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需要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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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眼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

展，建立城市和乡村人、财、物双向多层次交流的机制。城乡一体化基本的公

共品包括路、水、气、环保、电网、物流、信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互联

互通，也包括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以及农村人居

环境的整体改善。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要做好城乡融合发展，做到以城带乡、整

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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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

大决策部署，经 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研

究讨论，在 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给出了

完整具体的时间表、路线图，事关重大，在

2018 年年初的两会讨论和新近的推进会已经

转换为各级政府的具体行动，层层传导，层层

压实。可鉴于以往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教

训，或许文件的落实在“层层传导”中会出问

题，一些基层干部或许会把这段好经给念

歪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随后，次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推进新农村建设作出

全面部署，各级党委、政府对相关精神立即作

了传达，全国上下很快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热潮。但是，2006 年底笔者应邀前往某

省的一个市里向基层干部宣讲新农村建设的精

神，宣讲结束后与当地干部交流时吃惊地发

现，在这场宣讲会之前当地基层干部理解的新

农村建设的内容极其有限，“生产发展、生活

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

体要求只记住了“村容整洁”一条，而且这个

“村容整洁”的落实也就是布置打扫了一下村

里的卫生而已。这件事给我的震撼非同寻常，

它使我认识到千万不能过高地估计基层干部的

素质，深切体会到重大决策出台后相应地做认

真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要性。这还不是过

去我们常说的“政策不出中南海”的问题，而

是政策的内容经逐级传达后到了基层就所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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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了，基层干部或者了解不多，或者理解有偏

差又得不到及时纠正。近十几年来，新农村建

设各地进展参差不齐，效果差强人意，农业基

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较大的局面

仍未根本改变，原因值得深思。

此次出台乡村振兴战略与十多年前出台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决策相类似，同样是党

代会先提出意见，当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进行顶层设计，然后在第二年年初以中央

“一号文件”的形式作出全面安排和具体部

署，后续的宣传工作未见更加有针对性的具体

安排，有了以往的前车之鉴，笔者难免产生实

际落实效果大打折扣的忧虑。

各地的工作重心都在抓美丽乡村建设。笔

者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日前有报道称，北

京、江苏、浙江等多个地区日前陆续召开

2018 年农村工作会议，围绕本地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作出全面部署。其中，推进乡村生态环

境保护和治理、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各地

今年“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似乎又与当

年贯彻新农村建设精神时的做法如出一辙了①。

乡村振兴战略内涵丰富，是一项系统工

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是基于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

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下，把握机遇所作

出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入攻坚阶段，是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二者虽然有继承和发

展的关系，但从背景上看，显然今天的中国已

经在解决许多过去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过去是想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如今是真

正具备了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能力。

从内容上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

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乡村振兴战略提

出的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几字之差，反

映出的要求更高、覆盖面更全，既注重物质的

一面，更强调精神的一面，而后者也正是基层

干部实际工作中最容易忽视的一面，尤其是

“乡风文明”。

以往的“三农”工作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

收强调较多，对农村建设相对有所忽视，导致

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连年增产、农民收入持续

增长的同时，农村人居环境相对落后的局面未

有根本改变，农村社区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滑

坡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时至今日，如果说农

业现代化水平低、可持续增产能力不足、农产

品供给还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的话，农村的发

展水平更是与现代化的要求相去甚远，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正如 2017 年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指出的，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

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如此说

来，我们有必要在经常强调的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四化

同步”中增加些内容，变“农业现代化”为

“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要做好统筹城乡这篇大

文章。说到“农村现代化”，基层干部不少人

会眼前立即浮现出连排的楼房、宽阔的马路等

场景。笔者在基层调查中发现，这些年的新农

村建设最大的成就体现在人居环境改善方面，

尤其是那些原本居住在生态环境极其恶劣地方

的贫困人口赶上了生态移民的好政策，依靠政

府的投入搬进了整齐漂亮的新居。可是问题在

于，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大多没有城乡一体通盘

考虑，伴随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

农村居民点势必将经历一个重新整合的过程，

不仅居住在乡下的人口会大量减少，而且农村

居民点同样会大量减少，那么建起来的新农村

是否有可持续性就不会是当地政府的一厢情愿

了。如果政府出资新建的居民点很少有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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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只有少量老年人居住，那么用不了多少年

就荒废掉了。政府好心办事，却有可能造成极

大的浪费。当下的中国，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和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三农”

问题的演进有如下三个必然趋势：一是农村耕

地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必然趋势；二是撤

村并乡、对农村居民点展开治理是必然趋势；

三是培养新型农民是必然趋势②。事实也确实如

此。2015 年，我国的村委会数量是 58.0856 万

个，比2000年减少了15.3859万个，年均减少

3 万多个。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将来全国大部

分人口都会搬到城里居住。

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通盘考虑的新农村建设，

着眼点不在于简单的盖楼修路，而在于建立起一

整套城市和乡村人、财、物双向多层次交流的机

制，而不是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的单向

流动。也就是说，要实现基本公共品城镇和乡村

全覆盖、均等化，这些基本的公共品既包括路、

水、气、环保、电网、物流、信息、广播电视等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包括就业、教育、医

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统一，然后才

是农村人居环境的整体改善。当然还要有城乡产

业融合、产城景融合，等等。所以，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要规划在先，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好统

筹城乡这篇大文章，尽可能做到以城带乡、整体

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2013年7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实现城乡一体化，

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不要把钱花

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比如说“涂脂抹粉”，房子

外面刷层白灰，一白遮百丑。不能大拆大建，特

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

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

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

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

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工业和农业、城

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

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

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着力点是通过

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

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

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建立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各

方面建设，这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

也是确保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5月

31日，中央政治局在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时也强调指出，各地区各部

门要树立城乡融合、一体设计、多规合一理念，

抓紧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

做到乡村振兴事事有规可循、层层有人负责。

总之，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

工程，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宣传工作要深入、要细致、要讲清政

策，要加强队伍建设，要强化规划引领，既要

避免一刀切，也要防止工作中的盲动性。习近

平总书记日前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

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③这一指示进一步提示我们，乡村振兴需

要全面振兴，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

① 《多地打响乡村振兴战略“第一枪” 美丽乡村建设成重要

抓手》，《经济参考报》，2018年4月10日。

② 李文：《中国“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③ 习近平：《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 让乡村振兴成

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新华网，2018年 7月 5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7/05/c_1299079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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