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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经过 20 多年的持续推进袁野千万工程冶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袁需从政策演化尧实践演化

和主体演化三重视域进行观察遥 野千万工程冶的深化与乡村振兴具有多方位的关联效应袁着重体现

在其对产业兴旺的驱动效应尧对生态宜居的引领效应尧对乡风文明的联动效应尧对治理有效的提升

效应和对生活富裕的推进效应遥通过总结浙江围绕美丽乡村尧数字乡村尧共富乡村尧人文乡村尧善治乡

村这五种野千万工程冶乡村建设类型的实践经验袁发现野千万工程冶的普适经验在于学习运用好野千万

工程冶所蕴含的人居环境也是营商环境尧村庄既要建设又要运营尧公共品也可以转变为市场品尧公共

服务既要重视平等又要注重效率等发展理念袁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所蕴含的领导重视与群众参与

相结合尧规划先行与动态优化相结合尧示范引领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袁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

程冶所蕴含的党政领导尧数智赋能尧群众参与的推进机制曰同时袁要从系统观念出发袁在野和冶字上下功

夫袁更好体现乡村硬软环境之野和冶尧乡村多元主体之野和冶尧乡村治理方式之野和冶尧县域城乡关系之

野和冶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遥
关键词院野千万工程冶曰乡村全面振兴曰人居环境治理曰乡村运营

基金项目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专项课题野数字化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运行机理尧
创新实践与发展路径冶渊24ZJQN048YB冤遥

作者简介院黄祖辉袁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尧博士生导师曰傅琳琳渊通信作者冤袁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遥

野千村示范尧万村整治冶渊以下简称野千万工

程冶冤是习近平同志 2003 年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

时谋划尧部署尧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和乡村建设

工程遥二十多年来袁野千万工程冶的内涵不断丰富

和深化袁不仅造就了浙江万千美丽乡村袁而且造

福了万千农民群众袁成为既涵盖乡村人居环境各

个方面袁又与乡村产业发展尧乡风文明尧村庄治理

密切关联的乡村建设和发展工程袁在实践中取得

显著成效袁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了先行探索袁
提供了成功范例遥2023 年 12 月袁在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召开期间袁习近平总书记对野三农冶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袁强调要学习运用野千万工程冶蕴含的

发展理念尧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袁从农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袁找准乡村振兴的切入

点袁提高工作实效遥 2024 年中央野一号文件冶将学

习运用野千万工程冶经验列为野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冶的题首袁充分表明野千万工程冶在整个

农业农村工作和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性遥 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袁要运用野千万工程冶
经验袁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遥这进一

步表明袁学习运用野千万工程冶经验袁核心是学习

野千万工程冶蕴含的发展理念尧工作方法和推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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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袁目的是要为乡村全面振兴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袁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遥

全国层面学习野千万工程冶经验始于 2019
年遥2018 年 9 月 26 日袁浙江省野千万工程冶被联

合国授予野地球卫士奖冶袁2019 年中央野一号文

件冶提出要把浙江省野千万工程冶经验向全国推

广遥之后袁浙江省野千万工程冶经验开始向全国迅

速传播袁取得一定成效袁但在实践中袁仍存在学习

野千万工程冶经验重参观尧轻交流袁重表面尧轻深

化袁重照搬尧轻创新的现象遥 此外袁在对野千万工

程冶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方面袁也缺乏系统性和精

准性袁尤其是对野千万工程冶蕴含的发展理念尧工
作方法与推进机制的总结和提炼袁还有提升的

空间遥
基于此袁本文通过对野千万工程冶的内涵与意

义尧政策与制度尧经验与启示等相关文献的梳理

和述评袁首先从政策演化尧实践演化和主体演化

视域袁对浙江省野千万工程冶的发展阶段和内涵深

化作了系统阐述和特征提炼遥其次袁从野千万工

程冶建设美丽乡村尧数字乡村尧共富乡村尧人文乡

村尧善治乡村与和美乡村尧乡村全面振兴的关系袁
以及野千万工程冶对产业兴旺尧生态宜居尧乡风文

明尧治理有效尧生活富裕的推进效应袁揭示了野千
万工程冶与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及相互联系遥
再次袁从实践与案例的角度袁对野千万工程冶推
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尧具体做法和经验启示袁
进行了丰富的案例分析遥最后袁围绕学习运用好

野千万工程冶蕴含的经验及其普适性袁创新性地揭

示了野千万工程冶所蕴含的四种发展理念尧三种工

作方法和三种推进机制遥同时袁还从健全乡村全

面振兴长效机制或乡村振兴长效性的角度袁提出

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经验需要在野和冶字上下

功夫的相关建议遥
一尧相关文献述评

野千万工程冶的实践和发展历程袁实际上是领

导重视与基层实践相结合并不断创新的过程袁凝

结了诸多理论尧制度和实践经验遥 剖析野千万工

程冶内涵尧做法和经验袁并以此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袁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遥
学术界对野千万工程冶的深远作用和意义已

达成共识遥学者们普遍认为袁野千万工程冶是乡村

建设和发展的创新模式以及发展理念深刻变革

的实践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理论和实践

来源袁为解决城乡失衡等农村发展实际问题尧促
进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咱1-2暂曰学者们还从

土地尧资本尧劳动力尧技术尧组织等要素角度剖析

了野千万工程冶取得的积极成效咱3-6暂遥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野千万工程冶的初始任

务袁也是其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遥野千万工程冶最
初是针对农村环境野脏乱差冶问题而被提出的袁主
要是一项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咱7暂袁其制度供给与政

策创新始终以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尧提升农民幸

福感和获得感冶咱8暂为目标遥 野千万工程冶中的人居

环境整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袁其协同主体历经政

府主导尧政府引导农户参与尧农户主动参与三个

阶段的演变咱9暂袁其治理机制包括野党政合一冶的
科层治理尧野智治合一冶的精准治理尧野调动群众冶
的柔性治理尧野激励相容冶的市场治理咱10暂袁实现了

从人居环境整治单一治理到乡村综合治理野由点

及面冶的转变咱11暂袁探索出了一条在野政府要市场要
社会要农民冶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格局下的成功

实践咱12-13暂袁并逐渐由野建设人居冶向野经营人居冶
转变咱14暂遥

同时袁随着野千万工程冶的不断深化实施袁其
内涵变得丰富多元遥 伴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推

进袁野千万工程冶的内涵早已超越单纯的农村环境

整治的范畴袁向农村产业尧环境尧空间全领域拓

展咱4暂袁使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尧自然资

源转化尧产业融合发展尧乡村治理和民俗文化等

内容充实其中咱15暂遥总之袁野千万工程冶从起初的村

庄野脏乱差冶治理袁到而后的美丽乡村建设及和美

乡村建设袁野千万工程冶的内涵不断得到拓展袁目
标取向转向乡村生态尧经济尧文化的全面协调发



展咱16暂遥
此外袁野千万工程冶蕴含的发展理念尧工作方

法和推进机制值得不断总结凝练遥 学者们总结

的野千万工程冶发展理念包括人民至上尧民生为重

的共建共享理念袁生态优先尧产业为本的绿色转

化理念袁兼容并包尧与时俱进的开放创新理念袁区
域协同尧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理念袁政府主导尧社
会参与的多方协作理念袁干在实处尧走在前列的

政府执政理念袁品牌引领尧塑形铸魂的乡村运营

理念等咱16-18暂遥 不少学者提出野千万工程冶蕴含的主

要工作方法包括基层探索尧共建共享的激励工作

法袁实事求是尧因地制宜的调查工作法袁久久为

功尧持之以恒的战略工作法袁以城带乡尧以工补农

的反哺工作法等咱17袁19-20暂遥一些学者还认为袁野千万

工程冶值得参考的推进机制包括党建引领尧组织

优化的服务型袁上下联动尧压实推进的畅通型袁规
划先行尧有序推进的稳健型袁统筹协调尧系统推进

的联动型袁责任到位尧奖惩分明的考评型等推进

机制咱21暂遥
总之袁学术界在野千万工程冶的作用和意义上

已达成共识袁现有对野千万工程冶的内涵意义尧经
验启示等方面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遥然而袁从国

家对学习运用野千万工程冶蕴含经验的重视程度

及各地实践发展的需求来看袁当前研究仍有较大

的拓展空间遥 一是学理性还不足遥 已有研究大多

为总结性尧观点性尧评论性文章袁理论性转化还较

少遥对于野千万工程冶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

践所蕴含的理念尧方法尧机制的揭示和总结袁还缺

乏内生的视角遥对实践案例的总结袁还缺乏与理

论的结合遥 二是系统性还不足遥 已有研究尽管对

野千万工程冶的经验启示作了多方面的总结提炼袁
但对这些经验之间的实践逻辑尧层次结构缺乏探

讨袁特别是在乡村全面振兴和野和美乡村冶建设背

景下袁如何以野千万工程冶蕴含的内生性经验有

力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袁还需进一步深化研

究遥 三是动态性还不足遥 不少地区乡村建设的重

点已从人居环境建设向建设与治理尧建设与产

业尧建设与文化相结合转变袁进而与乡村全面振

兴相结合扩展遥在此情况下袁如何从动态发展的

视角袁进一步把握野千万工程冶的科学内涵袁揭示

其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逻辑和机理袁并上升到

政策层面袁需要予以强化遥因此袁有必要在演化视

域下观察野千万工程冶的发展阶段与内涵深化袁深
入揭示野千万工程冶与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和相

互联系袁系统总结野千万工程冶推进乡村振兴的浙

江实践袁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所蕴含的内生性

经验并揭示其普适性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的全面

振兴遥
二尧演化视域下野千万工程冶的发展阶段与

内涵深化

经过 20 多年的持续推进袁野千万工程冶的内

涵不断丰富和深化袁已成为既涵盖乡村人居环境

和生态宜居袁又与乡村产业发展尧乡风文明尧乡村

治理密切关联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袁取得显著成

效袁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了先行探索袁提供了

成功范例遥野千万工程冶的发展阶段和内涵深化袁
可以从政策演化尧实践演化和主体演化三个视域

进行观察遥
渊一冤政策演化视域的野千万工程冶发展阶段

与主要特征

20 多年来袁野千万工程冶聚焦目标尧突出重

点尧持续用力袁形成并出台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袁
以政策供给有用尧政策执行有力尧政策保障有效

三位一体袁合力为野千万工程冶的推进提供了坚实

的政策保障遥 在政府政策强有力的支撑和推进

下袁野千万工程冶不断深化和递进袁从政府主导的

引领阶段袁走向政府引导与主体参与相结合的提

升阶段袁再到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升级发展阶

段遥相应地袁浙江省野千万工程冶的乡村表现经历

了从野千村示范尧万村整治冶到野千村精品尧万村美

丽冶袁再到野千村引领尧万村振兴尧全域共富尧城乡

和美冶的迭代演化遥乡村发展的重点也由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冶向野美丽乡村与美丽乡村升级版冶袁



再向野新时代美丽乡村与和美乡村冶迭代升级遥可
见袁野千万工程冶的与时俱进袁也是万千美丽乡村

的野进冶袁更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尧一
并推进的新探索遥

渊二冤实践演化视域的野千万工程冶内涵深化

野千万工程冶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工程袁是实

实在在可触可及可感的惠民工程尧民心工程和共

富工程袁是乡村的建设工程袁同时也是乡村的治

理工程咱22暂袁具有野切口不大冶但内涵深刻尧涉及面

广的特征遥野千万工程冶不仅改变了乡村的人居环

境袁而且改变了乡村的发展理念尧营商环境尧产业

层次尧公共体系尧治理方式和城乡关系遥实践演化

视域的野千万工程冶内涵深化袁可以进一步从村庄

类型和人居环境两个视角切入观察遥
从村庄类型的视角看袁以野千万工程冶建设为

对象袁浙江省总体上经历了从温饱需求向小康需

求的演变和迭代升级遥同时袁也实现了从新农村

建设向美丽乡村建设的演进袁体现了野美丽乡村+
数字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冶的和

美乡村建设演进过程遥从野千万工程冶对乡村产业

振兴尧人才振兴尧文化振兴尧生态振兴尧组织振兴

的关联效应看袁其对乡村的公共服务尧产业发展尧
农民收入等方面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效应袁使野千
万工程冶成为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性工程遥

从人居环境的视角看袁作为野千万工程冶的核

心任务袁人居环境的改善是其对乡村带来的最

直接尧最显性的变化遥图 1 展示了野千万工程冶从
野整治冶到野整治提升冶再到野综合性治理冶的演化

过程袁体现了野千万工程冶由点到面尧由低到高尧由
易到难尧由村到域尧由净到美的转变遥一是野千万

工程冶以全域推进布局优化尧道路硬化尧路灯亮

化尧四旁绿化尧河道净化尧卫生洁化尧住宅美化尧服
务强化野八化整治冶袁实现野三大革命冶到野三大行

动冶迭代袁牵引带动面上整治提升袁引领农村人居

环境从整洁美迈向生态美遥二是把浙江乡村作

为一个大花园来打造袁以县尧乡尧村尧户野四级联

动冶推进美丽乡村先进县示范县尧示范乡镇尧风景

线尧特色精品村尧美丽庭院野五美联创冶袁引领农村

图 1 实践演化视域下人居环境视角的野千万工程冶内涵深化

人居环境整治
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

人居环境

综合性治理

三大革命院垃圾革命尧污水革命尧厕所革命

三大行动院农房改造尧管线序化和村道提升
整洁美

局部美

风景美

环境美

建设美

生态美

全域美

风尚美

发展美

生活美

四级联动

五美联创

野物的美丽冶+野人的美丽冶
文明新风尧乡土文化尧乡村善治

美丽经济野四张牌冶院生态牌尧乡愁牌尧田园牌尧民俗牌

借美建设景区村庄尧借势培育乡村新型业态尧借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城乡基础设施同规同网尧互联互通

城乡公共服务同质同标尧共建共享



人居环境从局部美迈向全域美遥 三是坚持野物的

美丽冶与野人的美丽冶一起抓袁塑造文明新风袁传
承乡土文化袁推进乡村善治袁引领农村人居环境

从风景美迈向风尚美遥 四是打响生态牌尧乡愁

牌尧田园牌尧民俗牌袁借美建设景区村庄尧借势培

育乡村新型业态尧借力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袁引领

农村人居环境从环境美迈向发展美遥五是聚焦农

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袁提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袁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袁引领农村人居

环境从建设美迈向生活美遥
渊三冤主体演化视域的野千万工程冶内涵深化

在野千万工程冶实施过程中袁政府通过制度嵌

入尧组织嵌入尧项目嵌入和人才嵌入袁实现自上而

下的结构性嵌入袁乡村则经由自下而上的过程性

吸纳袁实现过程有机更新尧机制循环运作尧主体持

续吸纳渊见图 2冤遥

在野千万工程冶政府主导的示范引领阶段袁立
足基础性尧补缺型的野强基固本冶袁主要以乡村人

居环境整治为中心的公共性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袁
在这一时期政府是主要投入主体袁村集体尧农户

是受益主体遥在野千万工程冶政府引导与主体参与

相结合的提升阶段袁乡村由野宜居冶向野宜业冶野宜
游冶发展袁特别是将发展尧运维等功能引入野千万

工程冶建设项目袁野千万工程冶的公共品属性渐渐

转化为市场品或准公共品属性袁呈现政府引导尧
农户积极参与尧村集体在其中也开始发挥越来

越重要作用的局面遥特别是政府野两进两回冶渊鼓
励科技进乡村尧资金进乡村袁青年回乡村尧能人回

乡村冤等政策的出台袁促使更多市场主体和社会

力量开始涌入乡村进行投资和运维遥在野千万工

程冶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升级阶段袁探索形成党

建引领下的政府出规则尧村集体出资源尧市场出

图 2 主体演化视域的野千万工程冶内涵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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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尧社会出服务尧野能人冶出智慧尧村民出力量的

乡村振兴共同体袁以多元主体协同运营袁实现乡

村的土地尧劳动力尧生态尧文化尧技术尧人才尧组织

等资源的优化组合和集成创新袁不仅推进了野千
万工程冶迭代升级袁而且有力有效推进了乡村的

全面振兴遥
三尧野千万工程冶与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及内

在关联

野千万工程冶提出的美丽乡村尧数字乡村尧共
富乡村尧人文乡村尧善治乡村建设是加快促进和

美乡村野八大关系之和冶的重要抓手袁与乡村振兴

的二十字方针具有较强的对应性袁对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效应尤为明显渊见图 3冤遥其中袁美丽乡

村建设以乡村生态振兴为核心袁助力乡村的生态

宜居曰共富乡村建设以乡村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

为依托袁助力乡村的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曰人文

乡村建设以乡村文化振兴为抓手袁助力乡村的乡

风文明曰善治乡村以乡村组织振兴为依托袁助力

乡村的治理有效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数字乡村

建设的意义袁数字乡村是以数字技术形成的新质

生产力为依托袁通过数字赋能产业振兴尧人才振

兴尧文化振兴尧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袁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遥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袁乡村的

数字化状况成为野千万工程冶建设乡村人居环境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遥同时袁乡村的数字化还对

乡村的产业振兴尧人才振兴尧文化振兴尧生态振

兴和组织振兴以及村庄的治理具有显著的赋能

效用袁对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和乡村全面

振兴均有明显的提升效应遥 如浙江省提出的野一
统三化九场景冶乡村全面振兴建设体系袁坚持党

建统领袁以人本化尧生态化尧数字化为价值导向袁
以构建未来邻里尧教育尧健康尧创业尧建筑尧交通尧低
碳尧服务和治理九大场景袁强化了数字技术赋能

乡村全面振兴的作用遥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五大

振兴袁加速产业融合发展袁提供人才培养契机袁促
进文化资源数字化袁夯实生态环境基础袁强化组

织保障能力袁加速了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遥野千万工程冶的深化与乡村振兴

具有多方位的关联效应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遥
渊一冤野千万工程冶对产业兴旺的驱动效应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遥改革开

放以来袁通过农业经营制度和农村产权制度的改

革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袁我国乡村产业得

到快速发展遥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袁2023 年袁全
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 198 534 亿元袁占国

图 3 野千万工程冶与和美乡村尧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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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5.34%淤遥 野千万工程冶的实

施与深化袁进一步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

机遇遥野千万工程冶促使乡村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

务不断改善袁为乡村资源生态优势和人文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创造了重要条件袁对产业

兴旺产生了较强的驱动效应遥 浙江省的实践表

明袁许多村集体拥有优良的自然生态和悠久的人

文生态袁通过实施野千万工程冶袁践行野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冶理念袁科学规划村庄发展袁盘活集体

资源资产袁引入职业经理人和社会资本袁通盘考

虑村庄建设和村庄运营袁将生态资源与市场需求

相结合袁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袁推动了产

业融合尧产村融合和城乡融合袁加快建设美丽乡

村袁发展美丽经济袁既因地制宜加快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袁又增强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和实

力遥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数据袁截至 2023 年

底袁浙江省已累计建成超 10 亿元农业全产业链

92 条曰全省野土特产冶数量 1 040 个袁带动近 600
万人员就业袁农民人均增收 2 000 元以上曰全省

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 791 亿元袁集体经济年收

入 30 万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 15 万元以上的行

政村占比达 94%袁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占比达 56%遥

渊二冤野千万工程冶对生态宜居的引领效应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遥乡村的生

态宜居袁不仅体现为自然生态环境的宜居性袁而
且体现为人居设施环境的宜居性和教育医疗等

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宜居性遥20 多年来袁野千万工

程冶对乡村带来最直接尧最明显的变化是人居设

施环境的改善遥以浙江省为例袁2023 年袁乡村道

路与通信网络已覆盖全省村庄袁基本实现山区

乡镇和 3A 级景区通三级路袁城乡公交一体化

率达85%以上袁5G 网络尧光纤资源实现重点行

政村全覆盖曰野污水横流冶现象不复存在袁野厕所

革命冶补齐农村发展短板袁垃圾分类集中处理已

普及袁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65%于遥 野千万工

程冶的实施与深化袁还从乡村公共服务方面提高

了生态宜居水平袁产生了引领效应遥 20 多年来袁
浙江省不少村集体的公共服务由过去的服务面

窄尧效率低的状态转变为服务面拓宽尧效率提高

的状态遥目前袁浙江省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

务取得显著成效袁出台全国首个叶数字乡村建设

规范曳省级地方标准袁通过乡村数字化互联网平

台的打造和相关制度的建构袁深化野浙江乡村大

脑 2.0+浙农系列应用+浙农码冶建设袁不少乡村

建立了共享公共服务的医共体尧教共体尧文体中

心尧养老中心等袁全省乡村数智生活馆 150 家袁大
大提高了村庄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效率尧共享水

平和服务能力遥
渊三冤野千万工程冶对乡风文明的联动效应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文化标志遥 精神生活

与物质生活共同构成人类生活的形态和质量遥
野千万工程冶所改变的人居生活环境袁不仅包含满

足物质生活的设施和环境袁而且包含丰富精神生

活的设施和环境袁如乡村文化礼堂和网络平台的

建设等遥野千万工程冶的实施与深化对乡风文明具

有明显的联动效应遥一方面袁通过弘扬主旋律尧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袁使广大村民的向心力尧凝聚力

和积极性都得到了明显增强曰另一方面袁野千万

工程冶对乡村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普及袁为广大村

民的文化活动提供了便捷的空间场所和网络载

体袁不仅大大繁荣了乡村文化活动袁丰富了村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袁而且使乡村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渊如红色文化尧农耕文化尧民俗文化等冤袁得
到了场景化的展示袁彰显了在乡村深植文化根脉尧
促进文化互鉴尧体现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和价

值遥 截至 2023年袁浙江省已建成历史文化渊传统冤
村落 262 个袁和美乡村覆盖率为 25.5%盂遥

渊四冤野千万工程冶对治理有效的提升效应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遥我国乡

村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村庄袁正在朝着治理有效的

淤参见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2/content_699
5252.html遥
于盂参见叶2023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曳遥



淤于榆参见叶2023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曳遥
盂参见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曳遥

善治乡村升级提档遥野千万工程冶的实施与深化袁
促进了乡村各类公共事务的发展和城乡要素的

流动袁从制度层面对提高村庄治理水平和能力提

出了新要求遥在实践中袁许多村集体有效运用自

治尧法治尧德治多种类型的治理手段袁对村集体尧
村社区进行有效治理袁成功探索和实践了许多具

有创新性的乡村治理方式遥如袁将自治和德治相

结合袁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

性曰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袁实现刚柔相济尧张弛有

度的治理格局遥又如袁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袁使治

理更具针对性和精准性曰在治理中引入市场机

制袁既降低治理成本袁又激活相关主体的内生动

力等袁实现了乡村多种制度合理安排袁治理水平尧
治理能力不断升级提档遥截至 2023 年袁浙江省

累计建成省级善治渊示范冤村 10 530 个尧清廉村

居 13 972 个淤遥
渊五冤野千万工程冶对生活富裕的推进效应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遥 生活富裕

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袁而且体现在教育尧医疗尧文
化尧人居环境尧基础设施等方面遥野千万工程冶推动

了乡村产业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袁不仅明显提高

了村集体经济的收入袁还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

了多种类型就地就近就业和增收的机会遥 以浙

江为例袁2023 年袁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已缩

小为 1.86袁连续 11 年呈缩小态势曰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40 311元曰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突破 2 万元大关于袁接近全国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渊21 691 元冤水平盂遥同时袁野千万工程冶
对促进生活富裕最明显的推动效应袁还体现在从

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袁显著

改善了乡村的公共服务袁进而大大缩小了城乡在

这些方面的差距遥更重要的是袁由野千万工程冶实
现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和人居环境的改善袁对
于每个村集体及其村民均具有共建性尧普惠性和

共享性的特点袁这恰恰是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标

志遥截至 2023 年袁浙江省农村一尧二级幼儿园在

园幼儿占比 80.9%袁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覆盖所有

农村学校袁组建县域医共体 165 家榆袁充分显示了

野千万工程冶对乡村共同富裕全方位的推进效应遥
四尧野千万工程冶推进乡村振兴的浙江实践经

验与案例分析

浙江省各地结合资源禀赋尧文化基因和传承

发展袁因地制宜深化新时代野千万工程冶建设袁探
索出了一批各具特色尧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经验

和案例遥实践证明袁野千万工程冶具有时间尧内容尧
成效的三重演化性袁其创新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

性是多重机制耦合作用下的既定结果袁野千万工

程冶的优良因子在选择尧模仿和试错学习过程中

得以保留和深化遥 本文通过在浙江实地调研中

获取的翔实资料袁围绕美丽乡村尧数字乡村尧共富

乡村尧人文乡村尧善治乡村这五种野千万工程冶乡
村建设类型渊见表 1袁下页冤袁给出可供全国参考

和借鉴的乡村振兴发展实例袁并解析其对其他地

区发展的启示遥
渊一冤类型一院美丽乡村引领的厚植生态绿色发展

该类型秉持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发

展理念袁致力于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

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袁厚植绿水青山的生

态底色袁以野千万工程冶为载体美化人居环境袁并
尝试将野生态资源冶转化为野生态资本冶尧野生态优

势冶转化为野经济优势冶袁打通野两山冶转化之路袁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实现美丽生态尧美丽经济尧
美好生活有机融合遥

1.野妙山妙水妙境冶的妙山村

案例简介院湖州市吴兴区妙山村是西塞山

旅游度假区的核心区域袁利用野保护生态尧招好项

目尧盘活资产尧搞好服务冶四条妙计袁以野妙山尧妙
水尧妙境冶为主体袁打造集生态度假尧文化体验尧艺
术田园尧休闲运动于一体的长三角乡村会客厅袁



类型一院美丽乡村引领

的厚植生态绿色发展

类型二院数字乡村引

领的城乡一体服务

智享

类型三院共富乡村

引领的强村富民

产业经营

类型四院人文乡村

引领的韵味彰显

文化兴村

类型五院善治乡村

引领的党建统领

四治融合

指导理论 野两山冶理念 数字技术扩散理论 共同富裕理论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理论
社会治理理论

价值核心 人居环境美化乡村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 强村富民富裕乡村 文化传承复兴乡村 社会治理稳定乡村

关键领域

强化美丽经济转化袁
增添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的亮色

强化公共服务便

民袁提升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的成色

强化三产融合发

展袁打造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的特色

强化乡风文明建

设袁凸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的底色

强化乡村有效治

理袁稳固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的本色

五态融合 生态为基 物态为网 产态为血 文态为特 人态为魂

五大空间优化
建设美丽生态空间袁
守护乡村绿水青山

建设宜居生活空间袁
提升乡村生活品质

建设宜业生产空

间袁实现乡村产业

兴旺

建设包容文化空

间袁促进乡村文化

振兴

建设和谐社会空

间袁提高乡村治理

能力

典型案例 妙山村尧滕头村 五四村尧梅林村 下姜村尧指南村 新光村尧余东村
新时代野枫桥经验冶尧
野后陈经验冶

表 1 野千万工程冶推进五种类型乡村振兴发展的案例解析

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袁
成为浙江省持续推进野千万工程冶的一个缩影遥

主要做法院一是护绿十载坚守生态底色遥
野千万工程冶启动后袁全村实行野封山育林冶政策袁
变野砍树冶为野看树冶袁变野卖山头冶为野卖生态冶袁变
野卖竹木冶为野卖景观冶袁不乱伐一竹尧不乱毁一林尧
不乱挖一石袁实施茶园生态复绿行动袁保护霞幕

山原始林风貌袁4 665 亩省级公益林得到有效管

控袁森林覆盖率达 80%以上遥二是绣花功夫梳理

山水林田遥通过野微改造尧精提升冶行动袁盘活村内

老宅尧老水塘尧荒地尧废弃水厂等闲置存量用地袁
变三家废弃水厂为西塞美术馆尧5D 蝴蝶主题餐

厅和白酒博物馆袁变废旧养猪场为嘻嘻水上乐园袁
变破旧羊圈为老邓漫画美术馆遥 三是生态开发

撬动高价值转化遥深入推进野坡地村镇冶试点袁利
用原有山地地形袁实行三类垂直开发袁实现点状

布局尧生态开发尧集约发展袁引进长颈鹿庄园尧慧
心谷尧野界尧廿舍尧西塞山前木墅等高端酒店袁在
绿水青山中走出了生态富民的新路子遥 2022 年袁
妙山村接待游客 36.5 万人次袁旅游业收入达

1.1 亿元遥
启示与借鉴院妙山村野千万工程冶的成功实践

在于走出一条以美丽生态引育美丽项目尧以美丽

项目助推美丽经济尧以美丽经济反哺美丽生态的

振兴之路袁其实践将野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冶袁
推进整村生态产业化袁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增值尧
生态产品市场化和生态资源融合发展遥 其发展

为那些生态资源禀赋优良的村落走好野边保护边

开发冶的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借鉴袁特别是在此

过程中袁村庄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野后半

篇冶文章袁探索野赋权强村冶袁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

源袁用好野坡地村镇冶政策袁以此招引项目袁引入社

会资本袁值得各地学习借鉴遥
2.野乡村袁让城市更向往冶的滕头村

案例简介院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秉持和弘扬

野一犁耕到头尧创新永不休冶的滕头精神袁打造了

野乡村袁让城市更向往冶的生态乡村品牌袁荣膺联

合国全球生态 500 佳尧野上海世博会全球唯一入

选乡村冶等荣誉 70 多项袁成为野千万工程冶案例中

以绿色发展带富一方百姓的典型遥
主要做法院一是以生态理念规范发展遥成立

全国第一个村级环境保护委员会袁累计否决 50
多个经济效益好但有环境污染的项目曰制定相关

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袁综合采集村民野衣食住



行游冶绿色行为袁并建立个人尧企业尧滕头村碳减

排数字账本曰在滕头乡村振兴学院开设了生态环

保类课程袁组织志愿者团队定期开展环境整治尧
河道巡护等义务劳动袁引导村民选择绿色生活方

式遥 二是以生态产业促进发展遥 重点发展多领域

绿色低污染产业袁引领产业向生态农业尧观光旅

游尧园林绿化尧新能源新材料等七大领域绿色产

业发展袁创新构建奋斗致富尧联盟带富尧赋能促富

的野三位一体冶共富野滕头模式冶袁2023 年全村实

现社会生产总值 130 亿元遥三是以生态布局优

化发展遥建立美丽居住区尧生态旅游区尧未来康养

区三大板块协同推进制度袁打造景村合一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袁创新未来生态康养的滕头模式袁
打响绿色尧生态尧康养的滕头品牌遥

启示与借鉴院滕头村野千万工程冶的成功实践

在于坚持野生态立村尧以人为本冶袁依照野全程生

态尧全域生态尧全民生态冶的野大生态冶战略实现了

一个村庄的绿色中国梦袁通过践行野既要绿水青

山袁又要金山银山冶袁实施生态空间减占尧资源消

耗减量和污染物减排等行动袁实现产业生态化袁
促进了产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和谐统

一发展遥 滕头村的发展之路为经济发达村落改善

人居环境提供了参考袁更传达了人居环境也是营

商环境的理念袁特别是其注重生态组织的筹建尧
生态规范的完善尧生态理念的传达尧生态生活的

培养尧生态产业的招引尧生态布局的优化袁值得推

广和借鉴遥
渊二冤类型二院数字乡村引领的城乡一体服

务智享

该类型以数字技术扩散理论为支撑袁通过集

聚生产要素尧发挥驱动作用尧重构治理方式尧畅通

信息渠道尧更新发展路径袁催生了乡村变革新文

明袁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转型道路和发展

机遇遥野千万工程冶中数字乡村建设不仅带动了乡

村居民的数字消费袁促进了乡村产业的数字化发

展袁而且大大促进了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体系

的数字化尧乡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共建共

享尧村与村的联盟化发展袁乡村的公共服务设施

和服务能力大大提高袁加快缩小了城乡野数字鸿

沟冶袁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遥
1.野一图感知五四冶的五四村

案例简介院湖州市德清县五四村在野千万工

程冶推进中利用大数据构建乡村智治新模式袁以
野一图感知五四冶村里的生产尧生活尧生态变化袁建
成首座村级 5G 基站塔袁试行 5G 无人驾驶微公

交袁打造中国数字乡村第一村袁先后荣获全国绿

色小康村尧全国文明村镇尧国家美丽宜居示范村

等八项野国字号冶殊荣遥
主要做法院一是以数字强化乡村治理遥构建

覆盖乡村规划尧乡村经营尧乡村环境尧乡村服务尧
乡村治理五大领域的野数字乡村一张图冶数字生

活服务平台和治理决策中枢袁融合视频监控尧污
水监测等六大类 534 个感知设备袁实现乡村治

理的可视化尧数字化和智能化曰建成数字化乡村

模型袁直观呈现全村山水林田湖情况袁精准规划

产业项目落地尧土地整治尧村民建房管理等遥二是

以数字促产业融合遥 数字技术和乡村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袁建成野中国红冶玫瑰尧优质葡萄等多个

智能农业示范园基地袁创新打造野青年数字创客

空间冶袁开办国内首家民宿学院袁起草发布全国首

个叶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评定规范曳袁打造数字

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品遥 三是以数字优民

生服务遥聚焦村民野一生事冶袁重点围绕野一老一小

一困冶民生问题袁全力推进健康尧养老尧教育尧救助

等应用场景数字落地袁打造野无围墙养老院冶袁为
老人免费安装生命体征监护设备袁扎实推进野春
泥计划冶活动袁实现社会救助野一件事冶线上联办遥

启示与借鉴院五四村野千万工程冶的成功实践

在于将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作为深化

野千万工程冶的突破口袁促进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

的有效融合袁实现了乡村治理方式尧场景的多元

化袁提升了乡村服务效能袁逐步走出了一条以野数
字孪生袁赋能乡村冶的新路子遥同时袁五四村的发

展离不开村干部的准确把舵袁他们从实际出发科



学规划袁因地制宜找准发展方向袁提出野5G 先行袁
延伸数字经济冶野数据便民袁实现智慧共享冶野创客

进村袁破题乡村振兴冶等新理念袁调动村民参与数

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为其他地区开展

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借鉴模板遥
2.野村民是数字生活主角冶的梅林村

案例简介院杭州市萧山区梅林村以勇于开

拓的野四千冶野四抢冶野四敢冶精神袁在沙地上建起社

会主义新农村袁成为浙江野千万工程冶源起地遥
他们提出野村民是数字生活主角冶的创新理念袁
打造野美好生活中心冶袁成为浙江数字乡村建设样

板地遥
主要做法院一是优化数字治理遥围绕野6+8+

1+X冶体系渊即六大功能模块尧八大场景导航栏尧
1个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和 X个数字场景冤袁构
建野镇尧村尧户冶三级一体化的野沥家园冶数字基层

治理体系袁深化政府服务野一网通办冶尧城乡治理

野一网统管冶尧社会民生野一网共治冶袁实现野三网融

合冶整体智治遥二是优化数字服务遥野沥家园冶服务

端已上线 野家头条冶野公益+冶野邻里帮冶野文 E 家冶
等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的数字化服务袁实现高龄

津贴尧智慧养老野安居守护冶尧幸福食堂渊智慧餐

台冤尧企业退休住院关怀尧退休野零冶跑尧慢病管

理尧居民健康画像等服务类型的场景落地遥三是

丰富数字生活遥打造多元且全面的未来智慧生活袁
引入智慧鲜市尧无人便利店尧无人健身房尧无人书

店等业态袁以数字文化馆分馆尧美丽乡村形象

有声墙尧数字图书馆等推动数字文旅建设遥 四

是发展数字产业遥建设未来工厂袁打造水稻产业

数智化种植示范尧纸包装行业数字管控平台及数

智营销系统遥
启示与借鉴院梅林村野千万工程冶的成功实践

在于作为野千万工程冶缘起地的不断推陈出新袁在
数字乡村建设中遵循野一体化尧大集成尧可复制冶
的理念袁聚焦数字基建尧数字服务尧数字生活尧数
字产业尧数字治理野五大集成冶来做实数字场景袁
让村民共享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成果遥 其在

过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是院始终聚焦百姓诉求和

高频事项袁不搞数字形象工程袁特别加强对水尧
电尧气尧社保尧医疗尧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数字化集

成袁不断深化数字体验袁从而以数字产业转变生

产方式袁以数字服务转变生活方式袁以低碳发展

转变生态方式遥
渊三冤类型三院共富乡村引领的强村富民

产业经营

该类型以共同富裕理论为指导袁在野千万工

程冶推进中注重发展性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袁壮大

乡村富民产业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袁优化利

益联结袁盘活各方资源袁推动抱团发展袁实现村集

体经济增效和村民增收齐头并进遥同时袁积极践

行野经营乡村冶理念袁发展野强村公司冶袁探索投尧
建尧管尧运一体化管理新机制袁通过村企合作尧股
份众筹等多种方式袁打造投资主体多元尧运营团

队专业尧利益联结紧密的村庄经营新模式遥
1.野先富帮后富袁区域共同富冶的下姜村

案例简介院在野千万工程冶建设过程中袁下姜

村村民靠着吃野生态饭冶野旅游饭冶在当地率先富

了起来遥 2019 年 6 月袁淳安县以下姜村为示范引

领袁联合周边 24 个村成立野大下姜冶乡村振兴联

合体袁走出了一条野心往一处想尧劲往一处使袁先富

帮后富尧区域共同富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遥 2022
年 11 月袁原野大下姜冶25 个村辐射至 63 个村袁共
覆盖 5.9 万人口袁其经验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

型案例遥
主要做法院一是以建机制凝聚联建合力遥构

建野联合党委+理事会+强村富民公司冶组织架构

和野党委统筹+乡镇负责+部门支持+村社落实+
企业参与+百姓受益冶工作体系袁常态化开展发

展带头人尧新风示范人尧和谐引领人尧群众贴心人

野四种人冶标兵选树袁积极招引人才袁累计吸引

416 名能人和青年返乡遥二是以聚要素拓宽共富

路径遥建立野政府有为尧市场有效冶联动体系袁推行

野理事会+企业+村集体+农户冶合作袁发展培训尧
乡村旅游尧农林尧文创四大产业袁联合注册下姜尧



下姜红尧下姜甜等商标袁举办野书记进城卖山货冶
等活动袁抱团开拓市场曰开展野我们一起富冶行动袁
分享土地加盟尧分种包销尧入股联营等野带富十

法冶袁建立野大下姜共富基金冶遥 2023 年袁大下姜核

心区 25 个村旅游人次尧旅游收入尧过夜游客人次

分别为 87.45万人次尧1.25亿元尧10.79万人次遥三

是以强配套推动民生优享遥建成共享水厂袁打
通野断头冶公路袁建成 5G 远程智慧医疗系统袁开
通野巡回医疗车冶袁建立野邻里守望互助冶机制遥
基础养老金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尧特困人员生活

补助分别增长 20%尧32%和 53%遥
启示与借鉴院下姜村野千万工程冶的成功实践

在于在发展致富过程中时刻防止贫富差距持续

拉大袁形成野不让一个人掉队冶的共享发展认同和

野先富帮后富冶的野共同体冶意识袁并将野一村之变冶
逐步发展为野一域之变冶袁通过资源整合尧产业链

接袁打造野共富联盟冶袁开辟出一条以下姜村为龙

头尧多村统筹协作袁以野党建强冶带动野产业兴冶尧实
现野共同富冶的乡村振兴新路遥该联合体从单打独

斗到抱团发展袁其模式已在淳安县复制推广袁野先
富帮后富尧区域共同富冶的共同体理念已深深地

嵌入当地山村发展中袁其创新推出的资源尧产业

有机整合以及民生服务统一优化模式袁为全国各

地山区县联动发展提供了参考遥
2.野以商招商袁乡村运营冶的指南村

案例简介院指南村位于杭州市临安区袁该区

在野千万工程冶基础上开展乡村运营探索袁截至

2022 年底袁全区共有 26 个市场化运营团队进驻

31 个村落开展运营袁实现旅游收入 7.4 亿元袁村
民收入增加 2 950 万元袁村集体收入增加 9 919
万元遥其中袁指南村招引乡村运营师袁与太湖源生

态旅游公司合作袁推进资源尧客源共享袁深化实体

化尧专业化乡村运营机制袁持续擦亮野红叶指南冶
金名片袁真正带领指南村实现了由野一季旺冶向
野旺四季冶的蜕变袁盘活了整个指南村遥

主要做法院一是招引运营师开展商业运营遥
公开招引运营团队进驻村落开展整村运营袁以市

场方式和手段整合乡村资源袁以企业经营方式来

运作袁开展资源调查尧主题策划尧招引投资尧业态

打造等袁同时创新利益绑定机制袁引导村民参与

到乡村运营中袁提升自我管理尧自我服务能力遥二
是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遥 指南村运营主体统

一规划设计旅游项目和精品线路袁挖掘野指南十

八碗冶和野指南太平灯冶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袁以
及古姓尧古树尧古塘尧古宅尧古墓尧古井尧古道野七
古冶文化袁导入系列沉浸式旅游体验项目袁推陈出

新特色美食袁丰富指南村的旅游业态遥2022 年袁
指南村累计接待游客超 60 万人次袁旅游总收入

达 6 400 余万元遥 三是充分整合全域农旅资源遥
将整个区域视作一个大的旅游产品袁盘活优质

农旅资源袁构建以指南村为核心的大太湖源集群

化旅游生态袁探索野镇村联营冶和野景村联营冶路
径袁为景区做野捆绑式冶引流袁推动镇域民宿集群

野太湖源山居冶客源共享袁带动周边民宿和农家乐

经济同步发展遥
启示与借鉴院指南村野千万工程冶的成功实践

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对构成乡村物理空间和乡村

各种功能载体的产业资源尧文化资源尧旅游资源

等进行重组运营袁实现了经济价值尧文化价值和

生态价值的最大化袁引入的乡村运营师用野沉浸

式冶加法尧野捆绑式冶营销尧野保姆式冶服务袁一笔一

划将指南村打造成野四季网红冶共富村遥此外袁其
招引运营团队注重市场化运行尧推行整村联动袁
因地制宜以商招商尧构建运行机制尧实现互利

共赢目标等乡村运营的经验为其他地区提供了

借鉴遥
渊四冤类型四院人文乡村引领的韵味彰显文

化兴村

该类型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理

论为依托袁注重乡村文化全面复兴所产生的多重

价值与乡村振兴战略多重目标之间的耦合发展袁
通过深挖特色文化内涵袁保护历史文化村落袁传
承乡土人文精神袁延续优秀农耕文化袁建立和优

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尧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尧现



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文化治理体系袁实现物质

与精神共富遥
1.野古建活化冶的新光村

案例简介院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新光村在

野千万工程冶人居环境整治中袁立足古建筑优势袁
以创客为中心深度开发野旅游+物联网农业+创
客冶的浦江模式袁先后获评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尧全
国生态文化村落尧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尧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尧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等

荣誉称号袁2023 年游客达 80 万人次袁旅游收入

达 1 500 万元遥
主要做法院一是整治环境袁挖掘古建筑新潜

力遥以野五水共治冶和野三改一拆冶为契机袁依托历

史文化村落保护和开发袁彻底整治水晶行业袁治
理污水问题遥同时袁新光村纳入浙江省第二批历

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袁修缮 80 余间老房

子袁重点对诒穀堂尧双井房尧甘九间里等古建筑依

照野修旧如旧冶标准修缮遥二是引入青年创客袁焕
发古村新气象遥引进创客入驻袁利用这些古建筑

打造古色古香的野廿玖间里冶创客基地袁引入音乐

酒吧尧乡村咖啡尧花艺布舍尧非遗美食等业态袁营
造非商业化旅游环境曰搭建野线上线下体验化冶物
联网平台袁通过直播带货尧新媒体宣传等多种方

式打响新光村文旅品牌遥三是紧盯项目袁合作谋

划新增长遥贯彻全域旅游发展理念袁严格执行项

目推进机制袁打造下湾乡村度假酒店尧新光临水

商业街尧新光农业科技园尧农家乐民宿集聚区等

项目袁目前共有民宿 12 家尧农家乐 25 家袁年营业

额达 860 万元遥
启示与借鉴院新光村野千万工程冶的成功实践

在于通过野千万工程冶走出了一条野百年古村+青
年创客冶的古建非遗活态化保护之路遥该村在人

文乡村建设中通过修缮和整治建筑风貌尧改造更

新建筑功能尧植入多元业态袁提升古建筑利用效

益袁形成野以用促保冶野融陈拓新冶的建设模式袁实
现了社会效益尧经济效益和文化生态效益的统

一遥在此过程中袁其对古建筑的保护性开发袁形成

的政府出台政策目标尧青年创客链接资源尧企业

落地运营尧创客创新业态尧回乡青年创业尧农民从

事生产尧家庭开展运营的野共创尧共生尧共享尧共
融冶模式袁为其他地方古村落的开发提供了具有

高度可复制性尧可推广性的经验样本遥
2.野艺术乡建冶的余东村

案例简介院衢州市柯城区余东村乘着野千万

工程冶的东风袁做精农民画赋能乡村建设的文章袁
成为国内首个文化艺术和美丽乡村结合的示范

村袁荣获中国十大美丽乡村尧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尧
全国文明村尧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等称号遥

主要做法院一是打造品牌袁提升艺术乡村境

界遥建成中国乡村美术馆袁成立农民画专业委员

会袁设立研学基地袁主动参与各类全国性赛事活

动袁打响野中国第一农民画村冶的品牌曰开发余东

吉祥物和表情包袁与著名动漫形象功夫鸡合作袁
打造公鸡文化符号遥二是推动转变袁做强文化特

色产业遥推动形成野农民画+文创+旅游+研学冶的
新型文化产业链袁实现农民画从卖画到卖文创尧
卖版权尧卖风景尧卖旅游的野四个转变冶袁合作开发

农民画文创产品 80 多种袁成功将农民画丝巾产

品打入高端纺织品市场遥三是重塑场景袁打造共

建共享乡村遥以一幅画为核心袁通过造产业尧造场

景尧造邻里袁激活野共赏尧共建尧共享尧共治尧共富冶
的美丽画村袁大力推进产业联盟袁成立野一米菜

园冶联盟尧野十大碗冶联盟曰通过乡村音乐会尧野十大

碗冶比拼尧乡村旗袍秀尧乡村书法赛等活动袁打造

邻里生活场景遥
启示与借鉴院余东村野千万工程冶的成功实践

在于坚持以人为本袁共享现代文明袁做精农民画

赋能乡村建设的文章袁村民从种庄稼赚钱到用艺

术品创收袁实现了人生的角色转变袁走出了从野一
幅画冶到实现物质富裕尧精神富有的艺术振兴乡

村之路遥其实践形成看得到文化尧留得住乡愁尧引
得进人才尧带得动致富的良性循环袁再次验证有

了富足的精神生活袁才有人的全面发展遥作为文

化艺术与乡村建设结合的典范袁其经验值得借



淤野县乡一体尧条抓块统冶改革是一项以党建为统领尧基
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尧赋能乡镇为核心内容尧重塑县乡

管理体制和基层治理体系为发力点的重大集成改革袁是
数字化改革在基层的综合性探索与实践遥参见 https://zj.zjol.
com.cn/news.html?from_id=1756649&id=1756559&ivk_sa=
1024320u遥
于根据叶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曳袁野141 基层治理体

系冶指野一中心尧四平台尧一网格冶袁其中袁野一中心冶指县级

社会治理中心袁野四平台冶指乡镇渊街道冤综合治理平台尧多
元共治平台尧便民服务平台尧智慧执法平台袁野一网格冶指
村社全科网格遥

鉴尧推广遥
渊五冤类型五院善治乡村引领的党建统领

四治融合

该类型在野千万工程冶中充分体现农村社区

公共事务与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党政领导和群众

参与的相互协同尧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功能互

补尧他治与自治的合理匹配尧法治与德治的相互

融合尧科技与治理的有效结合的乡村多种手段治

理遥创新推动野县乡一体尧条抓块统冶改革淤和野141
基层治理体系冶于渊野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冶冤在乡

村落地袁形成诸如诸暨新时代野枫桥经验冶尧武义

野后陈经验冶尧宁海野小微权力清单冶尧象山野村民说

事冶尧东阳花园村野村规民约冶尧龙游野村情通冶尧仙
居野三绿治理冶尧安吉野五个所有冶等善治乡村治理

模式遥
1.新时代野枫桥经验冶
经验介绍院20 世纪 60 年代初袁浙江省诸暨

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野依靠群众就地化解

矛盾冶的野枫桥经验冶遥 该经验的主要做法是院发
动和依靠群众袁坚持矛盾不上交袁就地解决遥最

突出的特点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袁最大限度把矛

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遥进入新时代袁野枫桥经

验冶得到不断深化和完善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野枫桥经验冶作出重要指示袁
指出其核心要义始终是野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袁在党的领导下袁充分发动群众尧组织群众尧依
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袁做到耶小事不出村尧
大事不出镇尧矛盾不上交爷冶咱23暂遥作为野枫桥经验冶
发源地之一的枫桥镇枫源村袁已连续 18 年实现

野群众零上访尧干部零违纪尧百姓零刑事尧村民零

邪教冶遥 野零上访冶不是说村里没有事儿袁而是不等

到村民上访袁村干部就先上门袁把该解决的问题

尽快解决好袁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

理的野主心骨冶袁深化野网格化管理尧组团式服务冶袁
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基层工作中袁确保问题

隐患及时发现尧及时处置袁绝大部分纠纷在乡镇

以下解决遥

启示与借鉴院新时代野枫桥经验冶的主要价值

在于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尧实践性和理论性尧价
值观和方法论尧本土化和全球化的有机统一袁在野千
万工程冶实践中不断优化完善袁指引全国各地在

开展社会治理中实行野五个坚持冶袁即坚持党建引

领尧坚持人民主体尧坚持野三治融合冶尧坚持野四防

并举冶渊人防尧物防尧技防尧心防冤尧坚持共建共享遥
2.野后陈经验冶
经验介绍院在野千万工程冶建设初期袁金华市

武义县后陈村因为村务不公开尧财务管理混乱袁
干群矛盾激化袁群众上访不断遥2004 年 6 月袁后
陈村表决通过村务管理制度和村务监督制度袁选
举产生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袁逐渐探索出野权
力受约束尧村务全公开尧群众好监督尧自我能纠

偏冶的村庄治理经验遥2005 年 6 月袁习近平同志

在后陈村调研时指出袁野后陈经验冶是很有意义

的探索遥 2010 年袁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曳吸纳了后

陈村的创新做法袁明确规定院野村应当建立村务监

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冶遥自此袁
野后陈经验冶从一项野治村之计冶上升为野治国之

策冶遥到 2022 年底袁后陈村集体收入增长了40 多

倍袁还创造了村干部野零违纪冶尧村民野零上访冶尧工
程项目野零投诉冶尧不合规支出野零入账冶的野四零冶
纪录遥 野后陈经验冶始终紧扣野党建引领冶这一核

心袁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曰始终把牢野全过程监

督冶这一主线袁持续织密基层监督体系曰始终践行



图 4 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蕴含经验的重点路径

四种创新理念

人居环境

村庄建设

营商环境

村庄运营

公共品 市场品

注重公平 注重效率

三种工作方法

领导重视与群众参与相结合 规划先行与动态优化相结合 示范引领与整体推进相结合

党政领导 三个推进机制

数智赋能

群众参与

四对关系之和

人居软硬环境之野和冶 乡村多元主体之野和冶 乡村治理方式之野和冶 县域城乡关系之野和冶

野全过程人民民主冶这一根本袁持续激发基层治理

活力遥 截至 2023年底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已在

全国 69 万多个行政村落地生根遥
启示与借鉴院在野千万工程冶进入运营时代

后袁如何协调各方关系尧实现村务公开尧保障村民

利益袁显得尤为重要遥野后陈经验冶通过发挥群众

的能动性来管住村里的人尧财尧事袁实现野村官村

民选尧村策村民定尧村务村民理尧村事村民管冶袁有
力推动了基层民主选举尧民主协商尧民主决策尧民
主管理尧民主监督一体融合发展袁是全过程人民

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遥
五尧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蕴含的内生经验

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经验袁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袁关键还是要深刻领会野千万工程冶
的科学内涵袁并且从自身实际和特点出发袁借鉴

典型案例和经验袁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所蕴含

的发展理念尧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遥同时袁要从系

统观念出发袁在野和冶字上下功夫袁推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发展袁找到适合自身实际的乡村全面振

兴路径遥
渊一冤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所蕴含的发展

理念

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经验袁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袁首先要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所蕴含

的发展理念遥这些发展理念不仅体现为党和政

府倡导的发展理念袁如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袁民生为重尧干在实处的务实理

念袁城乡统筹尧融合发展的协同理念袁生态优先尧
绿色发展的野两山冶理念袁政府主导尧多元主体参

与的建设理念以及野一张蓝图绘到底袁一任接着

一任干袁久久为功冶的敬业理念等袁而且还体现在

野千万工程冶在实践中所蕴含和内生的发展理念袁
主要体现为四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发展理念渊见
图 4冤遥

一是人居环境也是营商环境的理念遥这一

理念拓宽和深化了对传统营商环境含义的认知袁
也就是说袁营商环境不仅包括相关制度与政策环



境袁而且包含所在区域的人居环境遥野千万工程冶
既改变了乡村人居环境袁又改变了乡村营商环

境遥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和改善袁对于乡村的产

业融合和多功能发展袁尤其是对于以村庄为重要

载体的乡村休闲产业的发展袁具有显著的正向效

应袁比如妙山村尧滕头村的实践案例就是这一理

念的深刻体现遥 这就启示其他地区在发展乡村

产业的起步阶段袁可以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袁优
先改善人居环境袁以宜居促宜业袁带动业态的招

引袁打造野人居垣营商冶双优环境遥
二是村庄既要建设又要运营的理念遥该理

念形成与野人居环境也是营商环境冶的理念具有

关联性袁没有营商环境新理念袁不可能形成运营

村庄的理念遥事实上袁村庄如果只是满足于建设袁
而不注重运维和经营袁不仅村庄的美丽性状难以

持续袁而且村庄优良的自然生态和悠久的人文生

态优势也难以得到转化和实现遥许多村庄的实

践表明袁只有树立了运营村庄的理念袁将村庄建

设融入发展功能袁才能使美丽乡村蝶变成城市居

民美好生活的所在地袁成为带动乡村发展和农民

增收的美丽经济遥目前袁一些地区已经涌现一些

值得推广的乡村运营模式袁如浙江的野村两委+
乡村 CEO冶运营模式尧四川崇州的野集体经济组

织+驻村经济专员/合伙人冶运营模式等遥
三是公共品也可以转变为市场品的理念遥

这一理念的形成在于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袁
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遥发挥市场机制对野千
万工程冶的推进作用袁关键在于探寻与野千万工

程冶密切相关的乡村社区公共品袁将村庄道路尧厕
所尧垃圾分类尧公共文化等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

转变为市场品或准公共品袁以调动企业和社会力

量参与野千万工程冶的积极性遥这种探索在实践中

已取得较好成效袁从实践的典型案例可以进一步

概括袁其主要的路径包括院通过政府或集体购

买公共服务的路径曰通过产权转让改变公共品

属性的路径曰通过赋权公共品关联性发展功能

的路径遥

四是公共服务既要重视平等又要注重效率

的理念遥 我国目前既存在城乡公共保障的不平等

性袁又存在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不高的问题遥
解决这一问题袁不仅要破解城乡二元的公共保障

制度袁实现城乡公共保障的平等性袁而且要适应

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下乡村空间布局和公共服务

优化的需要袁提高乡村公共服务的效率遥这意味

着袁在野千万工程冶和乡村建设过程中袁要注重乡

村人口与村庄布局的空间优化袁这不是对乡村

进行大拆大建袁而是要在农民权益不受损尧农村

生态不受损的前提下袁优化乡村空间袁提高乡村

资源利用效率袁提升野千万工程冶和公共服务的效

率袁以增进广大农村居民的公共福利袁如五四村

利用野数字乡村一张图冶的平台袁实现了村庄公共

空间的精准布局和公共服务的高效供给遥
渊二冤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的工作方法

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经验袁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袁要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的工作方

法遥发展理念决定工作方法袁工作方法是发展理

念的展现和落地袁两者之间具有相通性遥野千万

工程冶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工作方

法或推进方法袁概括起来袁有三种工作方法值得

学习和借鉴渊见图 4冤遥
一是领导重视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工作方

法遥 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开展农村工作以及解

决工作中难事尧急事和重大问题所倡导的工作

方法遥这一工作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袁形式与内

涵日趋丰富遥从浙江省野千万工程冶的实践来看袁
领导重视主要体现在野一把手冶的高度重视遥 长

期以来袁野千万工程冶一直是野一把手冶工程遥对于

野千万工程冶这样的与广大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

乡村建设工作袁领导重视不仅体现在主动谋划尧
部署和推动袁而且体现在深入实际调研袁并善于

拿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袁而不是采取形式主

义的态度敷衍了事遥除领导重视外袁群众参与是

重要关键遥群众参与不能靠强制袁而是要靠相关

制度的激励袁如上述案例所展示的村民自主尧文



明乡风和市场机制等激励手段和办法袁成效十

分明显遥
二是规划先行与动态优化相结合的推进方

法遥为避免村庄建设无序化尧短视化尧雷同化袁规
划必须先行遥同时袁在村庄规划过程中袁不仅要依

靠专家的力量袁而且要征询农民群众的意见袁在
征询广大农民群众意愿基础上的规划袁实际上也

是村庄建设和发展的民主工程遥总体来看袁规划

先行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袁村庄建设和发展就

相对平稳遥但村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袁实践创

新和动态优化是发展趋势袁因而村庄建设和规

划要尽可能体现动态性袁或者在一定时期后再

编制和修订袁这并不意味着对规划的不尊重袁而
是包括村庄在内乡村的建设必须坚持规划先行袁
同时还要适应乡村发展实践创新和动态优化的

需要袁破除野规划规划袁墙上挂挂冶的形式主义遥
在野十五五冶即将到来之际袁乡村建设应进一步

完善野总体规划+村庄规划+乡村设计+农房

设计冶联动机制袁深化首席设计师尧驻镇渊村冤规划

师等服务体系建设袁健全乡镇建设指导员和乡村

建设员制度遥
三是示范引领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推进方

法遥 这是农村工作的经典方法遥 因为农村工作面

对的往往是广大的农民和具有生命再生产特性

的农业产业袁先示范尧再推广是最行之有效的方

法遥这种工作方法不仅适用于农技推广尧易地搬

迁袁而且适用于任何需要整体推进尧全域应用的

乡村建设和发展项目遥 野千万工程冶的全称就是

野千村示范尧万村整治冶袁遵循的也是这样的工作

方法遥实践中袁就是对村庄整治和建设先搞示范袁
使广大农民群众对村庄整治和建设能知晓尧能感

知尧能体验尧能建言袁进而能接受袁然后再进行推

广或整体推进遥这样的工作方法与行政性强势

推动的方法相比袁尽管看起来力度不是很大袁但群

众满意度和接受度高袁不仅工作推进阻力小袁而
且后续隐患小袁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值得

重视和普遍运用的工作方法遥

渊三冤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的推进机制

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经验袁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袁还要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的推进

机制遥 推进机制是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的制度

呈现与运用袁推进机制运用得当袁对实践会产生

持久性效用遥野千万工程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值

得学习运用的推进机制袁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推

进机制渊见图 4冤遥
一是党政领导的推进机制遥野千万工程冶之

所以能持续推进袁久久为功袁除领导高度重视尧常
抓不懈外袁关键还在于野千万工程冶的建设和推进

充分发挥了我国独特的自上而下尧 上下结合的

层级制度的功能遥也就是坚持了党统领袁野一把

手冶亲自抓袁省尧市尧县尧乡尧村五级书记齐抓共管袁
各级政府部门协同配合尧层层落实的推进机制遥
在上文的案例分析中袁可以发现袁在基层创造的

各类社会治理经验中袁实际上首先强调的是党建

的引领作用遥
二是数智赋能的推进机制遥浙江省大部分

村庄充分发挥信息化和互联网平台功能袁将数字

化尧智能化和野千万工程冶项目责任制相结合袁有
效解决了乡村区域道路尧河流尧垃圾尧厕所等公

共领域管护职责不清尧效率低下等难题袁实现野智
治合一冶的精准治理尧精准问责和精准激励遥 随

着野千万工程冶的不断深化袁数智赋能可根据自

身实际尧贯通各类基层应用袁突出打造集治理尧党
建尧邻里尧健康尧文化等于一体的乡村综合管理和

服务的数智平台袁实现野数字乡村一张图冶袁推行

野线上村民说事冶野智慧印章冶野财务票据电子化冶
等数智赋能模式遥

三是群众参与的推进机制遥野千万工程冶乃
至整个农业农村发展袁单纯依靠政府和集体的力

量是不够的袁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遥实践案例表明袁乡村建设可利用多条路径

和机制袁除引入激励相融的市场制度外袁建立互

助会尧乡村理事会尧人才促进会尧村民议事会袁推
行公益活动的积分制尧文明乡风荣誉榜袁以及各



种公共性设施或领域的野河长冶野路长冶野所长冶
野站长冶等机制与制度袁都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群

众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遥 以浙江省的野千万工

程冶投入建设为例袁自 2003年以来袁政府尧集体尧企
业和社会对野千万工程冶的投入分别占了 43.7%尧
25%尧25%和 6.3%袁这充分表明袁政府尧村集体尧企
业和社会都参与了野千万工程冶的建设和发展袁
这对各地是很有启示性和借鉴性的遥

渊四冤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经验要在野和冶
字上下功夫

学习运用好野千万工程冶经验袁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袁要在野和冶字上下功夫咱24暂遥具体而

言袁要重视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四对关系之野和冶遥
一是更好体现乡村硬软环境之野和冶遥 要重

视乡村建设硬环境野外在美冶和软环境野内在美冶
的有机融合遥乡村人居硬环境改善主要包括基础

设施渊交通尧水利尧通信尧教育尧医疗尧体育等设

施冤尧生态环境渊水土尧空气尧垃圾尧村容村貌等冤尧
居住条件渊住房尧厕所等冤等的建设和发展遥乡村

人居软环境改善则涉及精神文化渊乡土文化尧文
体活动和公共价值等冤尧组织体系渊乡村基层组织尧
民主自治尧规划决策等冤尧社会协调渊治安状况尧邻
里关系尧社会矛盾等冤尧制度体系渊公共设施和服务

的有效使用尧营运和管护等冤等协调发展和优化发

展遥乡村人居硬环境建设有助于生产尧生活尧生态

野三生优化冶袁软环境改善有助于人才尧技术尧资金

的引入和集聚袁二者融合有助于乡村营商环境的

进一步优化袁有助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遥
二是更好体现乡村多元主体之野和冶遥 随着

野千万工程冶的不断深化袁乡村运营和居住的主体

除村集体和村民外袁还包括政府尧社会组织尧企
业尧新乡人和回乡人等多元主体遥这些主体虽然

各自定位不尽相同尧路径各异袁但各具优势袁可以

扬长避短尧协同互补袁使政府尧集体尧市场尧社会组

织尧亲缘关系的作用机制和合力在乡村全面振兴

中得到充分发挥遥 此外袁作为开放包容的乡村袁
其居住对象必然是多元的袁从当前实践来看袁至

少包括五种野乡人冶主体院一是原乡人袁也即乡村

原住民曰二是回乡人袁如返乡能人等曰三是新乡

人袁指来自城镇的新农人尧农创客等曰四是旅乡

人袁即经常在乡村休闲和居住的外来人曰五是云

乡人袁指在互联网上注册的乡村体验官遥营造乡

村多元主体发展之野和冶的场景和氛围袁不仅会给

乡村全面振兴带来合力袁而且会给乡村带来人气

和财气袁使乡村更具活力遥
三是更好体现乡村治理方式之野和冶遥和谐乡

村社会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袁其主要标志是治

理有效和文化和谐袁二者相互交融遥乡村治理有

效是多种治理方式的有效运用袁也就是要通过党

组织领导的自治尧法治尧德治野三治结合冶袁实现治

理有效的善治乡村建设遥乡村社会的文化和谐

是文化振兴的重要标志袁不仅体现为乡村文化设

施的建设和健康文化活动的开展袁还体现为乡村

多元文化的交互包容袁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主旋律文化尧激励相融的市场文化和乡

风民俗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共生发展袁助力人文乡

村建设遥同时袁文化属于德治范畴的柔性制度袁具
有非正式性制度的特性袁也能对乡村治理和发展

起到积极作用遥因此袁要高度重视野千万工程冶中
包容性文化的建设袁将文化建设和乡风文明上升

到制度建设和乡村治理的高度袁充分发挥多元文

化在德治中的作用遥
四是更好体现县域城乡关系之野和冶遥县域

是我国城乡关系和城乡融合的基本单元袁村庄是

县域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遥野千万工程冶不仅改变

了乡村人居环境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城乡

关系袁促进了以城带乡和城乡融合发展袁无论是

野让城市更向往冶的滕头村袁还是野农村具备现代

生活条件尧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冶的梅林

村袁都通过野千万工程冶的多维度统筹袁提高了城

乡融合水平遥接下来袁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袁应特别注重县域城

乡关系之野和冶遥要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袁通过野千
万工程冶的不断深化袁不断完善县域城乡融合发



展的体制机制袁推进城乡社保制度和集体产权制

度的联动改革袁努力实现城乡居民公共保障和财

产权利的平等化尧一体化以及农村进城人口的市

民化咱25暂遥与此同时袁加快城乡基础要素尧赋能要素

以及产业尧市场尧政策等多方位的城乡互通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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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承载能力和县域治理能力袁不断提升尧实现

乡村价值和全面振兴遥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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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Logic and Lessons from the Zhejiang's 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 in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HUANG Zu-hui FU Lin-lin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continuous promotion, the connotation of Zhejiang's 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deepened, and it needs to be observ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policy evolution, practice evolution, and subject evolution. The deepening of Zhejiang's
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 has a multi -faceted correlation effect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its driving effect on industrial prosperity, leading effect on ecological livability, linkage
effect on rural civilization, effective improvement effect on governance, and promotion effect on living
prosperity. By summariz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five types of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Zhejiang's
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 namely beautiful countryside, digital countryside, shared prosperity
countryside, humanistic countryside, and good governance countryside, it is found that the universal
experience of Zhejiang's 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 lies in learning and applying the development
concepts that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s also a business environment, villages needs to be built and
operated, public good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market goods, and public servic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oth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We should learn to apply the work methods of combining leadership attention
with mass participation, planning first with dynamic optimization, and demonstration leading with overall
promotion. We should learn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hip,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mass participation contained in Zhejiang爷s 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start from a systemic perspective and focus on the word "harmony"
to better reflect the harmony of the rural hard and soft environment, the diversity of rural subjects, the
governance mode, and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the count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vable,
business friendly, and beautiful rural areas.

Key words: Zhejiang's 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villag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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