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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增进人民群众生活富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8]

（一）借鉴荀子富国观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振兴决定其成败。荀

子提出的“足国之道”对其很有启发意义，他的富国观有

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产业振兴实

现国家富强。建设产业兴旺的富裕乡村，一要坚持“以农

为本”，提高农业地位。农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粮食安

全是“国之大者”，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通过

“强本”让农业有奔头。二要加强“重农兴商”，推进三

产融合。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

融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三要加

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善假于物”。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夯实农业生

产能力。

（二）借鉴荀子自然观助推乡村生态宜居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荀子要

求“节用御欲”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自然观有利于我们

深刻理解和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发展，建

设美丽中国。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一要遵循“天行

有常”，维护生态平衡。深刻认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

格局。二要健全“王者之法”，优化乡村环境。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确定乡村绿色发展机制与路径，形成“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经济发展态势。三要加强环保

宣传，提升环保意识。广泛宣传新生态自然观，推动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全民共识，引导人民重视环境、

爱护环境。

（三）借鉴荀子人性观加强乡村乡风文明

立德树人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的重要内

容。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为人性改造提供了理论指

导，其人性观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民风淳朴的文明

乡村，一要加强道德教育，化解“人之性恶”。实施乡村

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促进人性向善。二要强化以德治理，

破除封建迷信陋习。把德治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提升乡

村德治水平，加强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和传统陋习。

三要促进“礼以养欲”，丰富文化生活。加强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开展积极向上的群众娱乐活动，培养

“以义制利”的高尚情操。

（四）借鉴荀子政治观推进乡村治理高效

推进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荀子提出

的“隆礼重法”思想对“三治”结合的治理方式有积极启

示，其政治观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促进良法善治。建设治理高效的法治乡村，一要坚持

“礼法并施”，促进乡村善治。健全以德治理与依法治理

相辅相成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二要效仿学宫经验，构建协商

机制。积极发展乡村民主，搭建民主协商平台、健全民主

协商制度，拓宽农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三要加强

党的领导，积极“尚贤使能”。加强对农村软弱涣散党组

织的持续整顿，坚持任人为贤、量才使用的原则，实现乡

村组织振兴。

（五）借鉴荀子裕民观增进乡村生活富裕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指

导。荀子“裕民以政”思想阐明了富民的基本方略，其裕

民观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生活富裕的

富足乡村，一要完善政策体系，实现“上下俱富”。通过

建立健全乡村振兴的支持政策和保障机制，调动各方积极

性，建立农民普遍富裕的乡村社会。二要坚持“开源节

流”，反对奢侈浪费。开发资源、节约开支是实现富裕的

两大法宝，特别是在富裕后更要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

费。三要坚持“轻税薄敛”，实现藏富于民。乡村产业普

遍规模小、成本高、赢利能力差，农民普遍不够富裕，要

尽力减轻各种负担，实现农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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