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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继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以后，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十四五”开局之

年的重要课题。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其内生动力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成效。当前由于农民参与积极性较低、主

体地位不稳固、基层干部素质有待提高、产业发展存在短板、乡风文明建设不够健全等因素，导致农民内生动力不

足。实现乡村振兴要从提高农民积极性、巩固农民主体地位、提高基层干部素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加强乡村精

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下功夫，最大程度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助力农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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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如期打赢了脱

贫攻坚战，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

问题， “三农”工作的重心就此转向了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不同阶段的战略任务，在

内容和实施方法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1］。站在历史

的交汇点上，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成为“十四五”开局之年的重要课题。在以

往的脱贫攻坚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注重将扶贫工作同扶志、扶智相结合［2］。这一论述

旨在激发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提高其自主脱贫的

意识与能力，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现实性。乡村振

兴从深度、广度、难度上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因此

要注重借鉴脱贫攻坚中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激发农

民的内生动力。乡村振兴中农民是行动主体、受益

主体，保障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

不仅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也是有效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一、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必然逻辑

( 一) 主要理论阐释
内生动力也被称为 “内驱力”，指个体为了达

到某种需求而自发产生的内在驱动力。将内生动力

这一概念最早应用于扶贫开发战略的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激发贫困群众 “脱贫内生动力”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内生动力”与 “脱贫内生动力”在内涵

上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认为内生动力源自于内在

的需求。马克思指出: “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3］

每个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从事社会活动，进

而实现自我发展。因此，人的需要是内生动力产生

的直接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的行为。农民的

内生动力来源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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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经外界因素刺激之前，尚处于一种潜在的、静

止的状态，一旦受到外在诱因激活，就会转化成源

源不断的自我发展动力与能量。从唯物辩证法的角

度看，“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

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4］。内生

动力作为事物发展的内因，并不是单纯受外界客观

因素影响而形成，而是经过自身认同进而形成持久

的、稳定的动力，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如果只是单纯靠外力的扶持，而忽视调动农

民的主观能动性，尽管能在短期内缓解贫困的现状，

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农民的依赖感，不会让农

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5］。只有把握好内外因关系，

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最大程度发挥农民内在

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才能使脱贫攻坚的成果经

受住时间和人民的检验，进而将脱贫攻坚工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

( 二) 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现实意义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直接受益者，必

须要把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调

动起来。想要彻底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就

必须注重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给农民精神上补钙、

意志上充电、举措上助力。内生动力之要，在于
“内生”，是一种精神、志气、观念、干劲。一旦农

民的内生动力被激活，就能集众智、汇众力，对推

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农民脱贫志

向稳定性、促进农村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

重要的意义。

第一，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是推进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6］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如何统

筹谋划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工作是摆在面

前的新任务。在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中，贫困群

众苦干、扶贫干部实扶、社会力量真帮， “人”是

夺取胜利的关键因素。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

中，也要用好 “人”的因素。因此，只有充分激活

农民的内生动力，汇聚起广大农民共同奋斗的强大

力量，才能有效破解“扶则立，不扶则废”和 “年

年扶，年年贫”的格局，保障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

的有效衔接。

第二，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是提升农民脱贫志向

稳定性的应有之义。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

之日起设立五年过渡期。五年过渡期内，保持现有

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要

求［7］。然而，帮扶只是辅助手段，帮助广大农民群

众立志才是重中之重。如果只强调外部帮扶，而不

注重激活农民自我发展的内驱力，极有可能面临返

贫的风险，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只有

充分激发农民勤劳致富的斗志和决心，调动农民干

事创业、发家致富的内驱力，让他们在实践中真正

尝到甜头、看到盼头，建立自我效能感，才能让脱

贫致富内化为农民自身的信念，为农民持续稳定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三，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是促进农村地区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诉求。受自然和地理位置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财

政实力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地区的长

远发展。然而经济发展并不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

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8］，贫穷落后不应成为自甘

堕落的借口，而应成为脱贫致富的动力。乡村发展

的本质是农民的健康发展。党和政府要充分发挥各

方面力量，尤其是要调动农民的内生动力，唤醒农

民的角色意识、自立意识，树立农民的责任感、使

命感，从而有效推进农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现实困境
( 一) 农民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一系列重大行动和

重要工程的推进给乡村带来了活力生机和无限可能，

农民的积极性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贫困人

口要想脱贫致富，必须要有主观脱贫的意愿和客观

脱贫的能力［9］。当前部分农民主动参与的意识和能

力匮乏，极大阻碍了后续繁重艰巨的乡村振兴任务

走深走实。第一， “等、靠、要”思想仍然存在，

农民“不愿”发展。虽然很多农民在政府的帮扶下

已脱离贫困户的队伍，但自我发展的观念不强，靠
“外”给予的意识仍然存在。长期依赖政府和国家

所提供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根深蒂固的趋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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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导致他们丧失奋斗的动力，一心只想坐享其成、

不劳而获，久而久之形成依赖心理［10］; 第二，自我

发展能力不足，农民 “不敢”发展。农民自我发展

能力是农村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受自身文化水平与客观

环境的影响，农民自身发展能力相对薄弱。大部分

农民不敢创新，不愿意尝试新型产业，倾向于传统

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缺乏扎实的劳动技能是制约农

民自谋发展的一大短板，使得农民无法依靠自身实

力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信心明显不足，

影响了内生动力的激发。农民的可行能力和内生动

力之间有因果关系，内生动力不足是可行能力不足

的主要表现［11］。

( 二) 农民主体地位有待巩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一定要突出农民主

体地位，始终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12］然而

在很多农村地区，农民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

挥，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没有

得到充分保障。地方政府在立项实施各种农村发展

项目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没

有充分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以及自主决策权，这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参与感与成就感［13］; 第

二，农民的社会主体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社会主

体性关乎农民在乡村治理中能否拥有政治权利和参

与能力。从以往乡村自治和乡村民主的实践经验来

看，由于农民利益诉求平台和现代化社会组织的缺

失，导致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上处于比较弱

势的地位，缺乏一定的表达权和话语权，组织合作

意识明显不足。尤其是在当前农村人口外流的大背

景下，很少有人愿意关注治理问题，对于村委选举

等公共事务更是漠不关心，一度使得乡村治理陷入

尴尬的境地，这不但会加深干部和农民之间的疏离，

也会导致基层干部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极大影

响乡村建设。

( 三) 基层干部能力有待增强
当下正处于转接过渡的关键时期，乡村振兴一

线条件艰苦、矛盾复杂、任务繁重，亟需一批能指

方向、扛重活、打硬仗的基层干部。乡村强不强，

关键靠“头羊”。基层干部的能力和作风直接影响

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农村的贯彻落实以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质量和成色［14］。作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一

环，基层干部要做好 “绣花针”，穿起基层千条线，

织好三农发展布，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基层干部在思想和能力

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职业倦怠现象日益严重。基层干部刚开始投

身脱贫攻坚工作时，凭借极高的工作热情与积极的

工作态度，不断推进扶贫工作取得新成效。然而，

随着精准脱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扶贫工作压力日益

增大，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压力型的考核机制以及

各种繁琐的工作让基层干部逐渐丧失了工作的热情

与积极性，疲于日常应付而缺乏实干担当的精神。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以后，乡村振兴面临更艰巨的任

务，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现象日趋严重，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基层干部的身心健康，也影响了乡村振

兴的质量和效率［15］; 第二，政绩观存在偏差。自正

式实施精准扶贫策略以来，各地为如期完成全面脱

贫目标，严格执行干部责任制。基层干部通过完成

上级下达的指标来逐步完成脱贫工作。在这个考核

机制下，部分基层干部由于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重视个人政绩而容易忽视农民

真正的所需所想［16］; 第三，对政策理解不够透彻。

作为乡村振兴的直接主导者，基层干部自身首先要

对政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更好地带动群众谋发展。

然而一些基层干部由于经验不足、理论学习不够深

入，没有理清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内在逻辑关系，

将二者视为完全孤立的两项任务，不注重二者的统

筹协同，导致了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 “断

链”问题，零散化和碎片化特征逐渐涌现［17］。这导

致不少农村地区存在 “两张皮”运作现象，脱贫攻

坚成果得不到及时巩固而使得部分农民面临随时返

贫的风险。

( 四) 产业发展存在短板
产业兴旺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保障，是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直接本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

稳定增长。”［18］只有产业发展好，乡村才能真正实现

科学、持续、健康地发展。如今，乡村产业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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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未艾，但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基础设施建设

有待加强，产业发展支撑有所欠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是实现产业振兴的 “先行之本”，也是推动农

村现代化的动力引擎［19］。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步伐，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民生产生

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然而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资

金投入不足等原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依然薄

弱，供给数量偏少、质量不高、缺乏创新点，与农

民需求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难以适应当前产

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新需求; 第二，特色产业匮乏，

产业融合不高。一方面，很多地区在发展产业的选

择上倾向于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甚至直接照搬

照抄其他地方的成功典型，导致产业质量参差不齐，

同质化现象屡见不鲜，产业缺乏创新，不具竞争

力［20］。另一方面，产业融合体系不够成熟，尚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乡村产业链较短、前后延伸不足、

产业之间割裂明显、融合度不高等问题仍然

存在［21］。

( 五) 乡村文明建设亟待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乡村振兴既要塑型，也

要铸魂。”［22］文化是提振农民精气神、增进民生福祉

的重要法宝，事关农民文化素养能否实现稳步提升、

乡村文化能否得到有效传承以及乡村风貌能否达到

显著改善［23］。因此，“十四五”期间不仅要推动乡

村物质文明的深化发展，更要推动乡村精神文明的

高度繁荣。以文明乡风滋养乡村振兴，着力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农村。当前农村在精神文明建

设方面较之前有了明显改善，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一，农村文化发展整体落后，小农意识比较严重。

长期的城乡二元化导致农民容易产生因循守旧、故

步自封的思想观念，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积极性

不高，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农民的主旋律; 第二，

陈规陋习泛滥。农村整体文化内容及形式较为单一，

优良文化相对匮乏。由于长期受地方不良习俗的侵

蚀，根深蒂固的陋习思想无法得到有效转化，优良

传统文化得不到有效传播，导致农村文化建设环境

比较恶劣［24］，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培养农民勤劳致

富的积极观念; 第三，农村文化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动力明显不足。基层政府不够重视乡村精神文明建

设，甚至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乡村振兴就是要一心着

眼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又虚又空，没有抓手。不

少农村地区不具备完善的组织机构以及文化体系，

精神文化建设无法得到根本落实，不能充分调动农

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导致乡村文明建设相对

滞后。

三、激发农民内生动力的实践路径
( 一) 转变农民思想观念，提高参与积极性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党的领导、政府的帮

扶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取决

于农民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农村工作的主体是

农民，脱贫致富终究要靠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

实现。因此，必须要综合施策，最大程度调动农民

自身的积极性，保证农民想发展并且能发展。第一，

加强宣传教育，让农民 “愿发展”。要想从源头上

扭转农民封建落后的旧观念，就必须从解放农民的

思想入手。一方面，通过村级广播、入户宣讲、召

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大力发扬自力更生、劳动光荣

的优良传统，从根本上帮助农民破除 “贫困惯性”，

使其树立“勤劳方能致富”的思想，引导农民自立

自强、向上向善。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文

化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深化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

中主体地位的认识，在其内心植入深深的 “乡土

梦”和进取精神，增强身份认同感和角色归属感;

第二，加强技能知识培训，让农民 “敢发展”。根

据农民的现实需求，邀请农业、林业、畜牧业等方

面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题指导，开展多样化
“短、平、快”的技能培训［25］，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让农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以提高农民的知

识技能与综合素质为根本要求，培育有知识、懂技

术、自身硬、肯实干的新型农民。

( 二) 完善乡村制度建设，保证农民主体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的是让乡村人民群

众的生活好起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

富裕富足，除了要保证政府主导，还需要尊重农民

的主体地位。农民主体性体现在农民的生计生活场

景之中，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得以实现的重要动力。

因此，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中，必须始终坚

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多维度为农民增权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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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充分尊重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政府在对农村

产业发展进行决策时，要善于规划引导而非大包大

揽，应充分考虑农民的所思所想，以农民自身的需

求为根本出发点，在政策上予以支持，最大程度保

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处置权［13］67，从根本上杜

绝政府全权决策、农民被动施策的现象; 第二，极

力保障农民的社会主体性。始终坚持人民导向、服

务导向，切实保证 “以农民为中心”。一方面，通

过召开村民大会、入户走访等方式，深入人民群众

来了解其真实的愿望和需要，把农民的根本利益和

目的追求放在首位，为农民提供充分表达自己观点

和诉求的平台［26］。另一方面，通过培育村民理事

会、合作社组织等多样化农村社会组织，确保农民

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协商中，提升村民组织化水平

和参与治理的水平，也有助于更好地教育、引导农

民，让农民找准自己位置、拓展自身价值，进而逐

步实现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的转变［27］。

( 三) 抓好基层干部培训，加强干部主导性
基层干部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乡村

振兴的关键在于基层带头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精

准发力，切实解决当前基层干部存在的问题，确保

其充分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第一，增强激励机

制，改进考核制度。一方面，提高基层干部的福利

待遇以及晋升奖励，对基层干部多施以人文关怀，

用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双重方式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增强其幸福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完善政绩考核

机制，杜绝形式主义。通过多维度设定科学的考核

标准，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考核机制相结合，

保证其精细化、合理化。同时，精简工作流程，减

轻工作负担，确保基层干部能专心投身于公共服务

之中，把精力用在刀刃上［16］40，让广大基层干部生

活更有甜头、工作更有奔头、干事更有劲头; 第二，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树立正确政绩观。理想信念是

精神之“钙”，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形象表达。

对基层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要把握重点，引导其始

终秉持“以改善民生为己任”的理念，践行 “亲民

为民”的宗旨，切实做到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及时矫正干部出现的不当政绩观，使其找

准自身角色定位，切实抓好主要矛盾; 第三，加强

理论学习和培训工作。针对部分基层干部经验不足、

对政策把握不到位的问题，以加强基层干部培训工

作为抓手，通过组织专业领导部门做好深入细致的

专题研讨会，切实提高基层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与业

务能力［14］28，引领基层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各项决策部署。同时，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和平

台，加强政策的宣传工作，及时理清基层干部思想

政治上的误区，让基层干部真正发挥 “领头羊”的

作用。

( 四)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增强发展持续性
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一定要抓牢

产业振兴这个 “牛鼻子”，破除一切阻碍产业发展

的束缚，不断完善产业振兴实现路径。第一，加快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重点要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

不平衡等重大问题。新农科的提出是适应社会需求

变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结合新时期农

业农村面临的新形势，针对产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

新要求，加大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坚持条块结

合、互联互动、同驻共建的推进机制，对原有乡村

水、电、网、路等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再升级，不断

强化与乡村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智慧农业、物联网、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物流终端等新型农业生产设施

建设［28］，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现代生物技术发

展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不断为乡村振兴培育新增长

点、新动能; 第二，加强产业融合，打造特色产业

集群。注重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产业之间的相互

渗透、互补共进以及各种要素之间的重新配置和交

叉融合，积极培育壮大高效农业、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质高效产业，强化支柱产业建

设，促进已有产业进一步提档升级，服务引领新产

业、新业态发展。在村村有产业的基础上，延伸产

业链条，进一步提高产业效益，壮大产业规模，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产业带贫能力，着力打造走

得出、立得住、叫得响的产业集群［29］，做好产业扶

贫与产业振兴的平稳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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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文化转化为物

质力量

文化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直接影响乡村振兴

的发展。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要在进一步增强乡

村文化软实力、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上进行探索

和创新，将文化建设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各领域、全

过程，助力乡村用精神和物质 “两条腿走路”，为

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精神力量。针对当前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解决: 第一，推进移风易俗，打造文明乡风。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坚决打击封建落后的旧思想。以农村文化广

场、图书室等公共场所为载体，用农民喜闻乐见的

方式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确保精神文明建设与农民

生活紧密衔接起来，提高农民文化素养［30］; 第二，

传承优良传统文化，汲取正向能量。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要注重整合优秀文化资源，发掘中国传统优

良文化，尤其是要善于将艰苦奋斗精神、斗争精神、

民族精神等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吸收到民风教育之

中［31］，注重对农民进行教育熏陶，使其摒弃陈旧观

念，提升精神风貌，确保农民以极高的热情、昂扬

的斗志投身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来; 第三，完善文

化建设体系，营造良好文化氛围。从基层干部到农

民群众要统一思想、强化认识，明确文化振兴对于

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民众对文化

建设不重视的态度。通过设计 “乡村文化墙”，开

设“脱贫致富光荣榜” “美丽乡村靠大家” “除陋

习，树新风”等专栏，加强文化兴农的宣传教育，

让干部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民风教育，形成积极

向上、艰苦奋斗的 “大气候”，营造优良的社会环

境和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结语
乡村振兴任重道远、道阻且长。农民既是乡村

振兴的主要参与者，又是乡村振兴的直接受益人，

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推动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

对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发展起着极为关键

的作用。立足当前乡村发展的新形势，破除乡村发

展面临的困难和障碍，通过不断提高农民参与积极
性、巩固农民主体地位、提高基层干部素质、推动

乡村产业振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措施，

把农民融入到乡村振兴的伟大进程中，为构建美丽
家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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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Path of Stimulating Farmers’Endogenous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LIU Xuran SUN Chao

( School of Marxism，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230036，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verall victory of poverty alleviation，how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ffectively connect with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armers are the main body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their endogenous power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At present，many factors such as low enthusiasm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their unstable
dominant position，unsatisfactory leadership level of grassroots cadres，imperfect construction of rural civilization and
other factors result in the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farmers.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alize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consolidat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farmers，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ssroots cadres，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rural areas
so as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farmer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help them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ecome rich.
Key words: farmer; endogenous power;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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