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20, 10(5), 792-796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5096  

文章引用: 马龙. 乡村振兴讲堂背景动因及长效机制建构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20, 10(5): 792-796.  
DOI: 10.12677/sd.2020.105096 

 
 

乡村振兴讲堂背景动因及长效机制 
建构研究 
——以浙江省衢州市为例 

马  龙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衢州 
 

 
收稿日期：2020年11月2日；录用日期：2020年11月17日；发布日期：2020年11月24日 

 
 

 
摘  要 

衢州有42%的人口、57%的党员在农村。为全面破题新时代农村党员群众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助推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衢州市从2019年6月开始，围绕“主题教育主阵地、乡村振兴主平台、基

层治理主载体”的功能定位，在乡村基层创新开办1438个乡村振兴讲堂。以乡村振兴讲堂为中心，强

化顶层设计、系统谋划，组建乡村振兴全媒体智慧平台，开办乡村振兴学院，建设乡村振兴党建示范

带，大力培育乡村振兴特色人才，形成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五位一体”架构体系。本文以“三主定位”

和“五位一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浅析衢州市如何建构乡村振兴讲堂，助推“活力新衢州、美丽大花

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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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zhou has 42% of the population and 57% of party members in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compre-
hensively break the topic of the mass education of rural party members in the new era,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level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Quzhou City will start from June 2019 and focus on “the main front of thematic education, the main 
platfor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main carrier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Functional posi-
tioning, 1438 rural revitalization lecture halls were opened at the rural grassroots level. Wit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lecture hall as the center,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system planning were 
strengthene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ll-media smart platform was established, the rural revita-
lization college was opene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arty building demonstration group was con-
structe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s were cultivated, and the party building led the rural revi-
talization. The “one in one” architecture system was initially forme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hree 
main positioning” and “five in on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nd point, how to construct a rural 
revitalization lecture hall in Quzhou City is discuss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vibrant new Quz-
hou and a beautiful large garden” is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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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事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年，决战脱贫攻坚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质量怎么样、小康成色如何，很

大程度上要看‘三农’工作成效”。农民有体面，小康才能全面。农村党员群众教育是全面落实中央乡

村振兴战略、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确保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工作。衢州 258 万

人口中，农民占 42%，15 万名党员中，57%在农村，加强农村党员群众教育尤其重要。衢州从 2019 年 6
月开始，在全市兴办乡村振兴讲堂，全面破题新时代农村党员群众教育，助力农村高水平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让每一个农民群众都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一年来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1] [2]。 

2. 乡村振兴讲堂目标定位：“三主定位” 

1) 两个课题，长效落地。发挥政治教育功能，打造主题教育主阵地。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在首位，对标学习农房管控、疫情防控中践行初心使命的先进典型，推动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实现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有效落地。作

为“主题教育”的主阵地，如衢州市柯城区万田乡荷塘村“荷韵研学”讲堂不断丰富主题教育的内容和

形式，在荷塘村村办一楼建立警示教育馆，包括案例警示篇、专题政治篇、建章立制篇、由乱到治篇等

四部分板块。通过展览，利用“身边”典型案例，以案明纪、以案说法，进一步教育农村党员干部廉洁

自律、遵纪守法、弘扬正气。在荷塘村村办二楼建立主题教育馆，以学习身边的优秀党员为主题，主要

列举了谢高华、贵海良、胡兆富“三老”的事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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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产业，推动发展。发挥产业培育功能，打造乡村振兴主平台。树立讲堂就是产业，办好乡村

振兴讲堂就是培育农村产业的理念，全力聚焦“两进两回”主动做好服务，及时宣传党的政策、普及致

富技能、推动产业发展、传播文明新风、传承优秀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技术、信息、资金等支

持，推动农民转型、农村振兴。选聘在外能人、知名乡贤、兴村民师、致富能人，依托乡村振兴讲堂开

展产业培训、技能培训，推动产业发展，实现一讲堂一产业，一讲堂一特色。如衢州市衢江区湖南镇湖

南村“三味”讲堂以“农产品产销”为重点，由“企村户”联合办学，将教学与农产品的种植、收购、

销售紧密结合，打造出有“土”味接地气的“衢姜”讲堂，有“鲜”味在身边的“流动”讲堂，有“甜”

味促增收的“致富”讲堂，有效破解了乡村散户优质农产品的销售难题，探索出一条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的新路径，实现产学研相结合。 
3) 基层治理，多元发力。发挥社会管理功能，打造基层治理主载体。认真贯彻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

的要求，建立领导干部上治理党课、联村团长解读治理政策、乡村干部分享治理经验常态化制度，深入

开展调矛盾、议村规、解民忧、谋发展等系列活动，推动“三联工程”、包乡走村深化“三服务”等制

度走深走实，打通农村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在此基础上，根据全市乡村振兴建设需要，通过功能定

位升格、平台系统重构，把乡村振兴讲堂进一步升级打造成为党建治理大花园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系统

集成的大平台。如衢州市龙游县团石村“石敢当”讲堂乘着美丽乡村大花园建设春风，结合“团结一心，

坚如磐石”的族训，利用“石湾学礼”“点石成金”“石话石说”等现场教学点，围绕拆违整治、庭院

打造、理论巡讲、技能培训等内容开展教学。同时，邀请小南海镇、县农业农村局、衢报传媒教育培训

中心开设精品课程“乡村美容师”，对公共空间进行“一排树篱、一面花墙、一块菜地”的共性布局，

充分挖掘家庭文化内涵，结合衢州有礼等人文元素进行个性布景，打造出一批既有颜值又有内涵的“微

田园”。 

3. 乡村振兴讲堂架构体系：“五位一体” 

乡村振兴讲堂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大平台大整合大融合，是把各条线上资源整合起来，收指成拳、

聚同化异、整合做大、融合做强，最终实现 1 + 1 > 2 的效果。通过乡村振兴讲堂，乡村振兴学院，乡村

振兴全媒体智慧平台，乡村振兴党建示范带，乡村振兴特色人才“五位一体”共同打造党建治理大花园

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系统集成大平台。 
1) 做实乡村振兴讲堂。根据乡镇(街道)、村(社区)的人口基数、区域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特色等情

况，分层分类，科学安排建设规模和形态。其中，乡镇(街道)建设乡村振兴中心讲堂；1500 人以上的行

政村单独建设乡村振兴讲堂；500 人~1500 人的行政村单独建设乡村振兴讲堂，或者与其他村开展联合办

学；500 人以下的行政村以联合办学为主。乡村振兴讲堂落实教学场地、讲堂标识、管理人员、施教设

备、师资配备、教学教材、运行机制、学习活动“八有”标准，推进工作规范化。依托产业特色和农民

需求，打造特色讲堂。以万田乡乡村振兴综合体为样本，依托现有的乡村振兴中心讲堂、农民培训中心、

农产品市场等资源，打造一批乡村振兴综合体，全方位、多要素服务乡村振兴[4] [5]。 
2) 做强乡村振兴学院。依托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乡村振兴学院，在市委党校、市电大设立分校区，

县级依托电大、党校、中职学校成立分院，形成“1 + 2 + N”架构。发挥资源统筹职能，从基层群众所

需出发，分层分类充实教材库和师资库，每年充实涉农实用教材，动态优化调整市级讲师。发挥服务培

训职能，根据教学需要，牵头组织编写教学计划、教学课程，重点做好骨干讲师素质提升和高素质农民

产业知识培训，组建“乡村振兴返乡大学生创业创新联盟”，鼓励支持衢籍大学生返乡创业创新。发挥

实践推广职能，深入基层乡村振兴讲堂开展业务指导，持续抓好各类教育实践平台建设，建成市级教学

实训基地和县级教学实训基地，为乡村振兴讲堂提供各类教学样本。发挥理论研究职能，组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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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围绕“五大振兴”开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围绕乡村振兴讲堂“五位一体”开展供给侧改革策略研

究，为党建治理大花园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咨询。 
3) 做优乡村振兴全媒体智慧平台。聚焦“大融合大教育大服务大管理”目标，打造联通党员群众需

求端和教育服务供给端的全媒体智慧平台，切实提升群众使用率。推动信息平台整合融合，优化无线衢

州 APP 乡村振兴讲堂模块，联通“基层治理四平台”、村情通、阿里村播等信息平台，链接“浙里办”

和“政企通”办事平台，实现数据共享、资讯互通，为乡村基层提供教育培训、查阅政策、自主办事等

各类数字化服务。开通“三年”活动和村社组织换届专栏，及时发布“三年”活动资讯、乡村振兴战略

具体政策以及村社组织换届最新精神。开辟在线交流互动模块，实时收集群众需求，落实分头交办机制，

对需求服务综合性项目统一提交市营商办办理，一般性问题流转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强化本土教学资源

开发建设，制作精品视频课程，运维好乡村振兴讲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推送短视频。建好在线

师资库，健全落实讲师星级动态考评管理机制，并将星级评定与课酬相挂钩。各乡村振兴讲堂一半以上

的讲师通过线上师资库邀请落实。 
4) 做精乡村振兴党建示范带。认真抓好乡村振兴党建示范带建设，开展星级考评验收，全面建成市

级精品示范带和县(市、区)所有乡村振兴党建示范带，并按照“每条示范带上形成特色品牌”的要求，及

时总结提炼经验，形成一批特色品牌。统筹党建示范带上各项产业资源、培训资源、名师资源、项目资

源，挖掘特色师资力量、打造基层实训基地，为乡村振兴讲堂提供教学素材、本土人才、户外课堂。乡

村振兴综合体、乡村振兴学院分院、乡镇中心讲堂原则上都要建在示范带上。注重围绕示范带布局技能

培训、电商销售、金融政策等产业讲堂，每个区块形成 1 张特色讲堂地图。结合“衢州有礼”诗画风光

带建设，做好绿色农业、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示范带上落地项目的保障服务，并推动“五千工程”的

千个项目在示范带上集聚，乡村振兴讲堂产业培育成果首先在示范带上转化利用[6] [7]。 
5) 做大乡村振兴特色人才队伍。按照乡村振兴“五千工程”部署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特色人才

发展计划，每年评选“乡村百师”，建设市级乡村振兴特色人才工作室，引聚一批农业领域高层次人才。

持续推进乡贤回归工程，吸引乡贤带资金、带项目、带团队、带技术到农村创业创新。继续实施“强乡

壮村百团行动”，选派专业针对性强的专家以乡镇为单位，组成专家团到基层服务，引导专家人才向基

层一线下沉。依托乡村振兴讲堂，抓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农创客、村播

能手的培训模式，每年举办乡村振兴技能大赛，选拔和培育一批乡村振兴特色人才，不断壮大衢州乡村

振兴人才队伍。不断选拔优秀乡村振兴特色人才，担任乡村振兴讲堂讲师。 

4. 构建乡村振兴发展长效机制 

围绕土地、劳动力、人才和资金等农村发展的核心要素，创新体制和机制，积极探索土地制度改革，

以确保和扩大农民的收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也是实施农村振兴战略中需要讨

论的核心课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积极探索如何振兴零散的农地经营权，培育新兴的农业经营主体。

创新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模式和商业模式，增强集体经济，实行宅基地“三权分离”的做法，在共享经济

的带动下，促进乡村旅游和产业发展。 
完善有利于人才回流农村的机制，为农村振兴提供人力支持。人才和劳动力是农村发展的真正推动

力，是农村振兴的最关键核心要素。要积极探索人才下沉机制，继续吸引更多的人才积极投资农村振兴。

创新农民返乡就业和创业的专业服务机制，引导更多农民工用资金和技术返乡参与农村建设。创新针对

当地农民的技能培训和服务机制，以增强农民自身的发展能力并培养新的专业农民。 
创新农村振兴投融资体制，为农村振兴提供资金保障。农村振兴不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必须通过

创新投融资体制和机制，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资本投资的联合，以获得持续而充足的资金支持。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5096


马龙 
 

 

DOI: 10.12677/sd.2020.105096 796 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万家企业”与“万家村”的共同发展，引导企业资金下乡；另一

方面，要增加农村投资收益，继续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5. 结束语 

乡村振兴讲堂把原本分散的资源有机整合起来，讲的课村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因此参与度

很高。后续还要通过功能定位迭代升格，对乡村振兴讲堂进行平台系统重构升级，实现职能集成、资源

集成、服务集成、信息集成，真正发挥出乡村振兴讲堂在市域治理、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主载体作用[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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