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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提出，未来五年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

中叶建成农业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新媒体是服务“三农”，助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面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媒体如何发

挥自身优势，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是媒体人必须深入思考

的重大现实问题。

准确把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科学内涵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

是继美丽乡村建设以来，对乡村建设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

求。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虽然只是一字之

变，但其内涵更为丰富，要求更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是“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和美乡村的

“美”是外在的“形”，“和”则是内在的“魂”，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1、和美乡村是生产、生活、生态三者协调发展之“和”

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生态是乡村的最大优势，恰当

处理乡村自然生态与生产、生活的关系，是建设和美乡村

的关键。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按

照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要求，将乡村的自然生态

优势和人文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优势，全

面提升乡村价值。在和美乡村建设中，要坚持自然和谐、

因地制宜的乡建原则，注重生态保护。民居建筑要坚持有

利生产，方便生活，顺应地势地貌；建筑用材要在现有基

础上尽量就地取材，减少东挖西填。如此，乡村之美方能

得以充分展现，乡村也才能真正成为宜居之地。

2、和美乡村是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之“和”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生物多样性，决定了乡村必然

是百业并举、各得其所的产业体系。建设和美乡村，就要

注重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多功能协调发展。既要注重现代种

养业提质增效，又要发展林果和菌草业；既要推进土特产

品精深加工再上新台阶，又要挖掘传承乡村仿古建筑、草

编、酿造等传统手工技艺；既要继续完善乡村物流、快递

网点配套设施，又要加快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既要鼓励发展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规模经营，又要扶持引导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既要

确保大宗农产品稳定增产，又要努力扩大各具优势的小杂

粮、杂果生产。只有这样，才能为乡村各类劳动力尤其是

低收入群体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形成长效减贫与就业增

收机制，乡村也才能真正成为宜业之地。

3、和美乡村是多元主体之“和”

用发展的眼光看，和美乡村将是有出有进、开放包容

的乡村，是多元主体的汇聚与集成。一方面，和美乡村的

建设主体是多元的，除村集体和村民以外，还包括政府、

企业、乡贤和其他社会组织。这些主体虽然功能定位各不

相同，但各有优势，相互之间可以扬长避短、协同互补，

在和美乡村建设中同频振动，发挥大联动、大合唱的作

用。另一方面，和美乡村的居住主体也必然是多元的。从

发展趋势看，和美乡村会有很多新居民源源不断加入。这

些新居民包括：与乡村有各种亲缘关系退休后返回原籍、

在外创业打拼多年又回归乡村的返乡人；心系故土、有家

乡情怀的社会贤达；厌倦城市生活自愿回乡村休闲康养的

“非转农”者；在乡村办农场、搞承包或旅游开发的半城

半乡人。这些新居民，不仅给乡村带来了人气和财气，而

且还是乡村新思想、新观念的引领者，新风尚、新技能的

新媒体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吴雅清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应有之义。和美乡村的“美”是外在的“形”，

“和”则是内在的“魂”，建设和美乡村，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新媒体是“三农”政

策的忠实宣传者，建设和美乡村的积极实践者，农民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乡村文明新风

尚的主动引领者。应对新挑战，新媒体应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精品意识、完善县

级融媒体、净化网络生态，提升农民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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