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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想引领机制

要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宣传，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深入推

进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利民为民惠民，把农村思想

道德建设、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同精神文明创建紧密

结合起来，重在建设、久久为功，方能取得实效。

产业发展支撑机制

要深入宣传中央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优化农业

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增收等重要举

措，把党和政府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讲清楚。要密切

围绕土地流转、农产品价格、农民工权益、征地拆

迁、合作医疗等农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把对群

众的利益安排讲明白，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增强信

心、凝聚共识。要广泛开展科学知识、实用技术、职

业技能培训，引导农民群众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现代观念，提高创业本领和致富能力。要以五大

发展理念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努力使农村农民

美起来。要发展生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

品质，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培育新型农民是

关键。没有新型农民，就没有美丽乡村。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具有较高思想道

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新型农民。要在农民群众中

深入浅出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宣传教

育，开展法治意识、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宣传教

育，开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听党话

跟党走。

生态环境助推机制

美丽乡村建设是小康社会在农村的具象化表达，

是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凝练概括。它既有传承古朴民

风的一面，也有创建现代文明风尚的一面。绵延五千

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历史十字路口。从生

态文明时代大背景看，乡村文明复兴会成为时代的必

然，从文明与历史视角看，文明乡风是基因的携带者、

中国文明之载体、文化传承之根、文化自信之源、复兴

之动力、梦之根魂，必须加快发展、强化载体、完善机制。

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呵护好农村生态

环境，努力使人居环境美起来，坚定“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一要坚持规划先行，让田园

风光、农家情趣永驻乡间；二要整治脏乱差，建设干

净整洁、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三要加强环境保护，

还农村绿水青山蓝天白云。

文化自信传承机制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围绕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弘

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深入推进新时代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文明乡村的过程中，要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一要大

力推动农村文化繁荣发展，努力使文化生活美起来；

二要在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上下功夫，丰富

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三要在传承乡村文明、乡土文

化上下功夫，留住乡韵、记住乡愁；四要深入推进新时

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发扬传统美德，传承弘扬

中华文化。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从

中提炼出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精华，赋予其新的

时代内涵，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美

新时代优化乡风文明实践的机制
◇杨军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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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乡村建设相适应的新乡贤文化。要发挥农村优秀

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

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要以乡情为

纽带，吸引和凝聚各界成功人士回乡支持农村建设，用

他们的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支持家乡发展，

建设美丽乡村。

乡村治理复合机制

核心价值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努力使乡

风民风美起来，就要精心设计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主题实践活动，在贯穿结合融入上下功夫，在落细

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比如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

理现代化。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

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植根于乡村社会土壤，蕴含见

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新

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有利于健全

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营造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

的氛围，激发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建设乡

村共同体，并提高其凝聚力和自治能力。

培育优良家风。培育优良家风就是要适应农

村家庭组织、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化，切实加强农村

家庭文明建设，广泛开展诚信教育、孝敬教育、勤劳

节俭教育，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

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将中华民

族传统家庭美德发扬光大，让核心价值观在家庭里

生根、在亲情中升华。

培育文明乡风。要发挥传统文化在农村底蕴

深厚、流传久远的优势，充分运用村规家训、牌匾楹

联、俗语格言等乡风教化资源，使优秀的传统鲜活

起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道德

观念。广泛发动村民按照核心价值观要求，制定完

善乡规民约，树立鲜明正确的价值导向，使农民群

众内心有尺度、行为有准则。广泛开展乡风评议活

动，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

会、禁毒禁赌协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促进移风易

俗，用民间舆论的力量引导农民自我约束、自我管

理、自我提高。广泛开展农村志愿服务活动，以农

村社区为依托，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

守老人为重点，把志愿服务做到村村寨寨、做进家

家户户，营造你帮我、我帮你的良好风尚。培育文

明乡风，既需要正面引导，也需要依法治理。要下

力气整治农村黄赌毒、封建迷信、非法宗教等突出

问题，打击黑恶势力和涉农犯罪，激浊扬清、抑恶扬

善，把不良风气压下去，把新风正气树起来。

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这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方案，实践中，这种乡

村复合共治、多种方法相互参照使用的治理方案，

能较好地处理乡村矛盾事务，各个地方应该根据当

地的实际情况运用村规民约因地制宜综合施策。

基层党建质量机制

加快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农村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力和组织力如何，直接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凝聚农民群众

一心一意跟党走的信心，在创造美好生活中提升文明

素养和乡村文明的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基层党员领

导干部不断提高工作水平，不断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综合部门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司其责

的农村精神文明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农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建促进脱贫攻坚、促进民生

发展，持续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率先垂范，带好队伍，办好实事，打造一支懂农村、爱

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干部队伍。改进农村工作体制机

制和方法，不断强化政治和组织保障。创新和完善乡

村治理机制，加强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发挥好村规

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要充分认识到，乡风

文明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久发力、久久为功，还要

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明乡风建设

的常态化机制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深化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按照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提升广大农村的社会

文明程度，让乡风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焕

发出勃勃生机和持久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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