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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building.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not only provides a solid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ensures 
the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of policies. Party building has shown a leading practical valu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enhancing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pacity,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has realized the all-round revitalization of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ecology. Through case 
stud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it i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party building is the key factor to stimulate endogenous impetus,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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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在乡村振兴中的根本保证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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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其成功实施离不开党建的引领作用。党建引领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还确保了
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党建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强化文化自信和促进民生改善等方面展现出引领
的实践价值，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振兴。通过实例研究和理论解析，进一步论证党建在乡村振
兴中是激发内生动力、增强乡村治理效能、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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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中

国始终将农村问题视为国家发展的核心，从土地改革，农业

合作化，再到改革时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农村政策

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强

的领导和保障。

2 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与意义

2.1 乡村振兴的背景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植根于中国农村的历史土壤，是对过去

农村发展经验的总结，是新时代对农村问题的回应和解决途

径，也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探索 [1]。从历史的长河中，中国

农村在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侵略下曾饱受贫困与落后，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将农村带上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全新

道路 [2]。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农村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认

识不断深化，认识到乡村振兴对于国家全面现代化的不可或

缺性 [3]。中央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出台

一系列政策，都是对农村发展的有力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创

新策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1]。2018 年 10 月乡村振兴战略

被正式提出，并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农村工作条例的制

定，明确了农村现代化的蓝图和实施路径。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可行性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十八洞

村、菖蒲塘村等的成功。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群众思

想解放，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推动乡风文明。这

些乡村实现了从贫困到繁荣的转变，验证了党建在乡村振兴

中的关键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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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

创新实践，也是解决中国农村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它在历

史演进、政策支持与实践探索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引

领力。

2.2 乡村振兴的意义和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以及

人民福祉增进。农村党组织建设以党的中心任务为导向，始

终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4]。

乡村振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它通过促

进城乡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使得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

居民同等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从而维护社会公正。这样

的发展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确保全体人民都能共享国

家发展的成果。

乡村振兴是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农村基层党

组织在繁荣乡村文化中发挥着保障作用，通过文化活动传播

理论知识和价值观，弘扬优秀文化 [5]。乡村振兴不仅关注经

济指标，更重视文化传承和提升，这对国家整体文化软实力

的增强具有深远影响。

乡村振兴是维护生态平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

措。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权衡中，乡村振兴战略强调绿

色发展，注重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以期实现生态、

经济、社会的多重效益 [4]。

乡村振兴战略还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李金桥、

吴洁霞 [6] 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通过基层治理的强化、产业的升级、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乡

村环境的改善，不仅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巩固了

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

通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激活了农村的内生动力，提

升了农村治理效能。健全新乡贤培育机制，发挥新乡贤文化

价值功能，可以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导向，推

动乡村治理创新 [6]。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促进社会公平、推

动国家现代化、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多个

层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正是这一战略得以高效实施的有力保障。

3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3.1 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源于历史的积淀，

也源于理论的支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农村视

为革命与建设的主战场。农村党组织建设始终围绕党的中心

任务，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党

建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凸显 [4]。

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首要作用是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是实现乡村振兴

战略的组织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对于乡村治理现代

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决定性影响 [7]。通过加强党组

织建设，有效提升农村治理效率和质量，确保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

党建引领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党建引领乡

村治理有助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持

续建设，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明确的方

向 [8]。覃静雅、黄琼锌 [5] 的研究显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

农村发展中对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不可或缺性，进一步巩固

了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地位。

党建推动了乡村产业的升级和发展。陈东琼 [9] 在其研

究中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

键。党建引领下的乡村产业发展，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民收入，

而且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经济动力。

党建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强化文化自信、促进民生

改善等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作用。通过党建引领，农村基层党

组织整合各类资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农民文

化自信，促进乡村文化繁荣，提升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党

建有力推动了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在乡村的覆盖，

切实提升民生质量。

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为提供组织保障、

确保政策连续性、推动产业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强化文化

自信和改善民生。党建成为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增强乡村治

理效能、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关键因素。在未来，应持

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党建模式，以适应新时代乡村

发展的需求，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3.2 党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实践与探索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其核

心价值在于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 [4]。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

中，党建引领为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强大

动力。

“党建 + 产业”的模式在魏源的研究中被证明是一种

有效的路径，它通过党组织的引领，将党的优势与产业发展

的需求紧密结合，形成合力 [10]。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引导

和支持农民参与产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通过设立党员示

范田，整合现代农业技术，提升生产的效率，激发了农民的

积极性，切实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合作社的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功能，确保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11]。

通过党组织的引导，合作社更好整合资源，提升农业生产的

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推动农村经济

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

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问题导向和提升组织力

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现在这些经验正在被用于推进乡村振兴 [12]。 

党组织应及时发现和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不足问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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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升组织力，强化对农村经济的引领和调控作用。

党建引领还体现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上。通

过“三权”分置改革，引导和鼓励金融服务下沉，支持农村

实体经济，进一步激活农村经济的内生动力。

党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实践与探索，在推动农村经

济制度环境的优化上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农

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农民收入稳步提高，为乡村振兴打下

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未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应继续探索适应

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党建模式，以更有效地引领农村实现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涉及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本章将通过实例研究，深入剖析党

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实践，展示其在组织保障、政策连续

性、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自信和民生改善等各个方面

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将探讨党建模式的创新，以应对新时

代乡村发展的挑战。

4.1 党建在组织保障中的实践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坚强战斗堡垒。

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是乡村振兴的先决条件 [7]。加强农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能够及时上传下达，做到贯彻落实。强化组织

建设，提升队伍质量，增强服务意识，体现为民宗旨，形成

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4.2 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保障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确保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关 

键 [8]。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定期学习、讨论中央一号文件等

政策文件，确保政策在基层的准确解读和执行。

4.3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实例
“党建 + 产业”模式在魏源的研究中被证实为乡村振

兴的有效路径 [10]。以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为例，通过党建引领，

村党组织带领全村党员和群众，从传统矿业转向生态旅游，

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集体与个人的共同富裕。

4.4 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方面扮演着重要

角色。党组织通过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通过“网格化管理”模式，提高了治理效率，密切党群关系，

提升了治理水平。

4.5 党建模式的创新
在脱贫攻坚战中，党组织通过开展“党员结对帮扶”

活动，有效解决了农户贫困问题。这种模式在乡村振兴中同

样适用，更在于不断创新帮扶机制，推动乡村振兴。

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探索，还体现在提升基层治

理能力、强化文化自信和促进民生改善等多个方面。通过持

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党建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适

应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需求，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5 结论

党建引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其理论支

撑来源于党的历史使命和农村发展的现实需求。党建引领不

仅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而且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强化文化自

信、促进民生改善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历史维度看，

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村走过了从贫困到振兴的艰辛历程，党建

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深化。政策层面，中央的持续关注

和系列举措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明确指引。实践中，十八洞村

等成功案例验证了党建引领的实效性，但挑战依然存在，如

基层党组织的能力建设、激励机制的完善等。

基层党组织建设应更加强调党员素质提升与组织创新，

以适应新时代农村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同时，应探索建立更

有效的激励与保障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乡村建设，

保障乡村振兴的持续动力。党建引领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

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中国化创新，也是解决农村现实

问题的有力途径。通过不断深化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

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乡村将实现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的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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