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oss.net 

 - 1 - 

乡村振兴的五大重点领域与实践路径 

 

张静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市，100101） 

 

摘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协同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产业振兴是根基，依

托本土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创新多元分配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注入持久动能。人才振兴是关键，

聚焦精准“聚才、用才、留才”，培育本土能人与引进外部人才并重，打造支撑发展的优质队伍。文化振

兴铸灵魂，通过保护传承乡土文化遗产、加大公共文化投入提升村民素养与自信，构建文明乡风守护精神

家园。生态振兴优环境，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环境整治、完善设施并提升环保意识，打造宜居生态夯

实可持续发展基础。组织振兴强保障，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强化规范化建设与“领头雁”能力提升，

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五大振兴”协同发力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民族复兴的系统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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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转移。”
[1]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

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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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从“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出发,谱好“五部曲”,奏响乡村振兴“主旋律”。         

一、谱好“产业曲”,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的繁荣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柱,也是解决农

村各种问题的基础条件,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产业的支撑。 

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在乡村产业的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始终秉持以

人民需求为核心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农民作为主体的地位,并持续推动机制和模式的创新,

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不但能给农民提供工作机会,而且还能让他们通过专业

训练等方式,让他们学到一门手艺。在产业项目收益分配过程中,鼓励采取租金、股金、薪金、

酬金等多种收益分配方式,真正让广大农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立足一方水土,挖掘本土资源,凸显地方特色,

反映地方风情,使其在差异性中增强吸引力,具有持久力。这种特色产业可以防止产品的同质

化,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要,同时也可以与文化体育旅游康养等服务业进行深

度结合,为乡村产业提供新的发展动能。 

产业兴则乡村兴。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凝心聚力、久久为功,进一步做大做强乡村产业,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尝试,我们可以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增收和致富途径,这将为乡村的全面振

兴和农业强国的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 

二、谱好“人才曲”,强化乡村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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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振兴乡村,关键在人才。要做好新时期的乡村人才工作,就需要打造

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激励各类人才留在乡村广袤的土

地上展示他们的才能,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如果没有了人才支撑,乡村振兴将无从谈起。我们的宗旨是招揽英才、留住、工作出色

并表现出色,确保人才的数量、构成和质量都能满足乡村复兴的需求。目前,人才的短缺和人

口的空心化已经变成了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采纳更为主

动和高效的人才策略,利用对人才的敏锐洞察力、集结人才的有效方法和运用人才的勇气,

精心选择、培养和使用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固的人力资源和支持。 

要坚持把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充实人才队伍,提高人才质量。一是要精准

聚才，要突出本土田秀才、土专家、本地致富带头人,相应开设现代农业技能知识培训，拓

宽引才渠道,广纳乡贤、懂管理会经营的各方人才；二是要精确用才，发挥村干部主力军作

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群策群力，聚焦产业发展发挥人才最大价值；三是要精心留才，建立

健全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激发基层人才工作积极性、主动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现在推进乡村振兴,

需要大量的人才和优质劳动力。我们的年轻人、知识分子,也要双向流动。”
[2]
从乡村振兴战

略的全局出发,对乡村的支柱产业进行规划和规划,对乡村的营商环境进行持续的优化,提高

公共服务的品质,是吸引更多的人才到乡村来的。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汇聚更优秀的人才,

希望之地一定会变得更有生机。 

三、谱好“文化曲”,树立乡村文明新风 

文化振兴对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塑造

形态,还要铸魂,要让人民的精神世界持续充实,让人民的精神力量得到提升,让人民的文明

乡风、家风、民风更加淳朴,让农村的社会文明水平得到提升,展现出新的农村文明面貌。 

要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养。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村民的思想

和意志,使他们不盲从,同时可以理性地、客观地看待和评价自己所在的农村文化,对农村的

发展有自己的看法和看法,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命的真谛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和定位。 

要发扬以及传承地区文化遗产并着重培养乡村文化自信。从物质文化的视角来看,这里

蕴藏着不可复制的文物古迹、独特的古建筑、历史名人的故居等文化要素,这些独特的农村

文化应该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被全面地弘扬和传承。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即是对我们国家的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进行保护。 

要增加对农村文化的投资。考虑到目前人民在物质和精神文化上已经具备了一些基础,

我们要强化农村文化的支持,比如要强化农村文化服务站的建设,以此来培育农村居民的新

的生活和文化习惯,促进创新发展,以此来更好地完成乡村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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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种“乡愁”,不仅是山水之美,更蕴含着文化的

兴盛和发展。乡村文化传统需延续,我们需要保留这些记忆,并通过文化的力量来振兴和建设

农村的精神文明家园。 

四、谱好“生态曲”,打造乡村宜居环境 

生态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要振兴乡村,必须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一个健

康的生态环境不仅是乡村的最大优点,同时也是其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必须坚守人与自然之

间的和谐关系,选择绿色的发展路径,并依赖良好的生态环境来支持乡村的复兴。 

要动员全体村民利用空闲时间清洁家园,并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加强对村

规民约的宣传和教育,增强群众环保意识。与此同时,乡村居民也应当主动地进行农村家园的

清洁活动,优化生活垃圾的收集和运输处理机制,以共同营造一个整洁的乡村环境,并共享适

宜居住的优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和文明行

为。因此, 所有的村民都应该热心地参与进来,助力乡村环境的改进,并为生态友好的乡村环

境做出贡献。 

要持续努力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落后状况；处理污水、垃圾、畜禽粪便等要

因地制宜,避免造成水体污染；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彻底禁止那些隐藏在农村的“散乱污”公

司；推广化肥和农药的合理使用,保护土壤资源；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采取各种方法和策略,

从根本上提升农村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和意识,打造靓丽的人居环境。 

正如总书记所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3]
可持续的

生态发展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它将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国家的乡村振兴,而且也是与人

类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唯有全民重视、全民参与,才能实现生态宜居,实现乡村

振兴。 

五、谱好“组织曲”,绽放乡村组织活力 

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乡村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和根基。为了全方位

地推动乡村振兴并加强党的建设引导,我们必须加速构建一个乡村治理结构。当前我国农村

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我们必须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并确保基层党组织在执行乡

村振兴策略时充分展现其核心领导能力。我们需要以党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主导,

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治理框架,确保党的政治和组织上的优势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实际效

果,从而确保乡村治理的有序性和乡村振兴的有序进行 

要建强基层党组织。建强基层党组织,一方面必须做好支部规范化建设工作,以规范组织

形式,规范学习活动和规范管理机制来不断提高组织生活的质量,通过抓好日常,从严从常,

使党员参与组织生活蔚然成风,充分调动支部党员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组织发动党员群众

参与乡村振兴实践,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基层党组织工作水平 

要充分发挥村支书的“领头雁”功能。党支部书记应该以身作则,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升



                                     http://www.sinoss.net 

 - 4 - 

政治力,组织力,业务力,看懂弄通政策,发动群众,组织宣传群众,所做重点工作书记抓紧抓

实,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使党员人人都成为先锋,打得头头是道,见招拆招。更要提升履职能力,

要以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态度和方法,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务知

识的学习,能将党的方针,政策与组织和单位本职工作和业务结合起来,富有成效。 

当前,国家正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要关头,迫切需要加强对农村基层组织的

管理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改善乡村治理的骨干力量,必须坚持不懈地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做好示范引领工作,以身作则,才能使乡村治理的时效持续提高,为乡村

善治汇聚更多的能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可靠的保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牢牢把握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这五大关键领域，协同发力、久久为功。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夯实根基，汇聚各方人

才激发活力，繁荣乡村文化铸魂塑形，建设优美生态优化环境，建强基层组织提升治理效能，

方能汇聚起磅礴力量，切实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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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Key Area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Ji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100101) 

 

Abstract：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the 

"Fiv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s" – industry, talent, culture, ec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forms the foundation by developing distinctive industries based on local resources, 

innovating diversified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to broaden farmers' income channels, and 

injecting sustained momentum into rural areas. Talent revitalization serves as the key through precisely 

attracting, utilizing, and retaining talents while equally emphasizing cultivating local capable individuals 

and introducing external expertise to build a high-quality workforce underpinning development.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forges the soul by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creasing public cultural 

investment to enhance villagers' literacy and self-confidence, and fostering civilized rural ethos to 

safeguard the spiritual homeland.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optimizes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adhering 

to green development principles,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nd 

rais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o create a livable ecology that solidif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undations. Organizational revitalization strengthens safeguards by leveraging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core role, enhancing standardized capacity building, and boosting "lead goose" 

leadership capabilities to transform politic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synergistic 

advancement of these "Fiv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s" constitutes a systematic pathway to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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