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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的红色文化元素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激发人

民群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积极和热情，让生于斯

长于斯的人成为乡村文明的守护者。二要挖掘、整理乡

土文化资源，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让包

括胡杨精神在内的乡土文化再次焕发活力与生机，在挖

掘、整理各种乡村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环境

下进行创造性转化，以此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三要坚

持从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出发，以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增强村民

对乡土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

（四）胡杨精神助推生态振兴，绘就乡村宜居宜业

新画卷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生态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

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10]一方面，以胡杨精神蕴

含的绿色理念为导向，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农

村住房、水、电、路、气、教育及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农村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整治村

庄环境，推动乡村文娱设施建设，推进自然、社会、人

文综合整治和优化，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另一方面，宣传兵团人民治沙防沙精神、经

验和成效，让更多农村居民更加直观地了解改善生态环境

的重要性，以此厚植人们的生态文明理念，提升生态文

明意识，让广大农民群众主动投身乡村生态振兴事业。

（五）胡杨精神助推组织振兴，提升乡村治理现代

化水平

组 织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基 础 和 原 动 力 ， 做 好 乡 村

振兴工作，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以胡杨精神助推基层

党组织建设，将胡杨精神所包含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

和境界作风转化为服务人民的精神动力，不断提升基层

党组织的治理效能和水平，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联

系服务群众、带领群众致富增收的坚强战斗堡垒。一要

以胡杨精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抓好支部书记这

个“关键少数”，强化村两委班子力量。调动和激发广

大农村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一线，确保乡村振兴

工作稳步推进。二要以胡杨精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力。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切身感受胡杨精神的深刻内涵和

思想精髓，强化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确保党员力量在

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环境改善等各个领域得到体现。

三要以胡杨精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要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提高农民

参与农村治理的意愿和能力。

结　语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必须完成的新时代答卷。胡

杨精神是兵团军民在屯垦戍边、开发塔里木盆地中形成

的伟大精神。新时代新征程，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过程中不断继承和发扬胡杨精神，以扎根基层、服务农

民的担当精神和脚踏实地、奋勇争先的实干精神为乡村

五大振兴提供精神动力，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目标接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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