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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科学的评价体系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 

李义良 

【摘 要】：探索构建科学的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的评价体系，要在明晰乡村振兴价值意蕴的基础上，坚持对接

国家战略与符合省情实际、简洁务实与精准施策、补短扶弱与强优显特相结合的原则，改变过去评价指标“只拉长

不补短、分散多聚焦少、重眼前轻长远、重成绩轻实效”等问题，提升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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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江苏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农村，必须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振兴”作为江苏省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考核专项指

标之一，探索提升其评价体系的科学性，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一、构建高质量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意蕴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更富成效推进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鱼米之乡，实现城乡融

合发展意义重大。 

一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时代需要。 

对于江苏来说，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步伐，推进“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内外双循环”的“强基工程”，也是确保国

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因素。从国内来看，亟需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完善利益链，不断满

足广大消费者对农产品多元化的需求；从国际来看，要通过乡村振兴提高全省农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通过构建科学的乡村振

兴评价体系，将各地乡村振兴实绩量化细化为能够体现地方乡村特色、符合地方乡村发展实际且契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具体指标，

有利于为各地在基层治理创新、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文化发展、吸引人才等方面提供客观的标准和具体的参照系，使“三农”高

质量发展的理念从无形变为有形。 

二是坚持以我为主确保全省粮食安全的现实需要。 

2020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 3729.06 万吨，比 2019 年增长 0.6%。肉类和水产品总量分别为 268.21 万吨和 490.18 万吨，人

均占有量均超世界平均水平。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不断提升，大大改善了全省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成为在新阶段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的有力保障。但也要看到，在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的同时，同期进口农产品依存

度也在不断提高，对粮食安全构成了较为严峻的挑战。对各地乡村振兴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有利于引导各地在全域大局中找准方

位，在局域格局中谋划定位，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全域一盘棋，运用指标和权重调节，创造各地在特色优势上各展所长，形

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竞相发展的乡村高质量振兴良好态势，有效抵御外部复杂环境带来的挑战。 

三是引导鼓励各地开展创新实践推动乡村高质量振兴的发展需要。 

高质量发展评价只有充分考虑各地发展实际，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各地发展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实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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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富、生态美的统一。构建科学的乡村振兴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为各地乡村振兴定制一张“体检表”、画一张“全景图”，对一

个地区一段时间的乡村振兴发展情况进行更加全面、更具针对性的评价，对不同地区设置不同发展定位和目标任务要求，有助于

更加精准科学有效地引导各地在改革创新、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上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百舸争流的乡村发展生动

局面。 

二、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科学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的选取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符合乡村理论要求，科学反映乡村振兴发展现状和发展水平，

体现既良性竞争又合作互补。 

一要坚持对接国家战略，符合省情实际。 

立足新的发展起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后全面发展新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必然要求。遵循乡

村发展新方向，充分发挥江苏农业特色优势，打造江苏乡村振兴样板。当前，全省正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精品农业和都市农业，其中蕴含巨大的

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要关注社会的实际需求以及乡村发展的现实主题，科学评价发展效果，不断提升乡村发展的

现实水平。 

二要坚持简洁务实与精准施策相结合。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既要简便易行、务实管用，又要评价精、明确高效。选取的指标应具有较强的公认性、可用性和针对性，

具备较为一定的统计制度保障，使数据获取具有较好的延续性、可操作性。根据地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选择最具有代表性

的综合性、典型性、约束性指标，做到少而精、重点突出，最大限度地促进评价测度与实际情况相吻合，准确地反映各地乡村振

兴发展状况。指标的精准高效，应当是概念明确、范围界定精准、测评监测易行，测度指标能够精确地反映乡村振兴发展的本质

要求、主要特征和发展状况。对指标的计算、含义、来源要明确，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和稳定性要符合科学统计要求，确保指标数

据的真实性、有效性。 

三要坚持补短扶弱与强优显特相结合。 

一个地方的乡村振兴短板、发展弱项与优势特色是相互对立的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指标设置的目的之一是

补短板扶弱项，通过补短板扶弱项使其变为发展优势和发展特色。指标的设置既要锻长板增优势，更要补短板强弱项，锻长板强

优势是锦上添花，补短板强弱项是雪中送炭，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会使强者更强、弱者变强，从强弱两个维度增强高质量发展

的动能。 

三、提升乡村振兴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性的构建思路 

江苏省乡村振兴考核评价工作作为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的共性指标进行专项考核，主要由省委农办在省委考核办的统筹安

排下负责组织实施，为进一步提升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建议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 

一是改变过去“只拉长不补短”的问题，实施锻长板与补短板相结合。 

在指标设置上，从原来的锻长板一类指标分为既锻长板又补短板两类指标。锻长板指标突出农业自身特色发展和质量发展

牵引，如农业生产、农业生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等；补短板指标突出乡村振兴弱项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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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乡村特色发展的后发优势，如数字乡村、数字农业以及产业兴旺的效率化、科技化、产业化等问题。 

二是改变过去“分散多聚焦少”的问题，实施指标牵引攻坚计划。 

从原来考核评价指标设置面广、分散较重转变为聚焦重点、突出牵引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要在推进农业农村数字产业化工

作上下功夫，促进数字技术和农业实体经济、小农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催生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以数字产业促进苏南苏北农业农村快速发展和均衡发展，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三是改变过去“重眼前轻长远”的问题，实施考核评价久久为功行动。 

在指标制定过程中，把考核内容分成长期重点任务和年度重点任务两部分，长期重点任务项目保持相对稳定，具体指标可适

时做适度调整，年度重点任务根据每年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确定，杜绝出现“一年一考、一年一了”，减少“一年一考、一年一

变”现象发生，立足于长远培育发展后劲、增强发展潜力，努力把乡村振兴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打造成牵引农村发展的响亮品牌。 

四是改变过去“重成绩轻实效”的问题，实施群众满意度质效评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是乡村振兴参与主体，也是乡村振兴主要受益者，实绩考核不仅要看指标数据，还要看

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不仅要看平均数，而且要看大多数。强化农民乡村振兴的主体作用，把农民群众满意作为刚性要求和评判标

尺，建立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对指标体系实现程度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住房条件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等情

况，以群众的满意度评价作为各地乡村振兴成效的重要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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