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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就业途径、增收渠道；于百姓而言，能有效地缓解

贫困现状、能持续性地巩固脱贫成果、能切实地改善生

活水平；于地方而言，可壮大农村经济、促进乡风文明

建设、推动社会和谐稳定；于民营企业而言，有利于实

现企业效益、能有效提升民营企业家形象、营造良好的

社会责任氛围。

总而言之，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有效推进，实则是彼此相辅相成、互促互进的利益关联

关系。并且，民营经济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参与主体之一，责任重大且十分必要。对于推动乡村

振兴高质量发展，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不断增强乡村振

兴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耦合效应，在理论和实践上均

具有多重研究价值。

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

移。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山东

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五大振兴”的重要论述。2020年

12月，《关于巩固开拓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意见》中，正式阐述了“五大振兴”概念和相

关工作部署。

乡 村 振 兴 是 指 产 业 、 人 才 、 文 化 、 生 态 、 组 织 五

大 方 面 的 全 面 振 兴 。 学 者 汪 晓 文 等 人 认 为 ， “ 五 大 振

兴”涵盖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方

方面面，五位一体、相辅相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

整体。并强调“五大振兴”中产业振兴是基础、人才振

兴是关键、文化振兴是基石、生态振兴是支撑、组织振

兴是保障。而要想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务必努力

用系统观念牢牢理解和把握好“五大振兴”之间的辩证

统一关系；同样地，要想切实推动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

兴 ， 就 要 深 刻 把 握 好 民 营 经 济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作 用 机

理，弄清楚民营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进程中是如何

发挥效能的。

产 业 振 兴 是 基 础 。 实 现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 其 关 键 就

在于构建起产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产业

的兴起，为农户创造更加多元化的增收渠道。基于此，

民营企业往往会依托于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畜

牧业、旅游业等，通过对资源的开发，形成成熟的产销

链，从而为当地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或者帮助村民依

托于自有资源实现“三变”。例如，在贵州实践中，贵

州珍酒集团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订单合

作模式，带动了遵义市7个区县15个乡镇，种植高粱13万

亩，有力带动了遵义市高粱种植农户增收致富。

文化振兴是基石。文化振兴的实现，可以加强农村

思想道德建设、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推动

乡村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民营企业的参与可以实现

对当地特色文化资源的深挖，依托于地位优势和文化资

源优势开发旅游产业、文化产品、红色教育基地等，在

实现增岗创收的同时，将乡村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

化等传承和发扬，从而建立起以文化为基础的家乡认同

和文化认同，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自信。其次，民营企

业通过提供资金、劳工、技术等支持，修建乡村文化广

场、文体活动室、图书馆以及健身基础设施等，可极大

推动乡村文化活动的丰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人 才 振 兴 是 关 键 。 乡 村 振 兴 ， 人 才 为 要 。 乡 村 振

兴的根本在于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的问题，而

这些都需要人来实现，因此人才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 。 同 时 ， 本 土 人 才 是 内 生 动 力 ， 外 来 人 才 是 持 续 保

障。民营企业的参与，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向当地输入农

业 、 科 技 、 旅 游 服 务 、 金 融 、 管 理 等 各 方 面 的 专 业 人

才，为农村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做工作、献力量；

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的兴起、外来人才的注入，能有效

地起到动员和吸引的作用，鼓励当地的广大农民群体参

与其中，吸引更多的外出人员返乡就业，从而调动起村

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培育起自身发展能力。

组 织 振 兴 是 保 障 。 加 强 乡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建 设 可 谓

乡村组织振兴的核心所在；其一，设立基层党组织有利

于实现党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其二，基层党组织的

设立有助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管理体

系，切实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一方面，实践中往往通过

“能人治村”的方式，既培养致富能手担任村干部、农

民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来引领农业产业的兴办，实现

农民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在产业链上、农民合作社

中设立基层党组织，不仅能实现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优势以及群众能动性之间

的有效结合，还能在村集体和农民群众之间形成一种新

的 经 济 联 结 ， 从 而 整 合 碎 片 化 资 源 要 素 ， 实 现 抱 团 发

展、规模经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需要久久为功、绵绵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

容建设”。因此，应构建起政府、企业、乡村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合作发力的格局，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

为乡村振兴激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