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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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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治理要以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广大农民为实践主体，充分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同时要吸收传统乡村治理经验，发展当地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实现乡村振兴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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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governance should take the interests of the general people as the fundamental value orien- 
tation, take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of practice, make full use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 
logical means, and absorb the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 experience, develop the local rural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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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治理必须坚持以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中

心，不断完善乡村治理制度，推动乡村自治、法治、

德治有机结合，科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解决乡村治

理遇到的问题，走出乡村治理发展的困境。 
1 乡村治理的逻辑机理 
1.1 价值取向：以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为依归 
乡村治理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需要当作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着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把

广大农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近年来，各

地都在推进乡村治理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坚

决打击侵害农民根本利益的行为，及时回应农民需

求，尽最大能力化解乡村基层矛盾，有效的提高了

乡村治理水平，维护了农民的根本利益。乡村治理

的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实现乡村治理必须紧紧广大农民，及时回应

农民需求，着力解决农民急难愁盼问题，把农民的

小事当作心中的大事一样来对待，不断增强农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凡是触及农民利益的事

情必须认真对待，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农民的各

种事情。只有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才能

实现乡村治理的有序进行。乡村治理关键在人，特

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 ，我们要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合

法权益，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 
1.2 实践主体：都是以农民群众为依托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推进乡

村治理，必须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主观能动性，提

高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他们创造美好生活的积

极性。人民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作用，通过实

践创造自己的历史。农村要发展，必须紧紧依靠广

大农民，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他们的首创精

神，不断促进和提高农村社会生产力。广大农民群

众有着无穷的创造能力，我们要不断激发他们的创

造激情，提高农村生产能力，不断完善农村各项制

度 ，实现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民是乡村

的主人，要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实行一系列的惠

民政策，不断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给予农民最大

程度的优惠，让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没有后顾之忧，

让农民在乡村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实现乡村治理，

必须紧紧依靠广大农民，把广大农民的生产能力充

分的激发出来，构建和谐稳定的农村社会，使农业

生产能力稳步提高。 
2 乡村治理新体系构建之基础 
2.1 健全乡村治理工作体系的任务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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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净化能力，提高自己

为民服务的能力。行政村要使每个村民都有一技之

长，营造良好的乡风。利用当地的乡土文化资源，

探索出一条当地村民致富的新路子。乡村治理制度

对于乡村治理至关重要，我们要不断完善乡村治理

制度，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管理人员的技

术水平，构建和谐稳定的乡村。构建高效运转的乡

村管理制度，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治理， 
2.2 乡村治理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取得一

定成绩 
在乡村治理民主化方面，我们选举出人民代表

参与乡村治理，保证治理主体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

在乡村治理法治化方面，修订乡村治理各方面的法

律法规 ，农村法律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它们保

障广大村民乡村治理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合法

权益，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在乡村治理制度化方

面，我国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制度，

有力的促进了乡村治理。 
2.3 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效结合 
乡村自治是打造高效乡村治理形态的基础。[1]

我国必须加强农村继承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完善村

民自治的各项制度，不断探索有效实现村民自治的

形式。法治主要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基本规

则的遵守。[2]促进乡村乡风有一个质的提高，实现

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结合。 
2.4 明晰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建立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更新乡村管理人员

的知识，培养乡村管理人员的法治意识，锻炼乡村

干部的工作本领。乡村管理体制的建立在于吸引广

大青年人才留在农村，让广大青年留在农村，为农

村的建设出力。 
3 乡村治理新体系构建之挑战 
3.1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带来的挑战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还包

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不断推进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不断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要把两者有效结合，相辅相成，发挥作

用。当前我国的治理体系存在着许多漏洞，治理能

力还存在许多不足，要不断健全我国的治理体系，

提高我国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我国乡村治理的智

能化、法治化，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3.2 走出乡村治理困境带来的挑战 
目前乡村治理还存在着许多挑战，部分基础党

组织弱化，一些黑恶势力不断插手农村治理，使一

些地方的乡村治理严重弱化。此外，乡村治理平台

单一，渠道有限，不能适应治理活动和治理体系的

多样化和复杂化。我国的乡村治理困境在于村民的

知识水平还不够高，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还不够强，

年轻人不愿意留在乡村，乡村留不住人才，乡村的

吸引力还不够强，乡村的生态环境十分的薄弱，广

大的农民法治意识还不够强，农业生产能力还有待

提高。乡村没有足够的文化气息，大部分村民思想

意识还比较落后，没有跟上时代潮流。 
3.3 推进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带来的挑战 
尽管我国的自治、法治、德治结合取得了一定

成绩，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的乡村治理要充

分发挥法治的强制性作用，发挥德治的育人作用和

教化作用。我国的乡村治理要高度自治，与法治、

德治有效衔接，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德治是

一种自律机制。自律源于自觉，自觉源于认同。[3]

目前，我国的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还不够强，

各种手段没有充分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应该实

现三者的有效衔接和结合。 
3.4 将现代科技应用于乡村治理带来的挑战 
乡村治理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充分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只有治理主体充分的掌握各种新技术和信息

化手段，才能更好的运用于乡村治理实践。当前我

国的乡村治理主体科技意识不强，不善于运用科技

手段来开展乡村各项工作。我国的乡村治理主体没

有足够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没有足够发挥科学技

术的能力。 
4 乡村治理新体系构建之对策 
4.1 要协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农业农

村现代化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包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是

包含农村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是农业农村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必

须处理乡村治理体系和农业农村治理体系的关系。 
4.2 要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在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方面的重要作用 
增强我国的乡村治理，必须充分利用高科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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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提高治理主体的科技意识，提高他们运用科技

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各治理主体能够有效提高

乡村治理水平。加强对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培训，使

他们了解和掌握互联网、云计算等高科技手段在乡

村治理中的作用，学会用现代科技手段解决乡村治

理发展的问题，提高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能力。同

时加大对乡村治理现代化财力和物力投入，提高乡

村治理技术，努力搭建乡村治理平台，使现代科技

手段在乡村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当下，科技发

展日新月异，科技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要进行

乡村治理建设，就必须把现代科技手段作为辅助助

手，让科技手段助力乡村治理，科学的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及时的帮助农民进行生产种植，提高农业

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生产收入，及时的帮助农村的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4.3 要注意吸收和传承传统乡村治理经验 
我国的乡村治理模式和具体做法，是我们当前

做好乡村治理体系的宝贵财富，也是一种好的资源。

我国的乡村治理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在进

行乡村治理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汲取我国传统乡

村治理经验，在我国传统乡村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来

进行乡村治理。乡村治理必须要从传统的乡村治理

经验汲取智慧的养料，从中吸收乡村治理的智慧，

来进行当下的乡村治理建设。 
4.4 要把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与深化农村改革

有效衔接 
乡村治理改革是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部分，

我们构建乡村治理体系，要处理好与农村改革的关

系，使两者有效衔接和结合，不断完善乡村治理制

度，立足发展的全局来谋划乡村治理发展，又要看

到乡村治理体系发展的短板，不断完善乡村各项制

度，推进农村改革深入发展，把乡村治理与深化农

村改革有效结合起来。 
4.5 以专业方法挖掘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我国国土面积巨大，经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

着不同的自然景观和物产资源，对文化产业的开发

要因地制宜，从当地具备的文化资源和历史遗产开

发出具备当地特色的路子，没有一个模式可以适用

于每一个村庄，乡村文化产业是每个地方的特色，

我们要努力挖掘其中的精华。现如今，不少农村还

有着当地特色的饮食文化和乡土气息浓厚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社会工作者可以努力挖掘当地特色的饮

食文化和乡土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我们

应将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村庄文化相结合，努力挖

掘当地传统文化的新意和特色。对于交通不便的城

市，村民仍采取原始的种植方式，这些地区种植的

农产品无公害 ，有着天然的环境优势，现如今，许

多城市居民喜欢“绿色农副产品”，这恰恰给这些

偏远地区的农副产品带来巨大的发展前景。农村如

果没有产业作为助手，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

地制宜的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一种可持续的绿色发

展模式。乡村文化产业可以为乡村带来大量的经济

收益，如果乡村没有产业发展，就会造成乡村治理

低下的局面，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把乡村文化融

入到乡村治理中，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5 结语 
乡村治理目前存在着许多困境，还有不少问题

要解决，我们要不断完善乡村治理制度，紧紧依靠

广大农民群众，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解决乡村治理

遇到的问题，形成完善的乡村治理制度。 

参考文献 

[1] 佀咏梅. “三治融合”唱响乡村基层治理的“协奏曲”[J]. 

人民论坛,2020(Z1):106-107.  

[2] 邵登辉,戚建刚,徐汉明.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J].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1)：15-26.  

[3] 徐信贵. 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模式演进与“三治融

合”理路[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208-

216. 

 

 

 

 

 

 

 

 

 

      

 

收稿日期：2022 年 7 月 10 日 
出刊日期：2022 年 8 月 15 日 
引用本文：卢志飞，乡村治理模式探析[J],科学发展研

究, 2022, 2(3) : 36-38 
DOI: 10.12208/j.sdr.20220071 
 
检索信息：RCCSE 权威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

网（CNKI Scholar）、万方数据（WANFANG DATA）、

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期刊 
 
版权声明：©2022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

表。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引言
	1 乡村治理的逻辑机理
	1.1 价值取向：以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为依归
	1.2 实践主体：都是以农民群众为依托

	2 乡村治理新体系构建之基础
	2.1 健全乡村治理工作体系的任务提上日程
	2.2 乡村治理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取得一定成绩
	2.3 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效结合
	2.4 明晰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3 乡村治理新体系构建之挑战
	3.1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带来的挑战
	3.2 走出乡村治理困境带来的挑战
	3.3 推进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带来的挑战
	3.4 将现代科技应用于乡村治理带来的挑战

	4 乡村治理新体系构建之对策
	4.1 要协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
	4.2 要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在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方面的重要作用
	4.3 要注意吸收和传承传统乡村治理经验
	4.4 要把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与深化农村改革有效衔接
	4.5 以专业方法挖掘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5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