁标

志着我国政府教育扶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

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渊简称野普九冶冤为工作主线遥
新时期袁我国为保障野普九冶顺利实施和保障贫困地

区家庭子女受教育权袁构建了包括扫盲尧学龄前教

育尧全日制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尧职业教育尧特种教

育尧电视广播尧函授教育的完善教育体系遥
扫盲工作取得历史性成绩袁贫困人口可持续发

展能力增强遥 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形式袁动员全社

会力量参与扫盲工作遥根据建国以来我国各地扫盲

工作积累的经验和做法袁1988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

了叶扫除文盲工作条例曳袁在扫盲标准尧扫盲方法尧师
资尧保障尧考核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要求遥各地也制定

了符合实际的扫盲工作条例遥 通过开展上下联动尧
全员参与的扫盲行动袁我国扫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

就遥 据统计袁2006 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口文盲率仅

9.5%[7]袁2012 年全国共扫除文盲 58.57 万人袁比上年

减少 23.24 万人曰 另有 68.90 万人正在参加扫盲学

习袁比上年减少 5.98 万人[8]袁文盲人数逐年减少袁我
国彻底摘除了野文盲大国冶的帽子遥 我国贫困人口

的基本脱盲袁 极大改善了贫困地区人口的生存环

境袁提高了生活质量袁使他们能掌握现代社会所必

需的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技能袁 增强了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遥
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袁贫困发生率下降明显遥 义

务教育的普及率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

指标袁也是保障教育公平的最基础指标遥 普及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是教育扶贫工作的重点遥 1978 年袁我
国小学在校生 14 624 万人袁毛入学率 94%曰初中在

校生 4 995 万人袁毛入学率 64.4%[6]渊P4冤遥 教育扶贫

为实现贫困地区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遥渊1冤政策设计和法律保障遥我国为

保障普及义务教育袁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遥
1980 年底出台 叶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

定曳 要求 20 世纪 80 年代全面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曰
1985 年又颁布 叶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

定曳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袁对约占全国

人口 1/4 的经济落后地区教育的发展袁 国家尽力给

予支援遥 叶义务教育法曳和叶教师法曳的颁布袁以法律

的形式保证了义务教育的普及遥 2000 年之后袁国家

就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先后出台了叶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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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曳渊2003 年冤尧叶关于进一步

加强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曳渊2008 年冤等文

件袁巩固了义务教育的成果遥 渊2冤财政支持遥 政府从

1985 年就明确 野两个增长冶袁1993 年增加为 野三增

长冶袁即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

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冶野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

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冶野保证中小学教师渊包括民办

教师冤工作和生均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冶遥 教育经

费的足额投入保证了野校校无危房尧班班有教室尧人
人有课桌冶的野一无两有冶的办学条件遥 同时袁政府还

多渠道筹措资金袁保证义务教育经费袁如征收教育

附加费尧兴办校办农场尧校办企业等遥 在叶中国教育

和改革发展纲要曳渊1993年冤中又进一步强调保障财

政支持野继续改善办学条件袁逐步实现标准化冶遥 为

了确保义务教育质量袁 对西部贫困地区实施 野耶两
基爷攻坚计划冶袁在教师待遇尧助学金尧教材尧教学设

施等方面给予财政支持遥 1995~2005 年袁国家多部

委联合组织分两期实施了野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工程冶袁 实行中央财政投入和地方财政配套的形式

加大投入遥 2005 年袁国务院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

共财政保障范围遥 2006 年开始袁 逐步免除学杂费袁
2007 年实施野两免一补冶遥 2009 年中央又出台农村

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基准定额遥 渊3冤改革义务教育体

制遥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是随着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而进行遥 义务教育普及的艰巨任务

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野三级所有尧队为基础冶
的农村办学模式袁形成了野地方负责尧分级管理冶的
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遥 事实上由于贫困地区县级财

政的紧张袁 以教育经费来源为支撑的义务教育体

制基本上以乡镇为主遥 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农民的负担袁 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乡村教育危

机遥 1987 年开始袁国家及时调整政策袁开展农村教

育综合改革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遥 2000 年开始袁国
家取消了约占农村教育投入总量 1/3 的农村教育

集资和农村教育附加遥 2003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次召开农村教育工作会议袁会上通过的叶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曳袁在农村全

面实施野农村教学改革袁办学体制改革袁中小学人

事制度改革袁耶农科教结合爷和耶三教统筹爷的综合

改革冶袁这些改革举措为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遥 渊4冤强化评估和表彰遥 我国政府始终

把义务教育的普及情况作为贫困地区是否脱贫的

重要指标遥 原国家教委于 1994 年出台了叶普及义

务教育评估验收暂行办法曳袁该办法对各地普及义

务教育评估验收的范围尧目的尧项目尧要求尧程序尧
表彰尧处罚等进行了规定袁通过由省级政府组织的

评估验收袁分批向社会公布达标的县遥 此外袁全社

会营造了全民参与普及义务教育的氛围袁 尊师重

教的传统在广大贫困地区得以发扬光大遥 通过野优
秀教师冶野模范教师冶野优秀教育工作者冶 等系列荣

誉袁 表彰为普及义务教育做出贡献的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遥 根据 叶201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曳数据袁我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8.2 万所袁
在校生 14 458.96 万人曰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1.8%袁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 99.85%袁初中

阶段毛入学率 102.1%[8]袁普及教育和教育机会均等

得到了实质性保障遥 2000 年我国全面实现九年义

务教育袁2007 年各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

免除学杂费袁免费教科书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遥 具有

中国特色的教育扶贫道路助推了我国义务教育普

及目标的历史跨越袁 迅速提升了国民平均受教育

年限袁 走过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普及义务教育

的百年历程袁极大推进了世界教育发展进程遥 通过

教育扶贫脱贫的成效显著袁 贫困发生率随文化程

度的提高下降趋势明显遥 根据叶中国农村贫困监测

报告 2000曳数据袁在 1999 年的贫困标准下袁小学及

以下文化程度贫困发生率为 48.8%袁高中及以上贫

困发生率为 25.7%袁在家庭收入超过 1 000 元的劳

动力同层次文化程度的分布中袁小学及以下渊文盲

半文盲尧初小尧高小冤占比 48.9~69.6%袁高中及以上

占比 78.6~82.5%[9]遥 2010 年袁按照五等份分组方法袁
农村贫困地区 20%低收入户中袁 小学及以下占比

46%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仅 9.6%[10]遥
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完善袁实现野人人受教育袁人

人有技能袁人人能致富冶的目标遥 改革开放之初袁教
育部尧国家劳动总局颁布了叶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

革的报告曳袁 鼓励和支持部分乡镇高中转变为职业

学校遥 以此为起点袁国家在师资尧经费补助尧就业等

方面加大投入袁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村职业教

育体系袁农村职业教育迎来了快速发展期遥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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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叶职业教育法曳明确野国家采取措施袁发展农

村职业教育袁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尧边远贫困地区职

业教育的发展冶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

善袁2005 年国务院出台叶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

决定曳袁提出职业教育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袁农
村职业教育重新走回野工学结合冶模式遥通过实施国

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袁 促进农民脱贫致富袁
推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合理有序转移并稳定就业遥
此外袁还加强了农村贫困地区的成人教育和远程教

育遥 2006 年起袁国务院扶贫办面向贫困地区实施的

野雨露计划冶袁将成人教育纳入教育扶贫计划遥 我国

创立和完善的国家尧省尧市尧县四级广播电视大学

渊开放大学冤 办学模式和经历从蓬勃兴起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的远程教育袁满足了贫困地区劳动力接受

继续再教育的需求遥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

示袁2006 年农村职业学校数量为 5631 所袁 在校生

497.3 万名袁10.8%的乡镇有职业技术学校遥 充足的

职业学校规模保障了农村劳动力渴求学习技能实

现致富之路的期盼遥
2.野上好学冶要要要均衡教育资源

教育问题既是国计问题袁也是民生问题遥 保障

贫困地区孩子受教育权袁野有学上冶是教育扶贫保障

公平正义的起点曰 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袁野上好

学冶是教育扶贫保障公平正义的过程遥 教育扶贫在

均衡教育资源方面采取了以下途径遥
第一袁推行基础教育的标准化建设遥从 1993 年

提出义务教育要逐步实施野标准化冶以来袁国家在财

政拨款尧学校建设尧师资等方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倾

斜袁在县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基础上袁逐步建立

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遥高中阶段实施优质

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

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袁解决城乡差距遥 基础教育的

标准化建设推进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布局遥
第二袁发挥职业教育脱贫致富的短期效益遥 我

国职业教育的体制是野工学结合尧校企合作尧顶岗实

习冶的模式袁这是我国职业学校毕业生高就业率的

根本原因遥 由于职业教育紧贴产业需求尧校企深度

融合尧就业率高尧工资待遇可观袁职业教育受到贫困

地区家庭的青睐遥 目前袁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

职业教育分别占据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半壁江

山袁为贫困家庭子女就学尧掌握一技之长提供了足

够的教育资源遥
第三袁改革高考招生制度遥 高考政策向贫困地

区倾斜袁增加贫困地区家庭子女进入优质学校就读

比例袁是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正义的直接体现遥 1989
年我国开始实施野定向生冶和野委培生冶制度遥制度设

定初衷就是为了帮助边远地区尧少数民族地区和工

作环境比较艰苦的行业培养人才遥通过这种形式既

增加了贫困地区考生录取比例袁也为贫困地区培养

了急需的教育尧医疗尧科技等人才遥 1999 年开始实

施野大扩招冶以来袁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

上袁广大贫困地区家庭得到了极大实惠袁野寒门难出

贵子冶野一村难出一名大学生冶 的状况一去不复返袁
贫困地区家庭子女上大学的绝对数量出现了跨越

性增长遥 2012 年上半年袁国家开始实施农村野国家

专项冶计划袁通过单列计划袁采用野国家专项计划冶
野高校专项计划冶和野地方专项计划冶等形式对集中

连片特殊困难县尧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以及新疆

南疆四地州以及其他农村贫困地区考生实施单独

招生袁社会效益初步显现遥
第四袁加大资困助学力度遥野不让一个学生因家

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冶是我国政府的庄严承诺遥 我国

长期实行的助学金制度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解

决了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问题遥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

实施高校野双轨冶和野并轨冶招生之后袁人人享有的助

学金制度逐步取消遥之后袁国家先后出台了奖学金尧
助学金制度和助学贷款制度袁通过设立勤工助学岗

位尧绿色通道等形式袁解决了贫困家庭子女入学的

后顾之忧遥 国家还鼓励社会团体尧企业和个人捐资

助学遥野希望工程冶尧野思源学校冶尧野美丽中国冶等社会

助学形式已经成为我国资困助学体系的重要补充遥
这为经济贫困学子就学尧营造全社会捐资助学氛围

做出了重要贡献遥 此外袁国家还加大对农村贫困地

区学前教育的支持力度遥国家成立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管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学生

资困助学工作遥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袁我国已经形成

了完善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袁从根本上解

决了学子因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学的问题遥
第五袁实施对口支援和支教遥 对口支援是我国

特有的帮扶贫困地区发展教育的重要成功经验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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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对口支援采用的形式多样遥比如基础教育的省际

帮扶主要在校舍建设尧师资支持上给予援助袁甚至

有的贫困地区中小学从校舍尧师资尧设施全部由东

部发达省份承担遥又比如高校对口帮扶遥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袁 教育发达地区高校就开始了对口援藏尧
援疆尧援青等针对民族地区高校的行动遥 2001 年开

始实施野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冶袁由北

京大学尧 清华大学等 13 所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

校袁之后发展到所有部属高校参加对口支援工作遥
对口支援大大提升了西部高校的学科实力袁优化了

师资结构袁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尧科研水平和服务

地方的能力遥 此外袁通过团中央等官方机构和社会

团体开展了大学生支教行动遥支教成为贫困地区教

育扶贫的一道亮丽风景遥
新时期教育扶贫为中国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袁

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978 年 97.5%降至 2012
年的 10.2%[11]袁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遥教
育扶贫是野我国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冶的助推器遥
美国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起点公平正义和教育资

源相对均衡的过程公平正义经历了漫长的 100 多

年袁回顾我国新时期追求贫困地区野普九冶和均衡教

育资源之路袁 在短短 30 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保证

教育起点和过程公平正义历程袁从根本上解决了贫

困地区学子野有学上冶问题袁基本满足了贫困家庭子

女野上好学冶的愿望遥

渊三冤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渊2013年至今冤
新时代袁我国已到了脱贫攻坚阶段袁我国政府

向全世界承诺野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冶遥 2013 年习近平提出野精
准扶贫冶重要论述袁野推进精准扶贫冶写入我国野十三

五冶规划袁精准扶贫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要特

征遥 随着人们对野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传递的根本

之策冶 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教育对收入水平的贡献

度越来越大袁贫困家庭已经不满足于接受满意的教

育袁野家家有希望冶袁通过发展教育尽快脱贫致富和

实现社会合理流动已经成为贫困家庭的教育诉求遥
进入新时代袁教育扶贫不仅仅是保障以普及义务教

育尧 提高各教育阶段升学率为标志的形式公平正

义袁其目标开始转向实现教育扶贫效益的结果公平

正义遥新时代教育精准扶贫的显著特征就在于追求

结果公平正义袁即通过教育精准扶贫袁提升教育扶

贫的效率和效益袁把教育扶贫的效果展现于增加贫

困家庭财富尧收入和可持续发展这个根本上遥为此袁
教育扶贫改变了原有的野漫灌式冶扶贫模式袁在对象

精准尧政策精准尧模式精准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的野滴
灌式冶教育精准扶贫袁实现差异化扶贫袁满足不同家

庭的需求袁实现高质量的脱贫遥
1.对象精准

2013 年袁 我国有 8 249 万贫困人口尚未脱贫遥
新时代的教育扶贫聚焦深度贫困袁聚焦重点区域和

重点人群遥 2013 年由教育部等 7 部委颁布的叶关于

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曳中袁明确教育扶贫的重

点范围是 11 个连片特困扶贫攻坚地区和已明确实

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尧四省藏区尧新疆南疆三地州遥在
2016 年颁布的叶教育脱贫攻坚野十三五冶规划曳中袁
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县作为教育扶贫重点遥 此外袁教育扶贫对象的精准

识别还要充分考虑是否为野可扶之人冶袁精准识别能

受教育能力的人遥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是提高教

育扶贫质量的前提遥为了准确识别贫困家庭和贫困

人口袁做好精准扶贫前期工作袁我国在全国范围全

面实施建档立卡遥建档立卡制度是我国精准扶贫的

基础性工程遥 各省区市结合本地实际袁按本省标准

开展贫困户识别工作袁纳入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

统一管理遥建档立卡的贫困生可享受各类教育资助

金尧学费尧书费尧营养改善计划资金尧寄宿生生活补

助尧国家助学金尧国家助学贷款等补贴或政策优惠遥
2.政策精准

新时代是教育扶贫政策出台最多的时期遥这些

政策与以往的政策相比袁呈现出精准化特征遥 教育

扶贫政策的精准化是教育部门全面落实精准扶贫尧
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体现遥 主要表现在院其一是政

策体系更加完善尧覆盖全面遥据不完全统计袁从教育

部尧国家扶贫办等官网中搜集到在此期间出台的各

类教育扶贫政策文件超过 20 个遥 这些政策涵盖了

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阶段袁内容包含了宏观

政策规划尧基本办学条件改善尧儿童发展尧乡村教育

支持尧学前教育尧营养改善计划尧高校定点扶贫尧助
学贷款尧职业教育尧特殊教育尧高中教育普及尧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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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高等教育振兴等袁包罗万象遥 其二是政策更加具

体遥政策文件以野实施方案冶野行动计划冶野若干意见冶
居多袁这些政策要求可操作性非常强袁大大提升了

政策执行的效率遥如 2018 年出台的叶深度贫困地区

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渊2018~2020 年冤曳袁目标是

补齐教育短板袁实施范围是野三区三州冶为重点袁方
案是精准建立台账尧稳步提高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尧实施推普脱贫攻坚行动尧多渠道加大投入尧加大

保障力度等袁措施具体袁针对性强遥其三是时间推进

节点更加明确一致遥 2020 年是我国实现全部脱贫

的时间点袁 目前新出台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基本以

2020 年为目标节点袁 如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渊2013 年冤尧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渊2014 年冤尧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渊2015 年冤尧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

计划 渊2016 年冤尧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渊2016
年冤尧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渊2017 年冤尧第三

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渊2017 年冤等袁时间节点非常

精准遥 其四是问题导向非常明确遥 这时期实施的教

育扶贫政策紧紧围绕解决贫困地区家庭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袁力图让贫困家庭真正得到看得

见的实惠遥 如营养改善计划尧提高农村地区高考录

取比例尧提升农村大学生就业质量尧农村教师特岗

计划等袁让贫困地区家庭切身感受到教育扶贫带来

的福利袁提升了政策运行的质量效益袁提升了受惠

群众的政治信任度遥
3.模式精准

教育扶贫模式的精准化是落实政策精准的实

践体现遥教育扶贫模式逐渐由制度设计转向个体施

策尧追求普惠向差异化精准施策转变遥 各级政府为

发展贫困地区教育袁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家庭通过教

育脱贫致富袁涌现了许多经典案例遥 精准扶贫模式

实施过程中重点考虑了以下几个原则院一是调动地

方政府积极性遥教育精准扶贫的方针是野省负总责尧
县抓落实尧扶持到校尧资助到生冶遥 在我国特有国情

下袁教育扶贫是政府主导的综合性扶贫模式袁因而

各级政府的主动性尧担当意识和问责制度成为教育

精准扶贫的组织保证遥 二是差异化施策遥 精准扶贫

强调因地施策尧因人施策袁野缺什么尧补什么冶遥 如湘

西花垣县野一村一策尧因人施策尧示范引领冶快速带

动了全县村民脱贫致富遥 三是就业导向遥 坚持以就

业为导向袁提升贫困地区劳动力的技能遥 通过政策

倾斜尧财政补贴尧野校企合作尧订单培养冶大力发展贫

困地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袁提升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劳动技能和择业能力遥 实施学费补偿尧野一村一

大冶尧 大学生村官计划等政策引导大学生赴西部和

农村贫困地区基层就业袁 加快农村脱贫致富步伐遥
四是项目精准运作遥大型教育扶贫项目由国家和各

级政府制定和实施袁如国家专项计划尧改薄计划等遥
各地更多的是因地制宜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小项

目袁这些项目直接对接贫困家庭需求袁精准度更高袁
取得了良好的效益遥 如甘肃省实施的野深度贫困县

农村边远地区温暖工程冶和野深度贫困县农村中小

学教师周转宿舍建设项目冶得到教育部在全国的推

广遥

二尧中国教育扶贫的主要经验

渊一冤以制度安排明确教育扶贫重点

经济发展制约教育发展水平袁我国教育扶贫的

政策随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呈现阶段性特征遥每个阶

段教育扶贫面对的矛盾是不断变化的袁化解矛盾的

政策也随之改变遥教育扶贫的顶层化设计能确定教

育扶贫每个时期的重点袁新中国成立之初保障农村

地区子女的受教育权袁新时期均衡贫困地区教育资

源袁新时代精准扶贫保障教育的结果公平遥 教育扶

贫政策的顶层设计袁 体现了社会治理的系统思维遥
我国教育扶贫的制度化设计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尧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大局出

发袁从全国扶贫攻坚的具体要求出发袁对教育扶贫

工作涉及的各要素进行统筹规划袁以国家的意志集

中有限资源袁高效率高效益地实现贫困地区教育发

展目的袁从而实现野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冶的目标遥 我

国以相互衔接的野纲要冶野计划冶野工程冶等政策文件

形式确定各阶段教育扶贫的任务袁这些政策文件都

明确了各阶段教育扶贫的时间进度尧 重点扶贫内

容尧实施的方法遥
政策的制定需要法律法规作为保障遥 教育扶

贫的法律体系是我国教育扶贫制度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遥 教育扶贫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有配套的

法律法规来保驾护航遥如 1986 年颁布的叶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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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曳袁确定了野普九冶是农村教育扶贫重点遥 之后又

在 2015 年对该法进行了修订袁 以改善薄弱学校的

办学条件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为抓手袁体现实现教育

公平尧教育均衡的工作重点遥 地方法规也对教育扶

贫工作进行了规范袁如叶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扶贫

开发条例曳明确了教育扶贫需要保障的权益遥

渊二冤精准施策提升扶贫质量

精准扶贫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袁提升了扶贫的

效益遥 教育扶贫精准施策聚焦的是每一所学校尧每
一名教师尧每一个贫困家庭尧每一名贫困学子袁目标

明确袁作用直接袁易见效果袁量化的形式更便于评估

考核袁这种野看得见尧摸得着冶的扶贫模式使受助对

象更易感情接受袁使有限的扶贫资源发挥最大的效

益遥
首先袁 教育扶贫的精准化体现于制度的创新遥

国家层面确定精准扶贫的方略之后袁各地各行业就

教育精准扶贫的执行进行了制度上的探索遥如省级

政府中较早贯彻执行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湖北省袁
在其叶教育精准扶贫行动计划渊2015~2019冤曳中确定

的 10 大精准扶贫项目袁力求做到野不落一县尧不落

一校尧不落一户尧不落一生冶袁体现了野精准扶贫袁不
落一人冶的目标遥其次袁教育精准扶贫体现于机制的

创新遥教育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袁完善了学前教育尧
义务教育尧职业教育尧高等教育尧特殊教育尧继续教

育的全过程教育发展机制袁全面提升了贫困地区教

育水平遥 同时袁通过优化布局袁均衡教育资源袁实施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袁提升了贫困地区学生的教育获

得感遥最后袁教育精准扶贫体现于方法的创新遥滴灌

式的差异化教育扶贫方法更加精准地聚焦了每一

个贫困家庭尧每一名贫困学生遥 精准识别建档立卡

户尧精准帮扶贫困家庭尧精准资助贫困学生袁这种

野横到边尧纵到底冶的工作模式确保了野不让一个学

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冶遥

渊三冤与多元扶贫协同推进

教育是一项适应性制度袁它随着社会发展而变

化遥教育既受社会发展制约袁又反作用于社会发展遥
教育扶贫是随着国家经济扶贫而产生的扶贫方式遥
在扶贫的战场上为了实现野学有所教尧劳有所得尧病

有所医尧老有所养尧住有所居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袁
各贫困地区先后出现了产业扶贫尧科技扶贫尧健康

扶贫尧文化扶贫尧金融扶贫尧互联网+扶贫等多种扶

贫形式遥当前袁国家各部委都承担着扶贫任务袁也出

台了多项扶贫政策袁形成了野九龙治水冶的局面遥 我

国在实施教育扶贫过程中特别强调注重推进教育

扶贫与多元扶贫方式的协同发展袁实现野1+1>2冶的
效果遥

一是政策引导遥 国家 2020 年脱贫攻坚战的目

标是实现野两不愁三保障冶遥 要达到这个目标袁需要

产业扶持尧转移就业尧易地搬迁尧教育支持尧医疗救

助协同推进遥在 2015 年出台的叶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曳中强调要协调推进产业尧教育尧劳务输

出尧移民等 10 个方面实施精准扶贫方略遥二是多部

门联手遥我国教育扶贫情况复杂袁牵涉的利益多袁一
项政策的出台往往需要调动多部门参与综合施策遥
当前运行的绝大部分教育扶贫政策是多部门合作

的结果遥 有人统计过 2013 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 14
项中央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中袁仅有 2 项政策是由教

育部独家制定[12]袁野攥指成拳冶袁众人拾柴火焰高袁多
部门的合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袁 如农业部牵

头的野阳光工程计划冶尧国家扶贫办牵头的野雨露计

划冶尧人社部牵头的野特别职业培训计划冶与教育部

的野职业学校冶共同构建了贫困地区职业培训体系袁
成为教育精准扶贫多部门合作的典范遥

渊四冤以满足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为着力点

精准扶贫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伦理遥农村贫困群

体自下而上的弥散式情感表达与国家对于贫困群

体自上而下的聚焦式情感慰藉的交汇构成了扶贫

的野情感精准点冶[13]遥 野望子成龙冶野望女成凤冶是我国

普通家庭对培养下一代最传统尧最朴素的期盼遥野再
苦不能苦孩子尧再穷不能穷教育冶袁这既是贫困家庭

对教育的渴求袁也是我国扶贫工作的落脚点遥 新中

国成立以来袁野优先发展教育冶是我国扶贫的基本政

策袁无论是在财政支持尧政策配套上袁教育扶贫得到

比其他扶贫模式更多更优先的资源遥
野老百姓高兴不高兴尧满意不满意冶是教育扶贫

的初心袁满足贫困家庭对教育的需求是社会构建政

府与贫困家庭之间政治信任的最佳手段遥 因而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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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扶贫采用了更加直接更加精准的方式满足不同

群体的教育需求遥 比如野改薄工程冶的实施袁解决了

贫困家庭寄宿学校的住宿条件袁 使宿舍不再出现

野外面下大雨尧屋里下小雨冶的窘况曰野营养改善计

划冶解决了农村孩子上学吃不饱尧营养差的问题曰
野国家专项计划冶的实施使招生计划从 2012 年的一

万名增加到 2018 年的近 7 万名袁通过野专项计划冶
进入野双一流冶高校的人数约为 3.7 万人袁约占所有

野双一流冶高校招生总人数的 10%[14]袁满足了更多贫

困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望遥

渊五冤注重典型示范推广

新中国教育扶贫发展历程是我国农村改革进

程的缩影遥 教育扶贫政策性强袁但同时也有频繁递

变的特点遥 我国历来有重视经验总结和推广的传

统袁在波澜壮阔的农村扶贫历程中袁既有野摸着石头

过河冶的闯劲袁也有先行先试再推广的巧劲遥我国教

育扶贫的过程也是各地扶贫经验层出不穷尧不断推

广的过程遥教育扶贫的经验是各地在对教育扶贫的

认识和实践过程中获得的优秀成果袁在加快教育扶

贫进程尧提升教育扶贫效率的驱动下袁各地凝练总

结的大量教育扶贫经验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遥
在教育扶贫经验示范推广过程中袁遵循了野实

践要总结要推广要创新要再实践冶的行动逻辑遥 首

先是做好了遴选典型经验工作遥各级教育部门形成

了定期开展教育扶贫典型案例征集制度袁野形成可

复制尧可借鉴尧可推广的典型案例和操作模式冶[15]遥
其次是搭建交流平台袁通过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和定

期开展教育扶贫培训和经验交流的形式进行交流遥
再次是组织实地参观尧现场感受袁提升经验学习的

效果遥 最后是强调吸收创造遥 在借鉴经验基础上袁
结合自身实际袁创新做法袁形成新的经验遥

三尧中国教育扶贫的主要走向

渊一冤从脱贫阶段的教育扶贫向小康阶段的教

育扶贫转变

教育扶贫既是扶贫方式袁也是在中国时代背景

下教育领域特有的实践形式遥教育扶贫既是一个技

术性问题要要要培养能减贫的人袁 也是一个哲学问

题要要要关乎人的自由和幸福袁因而野培养什么人冶的
命题在教育扶贫中更具现实意义遥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是建设小康社会中教育扶贫面临的时代问题遥教
育现代化是小康社会的标志之一袁而教育现代化的

根本是人的现代化袁即在政治尧经济现代化中的人

的全面发展程度[16]遥 教育现代化又是教育全方位的

现代化袁部分人的教育现代化不是小康社会的教育

现代化遥实现教育现代化是小康阶段的教育扶贫目

标遥 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袁教育扶贫将发生

根本性变化袁由脱贫阶段的教育扶贫向小康阶段的

教育扶贫转变遥
距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只剩一年

多时间遥野小康不小康袁关键看老乡冶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袁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尧特别是在贫困

地区遥 没有农村的小康袁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

康袁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冶[17]遥 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平等还将长期存在袁从
历史上看袁我国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袁这是制约教

育现代化的根本性因素遥从发达国家推进现代化进

程来看袁解决相对贫困是个永恒课题遥 我们全面进

入小康社会之后袁教育扶贫进入新阶段袁其特征将

由解决贫困向建设小康转变遥教育扶贫将面临农村

教育扶贫长效机制和统筹城乡教育扶贫的任务遥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袁教育扶贫要以历史的

态度尧前瞻的眼光做好调查研究袁做好 2020 年之后

的教育扶贫规划新战略袁重点研究构建与乡村振兴

相适应的农村教育结构尧 城市新贫困群体教育尧教
育均衡发展问题遥 在解决相对贫困尧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进程中袁 教育扶贫呼应新时代教育新内涵尧
承担新任务袁在服务小康社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遥

渊二冤从经济功能向本体功能转变

发挥教育的经济功能是教育扶贫之所以成为

精准扶贫根本之策的逻辑渊源袁而重视教育的本体

功能则是教育扶贫重视个体价值的逻辑回归遥在一

定时期袁教育的经济功能对解决社会贫穷问题发挥

了重要作用遥教育扶贫是通过推进贫困地区人力素

质发展袁 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的现代化与可持续发

展遥 教育扶贫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袁促进人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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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贯穿于教育扶贫实践的一项根本任务遥新时

代,教育扶贫的野优先发展冶已经从过去以政策和资

源倾斜为主的野优先发展冶袁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以满

足需求尧促进教育公平尧提高教育质量为基本要求

的野优先发展冶遥 在扶贫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后袁贫
困家庭和个人对自身发展和社会参与就会表现更

多的渴求遥教育扶贫的根本出发点是提升贫困地区

人口全面发展能力遥 这种能力既含致富的能力袁也
包括个体提升自身发展的能力袁这就是教育的本体

功能遥 同时袁人们从教育中得到经济实惠和实现个

人成长目标之后袁生活的目标悄然转向参与社会政

治活动尧民主管理和权益维护袁这是教育本体功能

的外延遥教育扶贫的功能导向朝本体功能演变是教

育发展的必然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要重视教育功能

的全面性尧农村教育的特殊性袁围绕人的本体需求袁
更加重视贫困家庭和个人回归社会尧参与社会活动

的需求遥

渊三冤从完善体系向推进治理转变

在 70 年的教育扶贫实践中袁 我国始终把体系

建设贯穿教育扶贫全过程袁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教育

扶贫理论体系尧政策体系尧组织体系和运行体系遥教
育扶贫体系是我国扶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随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袁教育

扶贫将从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遥
教育现代化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体现遥 教育扶贫的历史演进是教育向新阶段尧高级

层次的发展演进历程遥 在这个历程中袁完善制度体

系尧实施有效管理是教育扶贫发展初级阶段的有效

手段遥 然而袁一元化的贫困地区教育管理模式弊端

初现袁政府的扶贫主导地位导致贫困地区教育对政

府的过度依赖袁同时市场化的机制不可避免出现资

源分配不公尧农村教育利益化倾向开始抬头遥 这种

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开始随着时间递进而效用递

减袁对教育扶贫的治理则应运而生遥
教育扶贫的治理最重要的作用是将教育扶贫

这项政府主导的体制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

效能遥因而在推进教育扶贫过程中一是要善于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袁 完善教育扶贫的法律体系袁
提高教育扶贫过程的规范化尧法治化曰二是要强调

协同高效袁将各类制度体系捏合成团袁形成合力袁实
现从野共治冶走向野善治冶曰三是完善政府制度供给尧
政策激励和外部约束机制遥

渊四冤从传统教育扶贫向现代教育扶贫转变

教育的内容和手段受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制

约袁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异步性决定了教育发展

的步伐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遥长期以来袁受观念尧经济

和科技水平的影响袁农村教育扶贫的过程就是使实

体教育资源不断均衡的过程遥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

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袁互联网+尧大数据运用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新形态遥 这种创新 2.0 下的新业态拓展了

教育扶贫的内容尧空间及手段袁开放的社会化课程

研发和认证制度将快速推进袁对贫困地区学校的组

织形态尧管理模式产生深远影响遥 在精准扶贫的方

法上袁大数据的运用无疑不仅可整合全国建档立卡

户信息袁也能识别并预测致贫原因尧通过数据挖掘

扶贫方案尧评估扶贫效果遥通过野互联网+冶不仅能充

分发挥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袁还
能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教育袁提升转化

为贫困地区创新力和生产力的速度遥此外袁5G 技术

的快速普及袁加速了广大农村地区实施教育改革步

伐, 多元参与尧 开放共享的教育体制逐渐形成遥 主

体教育内容的云端化袁传统意义的教师逐渐成为辅

助角色袁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均衡概念将随之发生根

本改变遥现代科技的发展给教育扶贫带来了革命性

的变化袁教育扶贫的内容尧目标尧方法都将改变袁教
育现代扶贫即将到来遥 另外袁现代教育扶贫还有一

个特征就是高质量的扶贫服务水平遥在已有政策和

资金投入相对充足的情况下袁教育扶贫将从资源供

给向提供服务转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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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ty-year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History, Experience and Trend

WEI You-xing
(College of Marxism袁Hohai University袁Nanjing, Jiangsu, 210098)

Abstract: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fair and pro -poor. Over the past 70 years, China爷s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ducation in new China,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ursuit of educational equity can be summarized as three historical
leaps forward: education for all,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equity.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pro -poor, and this characteristic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Specifically speaking, poverty
alleviation education in new China provides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rural people who 野get rich first冶,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has greatly reduced poverty incidence,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helped people get out of poverty, become better off and pursu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as thus achieved high -quality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hina爷s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defining focuses of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dopt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for better results, in the meantime implementing diverse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in education,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model
promotion. China爷s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change in four aspects, namely, change from poverty reduction
period to that in a well -off society, change from economic function to ontological function, change from system
improvement to governance advancement,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to modern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7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edu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ducation equity曰pro-po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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