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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
路径抉择

董洪清，杨春晨

摘要：农村新型社区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标志和缩影，建立社区治理体系、提高社区现代

化治理能力是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新任务。新乡贤是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新型主

体，具有品德至上、贤达众归、效能拓展等时代特征。因宣传引导不足，治理赋能不够，方法

创新缺乏，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等原因，目前参与社区治理尚处于自发、零星、盲目的状态，

作用发挥极不充分。结合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目标和任务，应对新乡贤进行有效激能、增能、理

能、赋能和督能，让新乡贤全程、全域、全覆盖嵌入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之中，以加快社区城镇

化进程，实现社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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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1]是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新任务。农村新型社区是由若干行政村或者

由政府引导工程移民、水库移民、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等合并在一起，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或者是由一

个行政村建设而成的社区。农村新型社区有政府主导型 、市场运作型 、企业参与型、自筹自建型等模

式，相对于传统社区（城市社区和农村的其他社区）具有众多不同特点。传统社区主要是由企业投资建

设并按市场运作模式进行经营，社区居民最终是投资的承担主体，而本文聚焦的农村新型社区是我国在

脱贫攻坚战期间，把位置比较偏远或者深山区、地质灾害威胁区、产业和生态环境条件脆弱地区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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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的群众进行统一易地扶贫搬迁且安置人数在800人以上并按社区管理的大型、

特大型和超大型集中安置点，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标志和缩影，是国家脱贫攻坚战期间我国最大的民生

工程，政府不仅承担起了投资的主体，也是参与治理的主导力量，这与市场运作相区别，也正因如此本

文界定为“农村新型社区”。

农村新型社区是我国脱贫攻坚战期间最大的惠民工程，不仅让建档立卡户的群众迁入住安全漂亮的

新房，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也因此发生了历史性蜕变，但由于工程投资巨大、安置点众多、安置规模空

前，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十分严峻，尤其是多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必须聚焦好、研究好、解

决好。从后续治理的角度上讲，虽在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之下，社区的治理体系渐趋完善、治理能力不

断提升，但移民要真正实现从“山头”到“城（镇）头（边）”、从“农民”到“居民”、从“分散”到

“集中”的生活、生计、文化、交往等功能要素的转换，有效嵌入社区生产、生活面临的制约因素还很

多，其中一个重要的短板是在多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2]过程中对不断涌现出的新型治理主体新乡贤的挖

掘、利用和赋能不够。

二、新乡贤的科学内涵及时代特征

习近平[3]指出，要发挥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早在《周礼》

中就载有“乡老，二乡则公一人”，汉高祖刘邦也设立了“乡三老”制度，到宋朝出现了“乡绅”，明清

逐渐演为“缙绅”。“乡贤”一词始于东汉，现《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为：“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 ，也

就是有较大作为、享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致仕官员或者社会贤达人士，明清两代州县还设有

乡贤祠以表彰和纪念对本乡土产生过影响的人物，这些是对传统乡贤的内涵及功能的基本诠释与肯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乡贤的科学内涵、功能效用、时代特征不断发生变化，涌现出大批具有

时代价值的新乡贤。新乡贤的概念最早是2017年在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召开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

时提出。之后党和国家对新乡贤参与基层建设、治理提出了系列新要求和新任务，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新

乡贤进行诠释，但主要聚焦道德、知识、财富、文化、情怀等维度对新乡贤的内涵及时代特征进行探究，

也从成长或贡献地域进行划分。本文将新乡贤界定为乡籍贤能，这就决定从地域上讲新乡贤既包括生于

斯且长于斯的“在土乡贤”，也包括生于本乡而长于他乡的“离土乡贤”，即乡籍在本乡中有德行、有才

学、有贡献、口碑好、威望高的乡村精英。“‘新乡贤’作为新时代乡村中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是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动力”。“树高百尺，叶落归根”，乡愁虽很清贫，但荣归故里却是植根于乡贤心田的

梦。时代呼吁根在家乡、魂在故土的新乡贤返乡参与建设，利用其德才优势，助力产业兴旺、实现治理

有效、培育乡风文明。相对于传统乡贤，新乡贤更具品德至上、贤达众归、效能拓展等时代特征。

品德至上品德至上。。万般情谊德为高，美德比智慧和能力都更为重要。新时代的乡贤除具有出众的才识和

“望极天涯不见家”“羁人又动望乡情”的念乡情怀之外，更加注重的是其至上的品德。新乡贤通过自身

的情操和才能不仅在经济起到“领头羊”作用，更重要的是担当文化上的传承者和创新者，投身到助力

产业发展，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事业中去。

贤达众归贤达众归。。“世上再美的风景，都不及回家的那段路”，贤达众归是新乡贤的另一个重要的时代特

征[4]。一是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角度上讲，对于“离土乡贤”能够归乡是众望所盼。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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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离土乡贤”[5]，他们或为官在外而告老还乡，

或在外的文人学者而返归乡里，或在外经商荣归故里，或大学生返乡创业等，这些本乡籍的在外能人志

士对于人才极度缺乏的农村新型社区而言是非常宝贵的资源。二是从人才队伍角度上讲，新乡贤不仅自

身能够直接参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还能利用其感召力和示范效应广纳群贤，汇聚更多的能人贤达关注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5]。三是从乡村地理环境优势的角度上讲，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体验田园风

情。农村新型社区已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张名片，优美的人居和自然地理环境会逐渐缩小城乡差

距[6]。2022年12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

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7]，未来农村新型社区的城镇化进程会更快、生活环境会更

好、生态环境会更美、社会环境会更优、宜居条件会更佳，这既是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用武

之地，也是宜居的良好选择。

效能拓展效能拓展。。新时代乡贤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拥有更为丰富的时代价值内涵，有更高

的政治站位，具有现代的科学知识、强硬的职业技能和全新的文化视野，能全方位影响或者助力农村新

型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上的 “排头兵”，更是社区建设

和发展的引领者，乡村治理的推动者，新文化、新观念、新思想、新技能的传播者，生态文明建设的守

护者，在深化社区的自治实践、法治建设、德治水平等方面发挥更深、更全面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三、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存在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农村新型社区“脱胎”于深度贫困地区，现阶段社区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还相对滞

后，对政府仍然较高的依赖，加上社区居民具有高度类同聚居性、返乡劳作远距性、生活习俗的乡土性、

交往融入的阶段性区隔、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性、矛盾调解的习惯化、兜底人群的复杂性等众多新情况、

新特点、新问题，决定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必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一）参与热情不高、潜能发挥不足

2021年 4月 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

见》 [8]，强调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多主体协同发力的治理体系建设，但因各种原因为新乡贤参与社区

治理的平台提供缺乏、赋能不够，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激励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一方面因农村新型社区系

国家政策倾斜之产物，包括治理在内的宣传引导着重聚焦的是党和国家强大的组织力、领导力、执行力

等方面，对新乡贤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贡献的评价和宣传不足，导致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热情

不高。另一方面农村新型社区的落成及移民的迁新是我国脱贫史上的浩瀚工程，为人类扶贫开发提供了

“中国样本”，但治理过程中过多依赖政府主导，导致各类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专业组织及民间精英的

“专”和 “特”的优势作用发挥不够。一定程度上讲，目前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不

足，总体上停留在自发、盲目、零星、散乱的民间层面，参与治理的总体氛围不浓，潜能尚未得到充分

发挥。

（二）乡贤流失严重、结构失衡突出

从乡村社会的发展进程上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镇化建设的强势推进，城市的基础设施、

经济收入、福利待遇等都远优于乡村，就业机会也远多于乡村，一方面因升学、参军、公务员录用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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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乡村优质人才不断流向城市；另一方面从农村新型社区的现实情况看，因安置地与迁出地距离普遍

较远，“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大多数移民已不具备返乡劳作的条件，“家门口”就业极不理想，出于生

计的压力和利益的驱使，不少能工巧匠有流向城市或其他发达地区之势，导致包括新乡贤在内乡土人才

流失，社区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居民原子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凸显。从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

乡贤结构上看，尽管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新乡贤尽管有类型多样的发展态势，但目前还主要集中在

经济领域的“财富精英”，教育、文化、科技贤能对社区的贡献还非常薄弱，结构性失衡现象突出。

（三）参与治理缺位、治理效果不佳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9]就明确提出实施“乡村人才战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破解人才瓶颈。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指出“新时代，要更加注重引导和培养乡贤，使

其成为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和乡村文化的弘扬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 [10]也提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模式，但因各种原因尚未收到理

想的治理效果。究其原因：一是对新乡贤参与治理的赋能不够。目前对社区治理仍然在政府主导下进行，

对新乡贤缺乏引导、管理和赋能，导致新乡贤主动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不到位，治理合力不足，自治

水平低下，尚未形成自治与法治、自治与德治有效结合的良好运行机制。二是治理的手段单一、方法创

新不够。由于农村新型社区的财政支持、社会救济仍然是社区治理资金来源的主渠道，社区市场化运作、

社工专业参与严重不足，新乡贤参与社区治理总体上也处于自发盲目状态，对治理典型的新标杆树立不

够，社区的“乡贤榜”“乡贤墙”等文化阵地建设缺乏。

四、赋能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路径思考

根据新乡贤的时代特征和现阶段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目标和

任务，应对新乡贤进行有效激能、增能、理能、赋能和督能，让新乡贤全程、全域、全覆盖嵌入农村新

型社区治理之中，以推进社区城镇化进程，实现社区高质量发展。

（一）激能：营造治理氛围，激发归故热情

农村新型社区无论是在安置过程中还是后续治理，均表现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目前新乡贤归故热

情不够，参与社区治理的事务不多、措施不力，甚至边缘化趋势突出，一个重要原因对其参与社区治理

作用宣传不够、引导治理的措施缺失。不少能人志士虽有念乡情结，但因体制机制等问题，愿意返乡的

不多，而真正家乡投身建设的就更少。为了打好亲情牌、乡情牌，激发乡贤参与社区治理，一要“颂”

贤，以乡愁为纽带，通过各种媒体及社区宣传阵地（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村志、族谱、新乡贤馆、

“乡贤榜”“乡贤墙”等）宣介新乡贤事迹、讲述新乡贤故事，提高社区居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和乡情感。

二要“汇”贤，通过建立乡贤数据库、成立乡贤理事会、举办乡贤联谊会等举措，挖掘、汇聚乡贤资源，

提供紧紧相拥、至情至爱、用心至上的交流平台，以发挥乡贤群体功能效应，让乡村贤达拥有浓厚的使

命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三要“树”贤，通过开展“最美新乡贤”“新乡贤之星”“乡村能人”等荣誉评

选活动，树立能人新标杆，激发新乡贤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

（二）增能：增强治理能力，规范治理行为

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发力的有效治理体系是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根据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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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社区的现状，在健全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时，既要发挥“机体”（党和政府）的

引领和主导作用，也要充分利用“机翼”（各类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新乡贤）的协同参与

作用。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11]提出，“建立

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为此，一

要“促”贤，政府不能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包罗万象，应由单纯的决策者角色转变为决策者与监督者相

结合，对新乡贤赋予相应的职能职责和社会功能；引导新乡贤组织在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起到更好的中

介作用，推动形成“基层政府—新乡贤组织—社区移民”治理互嵌增能的创新模式，通过开展多主体

“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等治理活动，促进新乡贤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新型主体，以充分利用

新乡贤之“能”和“情”的优势来弥补、协同政府治理之“失灵”领域，形成强势合力，让广大新乡贤

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事权；二要“招”贤 ，将新乡贤纳入人才管理范围，建立人才回流机制，通过各

种措施招纳能人贤达，为社区带来资金的投入、项目的落地、就业的拓宽等，尤其围绕社区的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建设等内容全面资政建言、深入参与，扎实推进新乡贤参与社区治理

的措施落实落地，为农村新型社区发展注入强劲活力。三要“束”贤，在肯定新乡贤参与社区治理优、

特作用的同时，也要规避认知偏误，尤其在实践中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通过“社区两委+乡
贤”的政务公开范式，让新乡贤参与的社区治理事务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用政策法规和乡规民约

规范和监督新乡贤的治理行为；通过对新乡贤的培训提升其治理能力，防止“一言堂”“假公济私”等

现象。

（三）理能：理顺治理关系，推进“三治”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12]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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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三治”中德治与法治是构成自治的主要规范，自治与德治需

要法治提供强力保障。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是推进社区全过程人民民主管理，最终实现社区高

度自治的重要实践逻辑。构建 “三治融合”的社区治理体系，新乡贤既是传播中介，也是参与中坚力量，

既需要新乡贤充当上级组织和社区居民消息传达的媒介，在社区居民中架构起信任的桥梁，同时也要履

行起新型治理主体的职责。一要用好“法”贤，创造条件让拥有更多法律知识的新乡贤充当民间法治工

作者或者民间调解员，带领社区居民学习、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调解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加快民族习惯

法调解的法治化进程，构建和谐的法治型新型社区[13]。二要用好“德”贤，倡导威望高、道德素养高、奉

献协作能力强的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的乡村文明建设，自觉移风易俗[14]，促进社区居民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四）赋能：实施“乡贤+”模式，助力社区振兴

根据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结合农村

新型社区治理的特点及存在问题，应探索实施“新乡贤+”的新模式，赋能新乡贤投身社区治理，全面助

力社区振兴。

1.赋能“新乡贤+产业发展”，助力产业振兴

产业发展事关乡村振兴全局，是振兴社区的根本之策。目前，因农村新型社区离迁出地较远，大部

分搬迁居民失去传统种养的基本条件，成为“失地农民”，“人口与资源倒挂”问题十分突出。根据目前

22



董洪清，杨春晨：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路径抉择

社区产业发展实际，一是利用新乡贤先进理念优势。充分发挥新乡贤在农村新型智库中作用，促进新乡

贤为产业发展提供新的理念，为农村新型社区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注入新的发展活力。二是利

用新乡贤的产业技术优势。发挥新乡贤中的专家学者、能工巧匠的作用，解决社区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难

题，提升社区居民的劳动技能水平。三是利用“致富精英”的财力优势。通过直接投资、招商引资和项

目推介等，让新乡贤为社区产业发展提供产业资金支持。

2.赋能“新乡贤+人才建设”，助力人才振兴

尽管农村新型社区安置的人口众多，但因城市经济的虹吸效应，使社区青壮劳动力和能人志士不断

流向城市。为解决日益呈现的社区“空心化”问题，须赋能新乡贤参与社区人才队伍建设，一是“用”

贤，按照锻长板、补短板的人才建设思路，用好现有新乡贤的人才资源，盘活社区的人才存量，有效弥

补社区振兴中的人才短板。二是 “聚”贤，利用新乡贤口碑好、威望高和具有人熟、地熟、乡情熟的人

缘和地缘优势，鼓励其招贤纳士，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助力社区治理[15]。三是“培”贤，利用乡贤的技能优

势，通过举办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向居民传授知识和技能，培养更多的技术贤能。

3.赋能“新乡贤+文化传新”，助力文化振兴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

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乡贤参与社区文化共同体意识培

育时，一是要为新乡贤传承文化赋能。根据新乡贤对社区的人文情怀，以亲情乡情为纽带，鼓励支持新

乡贤通过打造“乡愁馆”或者“展览馆”，展示搬迁群众的民俗产品、精神文化和农耕文化等，以保留历

史文化记忆；鼓励支持新乡贤挖掘民间传统特色工艺，开发文化工艺品，多渠道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鼓

励支持新乡贤开展培训民间艺术人才，支持传承民族手工艺，培养更多的民间工匠人才。二是为新乡贤

创新社区文化赋能。根据社区乡土文化浓的实际，鼓励支持新乡贤开展文化共同体专题活动、参与建设

民俗坝子、举办民族习惯法的法治化活动等，以创新民族文化形式、丰富文化内涵。三是为摒弃文化陋

习赋能。农村新型社区“脱胎”于贫困地区[16]，文化贫困是致贫的根本原因并具有代际传递性特征。作为

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的新乡贤，要发挥传承文化、教化乡民、涵养乡风之功效，通过自身的成功之路进行

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的危害性教育，带头践行社区的移风易俗工作，营造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氛围，杜

绝婚事丧事铺张浪费的现象发生，引导居民树立现代科学的文明意识[17]。

4.赋能“新乡贤+生态建设”，助力生态振兴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和财富，是增进

居民福祉的优先领域”。为发挥新乡贤在农村新型社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示范作用，一是为新乡贤带头树

立社区绿色发展理念赋能。农村新型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环保意识较淡薄。新乡贤作为引领

生态文明建设乡村贤达，根据自身拥有的新生态理念，并通过自身实际行动帮助社区居民提升生态文明

素养，逐步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二是为新乡贤带头践行绿色发展赋能。可通过鼓励支持新乡贤捐

资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减污减排、生态旅游等，改善社区生态环境，不断强化社区生态环境建设。三

是为新乡贤能动实施生态民约赋能。新乡贤可以通过以身作则，帮助社区居民自觉遵守有关生态文明的

社规民约，将绿色发展理念植入日常生产生活中，让居民养成遵章守纪的良好生活习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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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赋能“新乡贤+组织建设”，助力组织振兴

目前农村新型社区已形成比较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比如：党委（支部）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

社区监督委员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一些社区还配有楼长进行楼栋管理，选有网格员进行网格管理，

但新乡贤助力社区的组织建设还十分薄弱[19]。为此，一是为新乡贤助力社区组织能力提升赋能。可聘请一

定数量的新乡贤进入社区“两委”班子，优化社区“两委”的人员构成，提高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二

是为新乡贤助力社区“两委”治理水平提升赋能。新乡贤可利用自身的德才优势，有效充当社区组织同

地方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中介，在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的体制

机制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权重评价和社会监督作用[20]。三是为新乡贤助推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提升赋能。

新乡贤参凭借其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帮助社区移民树立治理的主人翁意识、改变治理能力不足的状态，

最终实现我的社区我管理、我的社区我自治的治理目标。

五、结语

新乡贤作为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新型主体，应该发挥自身的品德、智慧、影响和效能，积极参与社

区的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为社区的和谐、稳定、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为此，我们应该从宣传引

导、治理赋能、方法创新、激励机制等方面，对新乡贤进行全方位的培养、支持、激励和监督，让新乡

贤成为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生力军和领导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现代

化，推动农村新型社区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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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for Local Talents to Participate in 
New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DONG　Hongqing， YANG　Chunchen

Abstract: New rural communities are the symbol and epitome of China's anti-poverty endeavors.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ing community's modern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re important contents and new tasks for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Local talents are the 
main force in new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such as emphasizing 
moral characters, recruiting the wise and abled, and exerting their capabilities. Due to insufficient public⁃
ity and guidance, weak governance empowerment, lack of method innovation, and immature incentive 
mechanisms, current participation of local talent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still in a casual, sporadic, 
and blind state, and their roles have extremely underperformed. Combined with the goals and task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Local talents should be effectively stimulated, empowered, rational⁃
ized, enabled and supervised, so that then can be involved in new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in all areas and all levels,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community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local talents; new rural community;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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