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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路径

[编者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做好 2022 年“三农”工作，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重点工作，推动乡村
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为更好地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农村发展空间、提高农村建设及服务水平，本
期“专题研究”栏目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路径”为主题，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制度改革创新、乡村建设路径、乡村价值
塑造、乡村风貌管控等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探讨，以供读者参考。

基于人本视角的乡村建设“四位一体”
路径探索
□　刘小丽

[摘　要]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新时代做
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做好“三农”工作、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梳理广东省近年乡村建设发展的散点营造、线性提升、带状活化3个阶段的基础上，
引出乡村振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围绕人本内涵，提出生产、生活、生态、人文“四位一体”的乡村建设路径，以期
能为其他地区乡村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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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Four in One" Path of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Liu Xiaoli
[Abstract] Countryside is a regional complex of nature, society, and economy.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significant to the common 
prosperity and social issue resolution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paper reviews the three stages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sporadic construction, linear improvement, belt regeneration,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putting human at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puts forwards the "four in one" construction path including production, life, ecology, and 
humanity, and makes positive studies on r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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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国务院发布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发展阶段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
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人们对乡村振兴的关注度持续升高，在人民
网开展的 2022 年全国两会调查中，“乡村振兴”入选
十大热词 [1]。

随着我国步入发展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

2021 年 5 月 11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发布，
数据显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为 50 979 万，占全国
总人口的 36.11%，全国共有 38 741 个乡级行政区， 
2021 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 2.5，城乡之间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三
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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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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人民为
中心，着力解决好“人”的问题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本文在梳理广东省近年乡村建设的
阶段特征及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引出乡
村振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围绕
人本内涵，提出生产、生活、生态、人
文“四位一体”的乡村建设路径，以期
为其他地区打造美丽、可持续、活力乡
村提供参考。

1 广东省乡村建设发展历程和阶段
特征

在国家乡村政策的指引下，广东省
近年来开展了大量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
配、与现代人的需求相吻合、以人民为
中心的乡村建设探索。广东省乡村建设
发展历程可分为散点营造、线性提升、
带状活化 3 个阶段，展现了乡村振兴内
涵不断深化与扩展的历程 ( 图 1)。

1.1　散点营造阶段：优化生活空间，
满足居民基础需求

2012 年广州市启动了“美丽乡村”
建设试点工作，选择 122 个村庄 ( 或社区 )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包括红山村、
西和村等。广东省先后印发了《关于共
同推进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工程的通
知》( 粤文明办〔2016〕40 号 )、《关于
2277 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
示范村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委办〔2017〕
55 号 )、《关于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实施方案》(粤
办发〔2018〕21 号 )，陆续启动了省级新
农村连片示范工程、2 277 个省定贫困村
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工程、“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等，在全省设立了
1 个美丽乡村示范市、20 个示范县、120
个示范镇、1 260 个示范村。

在散点营造阶段，广东省注重近期

人居环境改善及远期乡村特色挖掘，并
构建“挖掘资源—确定主题—策划功能—
形成项目—落实空间—建设实施”的美丽
乡村实施路径 [2]，以形成干净整洁村、
美丽宜居村、特色精品村等。该阶段的
乡村建设重点是以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为导向，以农村垃圾处理、污水治理
和村容村貌改善为主攻方向，补齐乡村
建设短板，满足人在安全、健康等方面
的基本需求。然而，该阶段的乡村建设
虽考虑了乡村资源利用、产业导入及社
会组织等内容，但缺少实施抓手。

1.2　线性提升阶段：关注内生动力，
满足居民精神需求

为优化城乡生态环境、防止城市无
序蔓延，广东省串联城区和乡村，打造
了集健身、游憩、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
线性绿色开敞空间，即绿道。自 2010 年
始，广东省将绿道建设与发展生态旅游
业相结合，以带动绿道沿线村庄发展。
目前广东省已建成连接全省 21 个地市、
长度约为 1.8 万公里的绿道。2016 年起，
广东省在全国开展南粤古驿道的保护利
用工作，通过加强对古驿道沿线历史文
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将南粤古驿道打造

为乡村发展、文化传承、全民健身的特
色空间，并使其成为地区文化、旅游的
新名片。

为改变村庄“表里不一”、缺乏持
续动力、“新村变空村”、人口持续流
失与设施利用率低等问题 [3]，广东省着
重探索“+ 模式”，引导乡村振兴向纵深
发展，注重引导乡村发展内在动力。南
粤古驿道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
绸之路重要的通道，历史悠久、文化深
厚的古村落散落其中。南粤古驿道的建
设需依托已建成的绿道，融合现代人的
生活方式，并注入体育、历史文化元素，
以古道为线，将沿线古村、古镇、古街、
古建筑等孤立的遗产点串联起来，整合
形成线性文化遗产空间，并通过举办徒
步、骑行等体育活动带动古驿道发展。
同时，充分借助广东省“三师”下乡服
务政策，开展“三师”专业志愿者下乡
服务实践，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工作的开展，助力乡村振兴。

1.3　带状活化阶段：以可持续发展
为理念，满足居民成长性需求

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广东
省召开省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并发布

图 1 广东省乡村建设发展阶段空间特征示意图

从空间、景观、产业、经济、社
会等多角度进行综合思考；在基
础设施、整治风貌方面成效较大，
但内生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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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古驿道 +”模式，将文化、旅游、
体育、游憩功能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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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域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建设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的实施
方案》( 粤办发
〔2018〕21 号 )

广 东 省 委、 省
政 府 印 发《 广
东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

广 东 省 委 十 二 届
十 五 次 全 会 和
《2022 年 省 委 常
委会工作要点》提
出要“部署建设乡
村振兴示范带”，
谋划建设一批特色
鲜明、辐射带动能
力强的乡村振兴示
范带

《广东省乡
村振兴示范
带建设指引
( 试 行 )( 征
求意见稿)》

2022年2022年
《关于 2277 个省
定贫困村创建社
会主义新农村示
范村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 粤委办
〔2017〕55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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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明确
提出要“部署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
谋划建设一批特色鲜明、辐射带动能力
强的乡村振兴示范带。2022 年 4 月，广
东省发布《广东省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指引 ( 试行 )( 征求意见稿 )》，提出乡村
振兴示范带是以中心村为节点、圩镇为
枢纽，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
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振兴的先行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带
建设应以改善环境为基础、以提升风貌
为标志、以发展产业为核心、以特色文
化为内涵、以农民增收为目的，整合优
势资源，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推动县
域经济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侧重村庄后期实施运营、软环境建设、
文化价值重塑 [3]。在线性提升阶段，乡
村建设不仅要强调点的提升、线的串联，
还要强调面的带动，要求乡村振兴示范
带应串联不少于 1 个圩镇、5 个行政村，
且精品段长度不少于 10 km。此外，要
求乡村振兴示范带具备产业兴旺、环境
改善、风貌提升、乡风文明、设施完善、
治理有效六大要素，强调“外在美”与“内
在美”相结合，培育乡村文化，让群众“看
得见、可感受”乡村的发展 [4]。该阶段

的乡村建设工作需要充分衔接前期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建设、美丽圩镇建设等工作，统筹整合“四
好农村路”、中小河流整治，以及古驿道、
碧道、绿道建设等成果，实现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互相促进 [5]。

2 乡村振兴“以人为本”与“四位
一体”的内涵关系及“四位一体”
策略

2.1　“以人为本”与“四位一体”
的内涵关系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发
展是“为了人”、过程需“依靠人”、
目标为“吸引人与留住人”。根据马斯
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
样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乡村兼具自然、社会、经济的综合特性，
乡村的发展离不开人。乡村振兴的发展
与人的需求呈耦合关系，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人的需求会改变。乡村建设一开
始需要解决与生存、安全相关的基础设
施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求不断
提升，催生出新的发展动能。乡村振兴需
要创造条件，承载人的需求，推动高质量、

全面的乡村建设。在此过程中，产业振兴
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生态振兴是乡村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文化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内生动力，生产、生活、生态、人
文“四位一体”与人的需求耦合，共同形
成振兴的路径与行动逻辑 ( 图 2)。

2.2　“四位一体”策略
2.2.1　生产为要：发展乡村产业，
培育乐业家园

乡村产业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一环。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空间是留
住人才、吸引人才的关键要素，产业振
兴只有满足村民多元化的就业需求，才
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乡村振兴之路。一
方面，需要探索从单一路径到全资源联
动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过去一段时间，
乡村产业以乡村旅游业为主，而旅游产
品同质化、低质化、滥化及单一产业路
径使乡村旅游业发展后劲不足。为破解
困局，除通过精细化设计提升乡村旅游
体验、以“功能注入法”[6] 引导旅游业
提质升级外，还需加快转变乡村产业发
展方式，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动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第一、第二、第三产
业的深度融合，探索农文旅结合、镇村
联动、全资源联动的产业振兴模式。同时，

图 2 马斯洛的 5 个需求层次理论与“四位一体”内涵的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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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众利益的敬畏。另一方面，创新乡
村治理体系，让百姓尽其责、享其利，
通过制度设计的探索与引导，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同时，基于精神需求的共享性进行文化
关联构建 [12]。一代农民工的“不离土”
和二代农民工的“不回乡”现象，正在
加大乡村地区内部的“不均衡”[13]，而“乡
愁”是人们对乡村记忆的回溯 [3]，其背后
蕴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更是留住“原
乡人”、吸引“新乡人”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国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散落在乡村，且乡村具有同根
同源的特性，乡情更具有向心力和感召

通过“科技 +”带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
业发展，打造龙头农业品牌，发展数字
农业园、中央厨房、农产品个性化定制
等新型业态，引领特色产品“走出去”，
吸引人才“走进来”。另一方面，加强村—
镇—县城产业互动，构建合理的产业体系，
将县镇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空间载
体，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岗位，激发乡村
生产力，同时培养乡村工匠、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鼓励各类人才参与乡村
振兴。
2.2.2　生活为本：缩小城乡差距，
打造乡村美好生活空间

一方面，逐步关注乡村基础设施的
提质提档，缩小城乡公共服务质量差距，
因地制宜推动乡村地区发展新能源产业，
推进乡村生物能源多元化利用。在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探索开展
新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试点工作，围绕
重点村及“数字 +”模式建设乡村公共服
务设施，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在
乡村规划建设中“重融合、轻干预”，
保持村庄内建筑的时代风貌和文化属性，
避免进行“一刀切”的外立面改造。同时，
强调乡村景观的精细化设计，如通过乡
村景观铺装生成视线廊道，打造多样化
的乡村景观，提升居住环境品质，满足
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2.2.3　生态为基：以生态优先为原则，
挖掘生态资源潜力　

在乡村规划建设过程中，应以生态
优先为原则，注重突出乡村风貌，保护
村庄原有的生态资源和景观资源，整治
和优化水系，结合绿化、景观建设改善
村落居住环境，增加公共活动空间，满
足居民交往和亲近自然的需求。目前，
我国的生态产品价值未得到有效释放，
乡村生态资源的潜力未得到最大限度的
发掘。未来，应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
摸清乡村自然资源底数，对土壤、森林、
空气、水等环境要素进行数字化采集、
存储和分析，实现生态产品的量化表达、
核算和动态评估，以及生态价值的合理

转换 [7]，促使乡村建设实现从“抑制发
展保生态”向“从生态赢价值”转变。
2.2.4　人文为魂：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促进乡村文化自信

一方面，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推动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向“共商共建
共治共享”转变，充分调动广大居民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立足多元乡
村社会基础 [8]，构建村民参与、规划师
等第三方主体协同 [9]、政府赋权 [10] 的配
合机制，以及基于乡村内生秩序的沟通
式规划体系 [11]。“共商共建共治共享”
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对
群众意志的尊重、对参与权利的肯定、

图 3 人本需求与“四位一体”的行动逻辑示意图

图 4 英德市连江口镇产业振兴示意图

生态 ( 农业 )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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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城镇化的大趋势及经济发展上的差异
曾一度使乡村建设走向误区，表现为用建
设城市的理念去建设乡村，乡村建设复制
粘贴、同质化严重。尊重乡村文化、守住
乡村的根魂 [14]，提升村民的文化自信，
使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动共融发展，是
未来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 图 3)。

3 广东省乡村振兴“四位一体”
的实践

广东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生产、
生活、生态和人文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
践。

3.1　产业提优—村镇城协同，
发展现代产业生态

广东省打造了“政府指导 + 村民合
作 + 国有企业带动实施”的规划、建设、
发展、运营一体化发展模式，充分发挥
国有企业的带动作用。在产业发展上，
充分利用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由国有
企业统筹当地农业资源，并引进社会资
本或技术力量，推动乡村产业项目建设，
促进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及培育造血能力。
根据乡村生态环境、区域定位，构建村—
镇—城合理互动的产业体系，推动农民
增收致富。在建设资金保障方面，探索
由国有企业引航的金融创新模式，以及

“国有企业牵头 + 社会投资”的资本运
营模式，搭建乡村振兴基金平台，刺激
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乡村振兴事业，为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例如，广州市凤和村创新性地探索了“一
个平台、两个架构”的运作模式，通过
创立基金层联动市场化基金机构，联合
更多社会资本来组建不同种类的子基金；
通过创立项目层联合产业运营方，推动
政府、金融机构与村民、村集体共同成
立项目运营公司，对项目进行共同开发，
实现利益共享。广州市从化区西和村以
花卉产业园为中心，吸引花卉科技研发、
育种机构入驻，打造花卉精深加工企业
龙头，并联动从化区 25 家企业打造花卉
产业链，使村域形成集展示展贸、博览、
旅游、物流配送、仓储保鲜、加工包装、
电子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链，为村
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英德市连江口
镇谋划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基于麻竹笋、
水稻、茶叶等农作物种植业，打造“菜粮
茶”拳头农业品牌，通过科技植入带动农
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发展，同时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打造农业、文化产业和旅
游业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圈 ( 图 4)。

3.2　生活提质—精细化设计生活
场所，打造结队共建的城乡融合
发展模式

广东省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补齐短板，

完善县、镇、村市政基础设施，满足居
民基本生活需求，并注重生活环境品质
的提升。广东省部分市县探索了“规划
设计运营一体化”等模式。例如，韶关
市翁源县作为“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示
范村规划设计运营一体化试点县”，开
展了 52 个省定贫困村、420 个自然村的
整治提升工作，探索了整县打包的设计
施工一体化模式 ( 即项目推进一体化、资
金使用一体化、行动流程一体化 )，强调
设计与施工同步，保证工程的整体质量。
良登村是佛山市南海区 6 个特色精品村
之一，其按照“精细化乡村设计，小办
法出大效果”的设计原则，充分保护村
庄原有生态资源，利用简便、低成本的
方法获得了明显的整治效果。

广东省以人为本，从品质提升、城
乡平衡发展的视角出发，构建体系完善、
全龄友好的公共服务系统，为全龄段人
群回归乡村提供服务保障。例如，清远
市连江口镇在软环境方面“做亮点”，
联动珠三角地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通
过与佛山市中医院合作办医以及与佛山
市十六中学、中大附中等合作办学等方
式留住乡人。同时，建立公共资源较优
地区精准帮扶欠发达地区的工作模式，
在基础设施方面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乡
村综合服务能力，实现“让老年人、儿
童在乡村快乐生活，让年轻人留乡回乡
生活和就业”。

3.3　生态提效—重视跨区碳汇
交易的生态资源价值转化

在“双碳”目标下，生态环境较优
的乡镇可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与发达
城市共同探索跨区域碳汇交易合作机制，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例如，广州
市从化区良口镇探索建立土地“生态账
户”；英德市连江口镇依托良好的生态
资源，拟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评估
机制，以产业化利用、价值化补偿、市
场化交易为重点，探索生态资源产业化
路径；连江口镇利用镇内绿色生态产业，

图 5 利益共享制度示意图

除解决部分就业外，企业
享有发展红利

通过入股分红等方式结成利益共同体，
村民享受发展红利



1132023 年第 4 期        第 39 卷

探索发展绿色金融，在镇区内建设零碳
示范体验中心，释放生态产业红利，将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但由于目前
相关政策尚不完善，实践处于探索阶段。

3.4　人文提振—“共同缔造”，
内“留”外“引”，重塑乡村价值
认同
3.4.1打造“共同缔造”参与模式

“共同缔造”强调多元主体的全过
程动态参与，由村民、专家、志愿者、
专业人士、企业代表等共同组成议事沟
通平台，通过共商共议会议等方式凝聚
共识，以“烟火气”的方式来推进治理
体系建设。例如，肇庆市岩前村通过“共
同缔造”的方式开展了违章建筑拆除的
有益探索。佛山市良登村在规划过程中
探索了乡建同盟全程指导的工作方式，
乡建同盟由规划师、村民、乡镇干部、
施工人员等共同组成。同时，采取驻村
规划师制度对重要工程节点进行把关，
定期进行现场巡查以及时纠偏，搭建政
府与村民沟通的桥梁。驻村规划师为村
民提供“互动陪伴式”规划服务。在乡
村治理方面，广东省开展了乡村振兴驻
镇帮扶工作，将分级分类帮扶与组团结
对帮扶结合，搭建“党政机关 + 企事业
单位 + 科研力量 + 志愿者 + 金融助理”
的帮扶模式，并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
建立“省帮扶、县主导、镇执行”的帮
扶路径，并形成良好的工作推动机制。
3.4.2利益共享的制度设计

要想在乡村振兴中调动群众的积极
性，让百姓尽其责、享其利，政府需要
通过制度设计来引导，探索利益共享机
制。在过去一段时期，由一家企业承包
的“民宿 +”“旅游 +”模式在提升村民
就业率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村民
未真正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因此需要在
利益分配机制方面探索新模式。例如，
广州市凤和村空港小镇探索了村企合作
的新模式，不征地拆迁、不改变土地权属，
仅通过租赁村民的农房进行经营，这样

不仅能保留村民部分使用权，还满足了
企业使用经营权的需求。中山市五桂山
村在核实农房权属、租赁情况的基础上，
利用村集体组织与市场进行资源对接，
村民通过村集体组织参与项目合作，形
成“平台公司 + 村集体合作社 + 投运商”
的合作模式，或者组建“行业协会 + 龙头
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等利益联结模式，
让村民能够享受收益分红，逐步实现利
益共享 ( 图 5)。
3.4.3重塑乡村文化价值认同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需要深入挖掘
名人典故，保留历史记忆场景，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培育乡村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支持创建一批乡村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基地，并组织举办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活动，让传
统文化得以传承。同时，引入现代“数
字 +”“文旅 +”发展模式，推动城乡文
化交融，打破城乡壁垒，实现城乡人口
的双向流动，实现乡村的文化与人才振
兴。

4 结束语

乡村建设需要在组织治理、人才吸
引等方面持续下功夫，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做到“产业为要、生活
为本、生态为基、人文为魂”，发展现代
产业生态，打造结队共建的城乡融合发展
模式，重视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重塑乡村
文化价值，吸引年轻人参与乡村振兴事业，
让乡村就业人群感受到与城市就业人群同
样的成就感，让乡村建设保持长远的生机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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