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新西部·　　　　 ·2023年第3期

如自贡市大安区聚焦“全产业链延伸型”定位，探索出

“延伸农业产业链型”融合模式；成都市彭州市围绕种

业技术、聚焦科研技术，探索出“高技术渗透型”融合

模式。

（二）集体发展助力乡村建设

四 川 省 推 进 “ 美 丽 四 川 · 宜 居 乡 村 ” 建 设 ， 鼓 励

相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建设项目。乡村丰富的生态

资源是美丽乡村建设最有力的基础保障，而集体经济组

织是乡村生态资源的所有权主体，对推动生态资源产业

化、市场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集体发展助力乡

村建设不仅可以满足乡村建设本土化的要求，更能充分

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四川省基于全省

集体经济发展现状，落实支持政策，具体有以下新探索

与 新 突 破 。 一 是 加 大 资 金 扶 持 力 度 。 2 0 2 2 年 新 增 扶 持

1292个村，每村补助资金10万元。二是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将原先设立的“贫困村产业扶持资金”更名为“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资 金 ” ， 用 于 相 关 产 业 的 乡 村 发 展 建

设。同时，将财政投入的国有资产逐步委托给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使得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持有量稳步提升，

市场经营能力进一步显现。三是在政府购买服务、财政

投入的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主动承办，并给予相应政策支持。

总的来看，四川省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

村建设中的作用，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赋予其乡村

建设一定主导权，使其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探

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资源开发型、资产盘活型、村庄

建设型等集体发展助力乡村建设的模式。如广汉市三水

镇友谊村开发现有的1500亩水面资源，创新打造了易家

河坝乡村旅游区，走出一条资源开发助力乡村建设的道

路；自贡市沿滩区詹井村通过盘活利用撂荒地等闲置资

源，建设红色教育基地，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走出一

条盘活闲置资产助力乡村建设的道路；天府新区煎茶街

道老龙村九组将生态修复与产业项目有机结合，创新打

造了天府微博村，走出一条整村生态打造助力乡村建设

的道路。

（三）“三治并举”助力乡村治理

四川省在以党建引领的工作推动下，乡村自治体系

日益完善、依法治村机制不断健全、德治教化效果逐渐

显现，具体有以下新探索与新突破。一是以自治组织建

设为核心，探索乡村自治方案。以建立红白理事会、乡

贤理事会、邻里互助会等自治组织为关键，在组织建设

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基层纠纷治理的创新机制。二是健

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通过推广各项基层法律服务，充

分培养乡村居民的法治意识，合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权利，将各种矛盾纠纷下沉到基层化解。三是推进新

时代文明建设，开展“四川好人”“文明家庭”等多项

文化活动。

总 的 来 看 ， 通 过 自 治 、 法 治 、 德 治 “ 三 治 并 举 ”

发展，四川省乡村治理效能正不断提升，主要形成了以

优化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方式、坚持问题导向为主的治

理经验。如成都市崇州市、德阳市罗江区通过强化以党

建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一核三治”建

设，健全治理体系；广元市利州区创新民事公正议、民

财公开理、民生公平惠“三民三公”全链式乡村现代自

治方式；凉山州西昌市以问题为导向，探索红色片长、

乡村八榜、“1+3+N”运行机制等治理路径。

四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巩固衔接的背景下，如何从外部守稳政策动力、

发挥市场活力，从内部激活发展动力是四川省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目前，四川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工作处于开展初期，有必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分析乡村振

兴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一）巩固衔接背景下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仍待强化

2 0 2 2 年 ， 四 川 省 在 政 策 扶 持 、 市 场 优 化 ， 乡 村 发

展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效，但在新形势下，乡村发展的

动力机制的作用显现仍然不足。从政策支持力度来看，

2022年，除中央财政外，四川省安排省级财政22.2亿元用

于乡村振兴先进市县乡村奖补和星级园区奖补，同时，

实施2022年农业产业化银行贷款贴息申报工作。就实施

效果来看，多数政策均向原脱贫攻坚地区有所倾斜，有

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时期的产业投资成果。但新挑战在于

各层级成立乡村振兴部门后，工作传导处于适应阶段，

在政策落地时怎样协调各部门权责，形成政策合力仍然

需要探索。从乡村营商环境来看，四川省2022年实施县

域商业建设行动，在县乡村三级实施构建电商与物流体

系。新挑战在于原有乡村的邮政、供销与快递资源如何

有效融入以县域为中心的商业体系，激发相关产业的市

场活力。从乡村内生动力来看，四川省2022开展乡村产

业带头人“头雁”项目，认定了500名首批农村致富带头

人，对带动周边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有引领作用。新挑战

在于乡村带头人如何带领群众巩固原有脱贫攻坚成果，

尤其是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上如何转换思想融入市

场经济。

（二）巩固衔接背景下乡村建设的统筹性仍待提升

2022年，四川省在乡村建设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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