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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与研究
——以宜昌市 S 乡村为例

王新源

（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90）

摘要：随着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意见也已经通过新闻发布会图文实录方式与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

同志们见面了。这充分体现了以党中央、国务院心系农民，重农强农坚强的决心，为中国农民送来了政策春风与民生大礼包。

2022 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 100 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展了

专题会议研究“三农”工作，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措施要硬、执行力要强，确保稳产保供，

确保农业农村稳定发展，并对粮食安全、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耕地保护等重大事项进行了强调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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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绝对胜利，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全面实施，

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显得十分重要。乡村

振兴战略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五大振兴为重要任务。而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中起着艰巨性

任务，只有产业兴旺，才会解决农村一切问题。

各地普遍重视三农工作，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

项工作重中之重，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美丽乡村建设、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业生产

能力不断增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民生全面改善，脱贫攻

坚取得显著成效，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显著加强，农民获得感显著

提升，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三农”

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农村、农民，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

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事业，能有效地吸引青年人才、

接纳返乡创业人员、汇聚社会资本、整合闲置的资源、培育特色

产业，壮大县乡（镇）村区域内产业茁壮成长。同时也实现了乡

村振兴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发展。

基于中国乡村的数量，从思想、认知、见识、能力、条件等原因，

乡村振兴的发展差异化会逐渐体现出来，从精准扶贫到现在的乡

村振兴，在到今后的“三农”问题，这其中的成果转化与衔接，

是推动“三农”问题重中之重。

一、精准脱贫对乡村振兴成果的影响

在农村，无论什么样的发展，都是以农民为载体，在农民力

所能及范围内，力求增加农民对“乡村振兴”“三农”的参与度，

以便获得农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一）政策持续性不强

精准脱贫时期，农民享受到国家、政府的红利，也积极投身

到这个事业中。在精准扶贫后期，没有把脱贫的群体单独看作是

一个特殊的独立群体，间接的对脱贫后的农民持续跟踪。

（二）社会保障不健全

农民从山里搬到了集中安置房后，没有土地与友邻的陪伴，

社会保障方面也不健全。其中，在教育、医疗、卫生、生活、住

宅等方面问题中比较明显。就医疗卫生来说，一是安置房内的独

居老人生病后，不能及时的与外界联系；二是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

个人卫生问题也至关重要；三是农民搬迁至安置房后，每年过冬

自己掏钱购买取暖燃料，这必然会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

（三）产业带动力不强

县级的龙头企业不能带动整个县域经济，只能带动周边当地

生产。当地的龙头企业也是当地的拓荒者，不断尝试与摸索，力

求与当地发展机遇相契合，在发展中的阻力也是巨大的。首先，

县域范围较广，交通不便，高山地较多，一部分阻碍了联动生产

与发展，经济成本大幅增加，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其次，以种

植业与养殖业生产周期较长，存在生产季节气候问题，尤其是高

山地区过冬难。最后，企业产出经济，必定要核算成本，以有限

的能力去追求更大的利润，必定导致成本增加，带动面小。

三、探索乡村振兴可行性发展路径

农民，泛指务农的人，最早记载于《谷梁传·成公元年》。

中华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农民一词给耕作的百姓加上了一个特殊

标签。农业作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无论是种植方式还是发展模式，

都通过不断摸索变迁中出现了重大变革。

（一）农民一词的新定义

当代农民，不只局限于农作、农耕之人，也有智慧农民、高

级农民、农业文化的传承者、农业科技的传播者、农业经营的开

拓者之意。应广范的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农民”之意，让在外

务工人员继续回村传承与发扬现代农业。现在农村大部分村民在

58 岁左右，老龄化严重（无劳动力人数每年持续增加），青年人

在外务工又不会种地。而资本又嗅到的乡村振兴的红利积极布局，

在过 10 年 20 年，会不会造成富了资本穷了农民的现象。所以，

孩子对农民认识应从小抓起，让农民的新概念从新散发出活力。

（二）构建财政支持机制

乡村振兴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

要支柱，财政必须主动担当作为，着力构建完善支持乡村振兴战

略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财政积极部署

支持乡村振兴工作，建立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强调公共财政

预算向农业和农村倾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2018 年发

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

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

入格局。不仅要求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还要求通过各种渠

道把公共服务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建立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机制，就是要把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

施、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系统等纳入政府公共财政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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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政府投资，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支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经营体系，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完善以绿色生态为导向

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支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大幅度增加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全面实施扶贫资金绩效管理；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如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持续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三）培养当代学生回乡发展主观意识

当今 95 后的学生已经作为社会上的主力军，县乡（镇）村应

积极引导当地出去的大学生回乡发展。一是打造优良的衍生环境，

通过订单定向培养、社会招聘、学历提升等方式，让各类人员快

速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中来；二是建立培训机制。即使大学中

没有学习过与农业有关的知识，完全可以凭借中国人那种肯钻研

的意志力，全力学习与发展。三是畅通晋升机制。多给有想法、

有谋略、有胆识的年轻人多一点创造空间。四是通过文化、技术、

经营、管理等方式，让大学生从新认识乡土风情。

（四）打造适合本土的乡土风情

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五个维度，因地制宜发展适合当地的产业。适当的引进现代农业

发展。一是通过对土壤检测、土壤治理、科学养护等方式，加大

土地增产增收。二是发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医疗卫生

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让家乡能留得住人。三是密切关注周边地区

的发展方向、生态环境和村风民俗等，选择适合当地或与之相结

合均衡发展的路径。

（五）推进农村公共服务改善

农村医疗、教育、文化等与城市相比差距还很大。我们将加

强与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积极完善乡村教育和乡村医疗体系建

设，加强村级服务站建设。同时，积极调动各类农民经济组织参

与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性服务业。

（六）建立联动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与城乡（镇）战略有效结合，城市

良性发展，必然要依靠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要素，落实周边

地区的发展与乡村能力的提升与优化。城市良好的发展，也会反

哺带动城乡劳动力的发展，会对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

用。

（七）发展当地特色休闲旅游经济

当地游资源丰富，其人文旅游、生态旅游、康养胜地以鲜明

的区域特色成为当地的名片。结合原有空间规划设计，考虑地域

环境，不断地完善绘制出美丽乡村画卷。也可以重点发展特色休

闲经济、充分结合山水环绕、山清水秀的先天自然优势，着力打

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品牌，挑选休闲度假、远郊旅游、生态农

业参观和“生态菜园子”产业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大力发展现光休闲农业，加快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产

业的融合，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具有当地风情的生态农业观光项目，

通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引导游客体验乡村特有的风俗文化，实

现了由生产功能向体验功能的转变，使城市人民可以充分体验到

现代农业的美与大自然的有效融合。

四、保护耕作资源，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在农业生产中，耕作土壤的功能决定着粮食农作物的好坏。

耕作土壤在每年的轮番耕种中，不能良好的对其进行保护，也会

加大耕作土壤肥度的退化，进而会影响农作物的成熟效果。

（一）耕作土壤的利用与保护

在耕作土壤质量提升方面，要充分与百姓进行沟通，让百姓

认识到科学种植不仅能提高产量又能丰富腰包。村内耕作土壤现

在处于中上等水平，基础肥力较好，但是也有不足。在充分考虑

到耕作土壤养分情况，要科学有效的使用有机肥，在每年农作物

收取后，可适当种植增加当地土壤肥料的农作物。来年开春之际，

翻整土地时打碎用作肥料，可以缓解耕作土壤地退化，提高耕作

土壤肥力，为农耕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耕作土壤养分与土壤微生物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养分标准，主要对土壤中的有机

质（g/kg）、碱解氮（mg/kg）、速效磷（mg/kg）、速效钾（mg/

kg）、全氮（g/kg）、全磷（g/kg）、全钾（g/kg）、有效钙（mg/

kg）、有效镁（mg/kg）等六个级别进行检验划分。土壤微生物是

土壤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土壤的调控、改善、促进农作

物生长、促进有机质分解、抑制农作物虫害等方面发挥着较大作用。

就现在耕作土壤质量来说，土壤中的蚯蚓数量也应该被关注起来，

因为蚯蚓能有效地疏松土壤，运动时可对土壤产生缝隙，有效地

与微生物进行交换。另外，蚯蚓的粪便也是当今非常好的肥料，

许多有益微生物得以生存，并具有吸收与保持营养物质的能力。

五、结语

本文主要阐述的内容为：一是“三农”工作已经成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实现有效衔接重要纽带作用。通过精准

脱贫和五大振兴，最终为“三农”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新

常态化乡村振兴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在乡村振兴这个 5 年过渡期内，五级书记同抓乡村振兴。一

是为了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二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返贫事件。

三是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衔接，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应进一步统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20 字总体要求，

将乡村振兴、“三农”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转化为适合

当地发展的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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