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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离乡”到“返乡”：青年参与
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

—基于 H 省 Z 市 1231 名青年的问卷调查分析

□ 罗 敏

摘　要：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青年是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动力源泉。通过对H省Z市1231名青年的问卷调查发现，青年从“离

乡”到“返乡”参与乡村振兴主要基于三种逻辑：宏观行动逻辑是受国家政策

的号召，中观行动逻辑是青年社会责任的担当，微观行动逻辑是青年个人意愿

的实现。面对部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积极性不高的现实状况，则需要以特色产

业为重点，鼓励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以国家政策为关键，号召青年参与乡村振

兴；以优美环境为引擎，吸引青年参与乡村振兴；以乡土情怀为核心，留住青

年参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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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青年强，则国强；青年

兴，则国兴。党和国家历来重视青年的成长与发展，

历史和现实也同样表明青年一代是国家富强、民族复

兴、人民幸福的强大力量。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2016—2025年）》明确提出“青年是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毋庸置疑，在新一轮

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青年在乡村政治稳定、乡村

经济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等诸多领域都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杨希基于对日本开展乡村振兴中的价值观层面的

考察，认为日本的“任意团体”（包括移居者、城市

居民、青年学生、青年专家学者等）在日本的乡土理

念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

人性向乡土回归的主动性[1]。王亚华等从劳动力流动

的城乡互动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现代信息技术、科技

兴农、“互联网+”等乡村振兴项目需要大批青年返

乡创业，带动农村更多的人就业[2]。叶兴庆从“人、

地、钱”三个关键出发，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要加

快培养现代青年农场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农业职业经理人”[3]。于建嵘则从构建“政府-乡村

社会自组织-农民”多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

新模式的角度，阐述了“乡村振兴需要公众有序参

与”[4]，尤其是要储备乡村振兴战略所需的青年人才。

显而易见，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迫切需

要青年的积极参与，推动乡村建设从青年被迫“离

乡”导致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

象，向青年积极“返乡”形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富集

化、农民青年化的时代转型。

尽管党和国家从政策层面和行动层面给予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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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过程中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但青

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依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现实问

题。本研究选取H省Z市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年为

研究对象，通过对问卷数据的深入研究，剖析部分青

年参与乡村振兴积极性不高的深层原因，并根据问卷

数据提供的现实依据，提出提高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积

极性的对策建议，寻找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

逻辑，以更好地吸引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肩负起社会赋予的使命，积极投身参与乡村振兴的国

家战略中。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关于青年的定义，学界并没有一致的结论。青年

的含义在不同的场域中具有不同的界定方式，它是随

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就国

内外组织而言，世界卫生组织（2017）将青年定义为

15～44周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青年定义为16～45
周岁，中国国家统计局将青年定义为15～34周岁，中

国共青团将青年定义为14～28周岁。就国内研究者而

言，黄志坚从年龄界限规范、科学界定依据、国际视

野等层面认为，14～28周岁是对青年的整体认识，基

本符合社会的实际[5]。赵化刚从青年定义、青年属性

和青年问题三个方面对“青年”进行了阐释，指出

为“14～24岁”、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相统一、面临

发展问题的群体[6]。郗杰英、杨守建在《“谁是青年”

再讨论》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环境

的优化和改善、医疗的先进和保障，当代青年可以界

定为14～35周岁[7]。邓希泉从青年法定年龄的主要表

现，诸如法律政策界定的青年年龄、选举投票年龄、

议员（人大代表）参选年龄等层面总结了青年年龄界

定的一般规律[8]。本研究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将青

年的年龄界定为20～45周岁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青

年思想较成熟、精力较充沛、创新能力较强，是社会

建设的主力军，并且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担当起乡

村社会稳定的维护者、乡村经济发展的促进者、乡村

文化繁荣的传承者、乡村治理创新的推动者等重要

角色。

H省Z市辖5区4县（市）和1示范区，作为我国中

部地区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城市，是一个典

型的以人力资本输出为主导的农耕城市，尤其是20
世纪90年代初期，绝大多数青年“北上”或“南下”

寻找致富机遇。据笔者调研发现，其中Z市的Y县从

1993年左右开始，大部分青年南下深圳打工，并且以

开出租车谋出路，成为当时本地 大的一个新外来

族，高峰期的外来人数达到当地原村民的几十倍。近

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Z
市青年返乡投入到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为乡村振兴出

谋划策、贡献智慧。因此，本研究以H省Z市参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青年为研究对象，探寻青年参与乡村振

兴战略的行动逻辑，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此次问卷

调查的时间为2018年7月初至8月底，历时近2个月，

主要针对市县乡镇返乡青年。在H省Z市返乡参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青年中一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问卷

1356份，其中有效问卷123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2.1%。

三、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问卷调查分析

在本研究问卷调查中，青年男性占58.0%，女性

占42.0%。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3.4%，本科学

历的占6.8%，大中专学历的占13.1%，高中及以下学

历的占76.7%。

1. 有关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基本情况和趋势调查

分析

通过对H省Z市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受访青年基

本资料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

战略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青年参与乡村振兴高年龄段的居多。其中以

40～45岁的青年为主力军，约占总人数的75.4%，而

20～25岁的青年只占5.7%。

（2）高学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人数较少。近年

来，尽管高学历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消

息见诸各大媒体，但就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在受访

的青年中仍以低学历人群为主，本、硕、博学历者仅

占10%左右。

（3）在“返乡”助力乡村振兴的青年中呈现出一

种“洄游”的现象。通过调查发现，关于青年“洄

游”现象有两种情况：一是当返乡创业的青年创业失

败后，他们会选择“离乡”去城市寻找机会；一旦无

法在城市生存或者受挫，又会选择“返乡”进行“二

次创业”；当“创业”再失败后，他们又会选择前往

城市进行“二次就业”，如此回环往复地在城乡之间

多次来回“奔走。”二是部分青年常年奔波在城市与

乡村之间，这部分青年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

即每年冬天的农闲季节乡村青年会选择去往城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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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直到春节前夕再返乡；春耕过后，这部分青

年又会折回城市继续“零散就业”，待到秋收农耕繁

忙的季节则重返家乡；到秋收之后，他们会再次踏上

去往城市的列车，寻找时间较随意、灵活性较强的短

期工作。

2. 有关青年参与乡村振兴行动逻辑和行为调查

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以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心理动

机和行动逻辑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发现，青年参与

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国家号召、政府支持的

积极行动者。大部分受访的离乡在城市打拼的青年更

加关注国家政策。如图1所示，在关于“离乡后是否

更加关注国家政策”的问题上，八成以上的青年选择

离乡后对国家政策的关注“略有增强”或者“明显增

强。”选择增强的原因表现为：①能够很好地把握国

家的 新发展方向（占比40%）；②出于对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自豪感（占比33%）；③出于

自身工作的需要（占比22%）；④其他原因（占比5%，

比如从新闻广告中获得对国家政策的了解，刷微信朋

友圈、微博等新媒体看到朋友转发而关注，等等）。

如图2所示，在“为什么返乡创业”的调查中，28%
的青年由于“国家号召、政府支持”才选择返乡创

业，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地提出“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这是影响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宏观行

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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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离乡后对国家政策的关注度

（2）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

职责担当。青年是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

量。青年一代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神圣职责，这是任何时期都无法变更的事实，

无论是“三支一扶”项目，还是新时期“上山下乡”

工程，都需要青年人担负起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重

担，这不仅是国家的号召，还是青年人勇于担当社会

责任 直接的表征。如图2所示，在“为什么返乡创

业”的调查中，24%的青年选择返乡的原因是“服务

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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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青年“为什么返乡创业”的选择

（3）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乡村需要、个人意愿的

必然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至少出现了两次

规模比较大的“下海潮”，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

开放不久，另一次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90
年代。但随着国家发展方向的转变，青年从原来的

追求“离乡逐梦”慢慢地形成了以新时期“返乡筑

梦”为主的行动逻辑。如图2所示，在“为什么返乡

创业”的调查中，39%的受访青年选择返乡创业是由

于“乡村需要、个人意愿。”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过程

中，诸如特色小镇、电商扶贫、乡村旅游、民宿开

发等给予了青年无限的可能和机遇。因此，越来越

多的“返乡族”带着强烈的创业热情和追求毅然决

定返乡，这也正是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行动逻

辑。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青年选择返乡创业的原因主

要表现为：①城市生活成本高、生活节奏快、压力

大（占比35%）；②国家的返乡创业优惠政策（占比

29%）；③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的本土文化和生活圈

子（占比9%）；④亲朋好友不在身边，感觉生活太孤

寂（占比17%）；⑤其他原因（占比10%）。然而，部

分不愿意返乡创业的青年则表示，城市发展的机会较

多（37%）、城市生活环境好（24%）、城市配套基础

设施完善（18%）、更喜欢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

式（16%）等。

3. 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数据发现，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

人们幸福感的提高，大多数青年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国

家建设的发展实践中，普遍具有对于国家、社会、个

人等不同层面的逻辑思考，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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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和热。尽管如此，仍然有少部分青年参与乡村振

兴的热情度不高、积极性不强。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筛

选、分析，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原因：

（1）对国家政策“一知半解”，“国家梦”与

“个人梦”相背离。在受访的青年中，31.7%的青年

“并不详细了解有关乡村振兴的国家政策”，甚至有

26.6%的人不赞同“青年应该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建

设队伍中去”的观点，认为乡村振兴只不过是国家

“运动式治理”的一次风暴，这阵风一过也就不存在

了。有10.3%的受访青年虽然认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

国家的宏观战略，但是这与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和他们自己的“个人梦”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

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依然是压制他们的“三座

大山”，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他们都很难逾越这

“三座大山”，这种疲惫不堪的“压制心理”难以让他

们将力量付诸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正是由于部分

青年对国家政策认识的这种偏差，缺乏对国家大政方

针的认同，才导致部分青年不愿意参与到乡村振兴的

伟大工程中去。

（2）缺乏社会责任感，服务社会的意识不强。社

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意识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社会群体或者个人对整个社会的美好构建担负起

的社会职责以及履行社会义务的自觉意识和情感体

会。青年作为未来祖国建设的接班者和中坚力量，是

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能否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牢固的社会服务意识是自身实现理想抱负的根本。调

查发现，35.6%的受访青年认为社会责任是那些政治

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应该考虑的事情，而自己

做好“不给社会添灾难”即是担负起了对社会应有的

责任。甚至有45.3%的受访青年认为，近年来中国社

会从“瘦肉精”、核辐射瓜果蔬菜、三聚氰胺奶粉、

染色馒头、问题疫苗到官员腐败、学术腐败、生态环

境破坏等一系列负面的社会现实，在许多人眼中“社

会责任感”就像是“一只皮球”，每个人都在拼命地

把它往别人的怀里送，却忘记了自身应该坚守的那份

“初心”，这便是导致部分青年不愿意积极参与乡村振

兴战略的深层原因。此外，青年在生活（如居住环

境）、学习（如心理压力）、工作（如工资待遇）等方

面的压力，导致部分青年难以对社会产生归属感和责

任感，甚至会出现“破罐子破摔”的自卑心理，进而

违法乱纪、危害社会，更奢谈参与到乡村振兴的队伍

中来。

（3）乡村创业环境较差严重制约着青年返乡创业

的热情和意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部分青

年人的价值观念偏离了当下社会应有的正确的、健康

的价值理念，片面地站在自身的角度、自身的利益思

考问题。总的来说，大部分青年不愿意积极参与乡村

振兴的主要表征有以下几方面（如表1）：一是在制

约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因素中，“农村创业环

境较差”是 主要的因素，所占比例高达29.3%。受

访青年认为，农村的创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

化等诸多方面的创业环境都比不上城市，因此即使在

城市是“夹缝中寻找机遇”仍然会选择在城市打拼，

如果是在城市举步维艰或者乡村有更好的机遇，才会

考虑返乡创业。二是“薪资待遇不如城市”和“政

府政策支持不够”，分别占比21.7%和17.3%。分析发

现，17.3%的青年认为“政府政策支持不够”是制约

其参与乡村振兴不积极的主要因素，排在第三位。此

外，受访青年对“子女教育质量不高”“医疗卫生保

障较差”“个人创业技能不足”等原因的占比分别为

6.3%、11.9%、13.5%，在整体原因表述中也占有很

大的比重。

表1：青年不愿意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表征

主要表征 频数 百分比

农村创业环境较差 361 29.3

政府政策支持不够 213 17.3

子女教育质量不高 78 6.3

医疗卫生保障较差 146 11.9

薪资待遇不如城市 267 21.7

个人创业技能不足 166 13.5

由此可见，大部分不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振兴

战略的青年，一方面是出于对国家相关政策的“一

知半解”、对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以及服务社会、回馈

社会的意识欠缺，另一方面青年选择在城市发展是

出于对家庭和个人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通过对H省

Z市1231名青年的问卷数据分析发现，积极主动返乡

创业加入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实践中来的青年，主要是

基于以下三种行动逻辑：从宏观行动逻辑来看，青年

参与乡村振兴受国家政策的号召；从中观行动逻辑来

看，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社会责任的担当；从微观

行动逻辑来看，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是为个人意愿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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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议与进一步讨论

中国 具“乡土性”的农村社会正在经历一场

“衰败”与“新生”的实践变革。新时代乡村振兴不

仅是一种崭新的乡村发展思维，还是一场能够让乡村

获得“重生”的伟大实践，它将唤起“乡土”精神的

有效回归、“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农耕文化的复兴[9]。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

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

作队伍。可以说，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

这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这不单是乡村

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振兴，还是乡村人才队伍的

全面振兴。

1. 政策建议

通过对H省Z市1231名青年的调查数据分析，针

对部分不愿意“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年，在

下一步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政府应该着重从

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1）以特色产业为重点，鼓励青年参与乡村振

兴。乡村振兴的重点是特色产业的繁荣兴旺，要充分

将现代元素注入乡村特色产业中去，武装农民、改造

农村、提升农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做好具有地

方特色的产业规划，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
业基地”的组织模式。一是保护好革命圣地，发展红

色旅游产业。深入挖掘独具特色的“红色资源”，将

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有效结合起来，把革命

传统教育和促进乡村振兴有效结合起来，开辟出一条

条神圣的革命红色旅游路线，诸如遵义、井冈山、百

色、西柏坡等革命圣地。二是保护好古村落文化，发

展特色村落旅游产业。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古迹众

多，产业振兴要充分利用好古迹建筑类旅游资源和民

族风情类旅游资源，诸如安徽西递村、福建南靖“土

楼”、云南哈尼“蘑菇房”[10][11][12]等。同样地，H省Z
市也需要充分挖掘其本土的村落文化，打造本土特有

村落文化。三是充分借助“互联网+农业”的优势，

大力发展农村特色农产品。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发

展特色农产品，诸如葡萄酒庄、茉莉花茶、黄花菜、

红树莓种植等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再利用“互联网+
农产品”的电商平台进行网络销售，走出一条“一村

一品一特色”产融结合的乡村振兴发展之道。四是

深入挖掘乡村特色产业，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这

既振兴了乡村特色产业，又解决了本土农民工的就

业问题，“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的乡村“亚社

会现象”便不复存在了。无疑，乡村振兴要走“科

技+产业”相融合的道路，诸如发展“互联网+家庭

农场”“互联网+文化创意”“互联网+民宿”“基地+
康养休闲”等农村特色产业，这不仅可以吸引年轻

人返乡创业加入乡村振兴的队伍中，还可以增强产

业发展的可持续。 关键的是，青年学习新技术的

能力很强，刚好可以和从事科技含量高的农业产业

农民相配合，进而共同提升特色农业产业的质量和

效益。

（2）以国家政策为关键，号召青年参与乡村振

兴。“社会参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和关键[13]。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乡村

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

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

兴提供人才保障。”根据对H省Z市的调查发现，本科

以上高学历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的群体仅占受访人

群的10%左右，可以说，乡村振兴严重缺乏高学历青

年。一方面，国家要制定支持青年返乡创业的政策，

放宽社会资本的准入门槛，激励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

兴的伟大事业，促进适合农村发展的产业、项目、技

术分流到农村，形成“企业—青年—乡村”的有效对

接，以提高农村技术水平、产业兴旺程度和现代化程

度[14]，实现青年涌入乡村发展大潮之中。另一方面，

乡村振兴不仅要关注高精尖的农业技术和青年管理人

才，还要重视青年“土专家”、青年“村干部”、青年

“田秀才”等“乡土”青年才俊的培养。此外，国家

要从青年人才的培养、职称评审和资金扶持等方面，

拿出“政策干货”，为青年人才更好地在乡村发挥技

能、带强产业、带动致富铺路架桥，使各类青年人才

在乡村振兴中发光发热[15]。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

践中，既要“筑巢引凤”引进外来高学历青年人才，

也要“本土孵化”乡土青年人才，进一步推动技术、

资本等资源流向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让乡村成为广

大青年人才干事、创业、谋幸福的快乐家园。

（3）以优美环境为引擎，吸引青年参与乡村振

兴。优美的工作环境与优厚的工资待遇是当下青年择

业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农民没有“乡愁”而只有

“城愁”，大多数农民都向往城市的“灯红酒绿”和

“纸醉金迷”，一旦拥有进城的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

往城市“挤”[16]。教育条件滞后、医疗设备落后、公

共交通不便等现实的农村环境，是导致农村青年离

乡打拼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近年来农村社会出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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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空心化”、人口“留守化”、治理“家族化”等特

征的重要因素。再加上乡村资源配置“低效化”、公

共服务“低质化”、精神文明“低值化”，使得许多乡

村青年“逃离”家园去城市寻找机遇。笔者通过对H
省Z市的实地调研发现，凡是留下来或返乡的青年都

会选择在教育和医疗等基础设施好、乡村环境优美的

地方，比如旅游开发区、城乡接合区、田园综合区

等。因此，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的全

面振兴，还需要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基础设施的全面

振兴，只有把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好，

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另外，为返

乡青年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比如优越的办公条

件、学习培训深造的机会、先进的技术指导等软环

境，让返乡就业创业的青年待得下、留得住。

（4）以乡土情怀为核心，留住青年参与乡村振

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

让人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人类作

为一种拥有灵魂的动物，是有原始记忆、乡土情结

的，对于“故土”始终怀着 虔诚的精神寄托。青年

知识分子和青年实业家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是乡村

建设运动 长久、 持之以恒的力量，他们都怀着知

识报国和改造社会的情怀[17]，尤其是那些有资本、有

知识、有技能、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乡村政治、

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

能人士[18]，他们不仅是促进新时代乡村经济发展的主

力军，还是新时代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引领者和社会

责任的担当者。一方面，积极开展青年服务乡村振

兴的项目，通过“乡村调研+帮扶实践”相结合的模

式，助力乡村经济和乡村文化的发展，培养一批有技

术、有能力、有情怀的“三农”人才队伍，让青年人

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土心。”另一方面，要

构建现代农民的良好形象，强化青年对“乡土性”的

认同。对“乡土性”再认识的整体性要把握乡土情怀

与经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把握乡土情怀的物

质之维和精神之维[19]，把利己与利人的乡土精神融入

乡村振兴的战略之中。此外，要积极构建温暖的乡情

及和谐的乡村文化氛围，吸引乡贤和有志青年返乡办

教育和创业[20]，发挥乡贤和有志青年的能动性，让他

们以主人翁精神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行动中。一言以

蔽之，产业兴旺、乡风文明、邻里和谐的新农村作为

乡村振兴的基础，既要让青年成为乡村振兴的“加速

器”，又要让乡村成为青年返乡创业的“孵化器。”

2. 进一步讨论

新时代乡村振兴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重

要战略部署，既是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

织的全面振兴，又是推进城乡融合共生发展的伟大事

业，还是实现党和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

大工程。

（1）乡村振兴战略不能成为资本下乡和富人下乡

的便利通道，应该是乡村工匠、文化乡贤、非遗传人

等乡村能人延续乡土情结的舞台。要深入推行优秀科

技人才“下乡支农”的特派员制度，积极培育优越的

乡村工作、生活和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吸引青年精英

返乡、青年企业兴乡，进而形成新时代乡村振兴青年

人才“小高地。”

（2）乡村振兴要始终以健全和完善乡村公共文化

服务为核心，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好优秀的

农耕文化、乡土文化、家庭文化，进一步提升乡村青

年的道德素养、职业素养和法治素养，营造一种邻里

和谐、村民互助、社会共治的良好“乡土”氛围，从

理解和认识“乡土文化”中增强青年对“乡土”的

认同。

（3）乡村振兴必须是城与乡的全面振兴，目标是

实现城乡融合共生的美好愿景。乡村振兴战略不能以

牺牲乡村生态环境为代价，乡村建设既要乡村的“金

山银山”，还要乡村的“绿水青山”，是人与自然的共

生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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