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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工程”经验赋能乡村振兴专题

“千万工程 ”经验助推乡村建设的
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李军 　 张晏齐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千万工程”成功推进了浙江整省全域的乡村振兴，对于当下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具有

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千万工程” 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它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论断和党在乡村建设中的宝贵经验，传承并发展了中华五千年乡村建设史中的优秀传统，
总结了世界乡村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经验教训，并在自身 ２１ 年的实践史中不断自我完善，展示了强

大的包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千万工程” 明确了乡村建设的目标原则，对于破除当前乡村

建设中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破坏生态环境、无视历史传承等问题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为我们解答

了“建设什么样的乡村”的重要问题。 第三，各地在推广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实践中，必须坚持

久久为功、量力而行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将“ 千万工程” 视为一种刻板的教条，而要深刻参悟

其中蕴含的理念方法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乡村建设；“千万工程”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Ｄ４２２．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７４６５（ ２０２４） ０２－ ００１６－ １１

　 　 习近平强调，“要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 １］ ６９。 从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到党的二十大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再到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建设行动作出的具体部署，都
充分反映出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在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２０２２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列举了十二条乡村建设的重点任务，包含乡村基础设施、乡村产

业配套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基层组织、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为我们进一步开展

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然而在历史与现实原因的相互交织下，我国城乡差距仍然十分

显著，不同区域的乡村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更有部分地区的乡村建设目标不清、主体不明，严
重制约了乡村建设的工作实效，长此以往，不仅难以克服农业农村发展短板，还会影响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根基稳固。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

项重大决策，它不仅深刻改变了浙江农村的面貌，还为全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了成功经验和实

践范例。 ２０１８ 年，习近平指出，要“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 ［ １］ ２７１，“千万工程”经验开始从浙江走向全国。 此后，各国家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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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指导意见等，不断深化“千万工程”经验在各地区的推广。 ２０２３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

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 ［ ２］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

件也将“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作为

文件主题，将“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建设的行动指南 ［ ３］ 。 那么，“千万工程”经验在诞

生、发展并推向全国的过程中究竟源于何种历史逻辑？ 在当前推进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千

万工程”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经验借鉴？ 其他地区又应当如何运用 “千万工程” 经验？
这些都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千万工程”经验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 １］ ３。 “千万工程”经

验是历史的产物。 历史既为“千万工程” 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基础、经验素材和历史智

慧，又深刻影响了“千万工程”需要解答的时代课题。 因此理解“千万工程”经验，必须首先理

解“千万工程”经验的历史逻辑。
（一） “千万工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重大突破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思想家们一直在思索乡村建设问

题。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长期关注乡村问题，致力于

改变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积贫积弱的现状。 “千万工程”经验是上述理论与实践在新时代的延

续，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优秀部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深刻总

结了党领导乡村建设工作的百年奋斗经验，并生动反映了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
第一，“千万工程”经验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不谋而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

早就思考过城乡分化以及应当如何开展乡村建设的问题。 马克思在考察西方农业发展的过

程中，认识到农业生产率虽然也在提高，但是“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 ［ ４］ ，因此城市

拥有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而马克思、恩格斯为消除城乡分化开出的主要药

方就是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认为随着“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 ，农村将

会产生剩余的劳动力，“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 ［ ５］ 。 随着乡村产业的发展，乡
村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高。 “千万工程” 的实践过程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乡村产业发展

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 “千万工程” 实施的过程中，浙江省广大乡村地区的休闲农业、农村电

商、文化创意、特色产品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农业相关产业链不断延长，大量农民在乡村就地

转化为工人，为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第二，“千万工程”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百年奋斗历史的当代实践。 中国共产

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将乡村建设视为重要的工作任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就将农

村革命根据地建设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重要内容，大力推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民生

保障和移风易俗。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在广大乡村地区通过“扫盲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
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措施，使乡村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精神文明程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乡村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当

前，“千万工程”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不仅重视乡村产业发展，还注重乡村精神文

明和生态文明建设，这同党在历史上的乡村建设成功经验是一致的。
“千万工程”经验不仅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还借鉴了党史的宝贵经验，同时展现

超越前人的时代价值，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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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增加了数字乡村建设等前人未曾设想的新内容。 马克思在著作中提及在乡村发展非农

产业时将内容限定为“工业劳动” ，这是适配于当时生产力条件和经济结构的，但是在“千万

工程”诞生的年代，非农产业的内涵极大拓展，乡村建设中的数字经济、休闲农业、文化创意

等内容都成为乡村非农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 “爱国卫生运

动” ，大大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 而 “千万工程” 则在干净卫生的基础上追求美丽乡村建

设，表明了更高的时代要求和群众期盼。 这些超越前人的观点都充分说明，“千万工程”经验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乡村建设

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关于“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的重大突破。
（二） “千万工程”是对中华五千年乡村建设智慧的择善而用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拥有人类历史上唯一从未中断的乡村建设史。 在传统社会中，政府

需要承担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发展学校、引领风气、兴建仓储、维护道路等诸多乡村建设职

能。 在这部乡村建设史中，中华民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智慧，值得我们当今反复思考。
“千万工程”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中华乡村建设史中的精神标识和思想精髓加以提炼

展示，实现了在乡村建设中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
第一，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千万工程”的重要内容。 中华先民很早就意识到基础设

施在农业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并打造了举世罕见的水利工程体系。 在战国时期，秦国依靠都

江堰和郑国渠等水利设施打造了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两个产粮基地，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水利工程一直被统治者视为头等大事。 如今，“千万工

程”同样将基础设施建设视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乡村，
而且其内涵不仅覆盖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还包含信息、交通、人居环境等方方面面，持续推进

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第二，重视对乡村居民的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 中国古代是伦理型社会，有深厚的德治

传统，高度重视对乡民的道德建设。 在“千万工程”的内涵中，乡村建设不仅包含基础设施等

硬件建设，更包含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道德风尚建设，这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

建设目标和追求是高度吻合的。 在古代社会中，国家政权同士绅阶层相结合，通过乡规民约

等措施，鼓励同乡之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形成良好的乡风；通过家

训等措施，在家庭内弘扬“耕读传家” 的文化品质，传承良好的家风；通过修齐治平的个人道

德追求，对个人行为进行规训，培育良好的民风。 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古今之间关于道

德准则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乡村建设中重视道德与精神建设的价值取向却

一直保持了历久弥新的意义。
第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原则。 农业生产同自然紧密结合，也就形成了中华

文明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 在先秦百家争鸣之际，儒家提出“不违农时” ，道家主张“道

法自然” ，墨家宣扬“节用”理念，法家也有 “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 的论述，这些不同学

派的思想家都表明了对自然环境的尊敬和重视。 在“千万工程” 推行的过程中，坚持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深入实施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 ，积极开展“五水共治” “三改

一拆” “四边三化” ，打造浙江乡村美丽宜居生活环境。 可以说，“千万工程”是中国传统生态

文明理念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 ［ １］ ２５３。 农耕文明不仅蕴含着先哲的智慧结晶，

还是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重要标识，是我们的国情所在、民心所向，蕴藏了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 “千万工程”对传统智慧的继承和发扬确保了自身独特的民族性和

历史性，走出了一条脱胎于传统、超越于传统的乡村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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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千万工程”是对世界乡村发展历程中普遍规律的总结反思

“千万工程”经验既是中国乡村建设之路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人类乡村建设思想的集成

创新，具有高度的可鉴性和共识性。 千百年来，世界不同国家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生成了诸

多跨越时空的理念、制度和方法，反映了乡村发展历程的一般规律，凝聚着人类渴望发展和美

好生活的共同愿望。 特别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更早地面临了城乡差距等时代课题，
留下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为“千万工程”经验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借鉴。

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乡村产业发展不应追求大而全的产业体系，而是需要对本

地特色文化与产品进行深度挖掘。 在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潮流中，不少企业进入乡村，同当

地特色产业相融合，形成一批充满吸引力的特色小镇，这些特色小镇具有细分高端的鲜明产

业特色 ［ ６］ 。 比如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的法国格拉斯小镇，不仅拥有香奈儿等全球知名香水品

牌，还围绕香水产业发展花田观光、香水制造体验、原产地购物和休闲节庆等旅游产业，每年

客流量超过 ２００ 万人 ［ ７］ 。 在“千万工程”的实践中，浙江省同样将力量集中在“土特产”文章

上，打造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这和西方特色小镇的经验是一致的。
“千万工程”借鉴了世界乡村发展历程中的普遍经验，但也超越了发达国家的现有经验。

在一些发达国家开展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巨大的环境破坏、尖
锐的阶层对立、突出的贫富分化、严重的精神空虚、加速的人口流失等，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困

扰着这些国家。 比如美国乡村就面临着建筑物质量差异明显、基础设施欠缺、整体环境破败

萧条等问题 ［ ８］ ；日本乡村则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和老龄化问题，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日本

务农人口从 ３８９ 万人下降至 １９２ 万人，平均年龄为 ６６ ． ８ 岁 ［ ９］ 。 这些问题也都是中国乡村建

设中不可避免的难题。 “千万工程” 在借鉴吸纳西方乡村建设优秀经验的同时，立足于中国

的历史文化、体制机制和发展阶段，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也正是基于 “千万工

程”对人类乡村建设事业的卓越成就，“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 。
（四） “千万工程”是在自身实践历程中不断自我丰富的结果

“千万工程”启动于 ２００３ 年，至今已有 ２１ 年。 从一个政策的执行周期来看，“千万工程”
也经历了从诞生到全面发展的发展历程。 在 ２０ 多年的实践史中，“千万工程”的目标任务和

主要抓手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其内涵也不断丰富，最终走出了从人居环境整治到乡村

全面建设的新路径。
２１ 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

平，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了资源消耗、生态破坏、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 在浙

江，由于采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凸显，直接影响

农村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 １０］ 。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于 ２００３
年亲自部署和推动了“千万工程” ，主要目标是从全省选择 １ 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

治，并将其中 １０００ 个左右的村变成全面小康示范村，这也是“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名称由

来。 这一时期“千万工程”聚焦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三生” 环境改善，是“千万工程” 的

１ ．０ 版本。 在之后的 ２０ 年里，“千万工程” 目标任务不断升级扩容。 ２０１０ 年，浙江省发布的

《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将乡村建设的范畴拓展到生态人居体

系、生态环境体系、生态经济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 这较之 “ 千万工程” 的

１ ０ 版本，增加了生态文化体系的相关提法。 ２０１４ 年，浙江省发布的《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

建设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增加了“形态美” 与 “制度美” 相统一的提法，乡村组织制

度建设也纳入 “千万工程” 的内涵。 ２０１７ 年，浙江省提出打造 “ 千村 ３Ａ 景区、万村 Ａ 级景

区”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召开全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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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现场会，提出建设有“国际范、江南韵、乡愁味、时尚风、活力劲” 浙江气质的美丽乡村，“千

万工程”进入 ５ ．０ 版本 ［ １１］ 。 在“千万工程”的演化历程中，既包含了发展变化的成分，也坚守

了自身独特的原则，体现了“变”与“不变” 的辩证统一。 从“变” 的角度来看，“千万工程” 不

仅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提高了人居环境、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要求，还增加了文化、制度等新

内涵。 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千万工程” ２０ 年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久久为功，保持了

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走出了一条建设美丽乡村的新路径。
总之，“千万工程”的经验并不是一日形成的，它形成于经济高速发展但矛盾日益凸显的

２１ 世纪初期，并在自身二十多年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千万工程” 实践中取得的辉煌成

就是我们当前推广“千万工程”经验最大的底气来源。
“千万工程”经验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逻辑演进的结果，蕴含着经验的沉

淀和时间的淬炼。 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乡村建设的实践延续，是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在当代

的重要体现，是世界乡村建设普遍规律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更是“千万工程”二十余年来自身

实践发展的经验结晶。 正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共鸣中，“千万工程” 有力地诠释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独特

而显著的优势，为开展乡村建设提供了鲜活教材。

二、以“千万工程”经验明确乡村建设的目标原则

当前，乡村面貌已经发生历史性改变，乡村建设也迎来了全新的基础和更高的标准，这就

意味着我们无法再通过粗放、盲目的数量驱动型发展完成乡村建设工作，必须更加精准精确

地把握乡村建设的实际需要。 “千万工程” 作为一个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乡村建设案例，蕴
含着乡村建设中应当掌握的理念和方法，并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原则，对回答 “建

设什么样的乡村”的关键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乡村建设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习近平强调，“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 ［ １］ １５。 开展乡村建设是为了亿万农民，也必须依

靠亿万农民。 早在 ２０１６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明确提出要“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

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千万工程” 经验同党中央关于坚持农民主体

地位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浙江省在推行“千万工程” 之初，即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作为整

治建设的核心工作。 中央财办、中央农办负责人在就《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的指导意见》 答记者问时，也明确指明推广“千万工程” 红线之一就是“不搞强迫命

令” ，要“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厘清政府干和农民干的边界，让
农民成为乡村发展、建设、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 １２］ 。 然而，很多地区的农民仍然在乡村建

设中缺乏足够的参与权和表达权，参与乡村建设带来的利益甚至不如离开乡村前往城市，这
样会使乡村建设陷入“无人可干”的境地。 因此，在未来的乡村建设中，应当坚持“千万工程”
经验，把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

第一，要将农民的意愿摆在首位。 在很多地区的乡村建设中，容易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

和实际需要，超越发展阶段，违背农民意愿，盲目地开展政绩工程，农民不亲切、不喜欢，自然

也就不会支持。 “千万工程” 推行过程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从根本上来说

是因为它坚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认可并满足了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的需要。 在

“千万工程”实施前，浙江省农村普遍存在“脏乱散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活。
“千万工程”则从污水治理、垃圾处理、道路硬化、厕所改造等小事着手，让农民直接看到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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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变化，从而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 “千万工程”被当地农民群众誉为“继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 ［ １３］ 。
第二，要将农民视为乡村建设的主人翁。 当前的乡村建设中存在将农民农村视为被动接

受者的倾向，认为农民的文化程度、专业水平和生活习惯等都是被改造的对象，应当以城市为

标准改造农民和农村，最终造成“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 １４］ 的局面。 “千万工程”就对这种倾

向进行了严肃的纠正。 浙江省创设了“河小二” “池大爷” “塘大妈” 等岗位，通过“幸福积分

制” “垃圾分类积分制”等软约束形成激励，调动广大农民共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工

程。 其他地区在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中，也应当以“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的原则，
将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人翁，这样才能调动起乡村建设的最大力量。

如何看待农民一直是乡村建设乃至整个“三农”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在现

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口将会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从农民变成市民。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在历史中选择了以牺牲农民农村、使农民承担“阵痛”的方式来完成过渡，但不论是中国的历

史传统和文化国情，还是党的信念宗旨和执政根基，都不允许我们模仿西方的城乡发展之路。
而“千万工程”的经验充分说明，坚持以农民为主体，让广大农民集体参与乡村建设、共同享

有建设成果，才是建设美丽乡村、实现城乡融合的必由之路。
（二）乡村建设要以保住绿水青山为底线

人类工业化的进程往往伴随着严重的污染，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生态赤

字。 在中国的乡村建设中，同样面临类似的挑战。 “千万工程” 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不断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经济的优势，实现生

态与经济的正向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推行“千万工程” 的过程中，始终把农村作为建设生态省、打造 “绿

色浙江”的主战场，并在此阐发了 “两山”理论。 ２００５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

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强调，“发展方式有多样，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 １５］ 。 “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千万工程” 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

关系。 “千万工程”前期的成功实践使得“两山”理论得以孕育并横空出世，也就是在“两山”
理论的指导下，“千万工程”始终将保住绿水青山作为根本目标。

第一，乡村建设要有“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底线思维。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

金山银山”表明了乡村建设中的生态价值取向，即不能以短期内的经济利益损害子孙后代的

长远利益，一旦一项建设行动造成了生态不可逆转的破坏，即使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也是不可

取的。 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的余村就有类似的深刻教训，余村曾因粗放式的采矿造成灰

尘满天、植被破坏，虽然带来了收入的提升，但是村民并未真正有获得感，而且这种发展也是

不可持续的。 ２００２ 年“千万工程”实施后，余村逐步关停矿山，开始进行转型，逐渐实现生态

与经济的双丰收。
第二，乡村建设要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辩证智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跳出了人与自然、发展生产力与改善生态环境之间的对立关系，重视山川土壤、生物空气等自

然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的结论。 基于这一

观点，“千万工程”在启动之初就将农村生态环境同生产、生活环境的改进并列，至《浙江省美

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 ，乡村建设范畴中的人居体系、环境体系、经济体系

和文化体系均冠以“生态”的前缀，表明了浙江省将生态建设作为工作主线贯穿始终的决心。
如今，浙江省已经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 ７０ 个、特色精品村 ２１７０ 个、美丽庭院 ３００ 多万户，全
省 ９０％以上的村庄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 ［ １６］ ，真正实现了“共富生态” 。 也正是这样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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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千万工程”被联合国评价为 “极度成功的生态恢复项目” ， “ 让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

行，将产生变革性力量” 。
生态问题不仅关乎民生福祉，更是影响文明进程的重要因素。 恩格斯就指出，“不要过分

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 １７］ 。 “千万工

程”坚守生态红线，不仅关乎乡村建设的成效，更是对全人类负责的重要表现。 在未来的乡

村建设中，也应当秉持“千万工程”的成功经验，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之路。
（三）乡村建设要以赓续农耕文明为使命

习近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我 国 农 耕 文 明 源 远 流 长、 博 大 精 深， 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根” ［ １］ ２７９。 中国在历史上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为人类进步作

出巨大贡献。 农耕文明赋予了中华民族重农爱农的传统，使乡村成为中国人独有的精神家

园，同时为当前推进乡村建设中“铸魂” 工程提供了便利的历史条件和丰富的历史资源。 因

此，中国的乡村建设不可能抛开中国历史“另起炉灶” ，也离不开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继承、革
新和发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深入农村调研古村落、古民居、古树等历史文

化古迹，还高度重视传统戏剧、非遗项目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以“千万工程” 的

行动将中华农耕文明和当代乡村建设紧密衔接起来。
第一，要不断赓续发扬传统农耕文化，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
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 １］ ６４。 乡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

的共同记忆，也是人类文明宝库的宝贵财富，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不少乡土文化面

临传承危机，不少农业遗产甚至呈现加速消亡的趋势 ［ １８］ 。 在“千万工程” 中，浙江省针对农

耕文化的边缘化现实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不仅注重保留原汁原味的乡愁乡韵，还注重对

乡土文化进行活态传承。 为了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村落，浙江省先后制定《浙江省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规，出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的指导意见》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并为历史

文化（传统）村落累计投入省级财政资金 ３４ 亿元，带动各类资金和社会资本 １３０ 多亿元。 通

过“千万工程”的大力投入和示范引领，浙江省一大批濒临消亡的古村落和农业文化遗产得

到传承和保护，拥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共计 ３９２ 处，确定公布历史建筑 １０５６３ 幢，总
数均位居全国第一 ［ １９］ ，其中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首批世界农业文

化遗产，这也是中国首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 ２０］ 。
第二，要充分利用农耕文明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建设。 农耕文化不仅直接影响

广大乡民的文化品位、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还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文化支持。 “千万工

程”对农耕文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进行了充分挖掘。 在经济价值上，浙江省重视做好

乡村产业的“土特产”文章，为特色农产品赋予历史文化内涵，实现产品使用功能与文化功能

相融合，提升特色产业附加值。 在政治价值上，浙江省在乡村建设中注重发挥新乡贤的作用，
巧妙利用传统乡规民约中的德治、法治和自治成分，动员广大农民投身建设之中。 在文化价

值上，浙江省将传统道德观念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以农耕文明作为乡村“铸魂”工

程的重要素材，培育当地良好的社风、乡风、家风和民风，改变农村的精神面貌。 通过对农耕

文明的传承和发扬， “ 千万工程 ” 成功融入乡土中国，并在乡村建设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国在面临现代化转型时都必须谨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

系，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一旦贸然抛弃传统，则可能造成民族和文化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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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乱，但如果固守残缺，也势必在现代化道路上失去竞争优势。 “千万工程”在处理乡村建

设的过程中就很好地把握了传统农耕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平衡点，它一方面坚持了中华文明的

主体性，以农耕文化作为乡村建设之“魂” ，另一方面并不是将农耕文化作为一件静态的文物

高悬于博物馆中，而是让它在乡村建设中不断发挥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 通过对乡

村建设的贡献，农耕文化在乡村中获得了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能随科技、经济和社会关

系的变化不断自我革新，最终做到活态传承。

三、“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

当前，全国各地都开始根据中央相关文件的指示精神，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推广 “千万工

程”经验，在乡村建设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乡村建设的新征程中，其他地区应当如何更好

地坚持和发展“千万工程”经验，使其为乡村建设指明方向道路，进而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法宝，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
（一）以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精神建立长效机制

自 ２００３ 年至今，浙江省持之以恒推进“千万工程”迭代升级，充分说明“千万工程” 绝非

一时兴起，而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 其他地区在学习“千万工程”经验的过程中，也绝不能搞

“一阵风”的政绩工程，而是要立足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从子孙后代的角度来开展工作。
第一，要持之以恒地学习“千万工程”经验。 我国乡村建设的欠账较多，和城市相比差距

很大，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浙江省在“千万工程”实施之前已经是我国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
其乡村由“脏乱差”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精彩蝶变尚且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其
他省份在推行“千万工程”经验时更不能贪图速度或是半途而废。 尤其是对“千万工程”中的

一些建成项目，必须辅之良好的营运管护机制，做到公共设施的可持续利用。 总之，推进“千

万工程”必须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价值导向，将学习“千万工程”经验视作

一项长期战略工作，稳扎稳打，持之以恒。
第二，在学习 “千万工程” 经验的顶层设计时，应当注重长期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曾以

“一张蓝图干到底”来形容“千万工程” ［ １］ １５，这句话不仅蕴含着“干到底”的决心耐心，也提醒

我们开局的“一张蓝图”是何等重要。 “千万工程”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认识 “三农” 工作

规律、准确把握乡村农情民意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决策，早在启动之时就在顶层设计中注重

长期利益。 比如突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因为不愿为短期利益牺牲子孙后代的长远利

益。 在推广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时，各地政府也不能只盯着自己一时一任的成果，而是要树

立长期发展的政绩观，多为长远发展计，为子孙后代计。
第三，在推广“千万工程” 经验的过程中，也要注重乡村建设的动态发展性，做到久久为

功与分期推进相结合。 虽然“千万工程”是一项长期使命，但也要先易后难，集中力量解决一

些人民群众迫切关心且较易解决的问题，增强农民的获得感，从而快速取得农民的信任和支

持。 浙江省的“千万工程”就经历了多次更新迭代，每五年出台一个行动计划，先后经历了示

范引领阶段、整体推进阶段、升华提升阶段和转型升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目标任务。
未来各省在推行“千万工程”经验时，也应当有“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的精神，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由点及面，针对不同时期的工作重心，把握推进时序、
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实施方案，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二）以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思维践行实事求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强分类指导，不要一刀切、搞运动，不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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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发展阶段的事” ［ １］ １５。 各地区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一定要确保乡村建设同当地财力承受

度、农民接受度相符合，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
一方面，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不能超越本地区的发展阶段。 这里的发展阶段既包括“硬

实力” ，也包括“软实力” 。 从“硬实力”的角度来看，不同地区的财政能力和社会资本有强弱

之分，这也导致不同地区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能力也不同。 但很多地区无视这一差距，习近平

总书记就曾指出一些乡村建设的乱象，“有的盲目大拆大建，贪大求洋，搞大广场、造大景点；
有的机械照搬城镇建设那一套，搞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有的超越发展阶段、违背农民意愿，
搞大规模村庄撤并” ［ １］ １５。 还有的地区虽然一时上马了很多项目，但是这些项目缺乏后续的

造血能力，最终成为资金投入的无底洞，后续的养护费用严重拖累了地方财政。 这些盲目攀

比、铺张浪费的现象，不仅无益于乡村建设，甚至可能带来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甚至债务风

险。 从“软实力”的角度来看，不同地区的农民接受程度和认识水平存在差异。 有些地区的

思想观念较为先进，应当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基层民主自治，鼓励农民发挥首创精神；有些地区

的农民则由于长期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存在一些错误认知，比如在焚烧秸秆等问题上，经常

存在农民对政策不理解、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再比如一些农村地区，天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

薄养、铺张浪费等不良风俗盛行，这些时候应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注重对农民

的教育引导，积极推进移风易俗，为“千万工程”的推动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量力而行也必须尽力而为。 浙江省推进“千万工程”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不同发

展阶段，不同县市也有不同的经济基础、人文环境和地理特征，因此不管是平原地区还是山区

地区，也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相对欠发达地区，都可以从“千万工程” 中获取经验，找到适合

自身发展阶段的道路。 因此，各地区都应当从站在全局高度和战略高度来看待推广“千万工

程”经验，不仅要看到“千万工程”经验对于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还要看到“千万工程”在加

快推进城乡融合、补齐中国式现代化短板、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等问题上的重大作用。
（三）以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策略推进精细落实

浙江省推行“千万工程”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同地区都依照自

身资源禀赋制定了独特的发展模式，比如 “ 生态 ＋文化” 的安吉模式、 “ 古村落保护 ＋生态旅

游”的永嘉模式、“公共艺术＋创意农业”的龙溪模式、“乡村节庆＋民宿产业”的萧山模式等。
这充分说明“千万工程” 经验不是一种刻板的教条，而是一种深刻的理念方法。 中国地大物

博，各地区的地理特征、区位优势和人文风情较之浙江省内各县市的差距只会更大，因此更要

因地制宜地将“千万工程”经验转化运用到乡村建设之中。
第一，因地制宜要充分把握当地的特色优势。 特色优势既可以是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高

度，也可以是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还可以是已经形成的特色产业集群。 浙江在推行 “千万

工程”时，不少地区就以自身独特的优势开辟赛道。 比如，桐乡市墅丰村充分利用自身作为

著名文化人物丰子恺故乡的优势，以丰子恺漫画为特色 ＩＰ，将漫画元素融入乡村建设，并以

此为依托开展特色文化产业。 其他地区在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时，也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做
到“一村一策” “一村一品” “一村一韵” 。 比如，在农产品原料丰富的地区，就应当做好相关

产业链的延伸；在拥有特殊文旅资源的地区，应当寻找文旅创意的突破口；在交通便利的地

区，可以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等。 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一定不能“一个样式盖到头，一种颜色

刷到底” ，陷入同质化竞争。
第二，因地制宜要充分考虑当地在整个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职能。 农村是中国社会稳定的

压舱石，关乎国家全局安全和长远利益，这已成为乡村建设中的公论。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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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人物晏阳初就认为 “乡村建设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建设” ［ ２１］ 。 因此在学习“千万工程”
经验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全局意识，充分认识到不同地区在发展大局中的职能不同，开展工

作的出发点也必须有所不同。 比如在一些粮食主产区，一定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确保当地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在一些生态极端脆弱的生态补偿区，则需要以更加审慎

的态度来对待工程推进和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生态影响。
因地制宜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原理，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方法论指导不谋而合，也是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灵活使用。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的关键是学深悟透“千万工程”经验蕴含的理念方法，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开展建设。
这也是检验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成效最根本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 ２２］ 。

四、结语

中国以农立国的传统、庞大的农民人数、乡村发展薄弱的现实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考

量都需要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乡村建设。 “千万工程” 历经二十余年，从最早的整治

农村环境入手，不断升级扩容，最终形成涵盖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内

的系统性工程，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和旺盛的实践活力。 从历史维度来看，面对我国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的国内背景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背景，“千万工程” 经验是推进乡村

建设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更是赓续农耕文明与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的统一，贯穿

着中华农耕文明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乡村建设史相结合的大历史逻辑。 因此我们要

全面、科学、灵活、长久地运用“千万工程”中蕴含的立场原则和价值取向，从中寻找回答“建

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答案，确保推广“千万工程” 经验沿着正

确轨道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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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 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Ｇｒ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 Ｇｒ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ａ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Ｉｔ ｉｎｈｅ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ｉｔｓ ２１ ｙｅａ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ｕｂｅｒａｎｔ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 Ｇｒ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ｅｇｌ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ｔ ａｌｓ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 ” ．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 Ｇｒ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ｉ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Ｔｈｅ “ Ｇｒ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ｄｏｇｍａ， 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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