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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s 20 proposed to coordinate the layout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build livable and working and 
beautiful villages.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twenty great spirit of the Party, deeply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build a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ain contents of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ak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ongtan Village and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in Liutang Township, Xiangyin 
County as an example, thus drawing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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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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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和美乡村，论文通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和美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结合湘阴县龙潭村和美
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况，由此得出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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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在乡

村建设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对未来工作的部署

中，对农村工作、乡村工作的部署占了很大篇幅。比如说

二十大报告提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

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1]。二十大报告

还对未来一段时间建设什么样的乡村，乡村未来的图景提出

了新的要求：“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2 和美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2.1 和美乡村建设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早在

2013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强

调，必须看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国土面积是

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 70%，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

在农村 [2]。虽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刚提出来的，但是

我们党一直有相关的部署和要求。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

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021 年 3 月，在参加

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培育文明乡风，建设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主义新

乡村。”

习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和要求，处处体现

他对乡村建设的重视，对乡村人民生活的重视和关怀。他强

调乡村建设要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补农村短板，扬农

村长处，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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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乡情美景都弄没了，不要把乡村传统文化都搞丢了 [3]。

怎么样让在乡村生活的人过上和在城市生活的人一样的生

活？那就要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和美乡村”这是一个新的提法，由“美丽乡村”到“和

美乡村”体现了党中央对乡村建设有了新的认识，对乡村建

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 和美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抓住三个关键词，即“宜

居”“宜业”“和美”。

2.2.1 宜居
城乡居民都有一个共同要求，就是住有所居、住得安全、

住得舒适。宜居是指要建设适合村民生活的乡村，比如说住

房要舒适一些、环境要卫生一些、交通要便利一些。说起来

简单，但对于广大农村来讲，实现起来非常困难。脱贫攻坚

三大指标，“三保障”之一就是住房安全有保障，为什么把

住房安全摆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因为之前连住房安全都没

办法保障，所以宜居更是很难做到。

2.2.2 宜业
宜业主要是指就业，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村民

就近就地就业，有收入、有奔头。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

的 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全国农民工（指

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

及以上的劳动者）总量 29562 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指

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12372 万人，外出

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17190 万

人，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

的 42%，大部分农民工都离开家乡在外就业 [4]。

2.2.3 和美
和美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和”，另一个是“美”。

以前只是强调“美”，现在则更加突出“和”。“和”这个

字内涵非常丰富：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人和人之间要和睦

共处、城乡之间要和而不同等等。比如说，在乡村，有些村

民喜欢在路边种菜、在院子里种各种树，像过去建设美丽乡

村，很多地方一味追求“美”，觉得村民的菜地、种的树木

影响了乡村的“美”，于是强迫村民把菜地改成草坪、花卉，

把树改成漂亮的景观树。现在我们更强调“和”，讲究“人

和村美”。乡村建设要和而不同、因地制宜，要构建和谐的

城乡关系，乡村建设不是照着城市改造乡村，在追求“美”

的同时应充分体现乡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

3 龙潭村和美乡村建设情况

龙潭村位于湘阴县六塘乡东西部，距湘阴县城 25km，

全村总面积 4.8km2，有 21 个村民小组。整个村以种植业为主，

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靠外出打工。近几年龙潭村深入发动

社会力量参加新农村建设，在和美乡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成为岳阳市第一批申报和美乡村创建示范村之一 [5]。

3.1 龙潭村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的成效

3.1.1 乡村规划和美
拆 除 空 心 房 13 栋 3472.56m2， 拆 除 危 险 房 8 栋

453.3m2，拆除偏杂房 17 栋 1639.52m2，拆除违建房 1 栋

39.42m2，到目前为止对“四房”共拆除 5604.8m2 并进行了

全村公示。土地、山林全部完成了确权登记。

3.1.2 生态环境和美
全面实施亮化工程，已打造美丽屋场 2 个，村级主干

道路面加宽 1m，绿化道路两旁种植草皮 6000m2，播撒草籽

50kg，栽种苗木 2000 棵。新建果园 2 个，种植果树 300 棵，

完成竹围篱笆墙小菜园 25 个，约 1500m2。建定点垃圾回收

点 17 个，给各农户安装三格化粪池 200 多个。由保洁员每

天从各户收取生活垃圾约 2t，并送至垃圾中转站，有力地解

决了全村垃圾乱堆乱倒的问题。

3.1.3 特色产业和美
创新壮大村集体经济形式，通过多途径、多渠道增加

了村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

一是成立了龙潭村红薯粉加工合作社。实行公司加农

户模式，因地制宜，打造红薯深加工，让红薯产业化。

二是打造油菜花产业基地。流转土地，投入资金，

开发种植油菜，计划油菜收购后继续种植红薯、油茶、 

藠头。

三是承接“生命公园”项目附属工程。2022 年 3 月，

县政府将湘江新区龙潭生命公园建设项目选址在龙潭村。龙

潭村承接“生命公园”项目附属工程，打造了殡葬一条龙、

商业经营、园区物业管理、劳务派遣等服务。

四是结合县重点项目“生命公园”打造龙潭村集体经

济“菊花产业园”。通过建造 120 亩（1 亩 ≈666.67m2）

大棚种植菊花，既提高了村集体经济也吸收了周边群众 

就业。

3.1.4 田园风光和美
兴修水利，结合五结合项目对柳家塘等全村 5 口灌溉

水塘进行清污 11000m3，建立田间农药瓶回收垃圾池 40 个，

对全村大小 28 条沟渠进行疏浚清理共计 11920m。

3.1.5 基础设施和美
对泥泞土路、出入不便的村主干道、居民小巷进行

了水泥加宽硬化，新修田间作业路 3km，“村村通”巷道

2km；对主干道安装了路灯、并实施绿化美化；修建文化广

场面积达 1000m2、安装体育器材 8 套。确保饮水 100% 安全，

确保居民基本生产生活用电，确保“村村响”工程全村全覆

盖。提升了村基础设施，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

3.1.6 公共服务和美
了解村民真正的文化需求，不断丰富文化活动内容。

结合生命公园项目，打造浓厚的孝文化。“百善孝为先”，

营造关爱孝顺长辈的文化氛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递良

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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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龙潭村和美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3.2.1 规划设计有待进一步完美
和美乡村建设是一项涉及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规划

设计中要考虑的各种因素比较多，还包括组与组、村民之间

的协调工作，需要因地制宜。

3.2.2 村民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待提高
和美乡村建设最重要的主体是村民，而通过村民自治、

商会自筹的能量带动发展的力度还不够，乡贤乡友捐资领项

积极性不高。

3.2.3 相关部门配合意识有待加强
和美乡村建设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对和美乡村重点扶持，

需要多部门合作，然而在乡村实际对接过程中，出现个别部

门推诿扯皮。

4 龙潭村和美乡村建设的经验启示

4.1 抓重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目前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依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

4.1.1 加强规划建设
要强化系统思维，优化布局乡村生活空间、产业空 

间等；要严格保护好乡村生态空间，把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

地红线当成重要政治任务；既要结合乡村实际，因地制宜，

也要请专业人员进行专业的技术指导，规划设计须符合服务

县乡发展的战略定位。

4.1.2 提质路房水电
加大政府财政预算对乡村建设的投入，推进乡村道路、

住房建设，改善村民住宿、出行条件，同时公路建设要与乡

村产业发展相结合，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起到“修路致富”

的作用。要加强水电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供水供电保障能力，

防范自然灾害等风险。

4.1.3 整治人居环境
房前屋后人居环境的改善是提升村民幸福感最有效的

途径，要积极推进厕所革命，科学合理设置垃圾投放站点，

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摸排并治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

发动村民先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先从家里的环境改变做起，

从家里到村里，从家里的环境到公共环境。

4.2 补短板——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城乡不均等，发展不平衡是乡村发展的最大短板，要

不断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4.2.1 增强教育资源供给
持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多渠道增强教育资

源供给；成立教育基金会，设立专项资金有针对性提高教学

条件，提高教师待遇；建立奖励机制，对高考、中考优秀学

子进行奖励，在乡村形成崇尚教育的良好风气。

4.2.2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改善乡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强乡镇卫生院诊室等基础

设施建设；定期聘请省内知名专家到乡镇卫生院坐诊，让村

民不出户也能看“大病”；医疗惠民政策全覆盖，定期组织

村民到定点医院开展两癌筛查等；落实乡村医生待遇，提高

乡村医生水平。

4.2.3 优化养老助残服务
升级改造敬老院，改善老人生活条件，丰富其精神娱

乐生活，培植区域性养老助残服务中心；全面落实残疾人护

理补贴、基础养老金等相关政策，保障两类特殊群体基本生

活需求；全面推进公益性殡葬服务改革。

4.2.4 帮助就近就地就业
结合当地实际，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政策扶持，壮大

集体经济，给当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成立相关的就

业指导机构，对农民的就业、职业技能提升提供咨询和指导

服务。完善奖励机制或措施，吸引人才返乡就业。

4.3 强弱项——加强基层党建引领
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不是为政府而建。我们的弱

项是把农民发动起来，以基层党建引领，发动农民自治。

4.3.1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深入推进党建促推和美乡村建设，加强村支“两委”

建设，充分利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把党员群众都团结、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建设和

美乡村。

4.3.2 扩大党员志愿者队伍
发动一批有声望、有正义感、有技能的党员，积极参

与村民矛盾纠纷调解、村民生产生活问题解决、时事政策宣

讲、信访维稳等工作，推动村民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4.3.3 建立共建共治共享机制
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向共建共治共享转变，建立共建共

治共享机制，动员广大农民共建美好家园。从村民最关心的

身边事开始，解决其急难愁盼，激发村民参与热情，进而发

动村民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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