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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只有动
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实现。这是由乡村振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的。但必须看到由于长期受
重城市轻乡村思维定势的影响，乡村振兴受阻于诸多制度性因素，特别需要破除一系列阻碍乡村振兴的
体制机制障碍。我们梳理影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不仅有利于理解乡村衰败的原因，也有助于探索农
业和乡村现代化的路径，制定出促进乡村振兴的合理措施。城乡人才流动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乡
村金融制度、耕地及宅基地制度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的振兴。笔者选择以下几个方面做些论述，
旨在引导人们思考影响乡村振兴的制度层面原因，为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提供一些依据。

扭转单向城镇化趋势，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

中央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城市中心发展思路，城乡融合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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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城市和乡村文化共存共荣，城市和乡村发展
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是在保持城乡各自特色基
础上的功能互补。这就要求彻底破除城乡二元
体制，解决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城乡“两张皮”问
题。其中最为迫切的是要建立各类发展要素在城
乡之间自由交换和流动的机制。以劳动力要素流
动为例，计划体制下限制农民进城，将农民紧
紧束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形成了一道人们难以
逾越的鸿沟，制约了乡村的发展，是当时乡村贫
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农业家庭经营
制度的确立，使农民获得了一些自由选择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特别是乡村劳
动力的流动就业，为农民创造了更大范围的就业
空间。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没
有被打破。几十年来，对农民的就业限制没有得
到根本的改变。尽管很多农民已经进城就业几十
年，依然被贴上“农民工”身份标签，导致了农民
工“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尴尬境地。
这种人为割裂城乡之间的关系，使农民长期不能
平等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也限制了乡村发展的
空间。

城乡关系上的另一极端倾向是单方向地促进
城镇化。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
快速发展，各种力量集中指向让农民放弃耕地、
宅基地，进城购房，以此作为城镇化的标志。以
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政策导向，导致了乡村
人才、资金、资源与信息向城市的单向度集中，
像一个无形的“抽水机”，把乡村的各类优质资源
源源不断地抽送到城市，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价值
失位。遵循西方的城市化逻辑，许多人认为中国
的城乡对立关系就是要通过“非农化”来破解，把
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源、资金吸纳到城市，
把一个个乡村通过土地商业化、居住楼宇化，变
成城市化的小区和集镇。在这种发展思路的引领
下，我国农村文化被漠视，传统乡村文化消失，
农村独有的社会结构被消解。诚然，城镇化是当
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不能简单的以城镇

化为理由消灭乡村社会。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
家，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也造就了乡村文明成为中华农业文明的主体。乡
村蕴含着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载体。如果我们简单套用单向城镇化
模式对待农村，就会促进其衰败，瓦解其应该具
有的社会功能 [1]。单方向城镇化的另一个表现是
限制城市人才下乡和返乡，在乡村建设的实践
中，我们发现很多乡村由贫困村变为富裕村，从
衰败走向繁荣，就是由乡贤返乡所带动的，在浙
江义乌笔者调研过一个叫何斯路的村庄，就是
在一个能人的带动下把一个贫困村变成了富裕
村。 [2]类似案例并不乏见，这个能人或是从乡村
走出去的企业家，或是官员，或是知识分子，他
们利用各自在外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
以及所积累的资本，凭着一腔乡土热情和情怀，
返乡创业、兴业，重塑乡村共同体，带领父老乡
亲致富，被称为新乡贤。乡绅制度植根于乡土社
会，告老还乡是中国乡村传统，乡绅作为体现儒
家道德规范、实施知识教化的有威望群体，通过
维护伦理、劝课农桑、纠纷调解、扶贫济困、协
调村落公共事务等，保障乡村有秩序运行。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是指有资财、有知识、有
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
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在目前乡村价
值规范体系坍塌的情况下，新乡贤的核心作用
在于凝聚乡邻，以道义整合利益，发展出在新
时代下适应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因
此，重塑城乡关系不是切断人们返乡的路，而
是给包括市民在内的新乡贤下乡、返乡创造条
件，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只有完善
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才能促进城乡发展要素
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只有让有条件进城的农
民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才能为留在乡
村的农民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下乡的人才创
造机会，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美丽乡村提供条
件。因此，乡村振兴要把城镇化、农业和乡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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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作为有机整体来对待，要为进城的人、返乡
的人和下乡的人创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实现
真正意义的城乡融合。

认 识 乡 村 学 校 的 重 要 性， 完 善 乡 村 教 育

体系

乡村学校不仅是乡村的教育机构，也是传
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
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互动过程。一方面，乡村
对学校教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乡风、民
风、习俗、习惯、传统道德以及乡村信仰等通
过人们的言行举止影响和教化在校学生。诸如
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传统礼仪以
及为人处世的规范等都可以成为重要的教化内
容。因此，乡村学校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
要空间。另一方面，乡村学校同时也是重要的
乡村文化和社会整合组织 [ 3 ]。如乡村学校提供
了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的场所。这种公共生活因
其超越家庭、邻里等初级组织，是传统与现代文
化结合，乡村与城市生活方式融合、衔接的重要
载体。可以在现代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科技知
识、现代理念等方面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
近代乡村学校的社会整合功能还体现在乡村教师
作为乡村社会的文化人、士绅，有知识、有威望
的长老代表，承担着调解社会纠纷、规制乡风民
俗、凝聚社会团结的作用。现代乡村学校本应根
植于乡村，存在发展于乡村，乡村学校教育功能
应与乡村社会功能相结合，方便学生往返学校与
家之间，既有利于融入乡村社会，接受乡村文化
熏染，也利于教师与村民、家长交流。学校对乡
村开放、学校资源为村民共享，使学校成为乡村
文明的指示塔，对促进整个乡村文明、文化进步
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乡村学校撤并，由原来的“村居学校”
逐步演变为一镇一所的“离土型”学校，使学校与
乡村距离越来越远。撤点并校不仅影响了乡村文

化的传承，也隔断了乡村与学校的联系，甚至成
为乡村衰败的重要因素。乡村撤点并校的初衷是
因为乡村儿童数量减少，难以撑起一所像样的学
校，因此为了让乡村儿童接受更“优质教育”，就
只能让他们离开乡村，到镇里或者县城更好的学
校去读书。且不论这样的“好心”能否得到决策者
想象的好结果，这个做法到了基层就变成一些地
方“胁迫”老百姓“城镇化”（实际上是要农民到城
镇买房子）的手段。最露骨的口号就是：“小手
拉大手”。其逻辑就是利用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
理，农民为了子女读书和前途，选择放弃乡村，
进城买房子。在乡村调查中发现，很多年轻人全
家离开乡村，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孩子读书。这
样，乡村衰败成为撤点并校的理由，撤点并校又
反过来成为乡村进一步衰败的原因，形成了乡村
的恶性循环。乡村学校的存在对遏制乡村衰败的
作用不可低估，在河北青龙县有一个大森店村，
2002年，村里的小学只剩下一个班级、1名教
师、15名学生。村支部书记认识到了乡村学校对
乡村的重要性，通过做工作，保住了这所小学。
如今大森店村变成了美丽乡村，乡村富裕了，学
校也兴旺了，目前在校有140多名学生，逐渐发
展壮大成一所完全小学。村支部书记说，学校的
存在保存了村庄的活力，增加了乡村的凝聚力。
学校、家庭和村庄结合到一块，推动了村庄的发
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

应该看到，乡村教育的衰落是乡村衰落的重
要表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乡村教育复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乡
村教育是复杂的社会体系，包括乡村基础教育、
乡村成人教育和乡村家庭及社会教育。有条件的
地方应该恢复村小学，既方便农村学生上学，也
可发挥教育和影响村民的作用。办好村里的农民
成人学校是十分重要的，其作为培养新型农民
的阵地，担负着党的路线方针教育、文化法治教
育、农业科技教育推广、乡村生产技能教育、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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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活方式教育、农民组织与管理的教育等教育
职责。乡村迫切需要完善新型农民教育体系，创
新农民教育内容和方式，重视乡村师资队伍建设
和教育条件改善。只有发展好乡村教育，才能培
养出大批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三农人才，
乡村振兴战略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克服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盲目性，把握农

业发展规律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
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同时指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
机衔接。这就明确指出家庭经营依然是中国现代
农业经营的基础，这是由农业特点和家庭特点所
共同决定的。农业劳动对象的生命性、农业生产
的地域性、季节性和周期性等决定了农业劳动不
仅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更需要高度的责任
感、自觉性、主动性和高度的灵活性。而家庭特
点与农业生产特点相吻合，决定了家庭是经营效
率最高、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农业经营方式，
只要农业生产特点不变，农业经营的家庭方式就
不会发生变化。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农户经营
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奠定了中国现代农
业的基础，农户经营所爆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成为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动力，至今依然发挥着重
要作用。正是如此，稳定农户承包关系，调动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和创新的主
线。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小岗村时强调，在小
岗村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
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
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进入新时代后的乡
村振兴，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
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是，一些
人不懂得农业和农村的基本特点，崇尚把农民变

成既拿地租、又挣工资的农业工人，热衷于通
过流转农民土地搞“招商引资”式的规模经营，或
以种种理由迫使农民把土地流转给所谓“大户”，
把农业变成了排斥农民的产业。这一做法，导致
了三方面的消极后果。首先是伤害了农民。农民
拿着地租，或外出打工，或无所事事，成为游离
乡村外的边缘人。农民失去土地同时，也失去了
在乡村的主体地位，失去了对生产的支配和参与
权利，自然也就失去了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加速了乡村的萧条和衰败。其次是
伤害了农业投资者。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极大
地推高了地租，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
业经营风险，如果没有政府持续的强有力的财政
支持，农业“大户”苦不堪言，难以为继，很多凭
着热情和理想做农业的人，其积极性受到挫折和
打击。其三，伤害了国家的农业安全。想当然地
认为通过土地流转可以获得所谓“规模”效益，实
际上收获的是规模风险，制造了规模化荒地。有
的掠夺性使用土地，有的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改
变耕地用途，对农业的贡献微乎其微。这些做法
完全误解了现代农业的含义，也没有很好理解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
意义，既没有实现现代规模农业，也迫使农民失
去了发展农业的条件和积极性。理论和实践反复
证明，农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农户经营，这是由农
业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农户经营固然也存在很
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制度创新，而不是
以否定农户经营为代价。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业
兴旺，要以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为基础，家庭农
场是既可以全部保留家庭经营优势，又可以部分
克服小农户经营弊端的最符合农业规律的组织形
式。家庭农场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也具备现代
农业组织的基础条件。家庭农场为乡村多种经营
提供了空间，适合特色农业、农业产业融合和可
持续农业的发展，是农业文化得以传承的有效载
体，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必要条件。努力培育家
庭农场的成长环境，不断丰富支持家庭农场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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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供给，对实现乡村振兴和保障国家农业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任何排斥农民的农业，既违背农业
发展规律，也阻碍乡村健康发展，最终损害国家
的农业安全。

以大机械化为特征的规模农业是未来农业的
必然趋势之一，但这是一个随着劳动力非农转移
自然而然的实现过程。一定要清楚，所谓必然趋
势与理想目标并不是一致的，因为必然趋势中包
含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大规模农业由两
个因素所决定，一是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二
是一个国家必须有人从事农业，特别像我们这样
的人口大国，必须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这就要求种地的人必须种更多的地。从这个意义
上讲，规模农业是必然趋势。在实际工作中有人
把趋势与理想混为一谈，通过人为的干涉试图在
一个早上实现所谓机械化、规模化目标，于是出
现了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土地，搞形式上的
规模化，结果伤害了农民，也伤害了农业。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
议讲话中指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
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
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
务水平提高相适应。离开了这些条件，盲目推进
规模化，结果是政府花钱制造出规模化荒地，这
种现象在各地均已出现。因此，必须清楚乡村振
兴要发展什么样的农业。

深刻认识农家院落价值，深化乡村宅基地

改革

宅基地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结构要素，是农民
祖祖辈辈生产、生活、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空间。
在宅基地基础上形成的农家院落，是乡村文化的
重要载体。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大
理的古生村农民院落里座谈时说：“这里环境整
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比西式洋房
好，记得住乡愁。”“庭院比西式洋房好”体现了

总书记对乡村农家院落价值的深刻理解。农家
院落具有很多特殊价值，笔者选择几个例子说明
之。第一，农家院落的生产价值。农家院落是在
长期适应农业生产过程中演变而成的，农家院落
里可以种菜、栽植果树，所谓“房前屋后，种瓜
种豆”，还可以发展养殖业，养鸡养猪。所谓“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就是以农家院落为依托的。
除了种养业，乡村手工业，如编制、纺织、食品
加工、木工制作等也需要院落的支持，以至于发
展出了庭院经济这一特殊经济类型。此外，院落
还具有储存功能，存放农具、贮存农产品等是院
落适应农业生产的具体体现。由于人们不清楚农
业生产与村落和院落的关系，盲目按照城市建设
的思路建设乡村，消灭了农家院落的同时也严重
削弱了农业生产。第二，农家院落具有生活价
值。农民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庭院中度过的，
院落是农民吃、喝、住、娱乐和民俗活动的重要
空间，满足着村民们生活中对物质和精神的需
求。特别是农家院落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
诸如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一系列优
秀传统文化只有依托农家院落才能传承和保持。
第三，生态价值。农家院落的生态价值不仅体现
在院落和房屋建设“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也是生
态循环的重要节点。传统的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
的有机循环就是在院落里完成的，传统村落是没
有垃圾概念的，农民田地里生产出的所有东西都
能得到有效利用，粮食给人吃，加工粮食剩下的
皮、糠、渣子以及作物秸秆等可以用作家禽家畜
的饲料，家禽家畜的排泄物作为有机肥，实现了
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有机循环。农家院落也是
农民生产与生活之间有机循环的节点。如今很多
乡村之所以出现类似城市的垃圾问题，就是因为
忽视了农家院落的生态价值。第四，乡村农家院
落的教化价值。乡村被认为具有天然教化功能，
一个自然人在乡村自然地接受社会规范、学会社
会礼仪、获得生活技能和培养处理人际关系的能
力。这种教化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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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司法部门把“行为矫治中
心”的牌子挂在了乡村。乡村之所以有教化功能，
其基本条件之一就在于农家院落的存在。农家院
落具有开放性特点，是形成熟人社会的前提，熟
人社会所具有的监督、示范、模仿、舆论约束等
功能形成了乡村教化的重要途径。没有了院落的
开放性，就没有了熟人社会的约束和示范，其教
化功能就会消失。无论是乡村的产业兴旺，还是
生态宜居，或是乡风文明、有效治理，依托乡村
院落都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农家院落是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乡村的整
体价值就是建立在农家院落基础之上的。消灭了
农家院落，乡村就不成其为乡村。因此，乡村振
兴要从了解乡村农家院落价值开始。由于对农家
院落价值缺乏认识，有关部门把农民的宅基地简
单地定义为 “集体建设用地”，其实，农家院落从
来就不是纯粹的建设用地，而是低投入、高产出
的生产空间。当乡村宅基地被 “增减挂钩” 时，
基层政府就产生了强烈的拆村动机，打农民宅基
地建设指标的主意，采取各种措施让农民放弃宅
基地，最常见的首先是让农民上楼。出于要宅基
地的土地指标，也可能骨子里认为楼房比农家院
更文明，拆掉农家院让农民上楼是很多地方建设
乡村的模式。在一些乡村调研中发现，乡村肌理
被消灭了，把农民集中起来住排排楼房，远离农
田，农具没地方存放，农业难以为继；农家院落
消失了，庭院经济也随之消灭，想搞乡村旅游、
农家乐、田园综合体，都失去了基本的条件。这
样的村还是乡村吗？能发展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
吗？还能像总书记讲的那样 “记得住乡愁” 吗？
其次，是收回离开乡村人的宅基地。有些村庄以
人们的户籍不在乡村为由，不允许继承宅基地，
不允许修缮老房子，既然户籍已经离开乡村，就
不再是集体成员，村里要收回宅基地，切断离开
乡村人们返乡的路，人才单向流向城镇，成为乡
村衰败的因素之一。其三，禁止农民宅基地交易，
让宅基地废弃后再由集体收回。我们看到很多空

心村房倒屋塌，宅基地和民房废弃而得不到利
用，又不允许农民转让给非集体成员而获得应
有的财产收益，任其自生自灭。其四，不再审
批新的宅基地和限制农民建房。理论上的 “一
户一宅，无偿分配”，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废止，
大部分地区村里已经没有给农民宅基地的权力。
笔者调查过古村落保护，因为宅基地的限制保护
和开发古村落都非常麻烦。集体经济时期实行一
户一宅的制度，由于当时农民穷，盖不起房子，
三个儿子挤在一套房子里。现在儿子长大了，结
婚生子了，还是这一套房子，新的宅基地不给批，
农民只能离开乡村，到允许买房的城镇去生活。
三个儿子共同拥有的这套老房子，由于意见不统
一，变成徒有其表的摆设，没有办法利用。农民
宅基地不能盘活，谈不上乡村振兴。有些地区不
断宣扬要拆掉村庄变成城市，于是农民建房就受
到极大限制，甚至农民想加盖一层房子都不被允
许，担心增加未来的拆迁成本。这种规定和思维
甚至延伸到了深山区的村落。这些对待农民宅基
地的做法和措施，无论是哪一类，其后果都是遏
制乡村发展，促进乡村衰败和消亡。可以说，对
宅基地功能认识的缺陷以及对乡村价值的不理
解，已经成为影响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因素。

除以上因素外，影响乡村发展的还有拆村
并村、移民搬迁等。有些地区搞大规模的并村运
动，把多个村庄并到一起美其名曰“新型农村社
区”，模仿城市的住宅小区，其特征是农民上楼、
规模居住。农民因此远离耕地，失去了从事农业
生产的便利条件，削弱了农业生产，甚至完全丧
失了农业生产条件。也因为没有了农家院落，
家庭养殖业和手工业难以为继，大部分所谓新
型社区难以就地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农民为了生
计只能外出打工，导致所谓新型社区和小城镇走
向衰落。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措施，
那些生活在深山区、荒漠地带、石漠化地区、生
态脆弱地区的贫困村民，靠当地资源难以改善生
活摆脱贫困，通过易地搬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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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十分有效的，也受到村民的拥护和
支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受到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利益的驱使，有些地方从整村搬迁发展到
整乡拆迁，把大量在当地可以脱贫的乡村强行
换个地方，搬到了一个没有生计，只能靠低保
维持生活的环境。搬迁导致的乡村消失不是农
民自由、自愿选择的结果，因此，在乡村振兴
实践中需要真正理解和落实习总书记强调的“在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
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
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深刻含义。
要遵守乡村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要尊重乡
村价值体系。乡村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方便乡村
生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结构，表
现出特殊的价值和功能，我们把乡村价值归纳为
生产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社会价值、文
化价值和教化价值等六个方面 [4]，他们彼此联系
和依赖形成了乡村有机整体。乡村振兴就是要在
乡村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某些乡村要
素，或改变某些要素间的关系，实现乡村结构的
更新，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使乡村获得新的发
展动力，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发展。乡村振兴绝不

能无视或抛开乡村价值体系另起炉灶，任何项目
投入如果不与乡村价值体系相融合对乡村振兴都
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这方面的教训屡见不
鲜。因此，我们要真正破除阻碍乡村发展的障
碍，增加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真正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
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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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to the Rural Rejuvenation and Solutions
Zhu Qizhen

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side is a great and arduous task.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of  the Party. Only by mobilizing the power of  the entire Party and the whole society can we realize it. This is determined 
by the arduous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However, we must be aware that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has been hindered by many institutional factors due to the long-term improper thinking of  giving undue 
importance to cities while disregarding the villages. 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remove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that 
imped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rural areas. Therefore, the Central Work Conference emphasize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moving the obstacles to the delivery of  production 
factors to the countryside. The Central Rural Work Conference further expounded the removal of  all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farmers. Therefore, we must first chang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ew stage, grasp the law of  rural development, remove the obstacles that affect the rejuvenation of  villages, and 
align our thinking with the guiding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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