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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红色故事、举办线上联谊会等方式，不断丰富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五）对口援疆精准实践，乡村振兴动力充沛强劲

西 门 村 充 分 利 用 对 口 支 援 和 结 对 村 共 建 平 台 ， 在

结对帮扶、亲戚互访、共同发展中拓展延伸民族“团结

线”，两村村民之间凝聚积淀了深厚的团结情谊。2020

年9月，在湖南省援疆工作队的牵线下，湖南省花垣县

十八洞村与吐鲁番市西门村签订友好协议，结成“姐妹

村”，一个是深山苗寨精准扶贫的首倡地，一个是火洲

村落对口援疆的实践地，携手共建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

示范村。

2021年8月21日，西门村新建的红石榴文化广场上，

“援疆干部联农户、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举行。湖南

省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干部人才和村里27户村民结为一家

人。这次活动中，既有新结的“亲戚”，也有之前干部

人才“亲戚”的延续。一户人家和几批湖南援疆干部人

才都是结亲户，得到了持续的帮扶。援疆干部人才每人

至少与1户少数民族家庭结为“亲戚”，然后一起做好感

党恩、拉家常、搞卫生、谈教育、促就业五件事。

结对以来，两地各族村民联系日益紧密，相互走访

参观，谈发展、谋合作、促团结。2021年5月，西门村的

十几名致富带头人、村干部到十八洞村考察交流。同年7

月，花垣县双龙镇干部到西门村交流乡村振兴工作经验，

十八洞村羽丰鸽业技术员到西门村指导肉鸽养殖。2022

年8月7日至10日，西门村工作队队长和村主任以及三名

村民代表在十八洞村交流学习。参观了十八洞村电商直

播基地、苗族手工刺绣合作社、乡村民宿旅游，计划开

展两地农特产合作展销，在发展资源特别是乡村旅游资

源方面共享互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两个村的交

流也走进了网络，走上了云端。西门村与十八洞村建立结

对村联谊微信群，在群里相互分享本村文体娱乐活动，交

流乡村振兴工作经验，关心关注对方发展情况，定期明确

主题引导两地村民通过网络常态化交往交流，搭建起两地

群众谈心交心、互助发展的“数据桥”。

吐鲁番市西门村乡村振兴优化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

底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艰巨任务。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对基层党组织、

村干部、村民和乡村各方面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下，西门村应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重点

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提升党组织领导力，构建区域化

党建共同体；发挥各类组织作用，激发乡村振兴主体活

力；推进法治德治融合，育文明乡风建和谐乡村；发掘

旅游资源潜力，推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总结乡村治理

经验，建立乡村振兴长效机制。

（一）提升党组织领导力，构建区域化党建共同体

乡 村 振 兴 是 党 领 导 人 民 进 行 的 乡 村 现 代 化 建 设 ，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领导力量，是村庄各类组织和

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引领能力

是确保乡村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的重要保

证。一方面要持续加强对村“两委”干部的培养，不断

增强其组织开展工作、化解矛盾纠纷、带领村民发展致

富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整合村域各类治理、发展资源，

构建“区域化党建共同体”，以村级地域为基础，统筹

整合村“两委”、驻村工作队、集体经济组织、群团组

织以及企业和社会资源，开展联合党建，将隶属不同系

统、掌握不同资源、比较松散的党组织联系成为紧密型

的党建共同体。形成全覆盖、广吸纳、动态开放的基层

党 组 织 体 系 ， 实 现 村 域 资 源 共 享 、 工 作 联 动 、 优 势 互

补，更好地发挥联合党建对党员个人的教育培养作用，

提升基层党组织统筹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推进乡村振

兴的引领带动作用。作为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建

设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完善党建引

领的社会参与制度，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推行机关企

事 业 单 位 与 乡 镇 （ 街 道 ） 、 村 （ 社 区 ） 党 组 织 联 建 共

建，为推行村域“区域化党建”提供了实践依据和行动

指向。

（二）发挥各类组织作用，激发乡村振兴主体活力

基层组织包括党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经济

组织和社会组织等，是农村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的

重要主体，也是组织动员村民的有效载体。自治是基层

社会运行的重要方式和依托，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的重

要源头。首先，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

通过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等自治实践，激发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对乡村

的归属感和振兴乡村的内在动力。其次，要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建好农民专业合作社，以集体利益为行动导

向，让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和公共生活服务供

给中去。再次，要以满足村民实际需求为导向建立各类

互助组织，让村民通过各类互助组织参与村庄环境整治

提升、民生项目建设和社会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在实

践中不断加强村民之间的沟通联系与互帮互助。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