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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郭倩倩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是党中央对乡村建设作出的新部署、提出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的高度，着眼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再次强调要把握农业强国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个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快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近期出台的江苏省委一号文件，3月 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为进一步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锚定了目标、提供了路径。

乡村发展是历史命题，也是时代课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新时代新征程，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充分体现了党对乡村建设

规律的深刻把握，也集中反映了农民对于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和期盼。一方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做好乡村振

兴这篇大文章，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更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是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必须不断顺应农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使农村也成为现代生活的重

要承载地。

近年来，江苏多措并举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全面提档

升级，农村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展现出可观可感的“农村美”现实模样，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全省累计改善农房超过 40 万户，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全覆盖，

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95%以上，位居全国前列。已建成 593 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实现 76个涉农县（市、区）全覆盖，

部分地区先行先试，推动各类特色资源“串点连线成片”，不断加强区域沿线设施建设和环境提升，推进特色田园乡村示范。

同时，在全国率先实现建制村双车道四级公路全通达、率先基本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呈现出

美美与共、城乡融合的生动图景。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乡村，是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的乡村，也

是实现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目标任务的全方位、多层次也意味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系统施策、协同

推进、综合治理。

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美好的村居环境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前提和关键支撑。首先，持续抓好农村生态

资源保护。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生态和宜居是内在统一的。守住乡村生态红线，大力推进全省农村土壤

改良和农业面源污染整治，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深度融合，在保护基础上做好生态资源价值挖掘。其次，不断改善农村

居住环境。进一步推进农村户厕改造、生活污水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行动，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

动村容村貌整体提升，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再次，因地制宜提升村庄风貌。充分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并与引入现

代元素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充分立足江苏乡土特征、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和特色民居，营造留住乡愁的

村庄环境。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展现恬静和谐、朴实灵动的田园风貌，充盈和美的生态之韵，再现山清水秀、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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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绿、景美人和的江苏版“富春山居图”。

不断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必要条件。以

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引领，紧紧围绕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这一目标，立足江苏村庄发展实际，扎实推进水电

路气信邮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物流体系，优先安排既方便生活又促进生产的建设项目。同时，不断提高农村教育、

医疗卫生、养老托幼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大力参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通过对全省农村增加优质教

育资源供给、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着力补齐制约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短板，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对乡村产业、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全面赋能。

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村才会焕发生机，才能让农村留得住人、成为安居乐业的

美丽家园。一方面，立足资源禀赋促进全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通过三次产业之间的优化重组、整合集成、交叉互渗，不断实

现产业链条延伸、产业范围拓展、产业层次提升，从而实现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在实践中需要结合各地乡村自然禀赋和原有优

势，积极打造符合自身定位又富有前景的特色产业，积极探索种植业、加工业、乡村旅游业等多种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

县域富民产业。另一方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村集体的收入和积累，关乎村集体对于农村

公共资源供给的投入程度。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更好延伸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持续深化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闲置资产增收潜能与创新人才引领动能，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机制，实现资源要素最佳整合。全面

拓宽乡村发展空间，创造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机会，进一步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文化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美“景”到美“人”，需要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更加注

重在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软件”上下功夫，不断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和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体现乡村建设由外到

内、由形到神的内在统一。和美乡村中的“美”是外在呈现，而“和”则是内在属性，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和”

文化源远流长，乡村文化更是饱含“和”的基因，讲求惠风和畅、人心和善、和衷共济。千百年来，“和”的价值取向深深植

根于民族血脉，外化为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维护着乡土社会的有序运转。新时代新征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充分传

承和发扬乡村“和”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和谐共生、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乡村文化内涵，注重对传统文化要素的开发利用，

更好发挥文化凝聚的作用。同时，积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建设，推动乡村礼俗文化与村规民约有机结合，充

分发挥乡风文明的教化功能。塑形与铸魂并举，塑造形神兼备、人和村美的现代化乡村，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乡村社会和谐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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