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空间战略维度

[摘 要]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有着显著的空间战略维度，这集中表现在其空间话语表达

、空间战略擘画以及空间振兴方略中。习近平善于把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形象地概括为“走自己的路”

、把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借用空间比喻加以阐发并把乡村振兴要解决的问题概括为具体空间问题

，这充分体现出他敏锐的空间洞察力和高超的空间思维能力。习近平明确了乡村空间在国土空间全局

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在城乡统筹中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以及在全球空间稳定繁荣中的贡献性战略地

位，这充分展现出他非凡的空间谋划智慧和深远的空间战略眼光。基于这种敏锐的空间洞察力、高超

的空间思维能力、非凡的空间谋划智慧和深远的空间战略眼光，习近平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

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五个方面提出了乡村振兴方略，明确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着力点和空间抓手

，为我国乡村振兴落地做实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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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农’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准确把握‘三农’工作新的历史方位，把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战略意图领会好、领会透”[1]

6

。要把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意图领会好、领会透，首先需要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

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战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他关

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有着显著的空间战略考量和战略设计，可以称之为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

述的空间战略维度。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空间战略维度集中地表现在其空间话语表达、空

间战略擘画以及空间振兴方略中，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敏锐的空间洞察力、高超的空间思维能力和非

凡的空间治理智慧。从空间战略维度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对于

从空间维度深入领会党中央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意图、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做实，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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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空间话语表达

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设计师，习近平总书记在谋划乡村振兴战略时，有着十分显著的空间战略

维度，其敏锐的空间洞察力和高超的空间思维能力，充分体现在其关于乡村振兴的生动的空间话语表

达中。这些关于乡村振兴的空间话语表达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形象地概括为“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善于使用“道路”这一空

间概念，概括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方式。他曾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共同富裕道路”“现代农业

发展道路”“绿色发展的路子”“质量兴农之路”，等等，从不同方面阐释乡村振兴的具体实现方式。在他

看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推进乡村快速、全面发展，而“一个地方的发展，关键在于找准路子、

突出特色”[2]

。同时，在进一步思考应该如何探索上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现“道路”问题时，他又有着清晰的国内与

国际、城市与乡村的四重空间维度。他反复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乡

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

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3]

4-6

。要立足我国国情农情，“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

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

能照抄照搬”[4]

1

。可见，要正确探索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不仅要有我国和世界的空间视野，还要能够不囿于乡村

空间局限，善于从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的互动中去解决乡村空间的振兴问题。

第二，把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借用空间比喻加以阐发。习近平特别重视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精神力量建设。可以说，积极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自信自强、勇毅前行的精神力量

，是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最为鲜明的执政特色之一。这一执政特色在对乡村振兴的战略谋划中，也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习近平认为，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有“坚定必胜的信念”“一鼓作气攻的决心”“责任感

和使命感”“探索精神”等精神信念，还要善于“主动作为”“锲而不舍”“真抓实干”“精准施策”。他经常借用

各种生动的空间比喻，巧妙地概括并阐发这些精神力量。例如，在阐释乡村振兴要有必胜信念和一鼓

作气的决心时，他用“行路”“攻城拔寨”来警示人们不可半途而废。他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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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头，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念，越要有一鼓作气攻城拔寨的决心。”[1]

179

在阐释乡村振兴要勇于解放思想时，他用“开路”“架桥”来激发人们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胆识和勇气

。他说：“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

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

兴农力量汇聚起来。”[1]

16

在阐释乡村振兴要主动作为时，他用“克难前行”来阐释主动作为所需要的精神状态。他说：“找准方位

才能把握航向，主动作为才能克难前行。”[1]

162

再如，在阐释乡村振兴要施策精准时，他用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来强调乡村振兴施

策不能粗枝大叶、马马虎虎而要有认真的精神品格。他说：“空喊口号、好大喜功、胸中无数、盲目蛮

干不行，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手榴弹炸跳蚤也不行，必须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

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1] 162这些借助空间比喻对实现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的话

语表达，无不体现着习近平生动的空间话语艺术。

第三，把乡村振兴要解决的问题概括为具体空间问题。在习近平看来，乡村振兴要解决的问题，可以

概括为各种具体空间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他多次

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然而当前我国乡村空间日益破败而城

市空间日益繁华已经成为阻碍共同富裕的重要问题。他说：“我一直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

有整个国家现代化。”[1]

42

“如果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也不能算

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让乡村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1]

10

。二是乡村生活生产空间基础设施落后、残破以及缺人、缺生机的问题。在他看来，乡村生活生产空

间基础设施落后、残破以及缺人、缺生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乡村的学校、医院、农宅、宅基地、交

通、农田水利、水井、物流、网络等具体空间形态中。他说：“一些村庄缺人气、缺活力、缺生机，到

村里一看，农宅残垣断壁，老弱妇孺留守，房堵窗、户封门，见到的年轻人不多，

村庄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不断加剧。”[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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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村庄建设没规划、没秩序、没特色，宅基地违规乱占、农房乱建，有新房没新村，有新村没新貌

。”[1] 8-9乡村振兴就是要“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1]

37，要“探索盘活用好闲置农房和宅基地的办法，激活乡村沉睡的资源”[1]

38

。三是耕地空间直逼红线的问题。他认为，确保粮食供给和粮食安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

，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1]

88，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决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1]

88

，保护好18亿亩耕地空间。四是乡村的山、水、天、地等空间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在他看来

，过去我们为了发展，农业过度依赖资源消耗，面源污染、土壤污染严重，地下水超采、耕地草原森

林河流湖泊超垦超载问题严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1] 111。

二、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空间战略擘画

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中蕴含的空间维度，不仅体现在其生动、鲜活的空间话语表达中，还体

现在它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战略擘画中。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的空间战略擘画，充分地展现出其非凡的

空间谋划智慧和深远的空间战略眼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明确乡村空间在国土空间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中华民族历来有将乡村空间放置于国土空

间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加以认识和把握的传统，正所谓“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中国共产党人也

传承了这一优秀传统，极其重视乡村空间在国土空间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1936年，毛泽东在延

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5] 47。邓小平也讲过，“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6]

395

。习近平明确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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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1]

11

。在他看来，乡村空间的基础性战略地位，首先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

标决定的。他说，“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3]

4-6

，“到二○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础在‘三农’，必须让亿万

农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赶上来，让美丽乡村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标志、美丽中国的底色”[1]

11

。其次是被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证明了的。他从全球空间维度考察了乡村空间在各国现代化建设中的

基础性战略地位。他指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

业发展跟不上，农村发展跟不上，农产品供应不足，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

市贫民窟，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3]

4-6

。再次是由我国国土空间均衡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实现我国国土空间均衡发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一是人口与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的需要。他认为，从我国人口总量和国土面积来看，人口不可能

全部集聚于城市空间，需要引导人口在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均衡分布。他说：“作为有着九百六十多万

平方公里土地、十三亿多人口、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大国，不管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农村人口还会

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即使城镇化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也还有几亿人生活在农村。城市不可能漫无

边际蔓延，城市人口也不可能毫无限制增长。”[1]

10

二是生产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均衡发展的需要。在他看来，过去由于生产力落后，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我们对生态空间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生产生活空间不断扩大而耕地空间不断缩小、山水林田湖草退

化等问题日益严峻，现在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他说：“过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为了多产粮食不得不毁

林开荒、毁草开荒、填湖造地，”[7]

392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大，一些地方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地下水严重超采、

土壤退化、面源污染加重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8]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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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科学合理地构建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促使其协调发展。

第二，明确乡村空间在城乡统筹中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习近平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正确处理工

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历史关口”[3]

。在他看来，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制约，我们“依靠农业农村支持，在一穷二

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靠农

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

发展和农村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

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

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3]

。因此，当前我们处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历史关口，要解决“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必须支

持乡村优先发展，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认为，要确保乡村空间在城乡统筹发展

中的优先性战略地位，必须体现在公共资源配置上。而这种公共资源的优先配置，又需要从以下四种

具体空间形态来着力：一是道路。

他反复强调，“要想富，先修路”[9]

。乡村要想摆脱贫困、快速发展，第一要务就是进行道路建设。二是居民点、人居环境、农田水利、

宽带网络、学校医院等。他特别指出，要将工作重点集中在乡镇寄宿制学校、贫困村卫生室和乡村危

房等具体空间形态的建设上。三是城镇空间。他强调，要保证乡村空间在城乡统筹中处于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不能囿于乡村空间内部，应该以城镇空间为抓手，通过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各种

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还要在城镇空间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进得了城、有房住、有学上、有岗位就业

等问题。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10]

260

，“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镇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推动人才

下乡、资金下乡、技术下乡，推动农村人口有序流动、产业有序集聚，形成城乡互动、良性循环的发

展机制”[1]

31-32

，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

”[1]

35

。四是东部对口帮扶空间。以东部对口帮扶的发达空间为推手，通过以东带西、产业联合，助力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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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协作发展。他说，“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

出的重大决策。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

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11]。

第三，明确我国乡村空间的振兴在全球空间稳定繁荣中的贡献性战略地位。一方面，我国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成功经验，必将为全球城乡空间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对立

和乡村衰败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无限扩张本性的必然结果；“乡村病”、城市贫民窟问题之所以会成

为全球性问题，归根到底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扩张逻辑支配下，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

掠夺。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2]

260

。在资本自我增殖需要的驱动下，大工业迅猛发展，并在激烈的竞争中使城市突显出“人口、生产工具

、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13]

50

。习近平也认为，乡村振兴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它是近代工业化以来城市空间战胜乡村空间引

发的城市病与乡村病并存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经验，必将为全球城乡

空间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他说：“从世界各国看，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必然要经历一场痛

苦的蜕变和重生。我国农村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很多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他还特别指出

，我国“‘赤脚医生’被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乡镇企业曾经是众多国

家学习的样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被世界银行称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最好的教科书’；我们用占世界百

分之九的耕地、百分之六点四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近百分之二十人口的吃饭问题，被国际社会

看作是了不起的成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大国能够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问题。我国

干好乡村振兴事业，本身就是对全球的重大贡献”[1]

13-14

。另一方面，我国乡村空间的振兴和城乡经济的循环，必将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国际

经济大循环和全球生产生活空间稳定繁荣，发挥“压舱石”的作用。他指出，“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

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14]

。在他看来，乡村空间的振兴，不仅稳定了粮食生产，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力地应对外部环境

的不确定性，还为农民工返乡留下了余地和空间。对农民工来说，乡村不仅有地、有房，回去有地种

、有饭吃还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这正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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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同时，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

远，乡村空间振兴有利于形成城乡经济循环，而我国城乡经济循环的实现，是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

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因素，它必将为稳定和推进国际经济循环做出贡献。

三、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空间振兴方略

正是基于上述敏锐的空间洞察力、高超的空间思维能力、非凡的空间谋划智慧和深远的空间战略眼光

，习近平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五个方面提出了乡村振兴方略，明

确了乡村振兴的空间着力点和空间抓手，为我国乡村振兴落地做实指明了方向。

第一，乡村生产空间振兴方略。在习近平看来，乡村生产空间的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要实现乡

村生产空间振兴，必须从以下四种空间形态来着力。一是18亿亩耕地空间。习近平认为，乡村生产空

间振兴的重中之重是守住18亿亩耕地空间，同时还要把农田水利空间建设好。就如何保障耕地空间的

问题，他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空间治理方法。一方面，通过扩大耕地、牧地，恢复耕地、河湖休养生息

，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基本农田；另一方面，强调耕地用途管理，不能用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农家

乐、别墅、私人会所等取代耕地空间，也不能用果园、花卉园、菜地等取代耕地空间。他反复强调，“

公司和企业租赁农地，要有严格的门槛，租赁的耕地只能种地搞农业，不能改变用途”，否则，“保谷

物、保口粮就落不到实处了”[1]

55

。二是宅基地空间。他强调，要激活乡村宅基地空间。他说，“农村闲置农房放在那里任其破败是一个

大问题，利用起来却是一笔大资源。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的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

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

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6]

399

。同时，他也强调，“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这个口子不能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这个原则

不能突破，要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等”[6]

399

。三是庭院、合作社空间。在他看来，乡村生产空间首先要注重与生活空间融合发展。他说，“要积极

发展乡

村产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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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让群众

既有收入，又能兼顾家庭，把孩子教育培养好”[15]

。其次要重视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建设。“要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16]

。四是网络空间。要利用虚拟网络空间打破乡村产业发展的现实空间局限。他说，“现在，许多优质农

产品还是在田头卖、在马路边卖”

，“酒好也怕巷子深”。要“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6] 402。

第二，乡村生活空间振兴方略。习近平认为，乡村是人民生活的地方，必须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出发振兴乡村生活空间，应将建设重点聚焦在乡村居民居住空间上。首先应聚焦厕所、生活垃

圾处理点、生活污水处理点、村容村貌等乡村“脏乱差”最为严重的空间；其次应聚焦“农村枯井、河塘

、桥梁、自建房、客运和校车等”安全事故多发空间，提升老百姓的安全感；再次应聚焦乡村山、水、

林、田、路、房等，梯次推动乡村居住空间整体改善。同时他还认为，乡村生活空间的振兴，不仅仅

是乡村居民居住空间的改善，也不仅是某个地区人民生活空间的改善，它应该是全国人民生活空间的

整体改善。他说，“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要搞……给农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1]

113-114

。就如何实现乡村生活空间振兴的问题，习近平特别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率先开展创新创造，再积极探索从“个别”空间向“全国”空间的推广。他强调，要“注意总结先进典型，

发挥其对推动乡村振兴的示范作用”，“可复制可推广的要加快在全国推开 ᴀ[1]

16-17

。他特别称赞近年来的“四好农村路”建设，认为这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

在基层凝聚了民心[17]。

第三，乡村生态空间振兴方略。在习近平看来，生态空间是乡村振兴的支撑点，“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

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

的支撑点”[1]

111

。他认为，乡村生态空间振兴的目标是建设美丽家园，生态空间振兴的方法主要包括：一是慎砍树、

不填湖、少拆房，保护天然林等绿色空间。他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

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1] 121，“要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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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制度。要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上取得新突破，让

保护生态环境的不吃亏并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让农民成为绿色空间的守护人”[1]

113

。二是加快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农业空间布局体系。围绕土壤、休耕、东北黑土地、华北地下水、长

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近海滩涂养殖区加强污染治理力度和修复保护力度，落实超垦超载区域分类

有序退出机制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扩大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规模。三是注重生态空

间与生产空间协调发展。要树立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重挖掘当地生态资源独特的经济社

会价值发展经济。“我们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把该减的减下来、该退的退出来

、该治理的治理到位。农村生态环境好了，土地上就会长出金元宝，生态就会变成摇钱树，田园风光

、湖光山色、秀美乡村就可以成为聚宝盆，生态农业、养生养老、森林康养、乡村旅游就会红火起来

。像浙江安吉等地，美丽经济已成为靓丽的名片，同欧洲的乡村相比毫不逊色”[6] 404。

第四，乡村文化空间振兴方略。习近平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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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近年来，乡村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凸显了出来。乡村的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民俗风情、

农家美食，越来越成为一种“慢生活”的时尚。“竹篱茅舍风光好，高楼大厦总不如”。在此背景下，乡

村文化空间振兴意义重大。在他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就凝结在有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

的村庄中，汇聚在乡村各种风俗习惯和村规民约中。他说：“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

，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

用。”[1]

137

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总是以某种有形的乡村文化形态驻留在各种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前者主要包括各种“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等”；而

后者则主要包括“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因此，他强调，乡村文

化振兴首先要保护好各种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这种保护并非简单地原形守护

，还应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以新时代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1]

124-125

。还要善于创新各种节日文化，例如“中国农民丰收节”等，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他说：“设立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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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节，是党中央研究决定的，进一步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基础地位，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秋分时节，全国处处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广大农民共庆丰年、分享喜悦，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正

当其时。”[18]

第五，乡村社会空间振兴方略。在习近平看来，乡村社会空间振兴就是要“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确

保农村社会稳定有序”[19]

683-684

。他从空间维度提出，乡村社会空间振兴的原则是就地解决，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19]

683-684

。他形象地将这种原则进行了空间化概括，即“枫桥经验”。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几个需要重点做好

的空间阵地：一是村为民服务中心和“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便民服务平台[6]

409

。他说：“要把村为民服务中心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阵地建设好，完善充实服务事项，提高为民服

务水平，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20]

他特别推崇一些地方探索在村庄建立的网上服务站点，认为这有力地推动了“网上办、马上办、全程帮

办、少跑快办，受到农民广泛欢迎”[6]

409

。二是基层党组织。他反复强调，“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要抓住

健全乡村组织体系这个关键，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

、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1]

189

。“全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党组织派出第一书记，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培养锻

炼干部的重要举措，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切实发挥作用”[6]

408

。三是全社会空间。他认为，乡村社会空间的振兴要与全社会空间联系在一起谋划。他说，要“在全社

会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

”[18]

，只有这样，乡亲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加强和创新乡

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 11 / 15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1]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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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dimension of

spatial strategy, which is concentrated in his spatial discourse expression, spatial strategy drawing

and spati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Xi Jinping is good at summarizing the realization metho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alking one's own way", using spatial metaphor to illustrate the spiritual powe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mmarizing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specific

spatial problems, which fully reflects his work. Keen spatial insight and superb spatial thinking

ability. Xi Jinping clarified the basic strategic position of rural space 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land and space,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contributing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global sp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which fully demonstrated his extraordinary space planning wisdom and far-reaching.

strategic vision of space. Based on this keen spatial insight, superb spatial thinking ability,

extraordinary spatial planning wisdom and far-reaching spatial strategic vision, Xi Jinping

proposed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five aspects: production space, living space, ecological space,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The strategy clarifies the spatial focus and spatial grasp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my

country.

Keywords: Xi Jinp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pace strategy; production space; living space; ecological

space; cultural space; soci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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