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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西县太平村村级“四位一体”建设的研究
1

夏 敏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美丽乡村建设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崭新课题，也是时代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农村村级“四位一体”建设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种新趋势。主要以泸西县太平村“四位一体”建设为例，探讨太平

村“四位一体”建设的整体现状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从现实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

【关键词】：美丽乡村；四位一体；太平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美丽乡村”建设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村级“四位一体”建设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城

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矛盾的日益凸显，农村建设发展面临很多阻碍，美丽乡村建设出现很多状况，农村人居环境较差、集体经

济落后、公共服务水平不髙、基层组织人员素质较低。

为了改变当前美丽乡村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村级“四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建设发展新农村。2017 年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深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1、村级“四位一体”的含义

村级“四位一体”即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髙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农村居民生产劳动、生活居住、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是以农村为特

定社区，以农村居住人群为主体，以自然生态为本底，是与村落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经济环境、物质环境、

人文环境等组成的人类生产、生活环境。

村级集体经济同时被称为村级集体的所有制经济，其中包含农业和农村地区不同类型的经济模式，还包含不同类型的合作

社经济，是农村地区部分劳动者在一定范围内占据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一种经济共有模式。

农村公共服务是指农村地区为满足农业、农村发展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而提供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

社会服务。其内涵不仅包括基本生活设施，而且涉及了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是指村级组织，包括基层政权、基层党組织和其他组织三个方面。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全部工作和

战斗力的基础。

2、太平村村级“四位一体”建设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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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太平村村级“四位一体”项目示范村建设背景

太平村位于泸西县金马镇的南部，是泸西县全县 30个贫困村之一，也是云南省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太平村属于半山区，海

拔 1898m，适宜种植水稻、玉米、烤烟、辣椒等农作物，有耕地 36.71万 hm
2
。全村农户 1077户，人口 4388人，全村居住人口

有汉族、彝族等少数民族。2014年建档立卡时贫困户有 139户 478人，经过两年的村级“四位一体”的建设，到 2016年贫困户

减少到 42户 84人。

近年来，太平村以创建服务型党组织为“主轴”，以打造民生服务圈为“齿轮”，坚持工作理念凸显服务、工作重心转向

服务、重点任务聚焦服务、检验标准突出服务，运用“项目化”方式发展壮大“股份合作经济”，推行“菜单式”流程，开辟

群众就业通道，构建“网格化”体系优化管理服务，创新基层组织建设，全村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实现了“小事不

出组、大事不出村”，村内街道脏、乱、差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显著增强。

2.2太平村村级“四位一体”项目示范村优势分析

太平村靠近金马镇政府和县城，距离镇政府仅有 5km，距离县城 7km。由于便捷的地理位置，在太平村的周边工商贸易活跃，

集贸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特色商品交易市场、建材市场、活畜交易市场规范有序，在传统的周一、周四集市人流量可达 3

万人以上，日均交易额达 200余万元。

项目区交通发达，区位优势明显，豆泸公路、陆泸公路、石泸二级公路和白金公路、金碧公路、太山公路、太所公路交叉

贯穿全境，形成了“三纵四横”的交通网络。

自然资源天然禀赋，土地较为平整、肥沃，是全县万亩坝子之一。农田水利基础好，金马河、红旗小河、红旗大河横贯其

中，田间道路、沟渠四通八达，形成了田成块、路相连、渠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高稳产农田。

2.3太平村村级“四位一体”项目示范村发展现状

一是农村人居环境方面。通过太平村村级“四位一体”建设项目的实施，大大改善了村容村貌、乡村面貌。近年来，通过

建设项目的实施，太平村硬化村间道路 15km，提升改造村内主干道 1条，购买垃圾清运车 2辆，建垃圾池 11个，开展了主大街

环境脏、乱、差专项治理，初步建立了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门前五包制度、保洁员管理等制度。但是，由于垃圾清运设备数

量少、管护力度不够等原因，导致村内垃圾清运不及时，部分路灯损坏、部分行道树枯死、主大街人行道部分坑洼不平，严重

影响着全村人民的人居环境。

二是村级集体经济方面。为了充分发展太平村的集体经济，太平村村民赵家模等人合资成立了金马镇金爵红农民种植专业

合作。这对于调整太平村产业结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意义。太平村以金爵红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基础，

已形成了“菜、花”特色产业区，为本村群众提供了先决条件。通过建设项目的实施，使太平村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村集体+

农户+龙头企业”三方合作的模式，走“产业带动型”模式这对于改善太平村合作社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具有重要的影

响意义。但是由于太平村村民文化水平不高，思想认识不到位，缺乏积极性，很多村民对发展集体经济信心不足，对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的作用认知不足，制约了太平村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时集体经济经济基础弱，集体经济不够壮大。太平村金爵红

农民种植专业合作位于山区，经济实力不够雄厚，村级集体经济资源少。

三是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太平村村级“四位一体”建设完善了太平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建设项目的实施，2016 年完成活

动广场及活动室的建设、太平小学学生宿舍建设，完成小金马围塘改造，围塘的改造，将为小金马村农田灌溉、禽畜饮水、村

民洗衣提供有利的条件。避免农田有雨被淹、无雨干旱的弊端，为村民提供增收、安全、优美的用水环境。同时项目的实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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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投入充足的人力资源，工程建设解决了太平村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稳定了治安；通过开展培训系列活动，提高了村民素质，

促进乡风文明。虽然在村级“四位一体”建设中，太平村的公共服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太平村文化设施建设仍然十分薄

弱。太平村的文化场所目前仍然十分匮乏，村内的公共文化设施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

四是农村基层组建设。太平村村级“四位一体”建设创新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干部服务群众的新平台，党群、干群

关系进一步密切，提高了基层组织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增强了村“两委”班子凝聚力和向心力织建设。总支以创建基层服务

型党组织，开展联系服务群众“零 km”工程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农村广大共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下步工作中，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确保农村和谐稳定、长治久

安。但是，太平村内基层组织党员的基本素质还不高，有待继续学习提髙，村民参与基层组织建设的积极性不高。

3、太平村村级“四位一体”建设的建议

3.1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政府应在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村自来水以及水污染处理系统、垃圾处理系统、

农村改厕和畜禽獎便处理、乡村绿化等的建设，要建立起“户集、村收村运、乡镇处理”的农村垃圾收集处理体系，把垃圾处

理落到实处。加强农村环境健康危害控制，改善太平村村民的生存环境。

3.2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扶持村级经济建设

泸西县政府要重视太平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太平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要给予雄厚的财政支持。同时泸西县财政部门财政部

门对涉农资金进行整合，设立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专项用于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方面太平村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级收入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切实用好经济政策方面注人的村级资金。如“土地征用补

偿金、上级补助资金、转移支付资金”等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3.3构建农民与政府双向沟通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泸西县政府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深入农村群众，了解其实际的公共文化需求，逐步拓宽农村群众对于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信息的获取渠道，提高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定期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加强与农民的沟通，了解他们对于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的建议，然后有针对性的整改。

3.4推广“山口经验”，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在太平村推广“山口经验”，按照“地域相邻、人员相熟、邻里相通”的原则，以“路”为基础、“片”为单位，由镇、

村、组三级干部为成员的“网格化”管理领导小组规范党员发展和管理机制。

4、总结

通过对太平村村级“四位一体”建设情况分析，实施“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战略，是

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重大改革，“四位一体”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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