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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国各地取得一定成就，比如认真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决策部署，有序开展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工作；大力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初
步形成“一核三治”乡村治理格局；积极开展村庄整治建设工作，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注
重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初见成效；农村发展活力持续增强，脱贫攻坚
取得阶段性成效；乡村振兴人才保障机制初步建立；注重乡村文化建设，着力打造乡村旅游
文化等。 但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就四川革命老区 D市而言，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认识不到位，创建措施不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迫切需要强化；基础
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农村人居环境急待改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度不够，农业现代
化水平不高；乡村文化开发利用不够，未形成系列文化产业品牌；乡村人才极为匮乏；农村
土地权益关系困局亟待破解，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难以推行；乡村建设资金严重短缺，资金
来源渠道单一等。 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维度，为了使美丽乡村建设内容更
具体，建设方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各地可结合实际采取的对策是：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宣传
引导，深化思想认识，纠正认识偏差，抓好督促检查，强化成果运用；按照“乡风文明”要求，
塑造乡村新风貌；抓好以道路网络建设为重点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开展农村生活垃
圾、污水和厕所等的治理，建立健全乡村环境治理长效机制，营造生态宜居的乡村发展新环
境；加快实现“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建立有机农产品物流体系与科技支撑体系，以三产
融合催生乡村发展新业态，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培植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休闲
观光、阳光康养、生态旅游、文化创意等类型的特色镇、特色村，发挥农业观光功能、体验功
能和文化功能，加快农旅融合；繁荣乡村文化，打造文化产业品牌；建立健全人才流向乡村
机制，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盘活闲置土地，加快建立农村用地保障机制；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建立健全美丽乡村建设资金投入体制机制，确保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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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①的概念。建设美丽乡村，推动生态

财富与物质财富共同增长、农村生态质量与农民生活质量同步提高，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

内容。

党的十九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拓展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1]，是为了使“五位一体”（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

的总体布局与现代化发展目标更好地对接起来。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中国确立的现

代化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农村版[2]。 其中，产业兴旺和生活富

裕对应富强，乡风文明对应文明，治理有效对应民主与和谐，生态宜居对应美丽。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大亮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方略[1]。 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方向[2]，并在此基础上大大丰

富了美丽乡村发展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加快美丽乡村发展的目标要求。 美丽乡村建设既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首要战略任务之一。 美丽乡村建设就是“通过有效的手段和

载体围绕农村生态产业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等整合各方力量与资源，形成治

理有效、环境友好、美丽宜居的农村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引导农村逐步走向乡村振兴的文明

发展道路。 ”[3]它以生态宜居的方式提出，会使美丽乡村建设内容更具体，建设方案更具有可操

作性。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是一个逐渐富裕的中国对农村地域空间综合价值

追求的高标准规划和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与美丽乡村建设一脉相承，乡村振兴战略替代不了

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是战略层面的部署，是一定时期的战略性安排；美丽乡村建设是

措施层面的抓手，是永恒的话题。 美丽乡村建设既要服从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安排，又要成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抓手。 “乡村振兴战略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美丽乡村建设则是自下

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创造性探索。 ”[4]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建设，“事关广大农村百姓生活的

幸福安康，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繁荣昌盛，特别重要。 ”[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通

过典型个案研究，将美丽乡村建设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去，构建具有宏观普适性的美丽乡

村建设实践的理论体系。 这是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研究中值得探讨的热点问题、重大问题和

难点问题。

二、相关研究回顾

目前，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所有题名为“美丽乡村”的文献，2013年以前，每年相关文献不足

百篇，2013 年以后， 学术界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越来越关注， 发表的成果量大幅增加，

2013—2016年分别为 548篇、772篇、848篇和 982篇。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以来， 学术界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呈井喷式爆发。 2017 年和 2018 年均超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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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学者们主要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价值、内涵、内容和重点任务、理论框架、指标体系

构建和评价、模式及驱动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聚焦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路、指导思

想、重点方向、具体举措、政策保障和制度创新等[5]。 还有学者探讨了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农村建

设的关系，认为美丽乡村建设实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无疑是使乡村更美

丽。 美丽乡村建设除了外表好看外，还要有充满幸福感的居住和生活[6]。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学术界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代

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代表性成果有张强、张怀超、刘占芳的《乡村振兴：从衰落走向复兴的战略

选择》[7]，范建华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意义》[8]。 二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和必须坚守的重大

原则。 代表性成果有韩长赋的《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9]，叶兴庆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

略论纲》[10]，廖彩荣、陈美球的《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11]，李周的《乡

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含义、实施策略和预期变化》[12]和《深入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13]。 三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保障。 代表性成果是朱泽的《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4]。 四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目标、重要举措和路径”。 代表性成果有陈锡文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5]，刘合光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16]，刘彦随

的《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17]，唐任伍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18]，

高启杰的《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审视农业与农村发展》[19]。 五是具体研究“乡村振兴+”的相关成

果。 这些成果主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与农村

土地流转，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乡村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与文化发展等主题

展开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徐国红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遵义市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20]，陈

昕昊、杨小军的《乡村振兴背景下休闲农业景观营造模式与方法———以丽水地区为例》[21]等。

总体而言，学术界关于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有些

研究成果缺乏理论阐释和规律提炼。 与此同时，目前鲜有论著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探讨美丽

乡村建设。 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四川革命老区 D 市为例，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努力建构具有宏观

普适性的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的理论体系，以期能对我国乡村建设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

发展完善而有所裨益。

三、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项目带动、政策扶持、典型示范、科技支撑和宣传推介，美丽乡村建

设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认真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决策部署，有序开展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工作

全国各省市政府认真落实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部署， 积极开展 “乡村振兴开局年”活

动，着力夯实农业农村基础，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统筹谋划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把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2017年底，海南省已“累计创建文明生态村 1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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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占全省自然村总数的 85.1%”[22]；“建成美丽乡村示范村 406个，星级美丽乡村 204个。 ”美丽

乡村已成为海南全域旅游的金字招牌[23]。山东省邹城市“已经建成生态文明村 220个，美丽乡村

示范村 100个。 ”[24]福建省仅于 2018年就树立美丽乡村示范村 100个[25]。四川省于 2018年上半

年就新增幸福美丽新村 2791个，迄今已建成幸福美丽新村 25951个[26]。 D市已创建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 2个[27]，建成幸福美丽新村 1008个，省级“四好村”②144个、市级“四好村”823个[28]。

（二）大力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初步形成“一核三治”③乡村治理格局

全国大力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农村基层党建明显加强。 通过制发《关于加强农村

基层党的建设 构建“一核三治”乡村治理体系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村党

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的五条意见》等文件，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 其中，浙江省

建立了各层级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党政主要负责人任组长， 相关单位为成员，形

成了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协调配合、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29]

坚持德治、法治与自治相结合，全面推行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策与监督，实行党务村务财

务公开、村干部“小微权力清单”等制度，保障村民参与管理的权利，着力建构乡村治理善治体

系。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因地制宜开展文明乡村、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等创建活动。如

利用农民夜校学习和镇村公民道德讲堂，突出“诚信·守法·感恩”三项教育，强化“树优个人典

型、培育家庭新风、营造社会氛围”三维推动，通过红榜扬善举、黑榜亮陋习，盏盏红灯笼擎起大

善乡风。 农村法治建设全面加强，实施“雪亮工程”，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农村稳

定和谐局面更加巩固。

（三）积极开展村庄整治建设工作，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按照“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要求，充分利用自然与人文资源，深化农村环境整治行动，

加快农村土坯房改造，着力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农村沼气池建设、垃圾整治、保水护水、绿化城

区、乡镇街道美化等行动。 大力实施基础设施、村庄绿化、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服务等项目，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农村路网、电网、水网、信息网日趋完善，行政村基本实现通硬化路，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2018年，福建省通过实施新一轮“千村整治、百村示范”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重点加强对农

房、农村公厕、农村生活垃圾、农村生活污水等的整治，“全省完成 1000个村庄环境整治建设任

务（包括 500个省级补助村、500个市县级补助村）。 ”[25]浙江扎实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④，“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处理实现基本覆盖， 规划保留村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

覆盖，96.3%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 ”[30]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 98.2万公里”，“全国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率分别达到 99.0%和 96.7%。 ”

预计 2020年，“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可以达到 90%。 ”[31]

（四）注重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设农业强省（市）为目

标，注重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逐步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浙江“始终把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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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农村产业基础放在美丽乡村建设的突出位置。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围

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加大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推进规模经营，打造品牌优势；积极培育

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形成现代产业经营体系。 ”[29]山东省邹城市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注重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举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采摘节和节庆活动。 ”重视创建农产品名

优品牌，如“对邹东山区良好的农特产品进行加工，申报国家绿色农产品标志认证，形成‘生态

品牌’效应。 ”[24]2018 年，四川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速，“首次提出打造川版‘10+3’农

业产业体系，在全省范围内布局川粮（油）、川猪、川茶、川薯、川药、川桑、川菜、川果、川鱼、川竹

十大特色产业，做强现代种业、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烘干冷链物流三大先导性支撑产业”，使农

产品产地初加工率达 52%[26]。 D市以富硒茶、柑桔、脆李、中药材、苎麻、蚕桑等为主的主导特色

农业产业带初步形成，基地面积达 260 万亩，突出富硒、绿色、生态、康养等特色 [27]；创建国家

级、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及万亩亿元示范区 30 个，省级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 2个、市级 9

个，建成 4个农产品加工集中区，培育示范合作社省级 62家、市级 93家，省级家庭农场 18 家；

龙头企业带动明显，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有 148 家，其中国家级 2 家，省级 27

家，市级 119家；初步实现农产品加工企业集聚、集群发展，形成了粮油、畜禽、苎麻、茶叶、中药

材等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链[28]。

（五）农村发展活力持续增强，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农业稳步发展，粮食持续稳产，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取得实质

性成效。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全国粮食总产量

连续 5年保持在 1.2万亿斤以上，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32]

山东省邹城市注重“互联网+农特产品”的结合，农产品商贸物流蓬勃发展，“农村淘宝”、电子

商务平台等逐步在农村布点联网，农户们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增收创收[24]。海南省以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推动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和“百镇千村”工程，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农民增收致富和农村发展进步。 以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斌腾村为例，该村 2018年每户年均收

入比几年前增加 6倍，达到 3万元[22]。就 D市而言，农村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农村改革取得新

突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完成，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基本建成，农村投

融资体制改革深度推进， 农村创新创业和投资兴业热潮涌动。 全市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8000 家以上，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总产值达 260 亿元[27]，“菜篮子”、“城乡通”等电商平台投

入运营，网购网销达 20亿元，农产品商品化率达到 60%[28]。

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2017年底，“D市 311 个贫困村退出、15.07 万贫困人口脱贫目

标全面完成，贫困发生率由上年的 6.5%下降至 3.7%。 ”建成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154个，

搬迁入住 1.5万户 4.8 万人[33]。 从全国来讲，“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明显增强，过去 5年累计 68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 ”[32]农村义

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村卫生室基

本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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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乡村振兴人才保障机制初步建立

近年来，各地先后出台一系列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激励政策，如山东发布的《推进乡村人

才振兴若干措施》、D市施行的 《深化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实施方案》《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

革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示范方案》等。 在乡村人才建设方面，明确创新乡村人才的培育、引

进、管理、评价和保障机制，积极鼓励引导农业科技人员、返乡农民工、工商业主“三类人才”进

入农村创新创业，将人才资源转变为发展动力，不断筑强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初步建立乡村

振兴人才保障机制。 具体来讲，大致有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继续深化“英才引进工程”行动，

引进具有农业专业知识的硕博人才 236 名，柔性引进院士专家 58 名；二是实施千名学子定制

培养、千名书记专业提能、千名干部学历提升“三千计划”，定制培养 1000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村

干部，专业提能培训 1000 名 45 周岁以下的村党组织书记，定向提升 1000 名有发展潜力的村

组干部、村级后备干部；三是大力培育“新乡贤”；四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农村书屋等多种形式

培养了一些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高素质乡村建设人才，每年评选 20名脱贫攻坚优秀返乡

人才，给予每人 3万元奖励[34]。

（七）注重乡村文化建设，着力打造乡村旅游文化

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

化，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浙江省“充分利用农村‘天生丽质’和文化底蕴深厚的优

势，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游、山水游和民俗游。 ”[29]山东省邹城市把发展乡村旅游文化与美

丽乡村建设深度融合，深入挖掘邹城东部不同山村的文化特色，打响“邹东深呼吸”特色乡村

旅游文化品牌 [24]。 D 市注重对传统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和传承，形成了红色旅游文化圣

地。同时，大力实施城乡绿化、生态旅游建设。全市创建省级休闲农业主题公园 4 个、省级示范

休闲农庄 15 个 [27]；17 个乡镇跻身省级绿化模范行列，56 个单位创建为国家级和省级绿化模

范单位；1027个村获得市级命名的生态村，1000 多户农家获得市级生态家园，2.1 万户农家被

授予县级生态家园[35]。 此外，还注重打造绿色文化旅游景点，形成了新的自然人文景观。 如已

开门迎客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巴山大峡谷，正加快建设的铁山森林公园、賨人谷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等。

四、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近年来，各地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 D 市是典型的农业大市，不是农业强

市，农业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十分滞后。 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对不纳入考核的指标重视不够

据笔者调查，一些部门、乡（镇）、村（社区）认识不到位，在美丽乡村创建过程中还存在思想

认识偏差。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属于物质层面上的事情，看得见、摸得着，也是当前大力

推进的一项工作，很多抓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或推动者很上心、很得法、很得力，成效也很显著。

“形成好风气、养成好习惯”属于精神层面上的事情，是不便考核的软指标，有时候是看不见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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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 因此，个别抓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或推动者认为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与前两项工作相比，就显得不太重要，没有过多加以关注，致使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脏乱差”的

现象和好逸恶劳、封建迷信、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陋习。 同时，由于创建措施不到位，给创建活

动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从 2018年的情况看，部分村有“五个一票否决”的现象出现，特别是人均

可支配收入难以达到省级美丽乡村考评标准。 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开展以来，村干部、乡干部积

极引导村民养成好习惯，在一段时间内容易形成较好的效果。 但由于缺乏长效管理机制，管理

监督不能到位，上级部门推动就抓，上头不紧就不抓，再加上部分村民思维懒惰、行为懒散，导

致养成的好习惯容易反弹。 部分村干部认为村级集体经济基础差、底子薄、缺资源、无资金，无

路可走，信心不足。 拥有一定集体经济基础的村，则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主动作为。 而

集体经济基础条件较差的村则认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过程长、见效慢，与其“造血”，不如“输

血”。于是个别村干部便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争项目要资金，这虽能救一时之急却难解长远之难。

美丽乡村创建主体是农民群众，但由于个别乡（镇）、村（社区）宣传发动、政策宣讲工作做得不

够深入，群众对美丽乡村创建的意义不甚明了，认为美丽乡村创建是党委政府的事，甚至认为

是领导干部搞形式主义，风过无痕，所以政府干、群众看的情况仍然存在。

（二）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关注不够

“基础设施建设包含水、电、路、讯、房、寨”[36]，其中“路”为交通道路，所谓“要想富，先修

路”。 随着国家对革命老区扶贫政策的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与完善，高速路

与高铁建设如火如荼。 但是，由于 D市山地、丘陵占幅员面积的 98.8%，地形地貌复杂，自然地

理条件较差，乡村基础设施先天不足，目前仍然面临着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薄弱问题，急需

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即怎么把路修到农民的家门口。 据市交通运输局运管科数据统计，截

止 2018年底，全市 314个乡镇 2745个行政村中，尚有近 300个行政村不通客车。 “村村通”工

程中已经硬化的乡村公路大多数从国家规定的 4.5M 宽缩减为 3M 宽，增加了乡村道路车辆双

向通行的难度。 此外，还面临着农村供水、供电、供气条件差；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电网改造

滞后，农村电压不稳定，电费价格偏高；部分地区农村水利和饮用水安全设施不足，人畜饮水

的安全性等一系列突出问题。 此外，农村危房、旧房改造任务艰巨。

同时，大多数乡村未能较好地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 近年来，一些农村居民的

生态文明意识淡薄，为追求“高产量”的生产，增加家庭收入，不惜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大搞“污

染型养殖业”等，以致水体被污染、水质下降。 加之，对生产过程中造成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未

能进行恰当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防护功能造成破坏，造成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严重危害

人们的身体健康。 因此，农村人居环境急待改善。

（三）对产业绿化强调不够

目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度不够，对产业绿化强调不够，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技术仍较落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还很低，难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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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产品质量差。 大部分农民合作组织运作不够规范，组织规模较小，服务内容单一，合作组

织与农民的利益连结机制也不完善，很难带动广大农户增收致富。

二是经营者不看供需，只管生产，基本不参与销售，即或参与销售，对市场的把握也不够，致

使生产的产品种类非常单一、结构很不合理，产品市场出现饱和，价格迅速下降。为弥补损失，经

营者们又再投入大量资金去经营新的走俏产品，再次走上追逐———失利——转营的怪圈。

三是经营者不注重树品牌、严把质量关，导致品牌形象下降，难以培养固定的消费者群

体。 加之，包装、营销、品牌管理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技术支撑，市场竞争力不强，农民主要靠出

售初级农产品，增收潜力有限。

四是不延长产业链。 市场上交易多数都是初级产品，附加值低，没有注重产品的价值的进

一步挖掘，缺少对产品的深加工。 且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少，企业带动能力弱，加工规模通常

比较小。

五是因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占用了大量的“良田沃土”，致使农地综合生产能力下降，传统

小农经济经营模式依然普遍存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尚未建立，一些

农业示范园区、龙头加工企业、示范基地、重点项目主要依赖政府补贴，因而实际经营效益并

不理想。

六是贫困仍然成为制约四川革命老区持续发展的难题。 目前，“还有 368个贫困村没有退

出、19.98 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贫困人口总量仍然高居全省第二，3.67%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全

国 3.1%、全省 2.7%的平均水平”[37]。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还存在产业扶贫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部

分贫困村中主导产业不明显，产业发展无规划，群众发展无目的，没有真正形成“一村一品”⑤的

格局。大多数产业扶贫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部分产业扶贫项目前期调研不够细致，影响

了扶贫项目实施的效果，因而严重制约了本区域全面现代化进程。

（四）对乡村文化开发不够

一个缺乏文化元素的乡村，经济再富裕，生态再美丽，也不可能长久成为令人向往的美

丽乡村。 四川革命老区素有“红色文化”之称，但因红色场馆与其他旅游资源开发结合得不

够，展示方式单调，静态的旧址、图片和物品的陈列较多，参与性、体验性的项目欠缺等。 因

此，红色文化对普通旅游者缺乏持续吸引力。 同时，有些基层干部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认识不足，在抓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倾向。 因此，广大农

村普遍存在文化设施建设不完善，农村文化活动没能正常开展等现象，无法满足农民对文化

知识的需要和对文娱生活的渴望，导致了一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而农

民的思想文化觉悟还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 此外，未能开发出乡村文化的潜在经济效

益。 乡村文化即使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发展优势，但未能通过考古发掘、历史研究、民俗转

换、艺术呈现等方式，开发出系列文化产品，形成文化产业品牌，推向市场，获取社会与经济

的双重效益。 更没有将红色文化、巴文化与农耕文化和生态文化等有机融合，打造文化产业

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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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乡土人才重视不够

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人才，尤其是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等。 但因地

处山区的欠发达地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恶劣，城乡收入差异较大，乡村收入总水平

较低，与沿海和周边发达地区相比其发展水平更加滞后，致使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流入

城市，乡村人才流失严重，守住农村的大多以老人和小孩为主，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劳动者

老龄化、兼业化十分突出。因此，本地人才留不住，外地人才引不来。虽然实施了“英才引进”工

程，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人才，以千名学子定制培养、千名书记专业提能、千名干部学历提升“三

千计划”等举措培养人才，但由于总体经济实力较弱，乡村人才开发培训经费短缺，致使各层

次人才开发培训严重不足，乡村建设人才更加匮乏。 虽有一些农业科技人员、返乡农民工、工

商业主进入农村创新创业，但也仅是杯水车薪，农村大面积的人才缺失依然严重，真正留在乡

村最基层、生产经营第一线的人才屈指可数。 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严重削减农村生产发展活

力，而且使农村社会因高质量人口的流失而活力不足。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大批经营管理专业化人才

与农业技术人才支持，还有大批乡村工匠和乡贤能人的参与，因此，人才的开发培养是美丽乡

村建设急待解决的重大难题。

（六）对农地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不够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自然涉及土地权益关系问题。 目前，随着年迈的“农一代”逐步

退出农业生产领域，大多数“农二代”外出务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极为普遍。 但令人不解的

是，笔者通过与部分试点村镇干部访谈发现，农村虽然闲置土地较多，但要动农民自家土地

时，农民不愿配合，甚至有些抵触情绪。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集体经济薄弱，缺乏经济纽带的

集体组织在更大程度上异化为基层政府的代理人，农民与集体权益关系事实上成为政府公权

与农民私权的土地权益关系。 通过对土地产权的“确权”，农民认为土地是自己父辈所传的，属

于自己的。 而基层政府则认为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农民必须配合政府对其所拥有的土地进

行统一规划和整治。 于是，“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土地整治问题上，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一

度成为焦点问题被广泛关注。 ”[6]事实上，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目前作为所有权主体的集体基

本处于“虚化”状态，闲置土地乱象丛生，“一户多宅”现象并不鲜见。 部分郊区农村很多农民在

城市化过程中引起的“人走屋空”以及房屋普遍“建新不拆旧”、通过征地拆迁获得多套房子的

“一户多宅”，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闲置废弃宅基地增加的一种“外扩内空”的蜕化现象。 为

此，必须加快破解土地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权益争夺无序的困境，消除农村土地乱占乱建现象。

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在第二轮承包土地时，水田、旱地的划分是根据土地生产率的高低按照一

定系数折算的，而金融部门在抵押土地经营权计算土地面积时，又是按照土地承包证上的土

地面积计算，从而导致农民实际耕作的土地面积与承包土地面积之间差距很大。 因此，农民不

愿意将土地经营权用于抵押贷款[38]，致使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难以推行。

（七）对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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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无论是房屋拆迁、厕所革命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搞新产业、弘扬文明乡风

等都需要大量资金。 据笔者对一些乡村干部的访谈得知，目前，乡村建设还面临资金严重短缺

的问题。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如前所述集体基本处于“虚化”状态，集体经济较为薄弱，无法通

过集体经济创利来积累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据 D市农业局农村科数据统计，全市 2745个行政

村和 474个社区， 截至 2018年底， 有集体经济的村 2448 个， 集体经济在 10000 元以下的村

1342个，10000元至 50000元的村 935个，50000 元以上的村 171 个，暂无集体经济的村近 300

个。 二是由于农村空心化较为严重，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条件不足，且因农村信用合作

社取消后，银行服务于乡村建设的“最后一公理”难以打通，农民存款相当部分难以在农村转

化为投资，外出农民工回乡投资乡村建设的意愿薄弱。 三是农村农业投资分散、周期长（农业

生产有季节性）、见效慢、收益小、风险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加之成本、风险双约束，导致

金融资本更多投向城市而不是乡村。 四是土地等自然资源流转、社会资本参与等机制不畅、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滞后、政府配套政策供给不足，城市民间资本、工商资本、社会资本难以下乡。

因此，乡村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就非常单一，主要靠政府经费支持。 但政府对乡村建设的投入，

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都远不及对城市的投入。 以全社会第

一产业投资为例，2013 年为 42.63 亿元， 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4.3%；2017 年为

96.99亿元，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5.6%。而五年间政府投入到第一产业的资产仅增

长了 1.3个百分点[39]。

五、美丽乡村建设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领导，强化宣传，深化认识，抓好督查

1.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宣传引导

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 因此，坚持各级党组织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尤

为重要[40]。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健全农村工作领导体制，理顺涉农部门的职责分工，深化农村

改革，强化投入保障和规划引领，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活化农村资源要素，

汇聚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制定切实可行的美丽乡村建设方案。 各乡镇、村（社区）也要对

照创建标准，查找自身差距，确定创建目标，压实创建责任，自上而下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创建工作格局，切实加强对美丽乡村创建工作的领导。

各乡镇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方案及培训计划，对美丽乡村创建的目的

意义、标准要求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宣传培训，促进人民群众深刻领会美丽乡村创

建的重要意义及相关要求，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参与创建活动，逐步消除“政府干、群众看”的现

象，确保创建工作没有“局外人”，没有“门外汉”。宣传引导方式上，“可充分利用村广场会、县级

电视台、村内宣传栏等途径扩大宣传面”，经常性地表扬先进典型，“及时通报批评个别村民的

违法违规行为，从而逐步转变村民的思想观念，引导村民将思想内化为实践行动。 ”[41]

2.深化思想认识，纠正认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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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不是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闭门造车编出来的，它是对中央提出

的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细化，是精准扶贫工作结束后应展示出来的全新面貌，也是推动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激发农村群众脱贫奔康内生动力、加强农村依法治理、整体推进

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形式。 一定要充分认识美丽乡村创建的重要意义，把美

丽乡村创建放到全局工作中去统筹思考谋划，进一步鲜明“干正事、干实事、干成事”的工作导

向，切实把美丽乡村创建工作记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在“四个好”里面，住上好房子和过上好日子是基础的、保底的物质方面要求，养成好习惯

和形成好风气是更高的、精神层面的要求，也是美丽乡村创建的难点。 当前，各地农村群众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其中一个重要致病的原因就是生活习惯特别是卫生习

惯不够健康。 同时，养成好习惯和形成好风气有利于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增强贫困群众致

富奔康的内生动力，进而巩固好、发展好来之不易的脱贫成就。 各乡（镇）党委政府既要立足当

下，也要着眼长远，把“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摆在重要位置，与“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同部署同安排，做到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两手抓、两手硬”。

3.抓好督促检查，强化成果运用

各乡镇作为创建工作的关键层级，主要负责人对创建活动务必亲自研究、亲自督查。 各

市、县、区委农办作为创建工作的牵头部门，要协同各市、县、区委督办和各市、县、区政府督查

室定期和不定期进行督查。 要强化考核激励， 因地制宜开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先进县

（市、区）、先进乡（镇）、示范村考评激励工作，对开展较好的要通报表扬，对开展不力的要曝光

批评、督促限期整改，对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不力、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等严肃追

责问责。

各级政府要全面推动“先创”带“后创”工作，对 2018 年省市县美丽乡村进行授牌和表彰，

各市、县、区委宣传部、农办要对获得省市县美丽乡村的村（社区），特别是获得省级美丽乡村的

村（社区）的典型经验，通过新闻报道、工作简报、经验交流会等形式，进行总结、推广、运用，切

实发挥美丽乡村标杆引领作用，确保美丽乡村创建任务高质量、高标准全面完成。

（二）按照“乡风文明”要求，塑造乡村新风貌

按照“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深入发掘乡村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基因，保

护乡村社会价值和情感记忆，让“乡愁”成为离开乡村的人最美的守望，成为没来过乡村的人

最美的畅想。 把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与群众文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大力传播乡风文明，真正把乡村建设成为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人文家园、和谐家园。

一是要以“五治工程”活动为手段，引导村民“养成好习惯”。 所谓“五治工程”就是治脏、治

乱、治尘、治噪、治水工程。 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地抓好这项工作，既要注

重环境质量整体提升，又要扭住重点、攻克难点，不断完善管理办法，严格落实管理制度，彻底

解决垃圾乱扔、污水乱排、棚舍乱搭、生产用具乱放等问题，逐步引导农民群众“养成好习惯”。

二是要以丰富活动载体为重点，促进村民“形成好风气”。 各地应广泛开展“文明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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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文明村”等评选活动，宣传展示基层群众身边好风气的典型模范。 与此同时要进一步丰富

活动载体，邀请文艺团队，把好的典型故事搬到舞台、展现到群众身边，或者通过宣传栏、歌谣、

顺口溜等形式，引导农民群众自觉摒弃不良风气，逐步达到“日用而不知”的效果。 逐渐引导村

民从喝茶打麻将的消遣方式向坝坝舞、读书看报等转变。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物质与精神

的双脱贫。利用孝文化传统，进行爱国爱党、孝老爱亲教育。利用广播电视、微信等开展政策宣

传、法制宣传、感恩教育、风气培养等。

三是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推进平安乡镇、平安村庄建设，开展突出治安问题专项整治，引

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风尚，依托村规民约、教育惩戒等褒扬善行义举、贬斥失德失范，

增强农民群众对党组织、村集体的归属感、认同感，逐渐形成“文明和谐、友爱诚信、互帮互助、

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 同时，借助农民夜校至少每月开展一次脱贫攻坚、文明村风、良俗村约

等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村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促进村民“形成好风气”。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生态宜居的乡村发展新环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怎么营造生态宜居的乡村发展新环境呢？ 笔者认为应着力加

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要抓好以道路网络建设为重点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各级政府必须尽快推进乡村道

路与主干道路联接，实现村道、乡道与县道、省道及国道相互联通，完善乡村道路网络，加快村

（间）内断头路、空白路建设，实施道路通村组、道路入户工程，把路修到农民的家门口，解决“最

后一公里”问题。 到 2022 年，实现产业基地、居民点道路通达率 100%，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

村村通硬化路并基本联网、村内通组路，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比例达到 95%以上。

二是要坚持以“整洁、美丽、和谐、宜居”为目标，集中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和厕所等的

治理，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完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制度，建立健全乡村环境治理长效

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要全面推行“户集—村收—乡运—县处理”的城乡环卫一体化模式，引导

村民养成垃圾分类处置习惯，建立行政村常态化保洁制度，逐步实现村民小组保洁员配备率

100%。积极推广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污水处理技术，推进乡镇污水处理站和村镇

微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力争到 2022年，90%以上的乡镇有正常运行的污水处理厂，85%

以上的村庄基本实现生活污水处理，基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同时，要广泛开展农村“厕所革

命”，重点改造旱厕，修建农村户用卫生厕所，配套建设公共厕所。 争取到 2022年，农村户用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5%，农村有独立的、管理良好、干净整洁、粪污得以有效处理的公共厕所

达到 90%以上。 此外，还要集中清理私搭乱建、乱堆乱放、电气管线私拉乱接等现象，还村民一

个整洁的庭院环境。

三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时，经济发

展必须让位于生态保护，决不能以减少基本农田、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对于那种“污染型

养殖业”，该减的必须减，该退的必须退，在绿水青山下搞生态农业，守住“生态美”这块阵地，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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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山清水秀、天蓝地绿，积极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绿色化、生态化，发

展绿色产业、培育“美丽经济”。

四是实行生态农业生产全程监控体系。 加大大气、水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不断优化有机

农业生产环境，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增施生物有机肥，改良土壤，不断提高土壤有机

质含量， 推进有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建立健全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质量管理体

系。 依托企业主体，大力推广节水灌溉、设施规范化栽培、无公害生产、反季节蔬菜育苗等技

术；加强有机农产品质量监控体系建设，实行数字化生产和管理，建立有机农产品质量管理

可追溯体系。

（四）以三产融合催生乡村发展新业态，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目前，各地要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就必须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做足人、地、钱、城乡融合、

乡村治理“五篇改革文章”，激发乡村振兴活力；要在现有发展基础上，大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具体来讲，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快实现“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 借用网络平台，将高速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引入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环节，建立农业数据智能化采集、处

理、应用、服务、共享体系。 建设农业监测预警云平台，打造智慧农业技术应用示范样板，提升

农业产出价值，丰富完善农产品交易网，实现“互联网+”，建立健全农业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实

现“益农信息社”全覆盖。 从而把当地的“土货”变成村民致富的主要门路。

二是突出市场主体体系。 着力引进一批集种苗繁育、微生物研发、流通贸易于一体的大型

有机农产品企业，引导、扶持各类流通中介组织和农村专合组织，建立有机农产品配送中心。

支持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农村专合组织面向高端农产品市场，加快开发有机农产品市场，加强

有机农产品配送，促进有机农产品营销，加快建立有机农产品物流体系。

三是建立科技支撑体系。 聘请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关权威专家，完善首席专家、农业技

术推广人员和新型经营主体的联动机制，建设一批市级以上农业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和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平台，造就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培养一批高水平创新创业团

队和科技领军人才，建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库和信息定期发布制度，搭建科技特派员站

点、产业技术服务中心、专家大院等成果孵化转化平台，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全面提

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四是与时俱进发展农业新业态。 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就必须秉承大农业理念，把新技术、新业态引进乡村，全面开发农业复合功能。 同时，

也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农业现代化的先进经验[42]，以

现有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为龙头，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单个品种的农产品生产、加工

销售产业链。 具体来讲，一是瞄准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产生的全新市场空间，围

绕粮油、果蔬、肉食品、茶叶等重点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价值链；二是规划建设

一批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推进产业集群集聚发展；三是突出地域特色，加快形成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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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农产品和大宗农产品品牌为核心的农业品牌格局；四是提升农业的文化、科技、教育、休闲

度假、旅游观光等价值，增强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努力实现产地生态、产品绿色、产业融合、产

出高效。

五是按照既定部署按时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真正做到产业“扶贫”而非产业“扶农”。

支持县（市、区）创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扶贫产业园，创建旅游扶贫示范区，坚持扶贫同智志

双扶相结合。 即：一是注重转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变被动的“要我脱贫”为主动的“我要脱

贫”，增强其脱贫的主体意识；二是围绕产业发展和就业需要，加强其脱贫技能培训，提升贫

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等基本技能；三是采取劳务补助、劳动增收奖励等方式，组织引

导贫困群众广泛参与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成为有本领、懂技术、肯实干

的劳动者。

（五）培植特色产业，加快农旅融合

美丽乡村如果没有特色产业做支撑，农民就不会有稳定的收入，建得再好都留不住人，最

终必然走向“空心化”。 因此，必须充分依托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农业资源和乡村文化资源，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休闲观光、阳光康养、生态旅游、文化创意等类型的特色镇、特色村，实现生产

生活生态深度融合。 发挥农业观光功能，培育一批乡村旅游强县强企，推动农林牧渔等产品向

旅游商品转化，促进“农业＋旅游”产业融合；发挥农业体验功能，围绕“耕、采、做、尝”，建设农

耕博物馆、农耕劳动体验、亲子菜园、采摘园等，促进“农业＋体验”产业融合；发挥农业文化功

能，深挖风土人情，开发独特产品，促进“农业＋文创”产业融合，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

村一韵”的特色乡村。 如以田园综合体⑥为平台建设集科技、休闲、体验、餐饮、娱乐、住宿于一

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丰富多种业态，形成产业集群和乡村旅游环线。 以乡村农耕文化为线

索，恰当运用文化元素符号，打造景观体系，营造乡村旅游的整体氛围，形成一个乡土自然环

境———乡土民居———乡土劳作———乡土生活的乡村农耕文化体系， 并开展一系列农耕文化

项目。 这些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项目的落实，将极大地推进乡村绿色旅游产业发展，加快农

旅融合。

（六）繁荣乡村文化，打造文化产业品牌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

神食粮。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 ”[1]因此，广

大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村（社）级党政组织要加强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彻底克

服只抓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的错误倾向，要成立文化建设的专门领导机构，具体负责开

展此项工作，并大力宣传、引导广大农村居民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 推进乡镇综合性文化站、

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打造基层综合性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 加强乡村文化院坝、农家

书屋、村文化活动室、农民工文化驿站、留守儿童文化之家等文化阵地建设，选择有代表性的

村落建设村史馆。 支持发展各类民间文化团体和扶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 有效地加强文化

“种”到乡村日常生活，培育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自觉意识与创造能力，鼓励通过“结对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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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方式，开展文化结对帮扶。

同时，各级政府要充分抓住国家文化大发展的战略机遇，树立产业观念，培育农村文化市

场，带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尤其“要在‘特色’上下工夫，努力打造农村文化品牌，深入挖掘

地域历史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加大文化旅游产品、旅游商品开发力度，着力打造一批文化旅

游胜地。 ”[43]如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将景区、餐馆、宾馆、铁路或公路、商业街道、游乐场所等结

合，形成吃、住、行、游、购、娱等综合配套服务。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制

作一些微电影、小动漫在红色场馆放映，以传播红色声音、讲述红军故事、传承红军精神，让游

客愉快地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注重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孝文化、德文化、“仁义

礼智信”文化等本地特色文化，保留县城遗址、战斗遗址、红色印记、民族风俗等各个村落独特

的文化，展示乡村地方民俗、风物和各类民间文化，让人们留住农村特有的“乡愁”。

（七）建立健全人才流向乡村机制，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培养一批高素质乡村人才，有四支力量必须牢牢抓在手上。

一是新型职业农民。这是现代农业的生产主体、发展主体、创新主体。实现乡村振兴，提升

农民素质是关键，必须把提升农民素质、激发内生动力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模式，对农民进行培训，政府机构进行评估。 提升农村教育水平，增强

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 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具有经济头脑、法制观念、创新精神、效率意识，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农民。 ”[44]

二是本土乡村教师、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非遗传承人等农村专业人才队

伍。各级政府要“依托高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培育本地区的文化产业旅游专业人才”[44]，为农业创

新提供专业服务。

三是科技人才，主要为农业创新提供科技支撑。 近年来，各地大力实施人才引进计划，引

进了大批高端人才，但多系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的建设人才，美丽乡村建设方面的人才，尤其

是乡村文化特色产业化、信息化、市场化方面的综合型人才仍然紧缺。 今后须大力引进美丽乡

村建设方面的人才。

四是社会各界力量，包括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新乡贤、群团组织等等，都是现代农

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加快特色小镇、特色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对人才的吸引。

同时，还要建立健全人才流向乡村机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建立乡村人才奖励制度，开

展乡村优秀人才评选活动，表扬乡村优秀干部、企业家和乡土人才。 通过较大幅度地提高“三

农”工作队伍和科技人才的福利待遇，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工作回报率；通过加大对“三农”人

才的荣誉激励，提升社会对他们工作的美誉度和认同感，真正让人才留在乡村、扎根乡村、建

设乡村。

（八）盘活闲置土地，加快建立农村用地保障机制

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也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资源资产。 为破解美丽乡村建设土地权

益关系困局，顺利推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必须建立健全乡村土地保障机制，盘活农村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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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探索将节约的农村土地通过入股、联营等方式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对此，各地要认

真贯彻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抓紧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深化农村承包地改革，及时调整完善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农户

承包权、经营权等的赋权，落实“三权分置”制度，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放活土地经营

权，从而有效防止土地撂荒、地租过快上涨现象的发生。

二是要“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 30年的政策，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2]，让获得经营权的业主大户吃上“定心丸”。

三是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政策，以“一户一宅”的宅基地改革为基础，“探索宅基地所有

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具体办法”[2]。 只要不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允许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对闲置宅基地进行重新整合，将多出的土地经市场化盘活，即可通过入股、联营等方式

将农户闲置的宅基地用来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或者通过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

用闲置宅基地，即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2]。

四是要改进占补平衡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改革，建立农村

土地增值收益全部用于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

（九）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建立健全资金投入体制机制

美丽乡村建设涵盖了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造、农村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体系建设、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等，因此资金需求量极大。 各地应

多渠道筹集资金。

首先，必须改革完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加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 中央明确规定：“公共

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 ”[2]要把主要精力放

在资金的创新使用方式、提高支农效能上，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把各类涉农资金

尽可能地打捆使用，形成合力”，“通过以奖代补、贴息、担保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

用”，使资金更多地投向乡村[45]。

其次，要拓宽资金筹集渠道，鼓励社会资本投向乡村，创新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机

制。 具体说来就是“引导社会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农业服务业、

农产品加工业，引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 ” [45]加强产权保护，稳定投资者预

期。

其三，要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各乡（镇）、村的党群服

务中心要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部门密切合作，解决“最后一公理”问

题。 “明确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乡村振兴中的职责定位，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

新，加大对乡村振兴中长期信贷支持。 ”[2]制定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法。对涉农业

务达到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监管和考核，“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发行上市、新

三板挂牌和融资、并购重组”[2]，“适当下放县域分支机构业务审批权限，解决投放‘三农’贷款

积极性不足的问题。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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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建设美丽

乡村，必须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总体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

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第二，各级政府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乡村振兴战略的

相关文件精神，坚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提高认识、强化宣传，深刻领会美丽乡村创建的现实意

义；完善美丽乡村建设机制、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成果运用，全面确保美丽乡村创建的顺利推进。

第三，必须明确思路，突出重点，准确把握美丽乡村创建的实现路径。 按照先难后易、分类

实施的原则和拆旧建新、旧房改造等方式，大力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同时继续统筹抓好易地

扶贫搬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各类农村住房建设，切实解决好农村危旧房户的住房及厕所

改造等问题，帮助农民住上生态宜居的“好房子”。

第四，要以壮大集体经济为核心，扶持村民过上生活富裕的“好日子”。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是全面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整体水平的重要保证。 一是上级党委、政府应对本地走合

作化、集体化道路的村级组织进行充分调研论证，并在资金上予以倾斜扶持，以充分调动各地

村级干部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是把发展乡村集体经济与扶贫开发、美丽乡村建设

有机结合，依托区域优势、资源优势，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村企对接和村企共建活动，带

动农户实现规模化种植、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三是继续推动集体房屋、承包经营权、集体

经营性土地等资产的规范运营，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为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贡献，

让广大乡村居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第五，按照“乡风文明”要求，以“五治工程”活动为手段，彻底解决垃圾乱扔、污水乱排、棚

舍乱搭、生产用具乱放等问题，逐步引导农民群众“养成好习惯”。 广泛宣传展示基层群众身边

好风气的典型模范，引导农民群众自觉摒弃不良风气；利用广播电视、微信等开展政策宣传、

法制宣传、感恩教育、风气培养等，促进村民“形成好风气”；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大力传播

乡风文明，真正把乡村建设成为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人文家园、和谐家园。

（致谢： 拙文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李周研究员和两名匿名评审专家

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

注释：
①“建设美丽中国”：历次全国党代会的报告中，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 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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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四好村”：2013 年，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王东明在凉山调研时，针对当地特殊情况首次提出“四
个好”，即“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随后四川将“四个好”作为脱贫攻坚工作
的四川版“目标”。 2016年 9月起，全省开展以“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为主
要内容的“四好村”创建活动，力争到 2020 年，在普遍建成市州级或县市区级“四好村”基础上，60%以上
的村建成省级“四好村”。

③“一核三治”：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自治、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一核三治”乡村
治理体系。

④“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19 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农办、农业
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报告》，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起
步早、方向准、成效好，不仅对全国有示范作用，在国际上也得到认可。 要深入总结经验，指导督促各地
朝着既定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断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

⑤“一村一品”：指一个村或几个村根据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
化、市场化和品牌化建设，拥有一个（或几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

⑥“田园综合体”：是乡村新型产业发展的亮点措施，它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
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是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
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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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sures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District D in Sichuan Old Revolutionary Area
LIU Changjia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Sichuan Old Revolutionary Area,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635000, China)

Abstract: Some achievements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have been made all around the countr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achievements inclu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ve villages, vigorous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formative of “One-Core and
Three-Governing”,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 via the renovation of villages, the effects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dustry systems, the good eff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vigorous village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talents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village cultures for tourism.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needing to be solved. As far as District D in Sichuan Old Revolutionary Area is
concerned, there are such problems as unclear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powerless measures of construction,
incapable governing, inadequate investment of funds, slower progress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oor
rural living conditions etc.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an aspect of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For a more
specific contents and more operative plan of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can be take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ities. First, all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strengthen
publicity, implement strict supervision, make thoughts clear, and highlight focal points. Second, Party
organizations of all levels should persist in their leadership and forge a new circumstance of civilized village
customs. Third, the roads and network should be constructed better and the three industries are integrated for a
new industrialization. Fourth, the idea of ecologically adaptable living makes a new environment in the
countryside. Fifth, the industries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develop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particularly the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should be fastened together. Sixth, the village culture brands should be
forged for prosperous village culture. Seventh, the four types of forces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and the
mechanism of introducing talents into village should be constructed. Eighth, the system of rural land guarantee
should be established faster to make use of idle land. Ninth, the agriculture-related funds should be well
arranged and the system of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beautiful village should be built up in order to achieve an
actual effect.

Key words: Old Revolutionary Area; rural revitalization; beautiful countryside; village governing; civilized
village custom; ecological livability; industry with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rur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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