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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策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振兴时期政策与乡村振兴的契合程度是

关键，并需做到政策内容适应特定的乡村实际。因此，将政策视为推进乡村振兴的一种思路，从采取有

效的政策工具、内容等入手进行实践路向的探索，挖掘乡村振兴在政策层面存在的某些可视化问题，进

而探寻出以数字化为抓手、人才为保障以及多元化政策为组合工具的政策体系，以着力加快乡村发展，

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动力剂、增效剂，进而成就共同富裕、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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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cies are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
n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fit degree between policies and rural revitali-
zation is crucial, and the policy content needs to be adapted to the specific rural reality. Therefore, 
considering policies as a wa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can explore the practical direc-
tion by adopting effective policy tools, content, etc., and explore certain visual problem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policy level. So that we can explore a policy system that uses digitization a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7194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7194
https://www.hanspub.org/


吴思千 
 

 

DOI: 10.12677/sd.2024.147194 1691 可持续发展 
 

the starting point, talent as the guarantee, and diversified policies as a combination tool, in order 
to accelerate rural development, inject momentum and efficiency enhancing agents into rural re-
vitalization,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rand bluepri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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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在此指示下，党的

二十大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强国的步伐，要将农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各方面进行振

兴，把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做好充分地结合，为推动乡村振兴奏出最强的乐章，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

现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保障之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现

代化的重要一步，其向前推进的势头更加迅猛。虽然近年来，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建设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乡村无论是在有形的物质层面，还是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都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在教

育、卫生、养老和公共服务基础建设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短板，这些短板的存在无不昭示着政府、社会、

个人等各主体都需要想法设法进行应对，然在乡村振兴宏伟蓝图中，乡村所固有的缺陷可以通过政策的

支持来相对解决。政策作为利益的确认形式、调整工具和分配方案[2]，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利益的制衡，

故此使政策效果最大限度地显现出来，实施有效的政策干预措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同时，它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政策实践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诸如人才的短缺、

技术的缺乏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偏好等，乡村发展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收效与期望间存在落差，在此状

态下，乡村振兴实践进程需要考量、探寻政策，以政策为视角，探求出一条促进乡村整体振兴的多元化

路径。 

2. 政策体系不健全影响实现乡村振兴 

1) 缺乏乡村人才 
“引来”人才是关键 ，“留下”人才是远见[3]。然当下乡村面临的较大问题是人才的缺乏，尤其是

大学生这群年轻的人才队伍在乡村更为缺乏。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农村和城市

之间的公共政策分配不平衡[4]。从目前的经济总量来看，农村和城市在失业、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上的

差距仍然很大，这导致了人才的大量外流。虽然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给与优秀人才优

惠补贴等激励保障，在这种激励之下确有不少人才入驻到乡村，为美丽乡村建设出谋献力，但是这些人

才很少能够真正在乡村驻扎，部分人才甚至将乡村视为自身晋升的跳板，为乡村发展出力视为短期行为。

社会人才真正将乡村视为职业发展之路的占比并不是十分理想，大学生年轻人才团队扎根农村的也是占

少数的。然而，大学生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丰富乡村文化、改进乡村治理等领域有着特殊的专业优势，

这对优化乡村传统产业结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实践中情况往往不容乐观。一方面，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乡村振兴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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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之下，当代的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并且他们每日所获得的信息也在

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加，这有别于传统的、单一的信息传播模式，大学生可以自主地挑选自己感兴趣的

信息，从而产生了“信息茧房”，同时也妨碍了政府、社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大

学生们对农村发展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另一方面，另外，当前大学生对农村社会实践的参与度较低，

甚至他们把自己的想象看作是农村社会实践的产物。而且，市县各级政府在学习和执行乡村振兴的文件

时，都是根据相关的职能部门来进行的，并没有将大学生这一群体列入到政策当中[5]，而高校学生特有

的优势，正是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2) 乡村数字应用性不高 
随着《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的发布，以及“数字中国”概念的提出[3]，各地政府积极筹划重大

政策以及制定“数字赋能”的顶层设计，并制订了一套详细的方针，把中央方针逐一细化、分解，营造

了良好的数字融合的政策氛围。在此势头下，数字具有交互、融合、扩展和共生等特性，其运作机制包

括去中心的社会关系、可即的目标、高效的信息传播和动态演进[6]，而这些使农村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

会经济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使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模式得以实现。然而，数字技术作为一

柄双刃剑，既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资源和组织上的发展，同时，它也还面临着信息资源的不均衡扩散、

数字身份的符号化以及一些主体的参与程度较低的问题，这使得它很难为乡村振兴战略建立一个多元动

力体系、建设乡村社会文明秩序以及推动乡村治理转型。 
3) 领导注意力偏移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政府具有完全的决策权与话语权，而在将资源配置到乡村时，政府

也具有绝对的优势[7]，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乡村的建设与发展。 
首先，美丽乡村的建设当前有许多示范村、网红村的存在，各级政府为改变或者增强本地区乡村发

展，其会将目光转移到示范村，将其视为政绩，故而很多资源会倾向于某一村庄，造成其他普通村庄形

成落差。在对“成功经验”进行深度剖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功经验”大多源自于领导者的高度

关注，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项目资源，从而对“成功经验”进行了“祛魅”，因此，对于不合理的政

策宣传或经验宣传，自然而然地缺少了一种审慎的心态和理性的认识[8]。在各种政策和策略的实施过程

中，此类村落受到了各级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其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供应结构以及优先次序有着直

接的影响[9]。其次，乡村创业者大多为当地农户，他们大多管理能力有限，政策敏感度一般，抗风险能

力相对较弱[10]，但是政府产业扶持的着力点反而是农村的下乡资本和龙头企业[11]，这也会导致乡村创

业者内心产生不公平感，献力乡村欲望会被“浇灭”。最后，领导者关注城市，引起新闻政策传播的不

平衡性。在当前的新闻传播体制中，乡村是“被遮蔽”的，农民是“被想象”的，这是一种社会现象。

正是因为结构的不平衡，造成“都市区主义”的强势传媒逻辑进一步恶化，农村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成了

“他者”，农民成为“沉默的主体”。诸多差异体现了城市和农村居民利用媒体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差异，

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12]。 

3. 乡村振兴实现的政策理路 

1) 吸纳高校多元人才 
高校作为人才资源富集的阵地，拥有丰富的大学生人才资源，政府可以利用好这一独特资源，使其

发挥自身优势。 
首先，发挥导师带动效应。在教师的专业领域优势基础上，将大学生导师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同

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和大学生科研专项计划的执行，强化对

乡村发展的专题研究，系统分析乡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并以案例的形式对其进行实证探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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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发挥研究在乡村发展中的前置作用。 
其次，发挥各类竞赛活动优势。大学生、研究生等高校为了丰富学生生活以及提高大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的意识与能力，高校内部以及各类大学生平台会举办各类与专业相关的竞赛，而乡村振兴则可以运

用这一渠道挖掘出各类型人才，通过竞赛、学术性研讨会等形式将知识型、技术型人才进行开发并提前

部署人才体系。 
最后，要健全政校企协作机制。当前，高校大学生到乡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较少，这反映出

政府、高校、乡村三方还没有全面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协作机制。因此，高校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大学

生服务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自的职责和职责，并对全流程进行监督和追究，实现政府、学校、

农村“三位一体”的协作机制[4]，从而为大学生顺利到乡村开展工作提供一份政策保证。而在这个过程

中，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学校要与哪一个村进行对接，要与哪些内容进行沟通，这不仅需要乡村人

理解与支持，也需要地方政府这一中介角色的积极配合，进而以此作为一种政策途径，让大学生们更好

地投身到乡村振兴之中。 
2) 善用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提供服务[13]，正如数字技术“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和外部世界的联

系方式”[14]，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正面影响。数字技术的运用，不仅为乡村治理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而且能够极大地促进乡村的发展和以及推进乡村的振兴。因此，需要明晰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的耦合与

协同状态，构建有利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与效率的数字化体系与运行机制。 
第一，数字化技术人员的培养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根本。要让乡村的数字化空间繁荣起来，必须要

有数字化的人才。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持续发展，农村地区对人才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

数字化技术方面，应该建立健全与现代农业产业链有关的金融服务、创业、电商等人才引进与培养政策，

为大学生或 IT 类人才返乡创造条件，建立包括高级人才、中级人才和一般人才在内的人才结构，构建一

个合理的人才梯队[6]。与此同时，要改善技术人员的升迁通道，提升他们的社会福利和政治待遇，创造

一个有利于人才留在农村的“软手段”，比如事业和待遇方面，为各种类型的人创造一个发展的空间，

让他们愿意留在农村并且长期留在村子里。除了培养人才外，还需要将数字化人才优势在乡村中进行广

泛运用，通过这些数字化人才，将数字化理念在乡村中进行宣传与传播，以减少后续借助数字手段进行

乡村振兴所产生的不良反应，如村民的不理解、村干部的不支持等恶性氛围。 
第二，因地制宜运用乡村场域。数字化政策输入讲求因地制宜，数字化应用要与乡村场域精准契合。

通过凝练数字化背后的共性机制，谨慎地总结基层经验，以乡村特点审慎地进行多轮切磋和迭代，实现

数字化与乡村产业的有机匹配[3]。由于全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情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每个地区都

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按照多元化、差别化推进的原则，探析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基于数

字化平台以对特色旅游、体验农业、科普农业等方面进行深度探讨[15]，发挥比较优势探寻乡村数字化产

业多元化发展的新途径，循序渐进地构建和发展新的农村数字经济模式。 
3) 多元政策联动 
一方面，政府要发挥政策提供者的作用，为农民创新、技能培养、经验积累等方面提供支持。比如，

为乡村的产业主体提供低成本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减免税费、贴息贷款以及技术扶持等[16]。 
另一方面，强化政策的组合效应，将激励型政策、能力提升型政策、强制型政策等多种形式的政策

进行合理结合，发挥组合拳效果[17]。激励型政策应该以完善和健全公共服务提供的政策系统为目标，实

现由社会救助政策向长效机制转变，建立并完善医疗、教育、住房等普惠性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为其提

供兜底的政策保证；以能力提高为导向的政策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体的需要，并与行业发展的现实相联系，

为大众提供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在强制性政策中，更应加强政府的积极导向，从而促进农村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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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整体而言，振兴乡村并非一面之功，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立体的农村发展状况，在此背景之

下，政府所要行为的不只是单纯的致力于一方面的振兴，而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方式组成乡村振兴的全方

位组合体系，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在政策视域下探寻乡村振兴的可行性路径能在某种程度上助力乡村

的全面振兴，而在这之中，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增加对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

保障等的投资，引导高校加强对于大学生在技能、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以为乡村注入人才，构建出一套完

备的数字化技术系统，以形成综合性、多元化的新型政策组合网络，以促进乡村振兴和社会发展的协调

发展。同时，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夯实自身的执政基础，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较高的领导班子队伍，使其在

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等方面得到充分地发挥，进而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18]。此外，乡村振兴

是一个漫长的战略实现过程，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多代人的共同努力，并且，乡村的全

面振兴也不能只靠政策，其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各种因素，为乡村振兴注入长

效的促进手段，比如人、乡村自身等，而这就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 2021(20): 4-8. 

[2] 李晨星. 分散与协同的取舍逻辑: 乡村环境治理政策的执行方式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61(2): 13-20. 

[3] 金福子, 卢衍航. 数字化精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建构及增能路径[J]. 学术交流, 2023(5): 114-127. 

[4] 吴桂翎, 余厚石, 时伟, 何朝峰. 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的意涵与路向[J]. 江苏高教, 2023(6): 66-71, 78. 

[5] 贾琳琳, 张姝玥. 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4): 12-19. 

[6] 刘先春, 孙志程. 赋能与重塑: 数字空间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3): 1-10. 

[7] Cheng, X., Xu, D., Sun, H., Zheng, M. and Li, J. (2022) Rur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Approach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Qingdao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 Article 
16924.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2416924  

[8] 邢成举, 吴春来. 领导注意力、项目分配与政策投入的资源陷阱——示范村经验何以难示范[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 20(4): 64-77+171. 

[9] 文宏. 中国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注意力测量——基于中央政府工作报告(1954-2013)的文本分析[J]. 吉林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 54(2): 20-26. 

[10] 于敏捷, 周建华. 政策支持可以帮助乡村旅游经营户恢复信心吗?——不确定环境下政策效应研究[J]. 生态经济, 
2023, 39(8): 129-135. 

[11] 杨丽. 农村内源式与外源式发展的路径比较与评价——以山东三个城市为例[J]. 上海经济研究, 2009(7): 25-33. 

[12] 王仕勇, 贾浩伟. 作为方法的“乡村”: 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立场及其空间转向[J]. 传媒观察, 2023(6): 5-12. 

[13] 吴玉龙. 技术正义何以可能: 一个基于马克思劳动思想的理论视角[J]. 社会主义研究, 2021(4): 49-56. 

[14] 王天夫. 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2): 73-88. 

[15] 张晓岚.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及对策建议[J]. 西南金融, 2023(6): 95-106. 

[16] 魏晓彤, 龚大永.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内源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3, 
37(12): 57-68. 

[17] 罗强强, 张淼. 农村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J]. 行政论坛, 2023, 30(3): 124-130. 

[18] 刘旭雯. 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挑战与政策转向[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3, 15(4): 54-63, 154.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7194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2416924

	政策视域下推进实现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向探索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政策体系不健全影响实现乡村振兴
	3. 乡村振兴实现的政策理路
	4. 结束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