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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re to become a decent occupation, to obtain decent 

income and to rural areas The policy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measure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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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policy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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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的硬性要求和鲜明标杆是农业必须强、农村必须美、农

民必须富；乡村振兴战略的庄重态度和宗旨使命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

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和评判标准是务农成为体面的

职业、农民获得体面的收入、农村树起体面的形象；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

取向和战略措施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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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不仅明确提出要“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等“七大战略”，而且意味深长地将乡村振兴战略放在了“七大战略”之“居

中”位置，彰显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和时代性。可以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开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只有深刻揭示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底蕴，系统明

晰乡村振兴战略的践行取向，才能不折不扣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理论探索中

前行，在工作实践中夯实。

1  乡村振兴战略的硬性要求和鲜明标杆

乡村振兴战略的硬性要求和鲜明标杆是农业必须强、农村必须美、农民必

须富。这一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必须”。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2 月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2016 年 4 月在小岗村考察时的讲话中，均有

全面完整的表述。201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

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也有分散的表述。即，中国要强农

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1.1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农业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基础和支撑，而且直接关系到梦想能否实现和梦想实现的速度、质量和品位，

因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农业。所以，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这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的必然要求。

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粮食稳住了，农业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自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粮食”和“饭碗”问题，多次强调“中

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使我国对

农业地位和重要性的认知有所提升。

“四化同步”发展进程中，农业现代化是短板。我国跨入新时代，经济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农业强起来的任务更加显现出艰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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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不仅要充分发挥其多功能性，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繁重任务，而且要加

快融合发展、跟上现化步伐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党的十九大以后，

借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十分有必要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地位

和产业特性进行重新认识，下决心开创“强农业”的伟大实践，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等指示精神，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挖掘粮食生产新潜力，开辟农业供给侧结构优化新途径，寻求农业发展方式转

变新突破，早日建成农业强国。

1.2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农村是立国之源，强国之地。农村不仅是人们记忆中的故乡和寄放乡愁的

地方，而且是能让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一个真正美丽的国家必须拥

有美丽的农村。所以，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这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清晰的必由

之路。这些年来，农村面貌变化不大，与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依然滞后，

其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不

完善。而建设美丽乡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即使将来城镇化率

达到 70% 以上，还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

“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

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因此，党的

十九大以后，农村美不美更为重要。只有以乡情乡愁为纽带诱导全社会积极支

持美丽乡村建设，使社会资本加速流向乡村，使乡村文明得以宣传和传承，才

能使农村得到“内外兼修”，逐步地从“脏乱差”转变为“净齐优”“明洁好”，

才能适应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需要。农业

供给侧结构优化新途径，寻求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早日建成农业强国。

1.3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农民是立国之根，强国之力。农民不仅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承载者和实

践者，而且是社会财富的根本创造者和共享者。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必须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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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农民。所以，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精准的必定追

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大力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

得到提高”，“要更加重视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

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而让农民富起来，不仅是农民收入增加，

还包括广大农民精神层面的富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让农民富起来，我国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着力点放在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势头，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等方面，在促进农民增

收上获得新成效。党的十九大以后，我们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建立健全城乡融合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上来，真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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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2  乡村振兴战略的庄重态度和宗旨使命

乡村振兴战略的庄重态度和宗旨使命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

民、淡漠农村。这一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不能”，同时可以从习近平总

书记 2015 年 7 月在吉林省调研时的讲话中得到印证。他明确提出：“任何时

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

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

保持好势头。

2.1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

中外对农业角色地位和重要性的认知不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大体按照

产业出现的历史顺序来划分，他们也都把农业确定为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

并始终把优先发展农业作为重要国策，以至于虽然农业在发达国家 GDP 中的比

重有所减少，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却丝毫没有被削弱。而我国按照农业的性质和

劳动对象的加工顺序来划分，把农业认定为初级产业—一种与传统的落后的生

产方式、生产条件相联系的产业，把农业限定在十分狭小的范围，似乎只包括

种植和养殖，而农产品流通属于第三产业，农产品加工属于第二产业，从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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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农业各环节之间不协调，农业产业规模得不到内涵和外延上的扩充，致使农

业的比较利益和综合效益一直低下。今后，这种观念必须改变。未来，现代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刚性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农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所以，一定要关心农业，坚持把

现代农业建设作为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

松。坚决加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坚决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坚决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坚决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使农业逐步由目前的小规模、高成本、

低效益、弱竞争力转变为适度规模、低成本、高效益、强竞争力来，坚决防范

农业过关论、粮食过关论的泛滥。

2.2  任何时候都不能淡漠农村

中外对农村印象的认知和应对方法不同。有些外国人认为，农村空气好、

环境优美，是休闲避暑、舒缓压力、追求闲情逸致的绝好去处，所以他们一般

白天、工作日待在城市，而晚上、节假日回到农村，心目中没有什么城乡差别，

更多的是对农村的眷恋。中国人特别是大城市的不少市民认为，农村是自己挣

扎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摆脱的“苦地”和“穷窝”，是万万不能再回去了，

所以一提到回农村就大伤脑筋，满脑子都是城乡差别，嫌弃农村生活，决心要

在城市里打拼。

今后，这种思想必须改变。农村是中国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是中华文

明的发源地和革命胜利的大本营，没有农村繁荣富裕就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全面

小康，所以一定要关注农村，坚持把乡村建设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任务，任何地方都不能松劲。强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强力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强力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强力打

造农村优美的田园风光，使农村的“五大文明”程度全面提升到与全面小

康相适应，坚决防范“农村可怕论”“农村逃逸论”的危害。

2.3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农民

中外对农民的认知和态度有所不同。有些外国人认为，农民是一群辛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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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为他们创造衣食之源的人，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帮助，更多的是愿意赞

美农民。中国人特别是大城市的不少市民歧视农民，认为农民土里土气，“脏、

臭、俗”，理应得到全社会的鄙视和讥讽，以至于2006年6月网上曾经出现过《疾

农民如仇：我为什么看不起他们》这样荒谬的帖子。

今后，这种看法必须纠正。农民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农民是中国梦

的坚定履行者，没有农民的安居乐业就没有稳固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所以一定

要关爱农民，坚持把农民就业增收和脱贫致富奔小康作为检验农村工作成效的

一个重要尺度，任何时间都不能动摇。要决心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决心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心打赢脱贫攻坚战，决心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使农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坚决防范“农民不

可理喻论”“农民社会阶层论”的传播。

3  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和评判标准

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和评判标准是务农成为体面的职业、农民获得体

面的收入、农村树起体面的形象。这一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体面”，同

时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 8 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

讲话中得到佐证。习近平总书记当时明确指出，“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对于承天接地的广大乡村来说，如果换一个比较“接

地气”的表述和说法，就是“三农”一定要“三体面”。

3.1  务农成为体面的职业

不知从何时开始，农业这个古老产业在我国的社会地位逐步下降，与工业、

商业、服务业乃至娱乐业等其他众多产业形成了鲜明的悖逆变动之势。探究其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从事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脏乱差；农业面临的风险多，

生产生活生态无绝对保障；社会地位落后，没有其他阶层光鲜亮丽等。以至于

谁干农业，谁就觉得低人一等，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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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会彻底改变这些情况，一定会使务农成为体面的职

业，具体体现在：农民将会有适度的劳动强度，再无汗流浃背地“面朝黄土背

朝天”之辛劳；将会有得力的保险保障，再无“怨天尤人”之困扰；将会有较

高的社会地位，再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之自卑等。换句话说，未来的农业

将不再是现在大多数人不愿意干的情况了，不仅会因为务农职业体面抢着干，

而且即使让你干，你也要先获得“新型职业农民”称谓或“绿色证书”通行证，

拥有从业资格。

3.2  农民获得体面的收入

过去几十年，我国制定和执行了“赶超战略”，不仅政策有意识地向工业、

城市、市民倾斜，而且采取多种措施从乡村那里获取赶超所需要的资源，造成

了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严重的“剪刀差”，致使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增收

空间狭小，农民收入与市民收入的绝对差、相对差迅速拉大，相对差峰值曾高

达 3.33 ∶ 1，于是“跳农门”“弃农离农就工从商”成为广大农民的生存路径，

“两栖型农民”也越来越多。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会根本扭转这种状况，一定会使农民获得体面的收

入，具体体现在农民将会有多样化的收入渠道，再无“增收无方”之烦恼；将

会有稳定性的收入保障，再无“挣多少是多少”之哀叹；将会有较高的收入水平，

再无“低收入阶层”之称谓等。换句话说，未来的农民收入会有大幅度的明显

保障性增长，尤其是随着宅基地政策的完善，土地确权后耕地占用补偿费的大

比例提高，以及乡村人口社会福利制度的创新，农民的收入将会更丰厚，甚至

会使一些市民羡慕。

3.3  农村树起体面的形象

前些年，“脏乱差”一直是人们对农村的普遍看法。有人甚至用“城市像欧洲、

农村像非洲”这样的描述，来形容我国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回想起来，改革

开放初期的10多年，我国农村乡镇企业“村村点火、乡乡冒烟”，尤其是小造纸、

小化工、小煤矿、小炼油、小水泥等污染严重的“五小企业”，不仅没有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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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经济发展起来，而且造成了不少河流臭气熏天以及农业的面源污染，以至

于我国下决心关停“五小企业”后，又还了 20 多年的“环境债”，农村生态环

境才逐步好起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会全面消除这种印象，一定会使农村树起体面的形

象，具体体现在农村将会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再无“乌烟瘴气”之非议；将会

有完善的公共服务，再无“穷乡僻壤”之抱怨；将会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再无

“素质低下”之蔑视等。换句话说，未来的农村生活将会因为有更新鲜的空气、

更洁净的水、更完善的软硬环境、更浓厚的乡愁等而让城市人羡慕乃至嫉妒。

4  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取向和战略措施

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取向和战略措施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点，可以

简单地记忆为“三着力点”，同时可以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全部找到。

4.1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作为古老的农业大国，中国具有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先天基因和独有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

衡，是农业与工业相比的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与城市相比

的发展不充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必须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

引领，从优结构、强基础、促转变、建体系、改理念等多个方面认真地贯彻落实。

就优结构而言，一定要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强化农业农村的重要位置，在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重大计划时，优先考虑、安排，并能见到卓越成效；

就强基础而言，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的“强筋壮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集中人

力物力财力智力权力，抓紧抓好；就促转变而言，一定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使多功能农业日臻成熟；就建体系而言，一定要尽快健全农业农

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改理念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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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将“农业农村不重要了”“农业农村过时了”等不合时宜的观念清理淘汰掉，

坚决树立起“农业农村应该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必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不优先发展不行”等新理念。

4.2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这既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和

战略方向，也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实现乡村振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的客观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必须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抓手，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全力破解制约障碍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

就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而言，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要素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机制统筹利用城乡的资源、信息和“五力”（人力、物力、

财力、权力、智力），实现城乡间资源的取长补短，实现城乡间的信息互通有无，

促成城乡间的“五力”优势互补，通过高效率配置方式完成城乡间的耦合互动

和融合发展。

就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言，就是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中的作用，利用政府作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乡村倾斜，推动要素资源

宽广度大流量地向农村配置，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方面的差距，

迅速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使乡村整体的“外在颜值”和“内

在气质”同步提高，使乡村“骨骼”和“血肉”全面发展，形成得体的新型城

乡关系。就全力破解制约障碍而言，就是要全力破解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

障碍，通过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新格局，通过推进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和提升农民财产权益，通过补齐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达到“城乡一盘棋”的协同跃升，通过完善政策体系为城乡融合发展创造良好

的制度环境。

4.3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既是“四化同步”发展中迅速弥补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的迫切需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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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促使农业农村早日达到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使命。而无论

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还是推进农村现代化，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新发展理念。

就推进农业现代化而言，要践行新发展理念就要着力于“五个持续调”。

一是持续调实农业产业结构，全面完善现代农业发展的软件和硬件；二是持续

调优农业产品结构，圆满完成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三是持续调绿农业

发展方式，深入实施绿色农业战略；四是持续调新农村产业结构，大力促进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五是持续调强农产品“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层次和国

内外市场竞争力。

就推进农村现代化而言，要践行新发展理念就要着力于“五个必须”。一

是就创新发展而言必须完善现代农村体制机制，具体包括通过创新农业经营形

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创新农村产权制度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通过创

新农村金融体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等；二是就协调发展而言必须提升现代农业

产业素质，具体包括通过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统筹粮经饲结合和农林牧渔一

体，通过促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农村产业链和价值链转型升级，通过推

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农村的硬件软件设施不足问题；三是就绿色发展而言必

须保护农村可持续生产能力，具体包括通过城乡环境并重治理消除农村面源污

染，通过扩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加强农村环境保护，通过加速兑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承诺夯实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四是就开放发展而言必须利用好

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具体包括通过“一带一路”延伸拓展

国际农业资源利用途径，通过实施“飞地战略”缓解粮食土地方面的压力，通

过创新性运用 PPP 模式加速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饱和度；五是就共享发展而

言必须让农民分享更多发展成果，具体包括通过完善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收

入稳定增长机制，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通

过深化经营制度改革健全农村利益联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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