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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乡村地区的重

要实践。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因此，建设美丽乡村不光是要造路刷墙，更要修炼

好融生态文明高质量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幸福宜居为一体的内功。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不仅要美

丽在外，更要美在发展、美在活力。江苏以美丽、生态、宜居为目标，让老百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全面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江苏美丽乡村建设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不断出硬招、出实招，将绿色作为农村发展的主打色，将生

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理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乡村产业的绿色发展。助推乡村产业向绿色发展转型，离不开科学设计的政策体系。其中，禁止性政

策是对绿色发展边界的划定，也是转型初期的首要和必然选择。近年来，江苏不仅通过发布和实施各类通

用的禁止性法规条例来对乡村产业发展进行了总体规范，还通过各类专项整治或者行动方案，如“263”专

项行动、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和提升，对资源能源的滥用以及破坏式的发展行为

进行了有效的约束。除了运用“禁、堵、治、罚”等带有行政惩罚性质的手段之外，通过农业产业组织方

式、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转变，加快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实现多产业融合发展才是推动农业农村转型

发展的关键。早在本世纪初，江苏就开始逐步探索“三集中”发展模式，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污染

物管理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通过积极推进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81%，

秸秆综合利用达 93%。通过禁与疏相结合的政策安排，江苏农业正积极迅速地向绿色发展转型。

改善村庄的人居环境。长期以来，江苏坚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重点对村庄的生活垃圾、生活污

水、工业污染、农业废弃物等进行整治。经过上一轮的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省内 1万多个村庄建有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建制镇垃圾中转站、行政村生活垃圾收集点实现全覆盖。2018年，省委省政府又出台了《江

苏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对全省村庄环境进行持续的改善和提升，并将农村户用厕所

无害化改造和厕所粪污治理列入重点任务当中。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7.63%，无害化

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3.68%。针对苏北地区农村居民住房条件较为落后的现象，省里特别出台了《关于加快

改善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见》，加快推进苏北农村地区四类困难群众的危房

改造，推进“空心村”以及全村农户住房改善意愿强烈的村庄改造。此外，全省各地还对村庄环境的长效

管护机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淮安市洪泽区，建立了一套“五位一体管护”模式和区镇村三级督查考核

机制，有效解决了村庄公共环境和设施管护不足、经费缺乏、多头管理等典型问题。

乡村的社会治理和文化繁荣。如果说绿水青山取决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那么村民和游人

的获得感则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密不可分。良好的治理可以使村民感受到幸福，也能让游客感受到宾至

如归的温暖，使整个乡土社会呈现出一派有序、淳朴、和善的氛围。盐城市射阳县长荡镇通过推进村民自

治和引导德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如发挥乡贤作用协调邻里纠纷，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通过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新风尚；通过好人评选加强引导宣传，培

树道德模范榜样，在农村逐渐形成了文明和谐的新风正气，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

支撑。美丽乡村是国人心目中的故乡和归处，乡愁不仅有生态意蕴，更有文化意境。徐州贾汪区马庄村积

极转型，挖掘传统乡土文化内涵。通过发展民间乐团，举办文化庙会，制作生产传统香包等，实现了产业

富民和文化富民的比翼齐飞。马庄独特的乡土文化也吸引着众多游客，2018年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久久为功建设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但美丽乡村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实现

乡村的全面振兴，必须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事业。

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强化规划引领的作用。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乡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一些原有的村落会自然地消亡，另一些新型乡村社区又会随之繁荣。面对这种乡村发展趋势，美丽乡村的

建设必须有前瞻性，应以规划为引领。在乡村规划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专家、群众等多方意见，从乡

村发展实际出发，着重体现对自然环境、乡村文化、当地居民生活习惯的尊重，立足现有的资源禀赋、生

态条件和地形地貌，精心规划，凸显特色，避免千村一面。在乡村规划实施过程中，力求保证规划实施的

严肃性和长效性，按照一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科学谋划、量力而行地实施好美丽乡村规划，做到一

张蓝图绘到底。如镇江市丹徒区实行的镇村规划师派驻制度，有力地为美丽乡村的布局规划、环境整治和

施工建设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撑。

以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为突破口，实现美丽乡村的内外兼修。要想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还必须将

良好的生态与乡村产业、乡村文化、乡村生活相结合，形成生态美、产业美、生活美、人文美“四美共建”

之势，实现美丽乡村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和谐”发展。因地制宜地抓特色，加快乡村产业结构调整，

转变生产方式，积极推动乡村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形成低碳、绿色、集约化的乡村产业发展新业态、新

模式和新动能。在继续补齐乡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短板的基础上，持续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工作，引导村民

逐步转变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同时，通过加大生态文明宣传，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农村移风易俗，着力提升美丽乡村的乡风文明，使投身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村民的

自觉行动。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加大美丽乡村建设的制度供给。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都是建设美丽中

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美丽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不能以牺牲乡村发展为代价，美丽乡村

建设也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和支持。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就是要推动城乡要素、产业、居民、社会和生态融合，实现城乡共建共享

共荣。通过全面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加快破除美丽乡村建设的制度性障碍，构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

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就业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城乡要素自

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福祉。继续加大美丽乡村建设的制度供给，

通过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生态补偿制度，统筹建立美丽乡村

建设资金整合长效机制等，确保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性，将乡村建成美丽、生态、宜居、宜业的新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