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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

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党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

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20年 12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也就是说，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

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成效

如何将影响乡村振兴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 2019年 3月 8

日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

基”。我们要建立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就是要健全党

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

村善治之路。

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乡村建设，在推进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中国居住在城镇的

人口为 9019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63.89%；居住在乡村

的人口为 509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36.11%。与 2010年

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21%。由此看出，随着中国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这十年来，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

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我们说，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一方面，城镇化让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生活，解决留

守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让留在农村的老年人在乡村振兴

战略中找到归宿。要拓宽传统的城市消费所不能满足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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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对城市旅游市场的填补。

我们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来看，如今农民已经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的靠务农为生的单一阶层了，而是既有农业劳动

者、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管理者等

不同群体身份。农户也不再是只有纯农户，还有兼业农户、

专业大户等不同主体。如此而言，农民由单一阶层转变成多

元阶层，农村在发生深刻变化。

因此，对于今天的乡村，正在由原来主要靠宗法伦理、

乡规民约、道德礼俗等进行调控的“熟人社会”转变成现在

的陌生人社会。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形势下，要解决

原有制度失灵、农村社会失范的问题，我们必须健全乡村治

理体系。从制度上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平衡不同利益诉求，

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在保障农民

群众合法权益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以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第一，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从社会治理角度

进行强有力的制度建设。这就需要加强乡村基层自治组织建

设，就是要把党组织建大建强，只有依靠强有力的基层党组

织，才能够引领乡村振兴。第二，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国家治理体系由国家治理、地方

治理和基层治理构成，基层治理是对具体社会事务的治理，

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村是中国基础单位，

乡村治理就是基层治理，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

且特殊的地位。因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第三，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点。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乡村治理就是为了建设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但是，随着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城市的就业机

会多、劳动报酬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由此导致了农村人口的空心化 [1]。所以，在选配

基层党组织书记时，个人综合素质整体上达不到“能人治村”

的要求。一些干部往往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上思路不广、办

法不多、争先进位意识不够，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一线

的能力不足。尽管各地在不断提升村干部工资待遇，但相比

逐年增加的村级事务和群众工作难度提升，使得一部分优秀

人才对“村官”望而却步。再者，村“两委”班子配备难。

因为农村的空心化致使有的村选拔干部选择面小，可用人选

少，选举出的村干部整体素质在不断下降，各方满意度都

不高 [2]。

乡村两级干部和广大村民应该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

特别是村委会这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发挥村级治理方面

因为治理理念陈旧，方法单一，“四议两公开”落实不到位，

也不能够有效组织村民参与到村级事务管理中。广大村民也

没有积极性参与政治，对村级事务参与平台也没有形成，不

能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所以，农村基

层治理能力发挥不到位。

在实践中，自治基础不牢、法治保障不足、德治支撑

不足。因为现在乡村议事制度不够健全，乡村法律服务不充

分，缺少法律工作者、律师指引村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

纠纷。对于村民的公民道德素质修养不够深，所以在自治、

法治、德治的融合上需要全面推进，从而真正践行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和源头治理。

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

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

治保障。首先，要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

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

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

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级组织，

最终形成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民

主协商、法治政策保障和先进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治理体

制，使广大农民获得幸福感、安全感、满足感。其次，要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榜样的力量，调动群众积极

性、参与性，开展党员联系群众活动，帮助群众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 [3]。最后，要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增强村

民自治组织能力，切实减轻村级组织负担。推广村级基础台

账电子化，建立统一的“智慧村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充

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的支撑作用，加强乡村治

理数据库、云服务体系建设。

第一，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激活政府、社会

组织、市场、村民、专业社工群体多元主体发挥作用，培育

村民的自治能力，提升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激发内在潜能，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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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通过党组织为核心引领，搭

建民众议事机制平台，形成村级公共事务的村民知情权、参

与权，共同商议公共事务。

度融合

围绕“平安乡村、和谐乡村、法治乡村”建设，优化

乡村应急管理和风险管控，推进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落实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加强基础性制度、设施、平

台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调解、仲裁、

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平

台建设，鼓励乡镇党委和政府根据需要设立法律顾问和公职

律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村民委员会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室，进一步加强村法律顾问工作，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充分发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在提供公共法律服

务、促进乡村依法治理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和改进乡村

基层治理能够加速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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