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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举措，是打造“农业强国”的
战略安排。文章以湖南省常宁市为例，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置于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调查近年来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其深入分析了村级集体经济如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突破难点，并在此基础上从推进创新
农村产权制度、强化整体规划、构建完善的财政保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和强化对村干部的权力监管五个方面提出
政策建议，从而为湖南省常宁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理论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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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重大举措，有助于
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民共同享受改革
发展成果，推动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同时也是增强农村
发展活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形式。湖南省常宁市地
处湘南，湘江中游南岸，常宁市共有６５个基层集体（乡镇、街
道办事处、社区）以及３６４个村。近年来，常宁市在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中，始终严格按照上级要求，不忘初心，稳步进行，
不断探索适合常宁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方法，并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

一、常宁市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一）试点先行，扎实基础，逐步推进
常宁市是我国第二批改革试点的单位，将宜阳街道、洋

泉镇、柏坊镇和西岭镇４个乡镇的１２个村（社区）选为此次
改革试点村（社区）。在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改革试点的工作
中，常宁市先后探索出了“十一步工作法”，制定了涉及人员
管理、股权、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等内容的政策性文件，在工作
中，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组织、反复推敲，这为常宁
市的其他乡镇的改革提供了一份值得借鉴的模板。在长时
间的改革中，常宁市的改革试点工作逐渐被广大村民所认
同，统一了思想，推动了改革试点工作的进行。

（二）制定配套政策，构建联动工作机制
常宁市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举措来抓，研究出台《常宁市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发
展方案》，对集体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指导。推行市级领导包
乡走村制度，帮助乡村理清发展思路、选准发展路子、解决实
际困难。落实乡镇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构建乡镇班子

成员联村责任体系，逐村明确工作目标任务，推进“一村一
品、一乡一业”建设。以各村为发展主体，逐项抓好具体工作
落实，通过一级带一级，建立起市级抓统筹、镇级抓组织、村
级抓实施的总体架构，形成全市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一盘
棋”工作格局。定期召开组织、财政、农业等涉农部门联席会
议，压实相关部门配套服务责任，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有
利的外在条件。开展村集体经济发展全覆盖排查，落实联席
单位班子成员联点薄弱村和空壳村制度，向收入低于５万元
的薄弱村选派联村领导、第一书记、科技特派员，为“空壳村”
“薄弱村”量身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调动有效资源，实
施精准帮扶。

（三）产权更加明晰，突出改革成效
在产权的改革上，常宁市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

是在资产清查核实方面，常宁市始终坚持“过程公开、流程规
范、账内查清、账外核实”的工作原则，遵循“建立台账、清查
核实、公示确认、汇总上报、审核备案、纳入平台”的工作流
程，在资产清查核实方面实现公示公开。资产清查核实对象
从村级固定资产开始，首先核实村级当前的债权和债务，通
过精查细算摸清村级当前资产和债务的准确状况；最后召开
村民代表大会对村级固定资产清查核实结果进行公示公开。
经核实，常宁市全市共拥有村级固定资产总额１０ ０５亿元，村
级集体土地面积共计２７１ ４２ 万亩（农用地面积约占
８６ ９１％）。二是关于集体经济组成成员身份的确认。全市
共审议相关人员８９ ９３万人，经确认常宁市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总人数为７５ ３３万人，其余未确认人员主要为公职人员和
空白户。三是村级股权登记核实。在常宁市１３１个股份制村
民合作社中，９２％以上村民合作社进行了股份登记，但集体股
设置占比很低，仅为１ ９％。四是在股权的管理方面，常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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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村（社区）均采用“生不增、死不减”的静态管理模式，以
此减少不必要的利益冲突，既能降低管理成本，又能推进改
革进度。

（四）优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探索总结推广了“资产经营型、资源开发型、股份合作

型、产业带动型、服务创收型”五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已成为当前“三农”工作中

的一个重要问题，常宁市在巩固和应用这一成果的同时，探
索出了多种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一是资产经营型。
常宁市培元、曲潭２个街道的１６个村利用城郊区位优势，积
极发展物业经济，２０２２年创集体经济收入２９ ０６万元。二是
资源开发型。庙前镇、板桥镇、塔山瑶族乡３个乡镇的４２个
村，依托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林业、养殖和旅游服务，２０２２年创
收８０ ６３万元。如板桥镇群益村村民刘春连依托优质的土壤
资源，在政府的帮扶下，参加常宁市产业扶贫的培训，到株洲
黄桃种植基地参观学习，种植生态有机黄桃１００多亩，年产量
近３万吨，今年的价格是１３元／斤，年产值超过７万元，带动
周边移民户实现脱贫致富。三是股份合作型。西岭镇、三角
塘镇３个乡镇的４２个村以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等参股，２０２２
年创集体经济收入１３２ ７２万元。四是产业带动型。新河镇、
官岭镇３个乡镇的４１个村流转土地１５万多亩，引进农业企
业９家，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４１家，２０２２年集体经济收入
１０２万元。五是服务创收型。宜阳、泉峰２个街道的１０个村
通过提供小区物业、市政管理、基础建设、社会养老等服务。

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常宁市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常宁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在实际的推
进工作中依旧存在不少的问题，尤其是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内涵式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新问题、新挑战逐渐增多，一
些瓶颈问题逐渐显露，亟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一）集体经济意识淡薄
一是干部认识不充分，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对农村集体经

济在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影响因素等的认识，并
且没有认识到其困难性及艰巨性，尚未做好克服在此过程中
可能遇到各种困难的心理准备。而且，少数领导干部未能认
识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意义，出现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
把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认为是村级干部的事情，并未将其作为
一个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机会来看待，缺乏一定的紧迫感与
责任意识。一部分村干部过于依靠上级的支持，出现有问题
就找上级的现象，在工作中缺乏热情、积极性、创造性、创新
性，发现问题不主动想办法解决。二是部分干部对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系统性、综合性，对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与长远目
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之间内在联系，
对其发展的阶段性、长远目标等理解还不够，对农村改革的
协调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三是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与
农村基层组织、多方利益等方面密切相关，会涉及转变农村
基层组织职能、各方利益不同程度的调整等一系列新问题新
情况，因此，在各个方面都会出现一些顾虑，从而影响改革的
进度，提高改革的难度。四是宣传不足，改革所涉及的政策
在制定出来之后，缺乏足够的宣传，在民众中并没有起到教
育引导作用，以至于部分农民群众对改革的认识还简单的停
留在分红阶段，又由于对改革的政策宣传和教育引导还不够
广泛深入，部分农民群众简单认为改革就是分红，加上各个
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极易形成“攀比”竞争的
局面，加大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

（二）发展基础过于薄弱，乡村之间地区差异性大
一是村属集体资源资产少，乡村之间地区差异性大。常

宁市现有农村集体资产总额为１００５４３万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４１９０万元；集体土地总面积为２７１ ４２万亩，其中农用地总面
积２３５ ８７万亩，但集体经济整合发展还不充分。２０２０年，常
宁市共有乡村工业企业３２２８个，规模以上企业有１０８８个，占
３３ ７１％，而常宁市乡村工业企业总数４９９个，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有１４３个，占３１ ８４％，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同样常宁
市的工业企业总数占到衡阳全市的１３ ９０％，而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也只占到衡阳全市的１３ １４％，也低于全市的平均水
平，说明常宁市农村集体经济质量不高。二是“空壳村”基数
大。全市集体收入低于５万元的“空壳”村现象仍然突出。
调查的１３４个村中，集体经济收入低于５万元的“空壳村”仍
有２２个，占总数的６ ０９％。三是收入渠道单一，发展后劲不
足。村级集体经济依靠房屋和土地等出租获取收益的村比
较多。如２０２２年常宁市三角塘镇２６个村的集体收入平均水
平不到８ ３万元，其中２３个村的主要收入基本上是来自村集
体发包耕地、林地、果园、鱼塘等资源性资产发包或承包所上
交的资金收入，７个村主要是租赁收入，１１个村主要是烟税返
还收入，只有８个村是依靠村集体利用三资投资经济实体项
目产生的入股分红收入以及三产服务性收入。为减少风险，
多数村庄只对集体资产进行处置，收取承包、转让等费用，以
至于集体资源的利用率低下，集体经济难以获得稳定的收
益。四是偏远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对农业生产形成依赖，经济
发展滞后，在农村集体资产中资源性资产有较高的占比，特
别是林地、耕地等，经营性资产严重不足，未获得理想收益，
有些村甚至出现负资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股权分红只
是局限于少数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改革过程中农民参与度
较低。五是城乡接合部土地资源匮乏，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
生产方式，与其他村庄相比，集体资产总量较大，能获得相对
偏高的收益，在分配收益过程中需要缴纳的红利税高达
２０％，集体经济组织房产在变更过程中需要缴纳税费，集体经
济组织承受着巨大压力，在改革中的表现较为被动。

（三）自身造血功能不足
一是土地流转难，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土地流转困难的

问题。经营新型农业经济的前提是需要有规模化的土地，这
样才能更有效地运用现代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发展新型
农业经济。家庭承包制的分散化经营方式，已成为制约常宁
市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融资难，融资是发展新型
农业集体经济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投资时间长、见效慢
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很难在银行获得
贷款，即使中央出台了相关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用于
贷款，这些政策在很多大银行都还处在试行阶段，并不能够
带来实际的帮助。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当前，常宁市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这已经成为制约发展农村集
体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发展中遇到了机械化耕作难度大、
水利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四是服务措施不完善。常宁市为
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制定了许多针对性的政策与服务措施，
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在保险、公益性技术服务、产业规
划、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服务存在严重缺失。

（四）人才队伍流失严重
在常宁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人才缺乏是一个突出的

问题，通过对常宁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在家青壮年人数占青壮年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密集
村１３个，仅占样本总数的９ ７％，而在家青壮年人数不足青

０３１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５）第３８卷第５期　 总第３８７期



壮年人数三分之一的村有５９个，占到了样本总数的４４ ０％，
调查的１３４个村中，依靠劳务输出作为农民增收主要手段的
村达到了７５个，占到了５６ ０％，表明大部分青壮年都希望去
外地务工，而不是回乡。而将农业种养作为农村支柱产业的
村有７６个，占样本总数的５６ ７％，数据表明，留在本地的农
民，受到文化水平、思想观念技能、资金等的限制，获得高收入
的能力显然不够，以至于还停留在传统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上。

三、推动常宁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对策
（一）创新农村产权制度
农村改革应该体现出较强的综合性，以促进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为重点。常宁市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却暴露出一定的
不足，在对集体资产中进行改造时只是局限于经营资产，并
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促进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
的因素比较多，任何一个部门单打独斗都不可能成功，这就
需要形成系统思维，提高顶层规划的合理性，系统地进行农
村改革，形成整体效应。常宁市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干部要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笃定前行、大胆创新，通过改革走向光明的未来。
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为常宁市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筑牢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要积极进行宣传，村干部不仅要对各级政府的
政策方针进行深入解读，也要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解读、宣传，
在农村社会中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村干部要建立终生学
习的意识，带领农村群众共同当前的发展形势，为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创造优越的环境。

（二）树立整体意识，强化整体规划，加强分类指导
一是统筹兼顾，进一步形成工作合力。各级政府要加强

组织领导和工作统筹，健全和落实责任制度。市农委要在农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承担起作为牵头部门的责任，其他
各级参与的部门需要增强大局意识，互相帮助，积极配合，以
保证各项改革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
因地制宜，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不同村庄由于位置、地
形、资源等的差异，在统一的测量标准下，会存在不同的发展
模式，这些模式并没有好坏之分。而是在制定发展规划时，
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不断探索、改革发展模式，从而形
成与当地发展相切合的模式。如常宁市西江村乡村旅游模
式取得一定成效的原因在于其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这能获
得更多的政策扶持。

（三）构建完善的财政保障机制
对于基层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过

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分析，
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采取有效的措施，
及时地处理，以保障农村地区能监看有序发展，推动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特别是要处理好村级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
织之间的关系，厘清村委会与村级经济合作社各自的职能，
进一步明晰合作方式，明确其管理制度与组织管理结构。为
此，急需完善的财政保障机制，以保障组织运行经费的支出。
同时，加大对公共管理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起与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与服务方式。

（四）加强工作机构及队伍建设，培养各类三农人才
一是坚持做好乡土人才能力培训、吸引离乡人才返乡创

业、选派科技人才服务产业等工作，破解发展村集体经济在
人才方面的制约。通过“党建＋”模式，把土专家、田秀才、种
养能手等乡土人才聚集在村党组织周围发展产业，委托农
业、人社、科技等部门进行专项培训，提高产业发展经营管理

能力，再通过“１＋２”模式传帮带，培养一批乡土人才，构建“以
产业引培人才，以人才推进产业”的良性循环。积极开展返
乡人才联络和回归工作，广泛宣传乡村振兴政策红利，吸引
在外优秀人才返乡创业，以资金、技术等方式入股村集体经
济组织，不断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后劲和市场抗风险能力。
二是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培养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骨
干，充分发挥每一位管理人员的作用，明确工作职能，落实人
员编制与经费，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推进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同时建
立“３＋１”村级组织体系，实现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务监
督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管理，强化村级组织的经济
运营职能，集体经济重要性、话语权明显增强。扎实推进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部完成了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确
认、股权量化等任务，设立人口股、土地股、农龄股、资金股、
贡献股、扶贫股等６种股权。开展折股量化，实现“村民变股
民”。

（五）强化对村干部的权力监管
“村支两委”不仅是农村治理的主力军，也承担着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的责任。“村支两委”干部要深刻地意识到自己
应该是农村群众的贴心人，在日常工作中要维护群众的利
益，恪守法律法规，促进基层组织的有序运行。然而，部分
“村支两委”干部利欲熏心，将法律法规弃之不顾，将村集体
的部分公共财产占为己有，损害村集体与群众的利益，引起
群众的强烈不满。这就需要将村干部当成监督重点，及时发
现村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矫正，维护村民利益。在对
村干部的权力实施监督时要注重两项内容：一是加强“两会”
建设，使村民代表大会与自治委员会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全面推行民主集中制，按规定进行村务公开，严格按法律规
定处理村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二要合理选人、科学用人、严
格管人，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广纳贤才，从总体上提升村干
部素质，赢得群众的认同，为农村基层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农
村改革的纵深推进带来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１］田冬梅．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

相互影响探究［Ｊ］．中国市场，２０２０（３０）：２７－２８．
［２］王晶．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分析［Ｊ］．

山西农经，２０２２（１）：８８－９０．
［３］何静．山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Ｊ］．经济师，

２０２２（１０）：１１４－１１５．
［４］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湖南省常宁市：紧扣重点

推进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Ｎ］．农民日报，２０１９－９－７（３）．
［５］陆晨．新时代影响中学生德育的原因分析［Ｊ］．戏剧

之家，２０２０（１）：１４１－１４２．
［６］湖南省双峰县委，双峰县政府．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改”出四个变化［Ｊ］．农村经营管理，２０２１（１）：３７－３８．
［７］唐玉婷．凉城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研究［Ｄ］．呼

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２０２１．
［８］刘满红．衡阳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策研究［Ｄ］．衡

阳：南华大学，２０１７．
［９］陈健．青龙满族自治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Ｄ］．

秦皇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２０２０．
［１０］郭昊．云南省石林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

优化研究［Ｄ］．昆明：云南师范大学，２０２１．

１３１

第３８卷第５期　 总第３８７期
２０２５年３月（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５（Ｇｅｎ． Ｎｏ． ３８７）
Ｍａｒ．（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ｅ 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ＺＨＡＮＧ Ｆｅｉ１，ＨＵ Ｘｕｅ－ｑｉｎｇ２，ＬＩ Ｊｉｎ－ｍｅｉ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ｕ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Ｈｕｎａｎ ４２１００１；

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Ｈｕ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Ｈｕｎａｎ ４２１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ｋｅ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２０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ｉ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 ｔａｋｅｓ 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ｄｅ，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ｉｔ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责任编辑：陈思婷）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上接第１２８页）
有“以跨媒介联动与全场景传播为表征的连接力”“以交互式
传播与沉浸式满足为表征的体验力”“以细分场景适配与个
性化定制为表征的服务力”。利用场景化技术开展工匠精神
培育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模式的适配性，在沉浸式体验
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具体而言，可通过拍摄短视频讲
好工匠故事、网络直播连接教育对象、ＡＲ场景触动沉浸体
验、模拟游戏强化价值认同等不同表达方式引发学生对工匠
精神的思考，触及内心，领悟工匠精神的内在意义。

四、结语
工匠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顺应时代进步和发展大

势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重任。
总之，工匠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工匠精
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能力和职
业素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和重要思

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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