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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支柱，生

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政

治保障。这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也是乡村振兴系统的子系

统，要协同推进这五个振兴。注重各个系统之间的结构和

功能划分以及各自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我们科学合理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系统观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

脱贫攻坚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浩大、气势雄伟的事业，

也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彪炳史册的奇迹。我们彻底实现了消

灭绝对贫困这一艰巨目标，现行标准下9899万的农村人口

实现脱贫，832个贫困县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出列，从

根本上解决了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擘

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和实践路

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第一

要务就是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

然要求应是“农业强国”。新时代如何实现“农业强国”

“农业现代化”，更好地将已取得脱贫攻坚的成果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我们走符合我国国情、农

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要求坚持系统

观念，抓住关键要素，统筹推进，更高效地解决乡村振

兴面临的实际问题。在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系统基本意蕴的

同时，还应确立科学的推进路径。这就需要我们立足我国

基本国情，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结合乡村振兴面

临的具体实际，运用系统思维，坚持政治性原则、整体性

原则、协同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在基本方向、顶层设

计、任务实施、政策引导上下足功夫、下深功夫、下实功

夫、下狠功夫。

（一）坚持政治性原则，坚定党对乡村振兴战略全面

领导的基本方向

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

其基础理论中并没有关于“政治性原则”的具体论述，但

是将“政治性原则”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

任何视角、各个领域都是首当其冲的原则。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新时代全面实现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命题，从系统观念

的角度，坚持政治性原则也是必须的，事关乡村振兴方向

性问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3]习近平总书记

2016年在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党管农村

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要不折不扣落实

好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把

手是第一责任人，切实把乡村振兴责任抓在手上、扛在

肩上。[14]202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

进法》第四条中明确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促进

城乡共同富裕。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全

面领导，同时，把乡村振兴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大局，科学

谋划，统筹推进。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抓好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带领农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在党的领导

下，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全面

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二）坚持整体性原则，统筹谋划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系统性战略，强调实施过程中要

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以“全局一盘棋”求得系统的整

体优化，以集中有效的资源，高效便捷地实现目标，这也

是系统思维中整体性原则的应有之义。为了避免乡村振兴

系统整体优化趋势下降、部分劣化现象发生，就需要我

们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从乡村振兴系统外部给予及时干

预。顶层设计的优势在于可以做到管长远、顾全局、抓根

本。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

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15]乡村振兴

战略的复杂性、艰巨性需要我们强化系统思维、突出系统

规划，树立多规合一，既要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又要

坚持中央和地方相结合。一方面充分挖掘乡村的多元功能

和不同价值，坚持把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的“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作为一个有机整

体，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另一方面，统筹推进乡村振兴

与全面脱贫有效衔接的顶层设计。横向要把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防范返贫风险作为“衔接”的重中之重；纵向是既

有从上到下意见出台及实施，又有自下而上的经验总结和

意见反馈。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为重要抓手，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与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推进。

（三）坚持协同性原则，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实施 

系统协同效应的实现需要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形成强

有力的协同力量，为系统目标的实现提供上下联动、前后

衔接、内外互动的全方位支撑与保障。[16]所谓协同发展，

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少系统之间或者系统内部的矛盾，降低

他们之间的对立因素，提高和强化他们之间相互支持的

能力，使各方面的总体步伐协调一致或趋于一致。差异协

同律作为系统辩证中的中心规律，如果合理运用，会使系

统内部的协同作用具有放大效应。一个相对良好的协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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