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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综合考虑城镇化进程中村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的特

点，做好过渡期准备，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及基本公

共服务，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共享、信息系统互通的

格局，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持续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各具特色的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持续推进《陕

西省乡村振兴标准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实

施，加大对基础条件薄弱地区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

重点解决道路管网、厕所改造、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问

题，切实提升农村无害化厕所的普及率以及生产生活污

水、垃圾处理率。有效保护乡村历史文化遗迹，保留乡

村传统风貌，因地制宜地挖掘能够体现当地乡土特色和

田园风光品质的特质，以此为基础，不断提升乡村基本

公共服务与设施质量、完善人居环境，打造各具特色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三）强引领、重数治，多元协同优化乡村治理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健全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持

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大力发挥试点示范

引领作用，辐射乡村治理基础薄弱的乡村，不断夯实村

级基础。逐步完善乡村治理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加大对乡村治理主体的宣传和培训力度，提高乡贤、普

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并给予适当的报酬

和福利。同时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指导和培训，切实提升

乡村治理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履职能力。

加 快 “ 四 治 ” 融 合 ， 构 建 “ 四 治 一 体 ” 基 层 治 理

新格局。对于“自治”，不断完善基层乡村治理体制机

制，鼓励乡贤建言献策，引导村民有效参与基层事务决

策 ， 推 动 形 成 “ 党 的 领 导 + 乡 贤 谏 言 + 村 民 参 与 ” 的 多

元治理主体模式。对于“法治”，通过“一村一律师”

的形式，引导农民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土地纠纷、合同纠

纷和劳动纠纷，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对于

“德治”，大力弘扬社会美德，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塑

造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通过建立“道德点

评台”“红黑榜”，形成有效的表彰奖励与处罚批评机

制，规范农民行为。对于“数治”，加强乡村数字化基

础设施建设，借助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乡村内各种资源，建立综合性智

能服务系统，同时培养乡村治理数字化能手，弥补“数

字鸿沟”带来的治理短板。

（四）多内留、重外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加 强 对 新 型 青 年 职 业 农 民 的 宣 传 和 推 广 ， 倡 导 农

业、乡村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观，重塑新型职业农民的社

会形象和地位，使其更符合当代青年的期待。开展农业

职业技术技能培训，定期组织村干部、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负责人、“田秀才”“土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积

极开展政策解读、企业管理、农村实用技术等方面的培

训，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农业

农村科技经营人才，切实提高乡村人才自我发展能力。

探索建立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干部报酬待遇增长挂钩机

制，激发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实施有效激励措施，创新体制机制，为农村招录、

聘用乡村技能人才及经营管理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积

极参与“三支一扶”并扩大计划招募范围，形成“一村

一名大学生”模式。完善能人回乡创业就业机制，鼓励

乡贤、乡村精英等以返乡创业等多种方式建设乡村。建

立 完 善 乡 村 人 才 建 设 体 系 ， 通 过 严 格 、 规 范 的 人 才 培

育、引进、评价、使用体系，形成乡村人才引得来、留

得住、能创业、能带动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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