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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理论、方针、政策，要关注本地区经济发展态势，

发挥好先锋作用，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发展措施，积极

宣传动员村民参与到村集体经济发展当中。合作社等村

经济组织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广泛调研，

把握市场动态和趋势，为村集体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保驾护航”，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寻求对外合作，

让村集体经济迸发出更多的生机和活力。要加强对农村

二、三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对返乡创业者、乡贤能人

等群体给予经济、政策优惠扶持，通过壮大农业、发展

产业等措施，壮大村集体经济。

（三）强化村民主体地位，激发乡村发展潜能

强 化 村 民 主 体 地 位 ， 要 尊 重 村 民 主 体 地 位 ， 让 村

民在参与自治和乡村振兴实践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从而激发和增强他们积极投身基层自治和乡村振兴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投入

力度，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实现城乡公共产品

供给均等化，满足村民的需要，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

要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能力，重塑乡村文化

认同，增强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自

觉 关 注 、 参 与 村 公 共 事 务 ； 要 增 强 村 民 议 事 、 决 事 能

力 ， 对 村 民 开 展 相 关 教 育 和 培 训 ， 增 强 村 民 思 考 、 交

流、讨论的能力，让协商民主更加有效。要加强农村人

才队伍建设，为乡村发展充实力量，要进一步明确村委

会、村民小组等开展村务的相关经费和成员的待遇，并

增 加 养 老 保 险 等 相 关 福 利 保 障 ， 提 升 “ 岗 位 ” 的 吸 引

力 ； 要 大 力 宣 传 乡 贤 能 人 、 致 富 能 人 等 群 体 的 先 进 事

迹，营造在家致富、回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四）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提升治理效能

建 设 乡 村 治 理 共 同 体 ， 涉 及 多 元 主 体 利 益 ， 要 求

乡村这一场域内的全体成员共建共治共享。要培养村民

共同体意识，从村民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引导村民

打破个体限制，增强其集体荣誉感，从而调动村民的积

极性，增强村民凝聚力。政府部门要树立多元治理的理

念 ， 从 传 统 的 政 府 权 威 治 理 转 向 搭 建 多 元 参 与 治 理 平

台，打造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要积极构建社会参与

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建设，通过乡村内外

各类组织的协作，打造充满活力，更加包容、开放的乡

村治理格局。要以乡村文化振兴为契机，充分利用乡村

图书馆等文化设施，深挖乡贤先进事迹、红色资源等，

讲好乡村故事，推动乡村传统文化回归，营造乡村公共

性，打造乡村文化共同体，不断增强村民对农村社区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让村民从内心深入热爱家乡、投身建

设家乡，提升治理效能。

结　语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强 调 “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全 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有助于夯实乡村振兴的

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

内生动力。同时，乡村振兴对村民自治提出了新要求，

赋予村民自治新的使命和担当，要掌握村民自治发展规

律，把握发展趋势，正视发展中面临的困境，深化村民

自治实践创新，切实提升村民自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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