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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策略 
高儒学  雷德雨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550025） 

摘要：贵州区域的现代化建设，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协同共振，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要素科学整合与优化。

为此，需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多维度审视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多层次破剖析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推动贵州生态文明建

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方面，提出结合贵州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特点构建科学政策体系、增强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动力

和发展能力、动态建设与优化贵州生态文明治理机制、加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和催化功能、实现理性与全方位的联动发展评

价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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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Guizhou needs to coordinate and resonate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and scientifically integrate and optimize the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ecological and other 

elements. For this reason，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Guizhou'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break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t multiple levels，and propose to build a scientific policy system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uizhou'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enhance the internal power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uizhou'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ynamically build and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Guizhou'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and catalytic function of Guizhou'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and realize the effective strategy of rational and all-round linkag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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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共十七大会议上，就已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概念，在逐渐

深入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然转变成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乡

村振兴战略，是关乎民族发展稳定性和和谐性的关键议题，与国计

民生事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为此，必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

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以贵州为例深入和具体分析，形成高度可行

和易于操作的联动发展策略。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维度 
（一）满足城乡居民的个性化生活需求 

生态文明建设，是引领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更是整

体奔小康的重要举措。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加

强资源利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还需根据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和诉求，全面优化生活环境、发展环境、就业环境。贵州在全面开

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着力于满足城乡居民的个性化生活

需求，通过政策体系完善、区域经济稳定增长，在精神生活和物质

生活等方面，都能尽量满足民众的个性化需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需将生态文明建设嵌入我国现代化总体布局中，协同经济和社会建

设等方面高质量发展。 

（二）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有将近 9 亿的农民，若想真正意义的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就必须聚焦农村、农业、农民发展问题。而贵州的生

态文明建设，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整体布局中协调发展。生态

文明建设的开始与结束，都应始终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带

动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 

（三）促使城乡公平化和均衡化发展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要目的是缩短城乡居民差距，使所

有公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健康发展。在推动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

振兴战略联动发展的过程中，需促使城乡公平化和均衡化的发展，

彰显生态文明建设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促进作用。乡村振兴背

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贵州地方政府应全力增进民生福祉，全力解

决城乡不均衡和不公平发展问题，创建和谐、多元、民主、公平的

生存生态与发展生态，对以往的工业文明进行全面升级和科学改造。 

二、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生态文明建设可促使产业发展环境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主要目的是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且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则是为区域经

济发展营造绿色和健康环境，实现利益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推动各

个领域和产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发展。从目标维度来看，生态文明建

设与乡村振兴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贵州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过程中，可促使产业发展环境的优化，使人、自然、环境和

谐共处。生态文明建设这个举措，有助于将生态优势演变成发展优

势，促使区域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 

（二）乡镇振兴战略是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风向标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覆盖和辐射产业、生态、文化、旅游、

农业、人才引进与培育等多个领域。其中生态文明的建设，可为乡

村振兴的目标实现提供强大推动力，促使贵州在乡村建设方面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振兴。而在实际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过程中，

需在地方既定的发展战略规划框架下，不能脱离大趋势和大环境。

为此，聚焦农村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时，必须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整体节奏下，在正确风向标的指引下设计具体策略和措施。 

（三）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可反哺生态红利扩大 

提高农民生活品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标。同时

实现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条件。即在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

基础上，增加了相应的生态要求，既要在物质层面获得高质量的发展，

还需建立舒适和健康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环境。而所有居民在舒服自在

的环境下生活，势必会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等活动

中。满足生态要求的生活品质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反哺生态红利的

扩大。尽最大可能的释放生态红利，某种程度上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

在机制。只有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才能促进消费，实现消费方

式与产业的转型，由此获得较大的生态红利。而助力农民生活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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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宗旨，以及高效实施的最终成果。 

三、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的策略 
（一）结合贵州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特点构建科学政策体系 

治理主体应形成大局观与合作观，在正确观念支配下，协同推

进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贵州政府需明确局部的

联动发展，并非预期和预设的联动发展，需在既定的政策体系框架

下，实现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数据流等多要素，协同参与地

方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发展是推动所有工作的核心，只

有为各个产业和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完善的政

策支持，才有可能推动整个区域全方位的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需

结合贵州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特点，以及实际的资源禀赋优势，构建

科学的政策体系，以此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良性和全

方位的联动发展。政策部门需科学制定与严格实施各种政策，结合

产业发展情况和乡村治理问题，动态优化联动发展的政策措施。通

过优化顶层设计，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提

供开放和优质的政策环境、营商环境、改革环境。同时，在技术创

新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地方政府都需出台对应的优惠政策，加大中

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确保核心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

业等均能高质量发展，整体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发展靠拢。 

（二）增强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能力 

乡村产业的现代化转型与升级，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要点与轴

心，这关乎区域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幅度和就业质量。而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进度和质量，直接影响区域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目标实现，

以及乡风文明建设程度。贵州治理主体需明确，推动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村文明、生活富裕等，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更是战

略实施的终极目标。从这个层面来看，若能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就能保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序和持续推进。为此，需增

强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动力，在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

目标方面形成突出能力。首先，应推动贵州区域农业的深化改革，

在种植、加工、生产、包装、推广、销售、物流、售后服务等方面

形成完美闭环。通过推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增强乡村农户扩大

种植和生产规模的意识。政府需鼓励农户种植和生产多种类型农产

品，围绕核心产业拓展经营范畴，例如，建设特色农家乐，联合民

宿产业推动区域经济多元化发展。即在绿色农业、绿色旅游、绿色

生产等方面协同发展，通过提高多个产业的发展能力，增强贵州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动力。更重要的是，农民、企业、外商等，

真正看到贵州重要产业的发展能力后，会吸引更多人才和当地群众

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在充足劳动力和资金支持下，势必可促进贵州

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 

（三）动态建设与优化贵州生态文明治理机制 

以生态文明建设促乡村振兴战略的高效实施，需凝聚贵州多方

力量，在政府统筹与宏观指导下，推动公众共同协作建立，在生态

环境优化、区域文化体系完善、经济发展、产业兴旺等方面产生强

大协同效应。地方企业和社会组织，都应积极参与贵州经济建设和

乡村治理，增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内在动

力。其中，需在生态文明治理方面加强机制优化，结合地方现有的

生态资源，在既定的生态治理政策和制度体系框架下，增强治理主

体的多元性。除政府和企业外，社会组织和公众也应成为生态文明

治理主体，引领他们深度参与到地方经济建设工作中。而贵州政府

需为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高效治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建设具

有前瞻性和地方特色的生态补偿机制，从商业与市场视角出发审视

地方生态发展问题。贵州地方政府需主导构建良性循环机制，用以

支撑区域经济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政府要指导所有生态文明治理

主体，理性区分生态产品与服务价值，以此生成可映照市场供求情

况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同时，需用好税收手段，对生态产品和服

务进行合理的补偿，基于科学的征税标准，推动生态补偿机制良性

运行，并在市场作用下获得市场化运作。基于科学的生态文明治理

机制，增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动力，并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

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基础性作用。 

（四）加强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和催化功能 

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维度之一，应

能结合实际情况的增强推动与催化功能，促使区域经济获得高质量

发展，带动城乡居民更加自觉和深入的参与到文化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经济建设等活动中。贵州地方政府应加强宣传教育，围绕生

态文化矩阵式的宣传，促使区域内所有居民都明确该项活动的重要

意义，且对乡村振兴战略内涵形成深刻认识。乡村居民作为区域经

济建设的动力源泉，必须要通过科学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形成契合

时代的发展观念，促使其自觉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建设家乡。区域内

居民在建设乡村和生态文明方面产生极大的自觉意识后，势必会推

动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而作为主要生产要

素的城乡居民，理应在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深度参与产业升级，在

充足劳动力的催化下快速实现产业兴旺。生态文化建设，应深度嵌

入区域经济发展，增强贵州区域文化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例如，

在生态化的催动下，增强农产品的附加值，在线上和线下更好的销

售有机农产品。基于优质生态文化的产业发展，势必会产生超预期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基于这样的思路，贵州应逐渐形成生态化

的产业转型机制，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新模

式，最终实现生态文化建设体系和区域经济建设体系和谐互动，各

个产业在创造生态红利和经济效益方面都能互惠互利。 

（五）实现理性与全方位的联动发展评价 

明确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辩证关系后，应依据

内在机理，动态和全方位的评价联动发发展质量。依托完善的评价

体系，理性诊断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问题，

结合实际情况即时性的优化乡村治理政策和产业转型机制。贵州区

域的绿色发展质量，应成为评价联动发展质量的主要标准，主张扩

大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务必要与“美丽中国”建设同频共振。生

态文明建设的质量评价，理应以绿色发展指标为依据，并根据贵州

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情况，选取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经济增

长等指标。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评价方面，需结合产业转型

与升级、生态宜居、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治理等维度综合评价。综

合所有指标，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发展质量理

性和全方位评价，着力于评价结果，有针对性的优化乡村治理模式，

并对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科学完善和升级。 

结语： 
贵州地方政府需动态优化政策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

兴战略联动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生态文明建设需紧密勾连产业转型，

致力于为民谋福祉，为居民营造舒适和富裕的生活环境。地方政府

需在改善民生问题方面精准发力，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内涵，有内在

依据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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