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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要补足

乡村建设与发展短板。未来乡村建

设作为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一种乡建

新探索，是美丽乡村建设升级的新

体现，也是推动乡村高质量振兴和

农村居民高品质生活的新需要。在

未来乡村建设中嵌入共创共富机制，

对于加快补足乡村发展短板，推进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融合发展和推

动共同富裕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未来乡村建设的基本内
涵、主线与特征

未来乡村建设是立足于乡村原

有资源生态特色，嵌入数字化、生

态化、集成化等新技术元素，充分

体现乡村“三生融合”功能与城市

“公共服务”功能于一体，实现城市

与乡村相融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技术与文明相渗透、集体与个体相统

一、共创与共富相呼应，使乡村真

正成为高品质宜居、宜业、宜游共同

富裕的美丽乡村、幸福乡村的建设。

本质而言，美丽乡村建设的落

脚点是“美丽”，而未来乡村建设更

体现“人本化”“生态化”和“现代

化”核心，落脚点是“幸福”，既是

人们安居乐业、增收致富和实现美

好生活的幸福，也是人与自然、社会、

科技完美融合的幸福。简言之，未

来乡村建设是由美丽乡村向幸福乡

村的升华，是从追求物的具象向人

的体验的升华。

嵌入未来乡村建设的思想主线

是城乡融合和共创共富，技术主线

是数字化应用和低碳化应用。未来

乡村的基本类型从空间看，可以是

单一村庄类型，或乡村群类型，也

可以是城乡融合的特色小镇类型。

未来乡村的基本特征应该呈现宜居

的生态环境、现代的产业形态、融

合的城乡关系、富足的居民生活、

包容的文明乡风，高效的公共服务、

和谐的善治社会。

未来乡村建设应避免四个
问题

未来乡村建设应避免千篇一律，

要注重因地制宜。未来乡村建设有

别于城市未来社区建设，不能简单

预设场景塑模子、摆样子，村庄也

不能简单套模子、照样子。要立足

村庄的禀赋性、自生性和特色性，

扬长补短，寻找符合自身发展需求

和历史传承的建设切入点。

未来乡村建设应避免单村独干，

要注重协同发展。未来乡村建设不

能埋头单干，要以数字技术推动要

素跨村域联合、鼓励乡村集群组团

式发展，共同打造公共空间、共同

完善基础设施、共同整合文旅资源，

以共建共治共享提高乡村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

未来乡村建设应避免大拆大建，

要注重有机更新。未来乡村建设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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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搞运动式的大拆大建，也不能

蜻蜓点水般的刷墙翻新。未来乡村

不是让乡村“去陈出新”，而是要“推

陈出新”，做到乡村传统保护与现代

更新之间的有机平衡。

未来乡村建设应避免盲目推进，

要注重循序渐进。数字、低碳等技术

的深度应用将使未来乡村建设与运

行维护存在较高成本。对于经济发展

可持续性较弱的村庄，虽然依靠财

政和社会资金能解决前期投入问题，

但后期运行维护却易陷入难以为继

的困境。要根据村庄类型、资源禀赋、

经济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具体

实际，因地制宜和循序渐进。

以未来乡村建设推进共同
富裕发展

以未来乡村建设加快补齐农村

公共服务短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不足是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短板。

为此，要以未来乡村建设为契机，

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打造好基础设施、住房、医疗、养

老、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

场景。重点任务是加快农村传统基

础设施提档升级和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 ；建立城乡一体与协同的医疗共

同体，推动市县级优质医疗资源向

基层医疗机构下沉，完善家庭医生

和云诊室制度，实现普通病症就地

就诊和疑难杂症急症在线远程医疗

服务 ；统筹县域康养资源，发展普

惠性和互助性养老，建立康养联合

体，推动机构社区居家养老“互融

互通”；推进集团化办学和城乡教育

共同体建设，推动教育集群化特色

化发展和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以未来乡村建设加快完善城乡

要素对流机制。城乡发展存在差距

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要素市场割

裂以及城乡要素交换不对等所导致

的城市向农村汲取过多。为此，要以

未来乡村建设为驱动，加快打破“二

元对立”和“城市中心、乡村边缘”

的传统格局，完善城乡要素自由、平

等的对流机制。重点抓手是深化“两

进两回”，联动乡村各类园区建设，

集中打造一批能级高、作用强的双创

空间、星创天地、小微创业园，以人

才回流为乡村发展引入更多的技术

流和资金流。要从创业、居住、公共

服务等全套政策支持体系建构出发，

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扶持和激励机制。

以未来乡村建设加快推动乡村

集群协同发展。乡村形成是人与自

然互动演化的结果，毗邻村庄往往存

在地域相接、人缘相亲、习俗相近、

文化相通、产业相似的特点，但由于

行政边界的存在，阻碍了乡村与乡村

的要素流通、产业融合和治理协同。

为此，要推进乡村集群化发展，加

快运用数字技术破除地理和行政边

界效应，形成设施共建、资源共用、

产业共兴、文化共融、服务共享、区

域共治的格局。如浙江省淳安县建立

的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开展产业

共兴、品牌共建、环境共保、资源共

享等协作，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果 ；

临安区太湖源等地在村落景区化发

展基础上，积极探索村落集群化协同

发展，从资源利用、市场引流、品牌

打造等方面开展一体化运营模式。

以未来乡村建设加快促进农村

产业提质增效。农村产业发展是未

来乡村建设的重头戏，也是实现农

民增收致富的主要路径。未来乡村

建设所贯穿的数字化和低碳化技术

主线，将有效促进农村三产高质量

融合发展。为此，要加快顺应消费

结构升级，以激活市场、激活主体、

激活要素的改革深化，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园区化、特色

化和科技化，引导农业产业集聚和

创新发展 ；以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农

业生产率 ；以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延

伸产业链和价值链，提高农产品附

加值和竞争力。

以未来乡村建设促进集体经济

发展和农民增收。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是未来乡村建

设的重要内容。为此，要进一步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瞄准消费

空间逆城市化趋势，加快盘活闲置的

宅基地、民房、公益性用房等资产。

同时深度挖掘和利用好生态资源，做

好生态资源转化文章，加快资源资产

化、资产股权化、集体与农民股东化

进程。要创新乡村经营模式，构建

村级集体融资平台，引入社会资本，

建立由多元主体投资、专业团队运

营、利益机制紧密的村庄经营新模

式。要鼓励村集体打破村域界限，通

过村企合作、异地开发、多村联营等

方式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如嘉善县采

取“土地 + 资金”“强村 + 弱村”等

形式，引导集体经济薄弱村将闲置或

低效利用的资源集聚至“飞地”项目，

实现抱团发展。未来乡村建设还要强

调包容和开放，要充分惠顾低收入农

户，鼓励乡村各类经济实体优先吸纳

低收入农户就业，以提高乡村公共服

务供给为契机，尽可能多设立公益性

岗位并优先安排低收入农户，提高低

收入农户家庭的工资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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