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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新时代，我

国乡村治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

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

段性成果。”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新征程

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党的领

导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加强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持续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充分体现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乡村治理适

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要进一步

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推动

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强化

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以党建引领乡

村治理。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

进一步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

拓展农村各类组织和农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

渠道，促进基层群众自治与网格化服务管理

有效衔接。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积

极发挥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

织作用。加强农村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着力做好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

特殊困难群众等重点对象服务工作。充分发

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等在乡村治理中的积

极作用，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自我提高。

运用科技手段为乡村治理赋能。当今世

界，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数字中国

及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深入 （下转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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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更多学生和研究人员加入科技创业行

列。2021年，公共投资银行宣布，作为“法

国2030”投资计划的一部分，2022年至2026

年间将有23亿欧元以援助、贷款或直接投

资的形式支持深度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

目标是到2025年出现10家深度科技独角兽

企业。

高校孵化器在法国科技初创企业的培育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以

创新、培训和研究作为三大战略支柱，特别

注重对绿色技术、健康医学、人工智能及大

数据、网络安全等前沿领域初创企业的帮

扶。目前，该大学运营的3家创业孵化器平

均每年能孵化出100多家创新型企业。创业

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创

业导师、常驻企业家和投资人的现场指导，

定期举办路演和研讨会，为科技创新企业提

供先进的实验室辅助研发等。对于学校来

说，这些企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学校的社会

网络，也为学生提供了多样的实习和就业平

台，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地方层面，法兰西岛大区作为首都巴

黎的所在地，正全力推动成为“欧洲初创企

业之都”。截至2023年，法兰西岛大区已建

成250余家孵化器和企业加速器，逾1.2万家

初创企业选择在此投资兴业。2017年6月，

占地3.4万平方米的大型创业园区“F站”在

巴黎东南部落成，该园区能够容纳超过1000

家初创企业，并配备有先进的办公设施和高

速网络。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为 《人民日

报》记者

（上接第 54页）实施，科技在乡村治理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化进一步推动

乡村治理现代化，有效提高了乡村治理科学

化水平，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信息不

对称、村民参与不足等问题，成为提升乡村

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

和信息化发展规律，在符合乡村实际的前提

下统筹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运用信息技术

创新乡村治理方式。着力推动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互联

网+”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推进乡村管理

服务数字化，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

平，打造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不断

提高村民参与治理的广度、深度，提高乡村

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水平。

健全乡村治理效能评价机制。提高乡村

治理效能，需要不断健全评价机制。要着力

构建乡村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以更加有

效的评价机制引导解决乡村治理中的短板和

弱项。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评价体

系，科学评估乡村治理中各种抓手和载体的

实效性，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接诉即办等

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引导乡村治理着力解

决好乡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及养老等领

域存在的各类问题，让农民成为乡村治理、

乡村全面振兴实实在在的受益者。突出全链

条全覆盖，围绕乡村治理效能开展多维度评

价，重点关注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是否形成

系统性效能，能否有效促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单位：中国社

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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