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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群众路线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

优良作风和美德。在边区生产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根

据群众的需要与自愿，不强迫群众，不命令群众，一切

事情经过群众民主讨论，群众不赞成的事，暂时不办，

等到群众觉悟和赞成之后再办，在这种群众路线之下，

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被发扬起来了。正是由于继承

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贯彻“以民为本”的政策

理 念 ， 再 加 之 边 区 的 领 导 干 部 都 能 深 入 群 众 、 了 解 群

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

区创建了许多模范村、模范集体，极大地改变了陕甘宁

边区落户封建的面貌。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

要一环，是党和政府联系村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是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调“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

团 结 带 领 乡 亲 们 脱 贫 之 后 接 续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 党 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广大

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各个乡村

要严格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真正做到富裕农民、扶持农民。

结　语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 民 族 要 复 兴 ， 乡 村 必 振

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

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取得了巨

大成就，其中模范村建设的经验和方法是时至今日依然

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模范村建设中包含了诸多发

展乡村的举措，我们应该提取其中的方法精粹，为今日

的乡村振兴所用，充分挖掘乡村的巨大潜力，推动乡村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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