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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共同富裕理念指导下,中国正致力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旨在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

步和文化繁荣。本文分析了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明确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指出了当前

农村产业发展不平衡、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以及人才流失等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产业发展特色化多元化、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振兴乡村文化等角度,提出了促进共同富裕

导向下乡村振兴的优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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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ity, China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iming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social progress,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larifies the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points out specific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lack of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farmers, and talent los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optimization way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celera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moting characteristic and diversifi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rur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evitalizing rur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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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共同富裕理念下,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发展问题得到广泛关

注,这不仅涉及缩小城乡差距,还关系到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乡村振兴正成

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发展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指向了一个共同

富裕的愿景,通过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以及提

升农民生活质量,共同富裕的目标正逐步走向现实。然而,面对

不平衡的产业发展、文化生活匮乏以及人才流失等实际问题,

迫切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乡村振兴

路径,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影响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探

索有效的发展策略,以促进共同富裕理念在农村地区的全面实

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方案。 

1 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关系 

1.1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引导方向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便是推进

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视

作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指标,国家领导人强调农业农村农民的

重要性,指出农业发展影响国家整体进步,农村建设关联国家形

象,农民幸福感是衡量国家富强的关键指标。乡村振兴战略的目

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展现了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指引的发展

方向,这旨在保证农民群众的切实幸福和满足,显然反映了共同

富裕在乡村的具体践行,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成为推

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全面进步的驱动力,为全面实现人民

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强劲动力。 

1.2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生活富裕既是乡村振兴的目标又是乡村振兴实施效果检验

的标尺。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数字技术有效地推动了城乡

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具体表现在乡村教育信息化、乡村医疗信

息化和便民服务数字化等方面,通过提升农民精神的幸福感与

物质的满足感,赋能于乡村振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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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的宏观政策背景下,乡村振兴被视为达成全民

共富的重要途径。该战略不仅有助于缩小城乡与地区的经济差

异,并且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梦想搭建了坚实的基础,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预期到2035

年,乡村振兴战略将取得重大进展；而到2050年,乡村将全面

振兴,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美学将取得更进一步的提升,农民的

物质生活也将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实现农业现代化、美化乡

村环境以及提高农民收入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这些目标

与共同富裕的愿景不谋而合,共享相似的发展策略与节奏,乡

村振兴战略不仅推动了农业的进步,并且引导广大乡村居民

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提供

了有效路径。 

2 共同富裕导向下乡村振兴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2.1产业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在共同富裕导向下,我国面临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之一是

产业发展不平衡且不充分,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条件,

其重要性和实现路径都受到广泛关注,在我国推进乡村振兴的

过程中,乡村产业振兴之路仍然显得漫长而迂回,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乡村产业的现代化程度普遍不高,主要问题表现在基础

设施不完善、产业结构单一以及现代技术应用不足等方面。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在道路交通、水电供应、网络设施等关键领域

存在不足,这直接导致了生产要素如信息技术、资金等的短缺,

严重阻碍了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质量提升,从产业结构和

技术应用层面考察,由于缺乏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和便利的基

础设施,多数乡村仍然过于依赖传统的一产,而二、三产业发展

缓慢,盲目追求产业的快速扩张导致了产业的同质化、低质化以

及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成功

的乡村振兴项目,为各乡镇提供了模仿的范例,但往往偏离了市

场调研和资源深入挖掘的必要环节,当前,农村产业发展往往集

中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传统农业及低端加工业等,导致地区

产业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还存在将产业发展的重心过于置于

数量的扩张上,忽视了技术进步和可持续生产方式的转变,这种

情况在传统农业领域尤为突出。 

2.2农村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过于匮乏 

在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可以观察到,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在中国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随着农民群体对精神文明建设

要求的提升,其精神生活质量相较于城市居民依然显得薄弱,国

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尤其是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推动乡村

良好风气的形成,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推进,已经成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工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人民物质生活逐步得到满足,这进一步凸显了对精神文化的需

求,尽管如此,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于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视

程度显然不足,由于干部考核和资金限制等因素,基层干部往往

将工作重心,放在提升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上,而忽视了农

民精神方面的需求,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的缺失和不完善,使得农村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难以满足农

民群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尽管部分地区建立了文化图书馆、文

化活动室、文化活动广场等设施,但由于设施陈旧或不达标,它

们往往长年处于闲置状态,这些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农

民群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农村区域的不文明现象仍然

普遍,包括随地吐痰、住所周边杂物杂乱堆放、垃圾随意倾倒等,

影响了乡风民风。 

2.3欠缺农村高素质人才 

我国农村目前仍面临着人才回流机制薄弱的问题,现有的

人才体系不足以吸引和留住那些具备技术与管理知识的优秀人

才到农村参与发展,根据统计资料,掌握科技、经营管理、工匠

技艺以及传统文化技能,以及适应新兴产业需求的新型职业农

民等高素质人才在农村常住人口中的比重不足6%。多数处于劳

动年龄的农村人口倾向于转移到城市寻找更多就业机会,许

多农村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留在城市,这些趋势加剧了农村

高素质人才的流失问题,造成人才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

未建立起一套切实有效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国内部分地

区的人才培养和吸引体系较为落后,未能与农村的实际需求

相结合,现有的农村人才培养课程往往与本地特色产业、二三

产业发展人才的需求不匹配,导致课程设置不够贴合实际,组

织培训时未能充分考虑和满足农村人才的实际需求,且培训

方式多为脱产式的集中培训,不仅降低了农民的参与意愿,也

影响了培训效果。 

3 共同富裕导向下乡村振兴的有效优化路径 

3.1加速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产业发展特色化多元化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

此,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推动产业兴旺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完

善,直接关系到产业发展所需的设施水平和技术配套,政府部门

应优先考虑农村地区,致力于水、电、交通及网络的升级改造,

为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大力支持农业电商和直

播销售等新型农业销售方式的设施建设,如物联网设备、仓储冷

库和冷链物流等,进而,各地需深度挖掘并发展当地特色资源,

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以此增强产业的竞争力

和市场吸引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和多元化发展,形成品牌

效应,提高产品附加值,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厚文化底

蕴,开发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综合项目。乡村振兴还

应推动产业发展多元化,响应不同村庄区位与发展潜力的差异

性,对于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源匮乏,以及不具备区位优势的乡村

而言,农业多元化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一方面,通过产业互补和

产业链的延长,实现农业的多功能性开发；另一方面,要积极探

索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结合,发掘本土化的产业融合模式,以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同时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 

3.2重视乡风文明建设,振兴乡村文化 

当前阶段,在我国农村建设中,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成为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以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富裕为目标,

乡风文明建设不仅是新时代农村建设的核心,也是实现共同富

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全面提升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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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物质文明水平,与精神文明水平,其中,农民自身的思维模

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培育尤为关键,通过积极宣传社会主流价值

理念,并加大对乡风文明中典型人物及家庭的表彰力度,可以进

一步激发农民群体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在振兴乡村文化方面,积极挖掘并保护乡村本土文化,对古

村落、传统农耕遗迹等文化遗产进行妥善保护,并鼓励其与乡村

特色文化产业相结合,通过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和其他文化展

示方式,帮助传统农耕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政府对于乡村公共

文化的建设应予以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应鼓励社会各界参与,

通过建设文化活动室、健身场所等设施,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这样的协同推进,将有

力推动实现乡村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目标。 

3.3建强班子队伍 

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组建和培养一支强有力的

干部队伍,显得尤为关键,由于乡村振兴工作惠及人口众多,需

要人来推动,而干部队伍的素质与能力决定了乡村发展的成败,

选出并培养优秀的村级组织带头人至关重要,这些带头人与班

子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乡村发展的成效,村级组织需发挥作用,

通过专业化的管理方法,积极发展集体经济,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在村两委换届期间,从具有潜力的选调生、能人和乡贤中选

拔出村级领导人,建立起后备人才库,保证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力,

这是发展乡村的关键一着,加强了对派驻机关干部、党员和第一

书记等队伍的选拔、考核和激励机制的改进,通过强化管理,确

保干部队伍的能量得到充分发挥,增强村级治理力量,以实现党

在基层的领导作用,尤为重要的是,要激发农村居民的内生动力,

结合实际情况,将目前的难题作为突破口,大力加强和提升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通过服务农村的工作完成情况及成效作为

评价农村党员的标准,以鼓励更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尊重

居民意愿,增强其主人翁意识,以激活乡村振兴的潜力,在乡村

振兴的实际工作中发现和培养人才,将农村致富能手和乡贤引

导培育成为党员,进一步充实村级后备力量,为乡村的全面振兴

提供必需的人才支撑。 

4 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乡村整体发展策略,若要实现全面富裕的社

会目标,则需将乡村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城市与乡村的均衡发展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说城市已经迈入

了繁荣阶段,乡村则亟需补足差距,实现与城市的共同富裕,这

种城乡均衡发展理念的实践,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鲜明特色,但对

于助力共同富裕而言,其意义尤为重大。推动乡村振兴,不仅巩

固了前期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就,更为农村的长远进步勾勒出

清晰蓝图,通过落实乡村振兴,可以开拓出一条富有科学性和可

持续性的农村发展路径,进而对全体国民共同富裕起到根本性

的推动作用,在共同富裕的指导下,推进乡村振兴,意味着为亿

万农民敞开共同富裕之道,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

实现注入更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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