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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多元的治理主体，还要建立相应的治理规范，在村

党支部领导下，由各类组织起草制定各自的组织管理制

度，经自治组织讨论表决通过，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推进法治德治融合，育文明乡风建和谐乡村

乡 村 振 兴 不 仅 要 塑 形 ， 改 善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硬 件 设

施 。 更 要 铸 魂 ， 增 强 村 民 法 治 观 念 ， 提 升 村 民 道 德 素

养，建设文明和谐乡村。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乡村治理

有效的重要手段。要深入推进法律进村入户，把与农村

生产生活相关、与农民切身利益相连的法律法规优先送

到农民手中，提升农民的学法意愿、守法意识、用法能

力。在普法宣传实践中要不断总结工作经验，探索创新

工作机制，将法治宣传教育融入乡村文化建设、文娱活

动，开发一批具有乡土文化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

产品，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优势进行推广宣传。德治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道德引领作用，是优秀传统文化

参与到乡村治理的重要体现。要挖掘、继承、创新优秀

传统乡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巩固和谐

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用 孝 老 爱 亲 、 邻 里 和 睦 、 互 帮 互 助 等 传 统 美 德 滋 润 人

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发挥道德在规范人们行为、

调节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村民综合素质

和乡村文明程度，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可持续

发展。

（四）挖掘旅游资源潜力，推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旅 游 是 发 展 经 济 、 增 加 就 业 和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手段，旅游业是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的重要产业。首先，要紧贴地区旅游发展规划，充分

利用民俗园进行引流，让游客观赏得了坎儿井，品尝得

上鸽肉美食，体验得到葡萄采摘乐趣，丰富旅游消费场

景，发挥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次，要加

强与“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的文旅合作，相互宣

传推介，学习借鉴十八洞村培育地区特色产品、打造乡

村 特 色 品 牌 的 经 验 ， 让 西 门 村 瓜 果 等 特 色 农 产 品 走 进

十八洞村，实现两地旅游信息、资源互通共享。再次，

要以文化赋能乡村旅游，充分挖掘村史，建设村史馆，

记录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绩、涌

现的先进事迹、留下的奋斗足迹，发扬团结奋斗精神，

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最后，要围绕全国乡村振兴

示范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村、全国精准援

疆示范点建设目标，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一方面要注意

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另一方面要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实践创新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比

较优势。

（五）总结乡村治理经验，探索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基 层 是 人 民 群 众 生 活 休 憩 的 家 园 ， 是 社 会 治 理 最

深厚的支撑。从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抓基层、打基础，党始终一以贯

之。开展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是领导

核心，人民群众是主体力量，产业兴旺和文化繁荣是物

质基础和精神动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家园归宿，人

的全面发展是最终目的。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增强领导

力和组织力为重点建强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的作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主体力

量，把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作为乡村振兴依靠的根本力

量。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改造美化人居环境，将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与特色产业、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有机结合，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与人居环境改善互促互进。要积极探索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建设坚强的干部队伍、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管

用的群众工作机制，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推进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牵引作用，提升基层

治理能力和水平，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保障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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