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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的战略部署.
 

在阐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以璧山区七塘镇为例开展实证研究,
 

探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

路径.
 

结果表明:
 

①
 

七塘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总体建设位于中等水

平,
 

不同维度水平有差距.
 

②
 

分维度看,
 

七塘镇生活维度水平最高,
 

治理、
 

人文和环境维度水平其次,
 

产业维度

水平最低.
 

③
 

分村域看,
 

将军村、
 

喜观村建设水平较高,
 

四合村、
 

阳岫村建设水平中等,
 

盐店村、
 

跃进村、
 

建设

村和三步梯村建设水平较低.
 

④
 

依据优势与短板,
 

将七塘镇8个村划分为综合发展型、
 

主导发展型、
 

极化发展型

和欠缺发展型4类,
 

针对性地提出各类乡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路径,
 

以期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关 键 词:乡村振兴;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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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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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that
 

is
 

desir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is
 

the
 

strategic
 

plan
 

of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a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that
 

is
 

desir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arries
 

out
 

an
 

empirical
 

study
 

with
 

Qitang
 

Town
 

in
 

Bisha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beautiful
 

and
 

har-
monious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beautiful
 

and
 

har-
monious

 

countryside
 

in
 

Qitang
 

Town
 

presents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
 

low
 

in
 

the
 

south’.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is
 

in
 

the
 

medium
 

level
 

and
 

there
 

are
 

gaps
 

in
 

the
 

levels
 

of
 

each
 

dimen-
sion.

 

②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Qitang
 

Town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life
 

dimen-
sion,

 

followed
 

by
 

the
 

level
 

of
 

governance,
 

humanity
 

and
 

environment
 

dimension,
 

and
 

the
 

lowest
 

level
 

of
 

industry
 

dimension.
 

③
 

In
 

terms
 

of
 

village
 

areas,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Jiangjun
 

Village
 

and
 

Xiguan
 

Vil-
lage

 

are
 

high,
 

Sihe
 

Village
 

and
 

Yangxiu
 

Village
 

are
 

medium,
 

the
 

other
 

four
 

villages
 

are
 

low.
 

④
 

According
 

to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eight
 

villages
 

of
 

Qitang
 

Town
 

a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ype,
 

dominant
 

development
 

type,
 

polarized
 

development
 

type
 

and
 

lack
 

of
 

de-
velopment

 

typ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all
 

kinds
 

rural
 

constructions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and
 

har-
monious

 

countryside
 

that
 

is
 

desir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of
 

various
 

villages
 

ar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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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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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乡村建设是历史使命,
 

也是时代课题.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
 

农业、
 

农村、
 

农民问题是事关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1].
 

当前,
 

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着眼于城乡发展不平衡、
 

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城乡发展结构性矛盾及其引发的农村空心化、
 

“城进村衰”、
 

严峻的“乡村病”等问题[2-4],
 

党的二十大报告审时度势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

机制,
 

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的

乡村振兴重要任务,
 

也是新时期背景下对乡村建设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党中

央在“三农”领域的重大政策创新,
 

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延伸创新,
 

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

抓手,
 

具有广泛扎实的现实基础,
 

符合广大农民的殷切期盼,
 

需要进一步研究、
 

谋划、
 

贯彻落实[5].
目前有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

 

主要围绕内涵外延[6]、
 

建设意义[7]、
 

建设路径[8-10]

和保障机制[11]等方面.
 

张永江等[5]分析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科学内涵和建设的5个基本点,
 

提出建设的

5个关键领域、
 

4个着力点和4个建议;
 

彭超等[12]在总结新时代我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

基础上阐述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意义、
 

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
 

并针对落实保障机制提出相关建

议;
 

黄祖辉[13]阐释了和美乡村建设意义与内涵特征,
 

并提出要在“和”字上突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注

重城乡关系、
 

产业发展和共富发展等8个方面的“和”.
 

有学者从推进污水治理[14]、
 

改善农房质量[15]等角度

研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部分学者从“生态宜居”“宜居宜业”等具体方面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整体建设

方面开展评价研究.
 

如蔡雪雄等[16]从乡村生产、
 

生活和生态3个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
 

对

福建省55个县域乡村生态宜居水平进行测度;
 

李玏[17]从居住条件、
 

生活环境、
 

乡村产业和收入与就业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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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构建乡村宜居宜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熵值评价方法开展了全国及各省、
 

区、
 

市乡村宜居宜业水

平评价;
 

张宇伯等[18]从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方面设计出23项重点指

标,
 

构建和美乡村建设评价模型,
 

对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的5个典型代表进行实证分析.
 

总体而言,
 

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研究处于起始阶段,
 

多集中于内涵、
 

意义和路径等理论研究,
 

实证研究较少,
 

目前亟需探究

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水平.
本研究从村域尺度出发,

 

借鉴乡村地域系统理论、
 

人地关系理论等理论基础阐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基

本内涵,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指南》[19]等相关标准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评价指标体系,
 

以

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为案例研究区,
 

通过实地调研收集数据,
 

测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并划分类

型,
 

提出因地制宜的建设路径,
 

以期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七塘镇位于重庆市璧山区北部、
 

缙云山与云雾山腹地,
 

东靠缙云山西麓,
 

南接六塘乡,
 

西邻铜梁区,
 

北连八塘镇.
 

七塘镇东部为山地,
 

西侧为深丘地势,
 

南部为浅丘,
 

北部为缓丘宽谷地势(图1).
 

全镇土地

总面积为57
 

km2,
 

下辖8个行政村.
 

七塘镇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全镇主导产业为农业,
 

农副产品资

源丰富,
 

是璧山蔬菜基地核心区和重要水果基地.
 

全镇各村全面参与“三变”(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试点,
 

成功探索出农村房屋使用权和集体土地入股等具体路径,
 

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观.
 

七塘镇以璧山蔬菜基地核心区为引领,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积极培育“农文旅”等新业态,
 

提升村容村

貌,
 

先后获得国家卫生镇、
 

市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
 

市乡村振兴贡献奖先进集体等国家级、
 

市级

荣誉,
 

开创了“乡村让人们更向往”示范建设的新局面.
 

因此,
 

以七塘镇为例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水平评价与实施路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借鉴意义.

审图号:
 

GS(2019)3333号

图1 七塘镇高程图

1.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
 

本研究于2023年2月前往七塘镇8个行政村开展实地调研,
 

访谈区、
 

镇、
 

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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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方干部和农户,
 

填写统计表格和调查问卷,
 

主要内容包括村基本概况、
 

产业和经济发展状况、
 

生态生

活生产环境、
 

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情况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等.
 

以上数据时间为2022年度.

2 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2.1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内在逻辑与指标体系构建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具有良好人居环境和宜业空间,
 

能满足农民物质和精神追求,
 

实现乡村五大振兴

全面协调发展的农村,
 

是美丽乡村的升级版[5].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基本特质和关键条件是宜居宜业,
 

具

体而言,
 

一是拥有宜居的环境和设施配套,
 

包含自然和人文环境相互交融,
 

人居生活设施和教育医疗养老

等服务体系的配套;
 

二是拥有宜业的产业体系与业态,
 

可以为多类型劳动者提供自主、
 

受雇、
 

合作等多种

就业与创业机会,
 

并实现持续增收和共富发展[13].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立足美丽乡村建设基础,
 

结合乡村

资源特色,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
 

以单个村或多个村组成的乡村区域为建设对象,
 

以人本化、
 

融合化、
 

现代化

为导向,
 

展现乡村外在“感观美”与内在“感悟美”,
 

实现产业和融、
 

环境和美、
 

人文和润、
 

治理和谐、
 

生活和

顺的新时代可持续发展乡村(图2).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个整体的建设单元,
 

在内涵上包括“宜居”的因

素、
 

“宜业”的因素、
 

“和美”的因素,
 

产业和融、
 

环境和美、
 

人文和润、
 

治理和谐、
 

生活和顺的相关建设内容

应该是整体谋划、
 

全面推进,
 

既要在以往建设基础上升级换代、
 

再创新高,
 

又要适应各方面需求,
 

补齐短

板、
 

强化弱项,
 

不应互相割裂、
 

有所偏颇[5].

图2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在逻辑

没有高质量发展的乡村产业做支撑,
 

乡村就无法实现长久的宜居.
 

在阶段性和操作性上,
 

“宜业”应该

在“宜居”前.
 

产业和融对应“宜业”的要求,
 

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核心内容和经济基石,
 

是解决农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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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前提.
 

实现产业和融可以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
 

促进农民就业或创业增收,
 

有利于

提高生活满意度,
 

同时可带动更多人才、
 

资金、
 

项目等社会资源向乡村流动,
 

为地方社会治理、
 

环境保护和

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保障和内在机制[20].
 

环境和美对应“宜居”的要求,
 

宜居的生产生活生

态环境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资源依托和空间载体[21].
 

实现环境和美可以促进社会与自然的协

调发展,
 

强化资源环境禀赋优势,
 

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村庄空间布局、
 

提升宜居度,
 

同时便于村庄建设规划

管理,
 

还促进了经济、
 

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发展.
 

人文和润即注重村庄文化之“和”,
 

重在体现“和”的理念,
 

其

为乡村发展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22],
 

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文化源泉.
 

实现人文和润有助

于提高村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
 

丰富精神生活,
 

培养人地和谐理念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为实现更好

的社会治理和环境保护助力.
 

治理和谐即注重村庄治理之“和”,
 

重在体现“和”的理念,
 

是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的政治保障和社会基础.
 

实现治理和谐有助于完善产业发展政策制度、
 

共富机制和资源资产共享机

制,
 

为实现安居乐业提供长效保障机制.
 

生活和顺重在体现“美”的追求,
 

要通过乡村共富发展实现生活富

裕美满,
 

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民生目标.
 

实现生活和顺有

助于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性和村民自治水平,
 

促进传统文化传承,
 

增加环境建设投入,
 

激发农民

内生发展动力,
 

实现村庄发展良性循环.
产业和融的根本要求在于促进农民就近就业或创业,

 

其破题点侧重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于依托

农业农村特色资源,
 

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与业态,
 

同时找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创

新联农带农模式,
 

探索群众致富新途径.
 

产业和融的最终目标是能为多类型劳动者提供多种就业与创业机

会,
 

能够形成就地就近就业与多元增收的宜业空间,
 

并实现持续增收和共富发展[6].
 

基于此,
 

本研究在“产

业和融”维度下设农业生产条件、
 

农业生产水平、
 

产业融合程度和联农带农4个因素层以及12个指标.
宜居乡村应该是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乡村,

 

宜居强调农业生产绿色发展和农村生态生活环境的整

体性提升,
 

环境和美的关键在于以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和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为突破口,
 

既要集中治理农

业环境突出问题,
 

又要提升乡村污染治理水平,
 

最终应实现农业绿色、
 

环保,
 

农村生活环境整洁、
 

宜居和生

态环境安全、
 

友好.
 

基于此,
 

本研究在“环境和美”维度下设生态环境、
 

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3个因素层以

及9个指标.
人文和润主要体现在乡村文化设施的建设、

 

健康文化活动的开展和乡村群体综合文化素质的提升,
 

也

体现在乡村多元文化的包容发展,
 

重点包括体现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文化,
 

体现“为自己干”的市场激励文

化,
 

体现乡风民俗的乡村传统文化的共生发展.
 

基于此,
 

本研究在“人文和润”维度下设文化设施、
 

文化活

动和文化素质3个因素层以及6个指标.
推进治理和谐需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建设的全面领导,

 

逐渐形成自治、
 

法治、
 

德治“三治合

一”的乡村治理体系,
 

进一步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性,
 

强化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和治理效果的有效

性,
 

实现治理和谐和善治乡村.
 

基于此,
 

本研究在“治理和谐”维度下设基层组织、
 

三治融合和治理效果3
个因素层以及7个指标.

实现生活和顺的目标需要发展乡村共富产业的同时构建共富机制,
 

要优先关注低收入农民、
 

普通农民

的产业融入度和收入获得性,
 

也要尊重农民意愿,
 

以满足农民的物质、
 

精神需求为出发点,
 

以宜居宜业和

美为标准,
 

不断提高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水平,
 

让农民过上满意的幸福生活.
 

要注重提高农民参

与度,
 

号召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各个环节,
 

同时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人文条件,
 

促进更

多农民勤劳致富,
 

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持续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基于此,
 

本研究在“生活和

顺”维度下设收入水平、
 

社会保障、
 

民生保障和村庄满意度4个因素层以及6个指标.
本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为主要考量,

 

借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美丽乡村建

设指南》和《美丽乡村建设评价》[19,
 

23-24],
 

依据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科学内涵与内在逻辑,
 

遵循系统性、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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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可行性等原则,
 

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25-30]基础上,
 

构建了包括产业和融、
 

环境和美、
 

人文和润、
 

治

理和谐和生活和顺5个维度层,
 

农业生产条件等17个因素层,
 

人均耕地面积等40个指标的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维度层及权重 因素层 指标 符号 属性 权重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产业和融(0.42) 农业生产条件 人均耕地面积/(m2·人-1) X1 + 0.024
 

6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重/% X2 + 0.068
 

8

新型经营主体数量/个 X3 + 0.035
 

9

非农产业人口占比/% X4 + 0.022
 

1

农业生产水平 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X5 + 0.025
 

1

农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1) X6 + 0.038
 

2

土地生产率/(万元·hm-2) X7 + 0.024
 

9

人均总产值/万元 X8 + 0.030
 

8

产业融合程度 是否为乡村旅游示范村或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X9 + 0.069
 

6

农业服务、
 

旅游休闲与电商总收入/万元 X10 + 0.036
 

5

联农带农 新型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户数占比/% X11 + 0.023
 

6

耕地流转率/% X12 + 0.020
 

8

环境和美(0.22) 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 X13 + 0.020
 

4

生活环境 自来水入户率/% X14 + 0.019
 

9

燃气使用率/% X15 + 0.014
 

9

卫生厕所普及率/% X16 + 0.015
 

3

每100户拥有垃圾桶数量/个 X17 + 0.027
 

5

村内道路硬化率/% X18 + 0.025
 

1

农户庭院绿化美化率/% X19 + 0.059
 

7

生产环境 每公顷农用农药化肥施用量/(t·hm-2) X20 - 0.020
 

1

禽畜粪污综合利用率/% X21 + 0.012
 

4

人文和润(0.15) 文化设施 每100个常住人口拥有公共文体活动场所数量/个 X22 + 0.045
 

2

人均村图书室图书数量/本 X23 + 0.013
 

2

宽带使用率/% X24 + 0.021
 

5

文化活动 开展科技普及教育活动次数/次 X25 + 0.024
 

8

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次数/次 X26 + 0.027
 

9

文化素质 农村居民高中以上学历占比/% X27 + 0.019
 

2

治理和谐(0.11) 基层组织 本村党员人数占比/% X28 + 0.014
 

2

村“两委”干部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 X29 + 0.017
 

5

三治融合 开展道德建设、
 

移风易俗活动次数/次 X30 + 0.015
 

7

文明、
 

道德、
 

诚信家庭覆盖率/% X31 + 0.018
 

5

每100人发生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数量/件 X32 - 0.0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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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目标层 维度层及权重 因素层 指标 符号 属性 权重

治理效果 村集体经济收入/万元 X33 + 0.019
 

4

享受低保人数占比/% X34 - 0.012
 

9

生活和顺(0.10) 收入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X35 + 0.015
 

6

社会保障 基本医保参保率/% X36 + 0.012
 

1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X37 + 0.015
 

8

民生保障 每100个常住人口村医数量/个 X38 + 0.016
 

5

每100个常住人口拥有小卖部、
 

超市数量/个 X39 + 0.022
 

7

村庄满意度 村民生活满意度/% X40 + 0.020
 

2

2.2 研究方法

2.2.1 熵权-TOPSIS法

为了避免专家赋权等主观因素干扰产生计算误差,
 

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指标在综合指标中的重要性,
 

本

研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七塘镇8个行政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进行综合测算.
 

计算步骤如下:

1)
 

指标标准化处理.
 

消除指标量纲的影响.
正向指标:

x'
ij =

xij -min(xij)
max(xij)-min(xij)

+A (1)

  负向指标:

x'
ij =

max(xij)-xij

max(xij)-min(xij)
+A (2)

式中:
 

x'
ij 为标准值;

 

xij 表示第i个地区第j项指标的原始值;
 

max(xij)和min(xij)分别表示原始指标数值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A 为数据平移幅度,
 

本研究取A 为0.01.

2)
 

指标的归一化处理(计算第i个地区占第j个指标的比重Pij).

Pij =
xij

∑
n

i=1
x'

ij

(3)

  3)
 

计算各项指标信息熵Ej.

Ej =-
1
lnn∑

n

i=1
Pij·lnPij   0≤Ej ≤1 (4)

  Ej 数值越小,
 

该指标在评价中的权重越大.

  4)
 

确定指标权重Wj.

Wj =
1-Ej

∑
n

j=1

(1-Ej)
(5)

  5)
 

构建加权决策矩阵V.

Vij =Wj*x'
ij (6)

  6)
 

确定指标的正、
 

负理想解.

  正理想解:

V+={maxVij|i=1,
 

2,
 

…,
 

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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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理想解:

V-={minVij|i=1,
 

2,
 

…,
 

n} (8)

  7)
 

计算欧式距离.

D+= (Vij -V+
j)2   i=1,

 

2,
 

…,
 

n (9)

D-= (Vij -V-
j)2   i=1,

 

2,
 

…,
 

n (10)

式中:
 

D+,D-分别是各个评价地区向量到正、
 

负理想解的距离.

8)
 

计算贴近度.

Ci=
D-

D++D-
(11)

式中:
 

Ci 表示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的接近程度,
 

Ci∈(0,
 

1),
 

数值越接近1,
 

表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

平越高;
 

Ci 越接近0,
 

则该地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越低.

2.2.2 类型划分方法

使用自然断点法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各维度评价结果划分为较高、
 

中等和较低3级,
 

评价得分属于较

高等级的识别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优势,
 

得分为较低等级的识别为建设短板[31].
 

按表2的划分规则对

各村发展类型进行划分,
 

将存在4种及以上优势,
 

且不存在短板的村庄划分为综合发展型乡村;
 

存在1~3
种优势,

 

但不存在短板的村庄划分为主导发展型乡村;
 

存在优势,
 

也存在短板的村庄划分为极化发展型乡

村;
 

不存在发展优势和短板的村庄划分为均衡发展型乡村;
 

不存在优势,
 

但存在短板的村庄划分为欠缺发

展型乡村.
表2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类型划分原则

发展优势维度个数(N) 发展短板维度个数(M) 发展类型

N≥4 M=0 综合发展型

0<N<4 M=0 主导发展型

N≠0 0<M<5 极化发展型

N=0 M=0 均衡发展型

N=0 0<M≤5 欠缺发展型

3 结果与分析

根据熵权-TOPSIS法计算出2022年七塘镇8个行政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评价得分和5个维度的分项

评价得分(表3),
 

将评价结果导入ArcGIS
 

10.8中,
 

制作出七塘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的空间格局

图(图3).
表3 七塘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评价得分

村名
产业和融

得分 排序

环境和美

得分 排序

人文和润

得分 排序

治理和谐

得分 排序

生活和顺

得分 排序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综合得分 综合排序

建设村 0.332 5 0.316 7 0.334 5 0.506 6 0.502 5 0.347 5
将军村 0.546 1 0.638 1 0.731 1 0.559 3 0.835 1 0.597 1

三步梯村 0.215 7 0.274 8 0.177 8 0.521 4 0.313 8 0.257 8
四合村 0.409 4 0.321 6 0.288 6 0.466 7 0.319 7 0.373 4
喜观村 0.487 2 0.546 2 0.708 2 0.511 5 0.820 2 0.538 2
盐店村 0.154 8 0.342 5 0.568 3 0.572 2 0.545 4 0.323 6
阳岫村 0.427 3 0.412 3 0.389 4 0.608 1 0.657 3 0.437 3
跃进村 0.259 6 0.372 4 0.253 7 0.386 8 0.381 6 0.2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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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GS(2019)3333号

图3 七塘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空间格局

3.1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评价结果

七塘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评价得分介于0.257~0.597,
 

均值为0.396,
 

表明七塘镇各行政村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位于中等水平,
 

但村域之间有较大差异.
 

通过ArcGIS
 

10.8中的自然断点法,
 

将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水平划分为较低水平(0.257~0.347)、
 

中等水平(0.348~0.437)和较高水平(0.438~0.597)

3个等级.
 

研究结果发现:
 

在8个行政村中,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较高的村有2个,
 

占比为25%,
 

最

高值出现在将军村;
 

位于中等水平的村有2个,
 

占比为25%;
 

位于较低水平的村有4个,
 

占比为50%,
 

最

低值出现在三步梯村.
 

从空间分布格局上看,
 

较高水平的乡村位于七塘镇东北部,
 

较低水平的乡村位于七

塘镇南部,
 

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七塘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空间分布特征是自然资源禀

赋、
 

区位交通、
 

产业基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
 

建设水平较高的村为北部的将军村和喜观村,
 

该类

村区位条件良好,
 

与乡镇联系紧密,
 

城乡要素流动较大,
 

政策支持、
 

资金、
 

项目等发展要素丰富,
 

种植业和

养殖业等第一产业与乡村旅游等第三产业发展具有优势,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社会经济发展活

跃,
 

就近就业机会更多,
 

村民就业机会较多、
 

收入较高,
 

村民可用于文化娱乐的资金充足;
 

建设水平较低的

村位于南部,
 

以种植业为主,
 

产业基础较差且结构单一,
 

大多未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经济发展滞后,
 

就近就

业机会少,
 

群众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欠缺,
 

公共服务水平不高,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水平较低.

3.1.1 产业和融

七塘镇各村产业和融评价得分为0.154~0.546,
 

其均值在和美乡村5个维度中排名最后,
 

产业发展水

平中等偏低,
 

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产业发展大体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
 

各村产业发展水平存在

一定差异.
 

七塘镇东北部的将军村、
 

喜观村产业发展突出,
 

调研发现,
 

该类村在发展传统种植业基础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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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蔬菜、
 

葡萄等特色产业,
 

初步实现部分区域规模化、
 

机械化耕作,
 

劳动生产率较高,
 

同时大力发展农业

观光、
 

蔬果采摘等乡村旅游,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因此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产业和融发展水平较低

的村位于七塘镇西南部,
 

为盐店村和三步梯村,
 

该类村受到区位条件、
 

生产技术、
 

劳动力等因素制约,
 

以玉

米、
 

水稻等传统种植业为主,
 

产业结构单一,
 

机械化耕作面积较小,
 

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
 

新型经营主体数

量少,
 

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3.1.2 环境和美

全镇各村环境和美评价得分为0.274~0.638,
 

均值在和美乡村5个维度中排名第四,
 

人居环境建设水

平位于中等水平,
 

仍有提升空间.
 

该维度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
 

环境和美得分较高的村位于七

塘镇东北部,
 

为将军村和喜观村,
 

该类村自然生态环境良好,
 

田园风光秀美,
 

同时大力开展院落集中整治,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造,
 

农村院落整体风貌统一,
 

打造了特色农村院落,
 

村内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完善;
 

得

分较低的村位于七塘镇南部和西部,
 

盐店村和三步梯村由于经济发展不足、
 

资金投入较少且受政策扶持力

度不同,
 

导致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人居环境相对较差,
 

环境和美得分较低.
 

四合村和建设村产业发展较

好,
 

由于农业发展与人类活动造成的污染破坏了环境平衡,
 

生态宜居性相对较差.
3.1.3 人文和润

全镇各村人文和润评价得分为0.177~0.731,
 

均值在和美乡村5个维度中排名第三,
 

文化建设水平中

等偏高,
 

但各村差异很大,
 

需进一步提升.
 

将军村和喜观村人文和润得分较高,
 

主要是因为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较为完善,
 

健康文化活动开展频繁,
 

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较好,
 

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
 

得分较低的

位于中南部,
 

为跃进村和三步梯村,
 

该类村由于村庄产业经济相对滞后,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较少,
 

公

共文体活动场所数量少,
 

健康文化活动开展较少,
 

村民文化娱乐消费占比较低,
 

文化教育开放包容度较低,
 

乡风文明整体水平较低.
3.1.4 治理和谐

全镇各村治理和谐评价得分为0.386~0.608,
 

均值在和美乡村5个维度中排名第二,
 

治理能力水平较

高但各村有一定差异.
 

位于东南部的阳岫村因打造了党员教育文化传承等多功能“共享式”党群服务中心,
 

道德建设、
 

移风易俗活动开展较多,
 

基层法治建设水平和村民自治水平不断提高,
 

治理和谐得分最高;
 

位

于西南部的跃进村由于开展道德建设、
 

移风易俗活动次数较少,
 

且村集体经济收入较低,
 

导致治理和谐得

分最低.
3.1.5 生活和顺

全镇各村生活和顺评价得分为0.313~0.835,
 

均值在和美乡村5个维度中排名第一,
 

生活质量水平总

体较高但各村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还需集中人力、
 

物力和财力努力实现村民生活富裕.
 

生活和顺发展水平

高低与产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同时受农民收入、
 

社会民生保障及满意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三步梯村生

活和顺发展水平最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产业发展较滞后,
 

村卫生室、
 

养老中心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薄

弱,
 

产业联农带农效果一般,
 

利益联结机制有待完善,
 

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
 

村民生活水平和满意度偏低.
3.2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类型划分与提升路径

根据表2的划分原则,
 

将七塘镇各村发展类型划分为综合发展型、
 

主导发展型、
 

极化发展型和欠缺发

展型4类(图4).
 

将军村和喜观村为综合发展型乡村,
 

阳岫村和盐店村分别为主导发展型、
 

极化发展型乡

村,
 

其余4个村均为欠缺发展型乡村.
 

七塘镇无均衡发展型乡村.
3.2.1 综合发展型

综合发展型乡村有将军村和喜观村,
 

位于东北部,
 

这2个村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基础

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体系完善,
 

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情况较为良好,
 

村庄综合发展水平较高.
 

这类乡

村应立足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助力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
 

巩固提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水平,
 

打造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引领区.
 

一是发挥区位优势,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延长农产品产业链,
 

同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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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七塘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类型空间格局

理适度地发展二三产业;
 

二是继续提升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质量,
 

改

善人居环境,
 

打造乡风文明与环境宜居

示范村;
 

三是充分发挥已有优势资源和

基础,
 

完善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
 

提升基

层治理水平;
 

四是推动城乡要素流动,
 

增

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
 

丰富利益联结共

富机制,
 

实现村民持续稳定增收.

3.2.2 主导发展型

主导发展型乡村为阳岫村,
 

位于七

塘镇东南部,
 

这类村存在1~3种优势且

不存在短板,
 

未来应在把握优势功能的

基础上,
 

充分挖掘发展空间,
 

实现中等水

平维度的高水平协同发展.
 

阳岫村为治

理主导型乡村,
 

该类乡村建设重点一是

最大化发挥治理维度优势,
 

要健全治理

人才和专技人才引进培育机制,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进乡村群团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其团结、
 

联系和

服务群众等方面的作用,
 

切实维护乡村社会平安稳定;
 

二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布局,
 

促进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农业现代化、
 

农产品商业化,
 

打造农业产业品牌,
 

创新联农带农机制,
 

带动农民致富增

收;
 

三是以“和文化”为内涵推进文明建设,
 

完善文化设施,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
 

加强农耕文化

等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3.2.3 极化发展型

七塘镇极化发展型乡村为盐店村,
 

分布在七塘镇西南部,
 

这类村存在发展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短板,
 

未

来除继续发挥优势外,
 

应重点考虑补齐短板,
 

达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各维度协同发展,
 

故以发展短板

分类探讨建设路径.
 

盐店村为产业滞后型乡村,
 

以传统种植业为主,
 

产业结构单一,
 

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
 

要以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为主攻目标,
 

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
 

一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提升农业机械化、
 

现代化水平,
 

增加农业生产经济效益;
 

二要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农业农村资源,
 

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
 

打造农业产业品牌,
 

推动乡村产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提高质量效

益和市场竞争力;
 

三要增强产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
 

创新联农带农机制,
 

把产业增值环节更多留在农

村,
 

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带动农民致富增收[32].
3.2.4 欠缺发展型

欠缺发展型乡村有4个,
 

集中分布在镇中部,
 

占据七塘镇大部分空间,
 

这类型乡村各维度发展均呈现

中等或较低水平,
 

产业结构单一,
 

经济实力较差,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存在一个或

多个短板.
 

此类乡村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
 

一要重视实施现代农业提升工程,
 

推进农业现

代化、
 

规模化,
 

建立生态示范农业基地,
 

注重产业发展与绿色生态并驾齐驱,
 

并融入参与性的旅游项目发

展乡村旅游,
 

延长农村产业链;
 

二要加大农村设施配套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
 

逐步完善农村现代化基础设

施建设,
 

同时加强环境整治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为群众生活和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三要推进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同时加强特色文化保护与传承,
 

深入开展健康文化活动,
 

丰富村民精

神文化生活,
 

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四要注重人才引进和培育,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健全“三治合一”

的乡村治理体系,
 

提升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
 

持续加强农村扫黑除恶斗争,
 

构建一站式多元化矛盾纠纷化

解机制,
 

切实维护乡村社会平安稳定;
 

五要坚持共同富裕发展路径,
 

重视发展乡村共富产业、
 

构建共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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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突显产业发展的普惠性,
 

增强产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
 

注重提升农民内生动力,
 

增加农民就业机

会,
 

加强农户技能培训,
 

促进农户持续增收的同时提高农户社会保障水平.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结果显示:
 

①
 

七塘镇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
 

较高水平的村位于镇东北

部,
 

较低水平的乡村位于镇南部,
 

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各维度、
 

各村之间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
 

②
 

分维度

看,
 

七塘镇和美乡村生活和顺维度得分最高,
 

治理和谐、
 

人文和润和环境和美得分其次,
 

产业和融得分最

低.
 

③
 

分村域看,
 

将军村、
 

喜观村建设水平较高,
 

四合村、
 

阳岫村建设水平中等,
 

其余4村建设水平较低,
 

最高值、
 

最低值分别为将军村和三步梯村.
 

④
 

七塘镇各村根据建设优势与短板,
 

可划分为综合发展型、
 

主

动发展型、
 

极化发展型和欠缺发展型4类.
 

综合发展型乡村有七塘镇北部的将军村、
 

喜观村,
 

主导发展型

乡村有镇东南部的阳岫村,
 

极化发展型乡村有镇西南部的盐店村,
 

欠缺发展型乡村数量多、
 

分布广,
 

占据

七塘镇大部分空间.
 

⑤
 

针对各村发展短板,
 

因村施策、
 

分类稳步地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建设和美乡村的实施

路径.
 

综合发展型乡村应巩固加强和美乡村建设水平,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示范引领区;
 

主导发展

型乡村应在把握优势的基础上,
 

充分挖掘发展空间,
 

促进各维度高水平协同发展;
 

极化发展型乡村应发挥

其优势,
 

重视补齐短板,
 

保证各维度协同均衡发展;
 

欠缺发展型乡村应注重和美乡村建设的每个维度,
 

首

先瞄准最弱发展短板,
 

逐步补齐短板,
 

以最高效率将短板转化为发展优势.

4.2 讨论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乡村建设整体目标,
 

推进引导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各个方面建设

的同时也要全面把握其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目前学术界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研究集中于内涵

阐释、
 

重大意义和实现路径的理论分析层面,
 

较少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出发点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展开实证研究.
 

本研究遵循乡村振兴战略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求,
 

科学构建村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测度七塘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真实建设水平,
 

明确村域差异及来源并因地制宜提

出各类村的建设路径.
 

本研究所得结论与张宇伯等[18]的研究大致相同,
 

一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

考虑具体实际,
 

立足资源、
 

环境、
 

人文等优势,
 

更好“扬长”;
 

二是多个指标的综合得分高低往往取决于各个

单项得分能够稳定处于较高水平,
 

这就需要注重“补短”,
 

系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研究结果对于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其建设水平的测度对于了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丰富了相关实证研

究.
 

考虑到乡村资源禀赋等条件不同导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可能存在的区域差异,
 

利用实地调研数据

从微观尺度(村域)出发,
 

计算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并探讨村域差异及原因,
 

可为乡村振兴因地施策

提供数据支撑,
 

具有一定的地域参考价值.
由于客观因素,

 

本研究在产业和融维度就业和联农带农方面、
 

生活和顺维度共富发展方面的指标选取

存在一定难度,
 

在未来有待进一步探讨和丰富;
 

此外,
 

本研究以璧山区七塘镇为案例区,
 

镇内行政村数量

较少,
 

各村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差异相对较小,
 

其评价结果参照性、
 

对比度不够显著,
 

在后续研究中,
 

需扩大

研究区范围,
 

增加样本村数量,
 

提升研究区多样性,
 

从而更好地把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并

针对性分析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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