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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共享思想视域下 乡村振兴 的逻辑理路和 实现进路

陈秋 男 ， 陈 俭

（ 闽 南 师 范 大 学 马 克 思主义 学 院 ， 福建 漳 州３ ６３ ００ ０ ）

摘 要 ： 马 克 思 从人 的 发展 需 要 出 发 ， 提 出 了 以
“

全体 成 员 的 共 建 共 享
” “

覆 盖 全 面 的 梯 次

共 享
” “

机会平 等 的 公平共 享
” “

立足发展 的 真 实 共 享
”

为 核 心 内 容 的 共 享 思 想体 系 ， 为 新 时代 我

国 乡 村振 兴 提供 了 理论依据和行 动 指 南 。 马 克 思 共 享 思 想 对 全 民 享 有 的 主 体确 认 、 全 面 享 有

的 内 容倾 注 和 平 等 享 有 的 格局 构 建 ， 是 中 国 共产 党 领 导 推进 乡 村振 兴 的 价值基石 、 目 标指 向 和

行 动 要义 。 新 时代 乡 村振 兴 的 实 现须 继 承和 践 行 马 克 思 共 享 思 想 要 旨 ， 着 眼 于 突 出 农 民 共 享

的 主体地位 ， 调 动 农 民 参 与 建设 积 极性 ； 着 眼于 扩 大 共 享 内 容 的 涵 盖 范 围 ， 推 动 农 业 农 村 现代

化发展 ； 着 眼 于 实现城 乡 公平 共 享 的 本质 要 求 ， 促进 发 展 要 素 向 农 村 倾 斜 ， 以 高 质 量 的 乡 村 振

兴 实 现 更 高 层 次 的 发展共 享 ， 从 而 深入推 动 乡 村 共 同 富 裕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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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是全体社会成员 围绕满足人 的所有合理

发展需要 ， 在共 同参与 、共 同建设 的基础上 ， 自 在

平等地享有大家共 同 创造 的社会发展成果 ，从而

实现
“

为 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 占有
”

［
１ ］

的
一种

理想状态 。 国 内学者从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 的角

度概括了 马克思共享思想 的 内 涵 ， 主要包括共享

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 、共享 内容是一切社会发展

成果 、共享实现必须立足实践 ， 为分析解决新时代

关系人民切身利益 的重大现实 问题提供了观察视

角 、价值引领和实现路向 。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
“

全

面推进乡 村振兴
”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

措 ，致力于通过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 民全方

位发展 ， 补齐
“

三农
”

短板 ， 重塑城乡 发展关系 ， 促

进城乡 融合发展 。

“

全 面推进 乡 村振兴
”

表 明 了

“

让低收人人 口 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
”

［ ２ ］

的

决心 ，描绘 了
“

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

文化建设 、 社会建设 、 生 态 文 明 建设 和 党 的 建

设
”

［
３ ］

的愿景 ，传递了
“

坚决防止两级分化 ，促进共

同富裕
”

［ ４ ］

的诉求 ，包含着 目 标主体 的全 民性 、振

兴 内容 的全面性 、行动逻辑 的正义性等 内涵 ，既体

现了共享发展 的 目 标要求 ， 也是实现共享 的必 由

之路 。 从马克思共享思想 的视域来探究为什么 、

怎么样实施乡 村振兴 ， 能为 乡 村振兴行稳致远提

供有益借鉴 。

一

、马克思共享思想的 内在规定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

人性异化
”

根源 的揭示 和批判 ， 回答 了
“

由 谁共享
” “

共享什

么
” “

如何共享
” “

怎 么实现
”

等人类 以何和如何拥

有改造世界成果的 问题 。

（
一

） 共 享 是 全体 成 员 的 共 建 共 享 ， 主

体彰 显 普遍 性

“

由谁共享
”

是马克思共享思想 的价值主 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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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 ，

“

现实 的人
”

是社会实践主体和社会

享受主体 的统一体 ，理应责任共担 、成果共享 。 但

是 ， 在私有制条件下 ，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

造成人与物 、人与人之 间关系 的 紧张 、 对立与异

化 ，

一部分人享受 的实现 以 另 一部分人 的牺牲为

前提 ， 整个社会处于单 向 度 的剥夺状态 。 马克思

通过对资本主义
“

异化劳动
”

的揭示 ，

一针见血地

指 出
“

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 … …是 以

劳动者 的被剥夺为前提 的
”

［ ５ ］

。 劳动者虽然作为

独立 的个体存在 ，却不得不依赖资本家谋生 ， 沦为

资本増殖 的工具 ， 丧失 了作为社会财富创造者应

有 的享受权利 。 资产阶级所描绘的
“

共享 的神话
”

是少数人 、少数阶层 的特权 ，广大劳动者排除在享

受 的主体之外 。 只有劳动 者 和 劳动 资料走 向 结

合 ， 劳动人 民能够 自 主支配 自 己 的命运和劳动成

果 ，

“

社会关系 的异化状态得到彻底 的矫正
”

［
６ ］

，人

与人之间 由相互倾乳 、互为手段转 向互为依赖 、互

相成 就 ，

“

所 有 人共 同 享 受 大 家创 造 出 来 的 福

利
”

［
１ ］

才能成为现实 。 可 以看 出 ， 马克思话语体系

中 的共享是
“

所有 的人
”

的普遍权利 ，而不是
“

人数

很少 的过分富有 的 阶级
”

［ １ ］

的专享 。

（ 二 ） 共 享 是覆 盖 全 面 的 梯 次 共 享 ， 内

容 呈 现 丰 富 性

“

共享什么
”

是马克思共享思想 的基本要素 。

马克思据于人 的需求扩张性 的分析 ， 阐 明 了 与之

相对应 的社会享受 内容 的多维性 。 马克思认为 ，

每个人都是
“

自 为 的 主体存在
”

［
１ ］

，有不 同 的性格

特征 、追求 内容 。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把人禁

锢在物 的依赖里 ， 限制 了人 的 自 我发展 的各种可

能性 。 共享作为对
“

私享
”

的扬弃 ， 强调予人 的 自

由个性充分尊重 ， 为人 的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 不

仅能满足人的吃 喝住穿等基本生存需求 ， 也能在

政治 的 、 文化 的 、 社会 的 等更高发展层面充分实

现 。 不仅如此 ， 马克思还进一步指 出 ，人的需求和

追求
“

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 、生产力 的变化和发展

而变化和改变 的
”

［ １ ］

，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 ， 新 的

更高层次 的需求就会 出 现 ，并驱动人类社会实践

活动 向纵深挺进 。 在社会发展不充分 的条件下 ，

只能依据能力高低 、 贡献多寡获取相应劳动成果 。

当社会物质财富充分涌流 ， 劳动超越手段成为需

要 ，人们才有充裕 的精力 和 时 间从事更为多样 的

创造 ，社会全体成员 的需求才会得到充分满足 ，普

遍共享才会顺利实现 。 按 照 马克思 的构想 ，共享

的实现是分阶段 、分步骤进行的 ，共享的 内容也是

分层次 、分梯度呈现 的 。

（ 三 ） 共 享 是 机会 平 等 的 公平 共 享 ， 形

式体现公正 性

“

如何共享
”

是马克思共享思想 的核心命题 。

马克思认为 ，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发展成果是不

是 由所有人公平享有 ，是区分
“

私享
”

和
“

共享
”

的

主要标尺 。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 劳动者表面上

能够通过劳动改善生活境遇 ， 并有机会享受社会

提供 的福利 。 事实上 ， 劳动者付出越多 ，

“

他亲手

创造 出来反对 自 身 的 、 异 己 的对象世界 的力量就

越强大
”

［ １ ］

。 反观资产阶级 ，凭借对社会生产资料

的绝对 占有和社会财富分配权 的把控 ， 不仅不事

生产 ，还能随心所欲支配和享受工人创造 的社会

财富 。 资本家
“

私享
”

绝大多数社会财富 ，反映 出

社会发展公平正义 的缺失 。 对此 ， 马克思 主张推

翻充满不平等 、不公正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

支撑 的制度 ，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 ，社

会资源和社会发展成果 由全社会共 同支配 的社会

制度 ，从根本上规避社会财富被少数人独 占现象

的发生 ， 以伸张正义 ， 维护共享 。 惟其如此 ， 普通

劳动者才有平等地共享一切社会发展成果 的机

会 ，共享发展才能从形式走 向 真实 。 共享强调赋

予每一个主体平等 的发展权 、选择权 、享受权 ， 在

本质上蕴含着公平正义 的诉求 。

（ 四 ） 共 享 是 立 足 发 展 的 真 实 共 享 ， 实

现具有条件 性

“

怎么实现
”

是马克思共享思想 的现实 问题 。

马克思强调 ，共享是置于社会活动现实基础之上

的 ， 以丰富 的 物质财富为前提 的 。 只有每个人都
“

各尽所能
”

，创造出足 以支撑所有发展主体普遍需

求的社会财富 ，才能顺利实现
“

各取所需
”

的真正共

享 。 在马克思看来 ，人赖 以存续和发展 的一切物质

和非物质生活资料都经 由人 的劳动创造而来 。 实

现普遍意义 的共享 ，要求人必须为 了 

“

所有人 的需

要
”

而劳动 。

“

任何人如果不 同时为 了 自 己 的某种

需要和为 了这种需要 的器官而做事 ，他就什么也不

能做
”

［
７ ］

。 只有在全社会倡导崇 尚 劳动 、尊重劳动 、

勤于劳动 的风 尚 ，才能充分释放人 的发展潜能 ，不

断创造愈加丰富 的社会成果 ，从而为人人共享 、平

等共享提供可能 。 虽然马克思把强迫劳动视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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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不幸的根源 ，但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劳动本身 ，

反而十分强调 自 为 自 觉 的劳动在改变 以
“

私享
”

为

主导的社会分配方式 中 的作用 ， 主张
“

把劳动无例

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
”

［
８ ］

， 实现把人 的需要与

劳动 、责任与享受 内在统一起来 ，确立起依靠
“

自 由

劳动
”

实现
“

劳动幸福
”

的共享实现路径 。

二
、 马 克 思 共 享 思想视域下 乡 村振兴

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共享思想坚持 以
“

现实 的人
”

为关照 ，

明确 了共享发展 的主 旨 ，揭示 了共享发展 的本质 ，

描绘了共享发展 的 内容 ， 指 引 着人类不断追寻 自

身发展和进步 ， 在价值基石 、 目标指 向 和行动要义

等方面为 乡 村振兴提供 了理论指 引 。

（
一

） 为 了 全体人 民 的 共 享 主 体是 乡 村

振 兴 的 价值基石

马克思通过考察劳 动者 在现实生活 中 的境

遇 ， 发现
“

过去 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 的 ， 或者为

少数人谋利益 的运动
”

［
９ ］

，

“

绝大多数人
”

被排除在

享受 的主体之外 ， 陷人极端贫 困 的境地 。 为此 ， 马

克思极力 呼吁打破分配上 的不公平 ， 主张构建一

个
“

人人共享 、普遍受益
”

的
“

自 由人联合体
”

， 实现

价值创造与价值享有 的统一 。 以
“

牺牲一些人 的

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 的需要
”

［
１ ］

的发展 ，不仅不是

共享发展所追寻 的 目 标 ， 反而是共享发展所要极

力避免的结果 。

马克思对人 的 主体性 和 主体 间 平等性 的 强

调 ， 正是乡 村振兴战略形成 的逻辑起点 ， 凸显 了 中

国共产党坚持
“

人 民至上
”

的执政理念 。

“

中 国共

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 中 国人民谋幸福 、为 中华 民

族谋复兴确立为 自 己 的初心使命 。

”
［
１ ° ］
一直 以来 ，

中 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农 民在革命 、建设和改

革 中 的地位作用 ， 不断为推动农 民发展而求索奋

斗 。 特别是新 中 国成立 以来 ， 中 国共产党 以解放

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 突破 口 ， 大力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 ， 统筹推进精神文 明 、 民主法治和生态

文 明建设 ，农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 脱贫攻坚 战

的全面胜利 ，更为确保农 民群众在迈 向共 同 富裕

道路上
“

不落伍
” “

不掉队
”

奠定 了 良好基础 。 但农

业农村发展 的现实基础仍然薄弱 、农 民作为实践

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充分 、农 民获得感 的

实现形式不够丰富等问题仍然突 出 ， 离
“

发展为 了

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 由 人 民共享
”

［
１ １ ］

的

执政追求还有一定差距 ， 亟需加大 乡 村建设推进

力度 ， 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让农 民充分享

受现代化建设成果 。

（ 二 ） 实现整体发展 的 共 享 内 容是 乡 村

振 兴 的 目 标指 向

马克思认为 ，真正 的共享不是单一 、 同质的共

享 ，而是全面 、多维 的共享 。 这是 由人的需求的多

样性和联系 的普遍性决定 。 人的需要驱使人不断

创造多种多样 的生活样态 ， 并在与他人和社会直

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中走 向 联合 ， 进而 以 整体 的形

式进行生产创造 、共享创造成果 。 在
“

社会调节着

整个生产
”

［
１ ］

的 背景下 ，满足 了
“

衣 、食 、住 以及其

他东西
”

的个体 ，可 以根据 自 己 的意愿 自 由从事发

展 自 身 的兴趣 、爱好 、才能和天赋的一切活动 ，从

而在物质 、精神 、社会 、个性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

马克思对人的需求的认识和共享 内容的规定 ，

体现为 了人 自 由 而全面发展 的价值追求 ， 为全方

位 、立体化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目标导 向 。 作为实现

公平共享的一环 ， 乡 村振兴应顺应农 民发展意愿 ，

尽可能地顾及不 同层次 、不同 阶段的个体的发展需

求 。 随着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 ，社会的主

要矛盾转化为人 民 日 益増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 ［
１ ２ ］

，农民对于发展

的追求更趋多元多样 。 不仅对物质生活质量提出

了更高 的享受要求 ，对社会福利 、 民主政治 、精神文

化以及生态建设的享受要求也 日 渐凸显 。 而不 同

资源禀赋下的农村发展分层和分化现象 ，对公平共

享的实现形成新的挑战 。 为此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
“

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人

才振兴 、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
”

［
１ ３ ］

的全方

位建设要求 ，确立起以产业培育为重点 ，基础设施 、

社会福利 以及其他生产生活条件 同步推进 的 乡 村

建设体系 ，指 向 了更加全面 、城乡平等 的共享追求 。

推进乡村振兴 ， 既要突 出发展农业产业 ， 创造更多

更丰富的物质财富 ，也应在提升精神风貌 、完善社

会治理和改善居住环境等方面同步推进 ，使农村在

富 、美 、强各方面向城市看齐 。

（ 三 ） 构建城 乡 平 等 的 共 享 格 局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行 动 要 义

公平享有是共享发展 的 内在要求 。 马克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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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

社会也是 由 人生产 的 。 活动 和享受 ，无论就

其 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 ， 都是社会 的活动 和

社会的享受 。

”
［
１ ］

这表 明 ， 每个社会成员 都有 同 等

的
“

享有权
”

。 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不合理分工

和畸形生产关系 ，

“

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

动物 ，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 限 的 乡 村动物
”

［
１ ］

，

不仅
“

使农 民 长期处 于被束缚 的 与 世 隔绝 的 状

态
”

［
１ ４ ］

，也造成 了城 乡 不 同 发展主体之 间 的利益
“

隔阂
”

。 在这种情况下 ， 只有实现生产资料 的社

会 占有 ，并
“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 的共 同联合体来

共 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
”

［
１ ］

， 才能实现
“

把

农业 和 工 业 结 合 起 来 ， 促 使 城 乡 对 立 逐 步 消

灭
”

［
９ ］

，从而消灭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现象 ，保证
“

劳

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 的权利属于社会

一切成员
”

［
１ ５ ］

。

马克思对共享 的 共 同 性 和 公平性规定 ， 体

现 了 目 标性与 手段性 的 统一
［

１ ６ ］

， 既 洞 悉城 乡 共

享不均衡 的 根源 所在 ， 也 为 消 除这种不 均衡 指

明方 向 。 城 乡 群众 由 于 资 源 禀赋存在差 异 ， 在

共享程度和质量上本就存在差距 。 新 中 国成立

后 ， 国家基 于应对严峻 的 国 内 外 形 势 ，

“

实施 了

乡 村资源与农业剩余支援城市 和工业 的非均衡

发展政策
”

［
１ ７ ］

， 在发展资源 和成果 的分配上对农

村重视不够 、投人不足 ， 拉大 了城 乡
“

两条腿
”

长

短差距 ，造成农村地 区 群众在社会发展成果享

受 中处于失语状态 ， 迫切需要通过促进城乡 相互

融合和共 同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凸显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 。 同 时 ，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 ，城乡 在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等方面的

互动联系不断加强 ， 客观上具备 了 马克思所 明 确

的
“

消灭整个 旧 的分工
”

的物质基础 和必要条件 。

农村干部群众对共享正义 的急切诉求和共享正义

实现条件 的逐步具备为 中 国共产党解决城乡 发展

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作出 了抉择 。 中 国共产

党领导推进乡村振兴 ， 既是对工农 、城乡 共享不公

平现实问题的 回应 ， 也蕴含着通过统筹工农城 乡

发展彰显社会主义
“

为 了人人 、人人享有
”

本质特

征 的考量 。 随着 乡 村振兴 的深人推进 ， 农村在经

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 明建设等方面与城市

逐步融合发展 ，农 民也会逐步融人城市生活共 同

体 ， 农 民 从
“

历 史所铸造 的 枷 锁 中 完全解放 出

来
”

［
１ ５ ］

， 以平等 的主体身份样态参与发展 、共享发

展成果 ，

“

这完全不是空想
”

。

三 、 基 于 马 克 思 共 享 思想 的 乡 村振兴

的实现进路

马克思认为 ，

“

共享劳动过程
”

和
“

共享劳动成

果
”

是相统一 的 。 推进 乡 村振兴既是实现共享发

展的 内在要求 ，也应在推进路径上贯彻共享发展

理念 。 总 的来说 ，应从发挥农民建设主体作用 、夯

实城乡 共享物质基础 、 赋予农村平等发展权利三

个维度人手 ， 推动形成全 民参与 、城乡 联动 、共建

共享 的工作格局 。

（
一

） 着 眼 突 出 农 民 共 享 的 主 体地 位 ，

调 动 农 民 参 与 建设 积极 性

强调人 的主体地位 ， 依靠人 的 自 身力量实现
“

人的本质复归
”

是马克思共享思想 的主 旨 。 马克

思认为 ， 只有
“

在人人都必须劳动 的条件下 ， 人人

也都将 同等地 、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 、享受资

料 、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 和智力所需 的 资料
”

［
１ ］

，

否则 ，共享发展成果就只能是
“

空 中楼 阁
”

。 过往

的许多农村开发建设行动 由 于对农 民主人翁地位

重视不够和调动不充分 ， 出现 了
“

干部干 ，群众看
”

“

干部着急 ， 群众不急
”

［
１ ８ ］ 现象 ， 也证 明坚持农 民

主体地位 的重要性 。 推进 乡 村振兴需要把
“

为 了

群众
”

与
“

依靠群众
”

统一起来 ， 注重激励 、 动员 和

推动农 民积极参与 。

第一 ， 乡 村振兴 的 目标主 旨是农民 ，必须充分

反映农 民意愿 。 确认和维护农民在乡村振兴行动

中 的话语权 ， 既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的要求 ，也反

映公平 的共享本质 。 新时代乡村振兴应 当把立足

点放在农民身上 ， 从农 民 的愿望和诉求 出 发谋划

和推动农村各项事业 ， 赋予农 民足够 的发展知情

权 、决策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 可 以依托农 民 田 间

学校 、新时代农民文 明实践所等载体 ，加强农村文

化建设和农 民科技文化素质培育 ， 提高农 民 的 主

体意识和话语能力 ，促进农 民 主体意识觉醒 。 同

时 ，也需要完善和创新有利 于农 民话语权表达 的

乡村振兴参与机制 ， 如 ，建立涉农决策听证论证机

制 、提高农民代表在 国家政治生活各层面 的 比重 、

鼓励新 闻媒体和专家学者多为农 民发声 ， 多维度

建构农 民话语权空 间 ， 畅通农 民意愿表达和诉求

反映渠道 ，让农民 的意愿充分融人 乡 村振兴全过

程 、各方面 。

第二 ， 乡 村振兴 的受益主体是农民 ，必须依靠

农民参与建设 。 人世 间 一切 幸福都是奋斗 出 来



４６ 石 家庄铁道大 学 学 报 （ 社会科 学版 ） 第 １ ７ 卷

的 。 引领农民共创美好生活 、共享发展成果 ，需要

调动和激发农 民参与 乡 村振兴 的积极性 、 主动性

和创造性 ，切实担起农村发展建设 的主人翁责任 。

可 以通过耐心细致 的 宣传思想工作 、 身边致富能

人 的示范引 导等方法 ， 唤醒农 民 自 立 自 强 的 自 主

意识 ， 引 导农 民摒弃
“

小 富 即安
”

的小农心态 ，

“

破

除
‘

等靠要
７

的贫 困 心理 陷 阱 的掣肘
”

［ １ ９ ］

， 激发农

民主动抢抓发展机遇加快 自 身发展 的 自 觉性 、 自

主性 。 此外 ，还可 以通过普及农业科技知识 、开展

实用技能培训 和科技特派员 下 乡 技术指 导等形

式 ， 帮助农 民掌握适应现代化需要 的生产技术 、经

营理念和政策知识 ，提升农 民 自 我发展能力 ， 实现

内生发展 。

（ 二 ） 着 眼 扩 大 共 享 内 容 的 涵 盖 范 围 ，

推 动 农 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

马克思指 出 ，人 的存续和发展都是
“

建立在个

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 同 的 、社会 的生产能力成为

从属 于他们 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 的
”

［
２ ° ］

。 没有

普遍 的 、发达的生产力支撑 ， 人们就
“

必须重新开

始争取必需品 的斗争 ， 全部陈腐污浊 的东西又要

死灰复燃
”

［
１ ］

，人与人互为实现和需求充分满足更

无从谈起 。 当前 ，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 的差距是

全方位 的 ， 物质生活如此 ，精神文 明 、社会生活亦

是如此 。 只有
“

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

化 ， 才能实现农业农村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和生

态文 明 的全面提升
”

［
２ １ ］

， 从而逐步消灭工农城 乡

之间 的发展差别 、享有差别 ，不断増强农村居 民 的

幸福指数 。

第一 ， 注重通过推进农业产业振兴提高农 民

物质生活水平 。 产业兴旺是促进城乡 均衡共享 的

重要基础 ，也是乡 村振兴 的核心任务 ，决定着城乡

共享 的实现程度 。 振兴农业产业 ， 既离不开惠农

支农政策 的保障和农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运用 的

支持 ， 更为重要 的是要推动农业与二 、 三产业融

合 ， 提増发展质量 和 附加值 。 应针对 乡 村产业经

济形态单一 的现状 ，拉伸农产品产业链 ， 培育涉农

产业集群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提档升级 。 如 ，顺应

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 ，加快发展休 闲旅游 、健康养

老 、特色工艺等新产业 、新业态 ， 培育农村经济新

的増长点 。 还可 以通过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 、

引 导农户 与农业企业 和终端商超合作 、 发展农村

电商等形式 ，促进小农户 和大市场有机衔接 ，提高

农业经营效率 。 同 时 ， 也要推进
“

农产 品 多层次 、

多环节转化増值
”

［
２ ２ ］

， 让农 民 掌握农产 品议价 的

主动权 ， 以分享更多 的农产品増值效益 。

第二 ， 注重通过推动农村社会重塑提増农 民

整体生活 品质 。 共享 的多维性和层次性决定 了建

设 内容 的全面多样 。 在全力推动产业振兴 ， 富裕

农民
“

口袋
”

的 同 时 ， 也要加 强文 明 乡 风 、 良序善

治 、 良好生态和高质量人才供给 。 在精神文 明上 ，

坚持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城市文 明 融合 ， 深化乡

村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 ， 推动构建文 明 乡 风 、 良好家

风 ， 营造农村社会新风 尚 。 在社会治理上 ，加快完

善农村党员 和村民代表议事听证 、诉求征询 、意见

了解制度 ，鼓励退休 的老教师 、 老干部 、老党员 返

乡参与社会治 理
［ ２ ３ ］

， 发挥村 民理事会 、 邻里互助

会等基层
“

微组织
”

治理作用 ， 构建 民事 民议 、 民事

民办 、 民事 民管 的有效治理体系 。 在生态宜居上 ，

深人开展 以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为核心 的村容村貌

整治活动 ，大力推广 以 土壤肥力保持为 主要 内容

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 ， 涵育农 民 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 ，全面提升 乡 村人居环境质量 。 在人才支撑

上 ，依托涉农科研院校 、 职业技术培训机构 ， 大力

培养懂技术 、有情怀 的教师 、 医卫 、农技和新型职

业农 民等乡 土人才 ， 并通过 出 台农村人才引 进优

待政策 、优化农村营商环境等措施 ，鼓励 、支持和

引 导更多适合农村发展需要 的各行各业优秀人才

走 向 乡 村 、服务乡村 。 此外 ，通过选优配强领导班

子 、优化考核机制 、严格监督管理 ， 以及系统培训

提升农村党员 干部能力 素质 ， 不断増强农村基层

党组织 的 政治 引 领 、 服务群众 以 及推动 发展 功

能 ［ ２ ４ ］

， 能够更好地引领促进农 民农村融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 国 建设大局 ， 共建共享现代化建设

成果 。

（ 三 ） 着 眼 实 现城 乡 公平 的 本 质 要 求 ，

促进发展 要 素 向 农村倾 斜

生产发展是成果共享 的 物质基础 ， 但生产 的

发展并不会必然 引 发并实现共享发展
［ １ ７ ］

。 马 克

思通过考察
“

群享
”

与
“

私享
”

两种发展成果享有方

式及其局限性 ， 指 出人类要真正实现共享发展不

仅需要制度保障和 物质支撑 ， 还需在分配方式上

加 以合理规划
［
２ ５ ］

。 推进乡 村振兴 ，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城乡 群众 ， 不仅要保障 当下
“

分蛋糕
”

的公平 ，也应对过往
“

分蛋糕
”

的不均衡

给予相应补偿 。 唯有坚持公平正义 引 领 ， 既注重

维护农村农 民 当下 同 等发展权益 ， 又努力 补齐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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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在资源要素投人和发展福利配给上 的短板 ， 让

农村迎头赶上 ， 才能真正实现工农城 乡 的共享发

展和高质量发展
［
２ ６ ］

。

第一 ， 在利益协调上 ， 要消解城 乡 壁垒 ， 保障

权益平等 。 城乡 之间发展要素 占有的不均衡造成

城市发展不仅不能有效辐射 乡 村发展 ， 反而加剧

了农村 的凋敝 。 推进乡 村振兴需从打通城乡 要素

流动壁垒 、促进城 乡 优势互补着手 。 首先通过推

进城乡 统一大市场建设 、深化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创新人 口 管理办法 和 构建城 乡 统一社会保障体

系 ， 突破城乡 发展要素配置的制度性阻隔 ，实现技

术 、资本 、土地 、人才等要素在城乡 双向 流动 ， 为构

建
“

工农互促 、城乡 互补 、协调发展 、共 同繁荣 的新

型工农城 乡 关 系
”

［
２ ７ ］ 奠定制度基础 。 在此基础

上 ， 以特色小城镇建设为纽带 ，立足资源禀赋合理

布局城乡 产业结构 ， 构建产供销一体化 的城乡 产

业链 ， 强化城乡 之间 的产业关联 ，切实把城乡 发展

牢牢挂在一■起 。

第二 ， 在利益分配上 ， 要加强外部赋能 ， 进行

差别补偿 。 阻碍城乡公平共享实现的关键因素在

于农村发展不充分 。 由 于农村地区长期
“

失血
”

造

成发展动力不足 ， 在共享上天然处 于弱 势地位 。

只有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的导 向 ， 在人力财力

物力等方面加 以倾斜 ， 才能补齐长期失语失能造

成 的利益缺损 。 应当持续 出 台 惠农扶农助农惠农

政策 ，不断推动
“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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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ｒｎ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ａｇｒ ｉ ｃｕ ｌ ｔｕ ｒｅａｎｄｒｕ ｒａ ｌａｒ ｅａ ｓ
；ｆｏ ｃｕ ｓ ｉｎｇ

ｏｎｔｈｅｅ ｓ ｓ ｅｎ ｔ ｉ ａ ｌｒｅｑｕ ｉ ｒ ｅｍｅｎ ｔｏ ｆｒｅａ ｌ ｉ ｚ ｉｎｇ
ｅｑｕ ｉ ｔ ａ

ｂ ｌｅｓｈａ ｒ ｉｎｇ
ｂ ｅ ｔｗ ｅｅｎｕ ｒｂ ａｎａｎｄｒｕ ｒａ ｌａｒｅａ ｓ ，ｐ ｒｏｍｏ ｔ ｉｎｇ

ｔｈｅｆａ ｃ ｔｏ ｒ ｓｏ ｆ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ｔｏｆａｖｏ ｒｒｕ ｒａ ｌａ ｒｅａ ｓ ，

ａｎｄａｃｈ ｉ ｅｖ ｉｎｇｈ ｉｇｈｅｒ ｌ ｅｖｅ ｌｓｈａ ｒ ｉｎｇｏ ｆ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ｈ ｉ ｇｈ ｑｕ ａ ｌ ｉ ｔｙｒｕｒ ａ ｌｒｅｖ ｉ ｔ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ｓｏａ ｓｔｏ

ｆｕ ｒ ｔｈｅｒ
ｐ ｒｏｍｏ ｔ ｅ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ｏ ｆｃｏｍｍｏｎ

ｐ ｒｏ ｓｐ ｅｒ ｉ ｔｙ ｉｎｒｕｒ ａ ｌａ ｒｅａ 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Ｋ ａ ｒ ｌＭ ａ ｒｘ

；ｓｈａ ｒ ｉｎｇ ；ｒｕ ｒａ ｌｒｅｖ ｉ ｔ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ｎ
；ｆ ａ ｉ ｒｎｅ ｓ ｓａｎｄ

 ｊ
ｕ ｓ ｔ ｉ ｃ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