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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的重要任务,展现出中国共建共享的理念,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不可少的一步,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展现出中国对世界的责任心,更展现

出党和国家对世界是有机整体这一哲学思想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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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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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important task of the era,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ws the concept of China’s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reflecting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for the people, and is an indispensable 

step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ot 

only shows China’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world, but also shows the Party and the state’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osophical idea that the world is an organic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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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

市建设的不断拓展,城市人口越来越多,

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更甚,还能留给人们

亲近自然的空间不断缩小,除了少部分

旅游景区之外,更多就是乡村,而中国的

自然景区一般也离城市较远,且到了节

假日,人山人海,去这些景点,是看人的,

不是看风景,亲近自然的,会让人们心里

面堵得慌,而受制于时间和空间不能随

意的走到较远的大景点去享受自然和安

宁,在城市周边普遍分布的乡村,风景优

美的乡村,由于距离城市近,时间和空间

上刚刚好来得及算不上什么旅游景点,

反而能够得到人们的青睐,周末两天,小

长假三天,三五好友,或者是一家人,驱

车一两个小时,到一户农家乐,感受自然

的魅力,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 

1 当下乡村困境 

当下的中国社会,城市现代化速度

不断加快,而农村呈现空心化、严重老龄

化,年轻人几乎都在外边务工,他们的子

女被自己的父母想尽一切办法接到身边

上学去了,只剩下走不动和不愿走的老

年人。在那霜染过的银发下,他们还在用

自己那用汗水和双手打磨得锃亮的锄头,

用那一锄一锄翻动的黄土在与这个时代

做着最后的“抗争”,在坚守着那一份已

经日薄西山的传统农耕文化。 

当下的中国,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

只增不减,各大一二线城市发布的城市

规划中都有一条关于城市人口扩增几十

万,乃至百万规模的规划,这些人从哪里

来,无非是从中小城市虹吸、和农村人口

进城而来。这样本来农村所剩不多的精

壮劳动力就进一步被城市吸引走了,农

村就剩下的就是走不了也不想走的,老

弱病残,既没有青壮年,也没能留住青少

年。长此以往,乡村是已经看不到未来的,

只能被商品经济的洪流所裹挟,慢慢地

走向消亡。中国这艘巨轮将失去一份前

进的巨力。 

2 乡村振兴的意义 

我们国家的基础,就是农村,无论是

哪个历史时期,都是从农村开始然后逐

步转向城市,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

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重

要支撑。近年来,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台

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新步伐,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民生全面改善,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显著加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

显著提升。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

战略,并提出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在随

后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将这个方针表

述为“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

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

生活富裕是根本”。提出这一战略旨在改

变当下乡村落后、城乡差异巨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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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出来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

也体现出来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共

建共享的本质特征。 

3 振兴途径 

乡村经济,从整个国家大的格局里

面来说,可能产生的体量,的确是比不过

工商业所产生的体量,但是,我们要清楚,

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的特性,乡村经济所

拥有的人力资源少,在社会分工中所占

有的份额也少。故而产生的经济也少,

我们要振兴的是,在一个合理的分配下,

乡村所应该产生的经济效益。 

想要振兴一个地方、一个产业,首要

前提就是要有人,振兴乡村也不例外。但

是乡村振兴这是当前时代的一个很重要

的任务,但是该怎么振兴,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自己的想法。乡村之所以不断衰落,

人才不断流失,根本原因就是人们生活

在农村,在现有的情况下,没办法获得和

城里面一样的经济收益,人们为了活下

去,活得更好,纷纷去城里面务工,求生

活。当然农村里面的人大量去城里面务

工的原因肯定不止这一个,但是经济原

因,是最主要的。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我们要抓住主要矛

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这个问

题,当下想要振兴农村,就得要有让留在

农村的人能够得到相对可观的收入,只

有解决了乡村的主要矛盾才能更好的去

全面提升乡村,而生态文明建设,恰好给

农村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3.1第一重维度 

生态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筑基。随

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不断加强,农业绿色发展行动

不断开展,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

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不断得

到实现。有机肥替代化肥、畜禽粪污处

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废弃农膜回

收、病虫害绿色防控不断地推进。农村

水环境治理和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不断

加强,农村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也开始

实施。华北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范围

扩大。重金属污染耕地防控和修复推进,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开展,

东北黑土地保护力度加大。流域环境和

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实施。工业和城镇污

染严禁向农业农村转移。农村环境监管

能力建设加强,县乡两级农村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落实。农村也就跟着发生巨大

的变化,农村各地的环境变好了,随着生

态补偿机制的不断完善,各种基础设施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也不断的被完

善,农村进行高质量,绿色的经济开发也

具备了基础。 

3.2第二重维度 

生态文明建设为农业生产力提供保

障。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农村那些因为前

期开发不当而导致生态资源枯竭或者是

接近的枯竭的土地又开始逐步恢复生机,

地下水开始回升,水土流失不再那么剧

烈,荒漠化,沙漠化得到有效控制,有机

肥的实施,土壤酸化开始好转,这为土地

提高产能提供了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在农村经济发展

中,即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

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 

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发展理念。对于

农民来说,就可以提升农民的绿色发展

理念,在农业生产活动中顺应自然,遵循

自然发展规律,更好的推动从而推动农

村经济的转型发展,提升发展质量,提高

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 

农民作为依赖土地的生存者,主要

收入来自于土地上作物的收入。农村经

济之所以不断衰落,远远的比不上城市

的工商业经济,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农

村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分工不够细致,

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分工上,都比不过工

商业。且单位作物里面所拥有的属性单

一,所蕴含的价值低下。所以小农经济在

一定时间内是被认定为落后的经济生产

方式。 

我国拥有着传统的乡愁文化,中国

的传统农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守

着自然的规律,是一种近乎天人合一的

状态,无论是诗人笔下的远方,抑或是画

家纸上的他乡。这无不体现出当代对传

统农耕文化的怀恋。田园牧歌生活的向

往。小农经济,精耕细作,就是在生态文

明的状态下耕作的,虽然说产量不够高,

且不如工业化的便捷,但是农民并不完

全感觉到是为了活下去而劳作的异化劳

动,因为“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体现出

来了流淌于中华民族血脉中对劳作的热

爱与欢乐。但是,足够精细,这是中国几

千年来的一种传统,在当下的中国,经济

社会转型,人们在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

力的同时,又具备了初步的积累,对传统

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变得更加的渴望了,

每个人都想回归自然,亲近自然,以追求

心灵的解放。 

3.3第三重维度 

生态文明建设升华农村的未来。乡

村振兴最根本的地方就在于人。首先,

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最直接的给农民带

来的好处就是经济效益,农民收入提高

了。人民通过绿色发展获得了比以前更

大的收益,相对于经济收入,更大的收获

是农民在这个途中,他们的思维得到了

提升,农民整体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他

们逐渐对生态文明有了更多的认可和理

解,世界是有机整体的三观开始形成并

逐步开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耕作中

更加合理的运用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

不再过度的索取,不再竭泽而渔。在绿色

发展的要求下的农业生产能够带来更多

的收益,农民尝到甜头就会更加注重保

护环境,长此以往,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农

村那原有的充满生机的绿色得到很好的

保存并且不断增强,自然界中的其他居

民也能有一个美好的家园,整个世界充

满生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其次,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农

村,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民收

入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那么农业农村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对人

才没有吸引能力,只能被工业和城市吸

血走向衰亡。现在不同了,农业农村也能

获得可观收入的,虽然说总量比不过城

市工业,但是他人均可观,而且,农村能

够提供城市不可能具备的生态文明,相

对于城市快节奏高强度生活带来的紧张

和压迫感,更多的人就会选择回到农村,

在农村这一片沃土上进行施行自己的才

华,成为新时代的新农民。这样,也可以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生态文明建设下的

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变大,被吸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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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又推动生态文明和农村的发展。 

再次基础上,不仅仅能够带来经济

上收人,更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不

存在孩子留守的问题,也不存在空巢老

人无人赡养的问题,一家人其乐融融,享

受天伦之乐,下一代在父母身边,能够接

收到更多关爱和教育,有利于未来的农

村一代更加自由全面的成长,有利于乡

村的未来发展。 

4 结束语 

未来人民所能够拥有的购买力会变

得越来越强,随着因为经济基础差而被

压抑的人性中对美和自由的追求逐渐复

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追求越来

越渴望,人们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

也会越来越强烈,生态旅游这一块的市

场只会越来越大,但是,同时也对生态

环境提出的要求更高,就需要更好的建

设生态文明。所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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