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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视角下“跨村联建”模式的实践路径、问题与对策

−以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为例

李瀚卿，郑永平，杨国永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  【目的/意义】探索新时代“跨村联建”发展模式，有助于解决区域内不同村庄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方法/过程】从共同体理论的视角出发，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文献研究和分析归纳方法，以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为案例，探究“跨村联建”模式的实践路径与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结果/结论】研究表明，长泰区以发挥乡村共同体效能为出发点，以组织联建机制重塑共

同体内部结构，以产业联兴机制激发共同体发展动能，以治理联动机制发挥共同体功能价值，构建了跨村协同发展

的新模式。然而，实践中还存在联村资源整合程度低、联村发展人才支撑弱、联村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据此

从激发主体发展活力、强化区域资源整合、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和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这 4个方面提出深化“跨村联建”

模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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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Path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ross-Village Joint Construct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LI Han-qing，ZHENG Yong-ping，YANG Guo-yo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Meaning】Exploring the new era "cross-village joint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model can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f  uneven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villages  in  the  region,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tyle  modernization. 【Methods/Procedur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theory,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alysis and induction, taking Changtai District of

Zhangzhou,  Fujian  Province  as  a  ca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e  path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 cross-village  joint

construction”   model,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angtai District, tak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ural commun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novatively reshape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ty  with  the  organiz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mechanism,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community

with  the  industrial  joint  development  mechanism,  exerted  the  functional  value  of  the  community  with  the  governance  linkage

mechanism, and constructed a new model of cross-villag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ow degree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weak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talents, and insufficient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of united

villages.  Therefore,  suggestions  on  deepening  the “cross-village  joint  construction”  model  are  put  forward  from  four  aspects:

stimulating  main  body  development  vitality,  strengthening  regional  resource  integration,  improving  talent  service  system,  and

promoting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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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关键性、全局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1]。

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

（2024—2027年）》，进一步要求深入推进抓党建促

乡村全面振兴，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功能。近年来，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一方

面，部分资源禀赋优越和交通便利村庄的一、二、三

产业快速融合发展，农村产业发展、社会建设与公共

治理的边界逐步超越了单一行政村的范围；另一方面，

区域内不同村庄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一

步突现，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

以传统行政村为基本单位的基层组织治理架构已经无

法完全适应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要求，亟待构

建兼具多村互通共融、顺应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组织

建设和社会发展新机制[2]。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自

2023年开始，全面推动党建引领下“跨村联建”的新

模式，围绕村庄规模小资源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

等问题，打破就村抓村、就支部抓支部的惯性思维和

路径依赖，通过重塑村级党委组织体系，推动农村资

源、技术、人才、资金以及市场需求等相关要素的整

合重组优化，带动区域内村庄治理同抓、产业联动、

服务共享，实现“大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的融合

发展。近年来，长泰区先后承办福建省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现场推进会、举办“跨村联建话振兴”活动，其

乡村治理经验入选福建省农村改革十大典型案例，在

由福建省乡村振兴研究会与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联合评估的“乡村振兴热度指数”排名中显示，其位

列全省第一。2024年 9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印发

《关于以县域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见》，

要求优化村级治理机制，积极探索行政村党组织联建

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目前，福建省内其他地市虽然也

对“跨村联建”模式进行了探索和试点，取得了有益

经验，但尚未形成全域推广态势，从联村工作推进力

度和实际发展成效来看，尚无法与漳州市长泰区相提

并论。基于此，本文从共同体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

围绕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这 3个方面，深

入分析长泰区“跨村联建”模式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路

径，讨论“跨村联建”模式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现存

难点，并据此提出优化策略，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

学界相关理论研究，为“跨村联建”模式的优化和推

广提供实践参考，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文献综述

“跨村联建”作为推动实现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新

模式，逐渐引发学界的关注，既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以

下三方面。 

1.1    “跨村联建”的意义价值

长期以来，村落都是我国“三农”政策实施和资

源分配的最基本单位，但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单

一村庄很难满足现代化建设中资源、资金、人才、市

场的多重发展要素需求，加之农村空心化、过疏化、

小型化的现实约束，急需扩大和提升乡村的组织化程

度[3]，如何通过整体性思维有效化解当前乡村发展中

存在的“碎片化”困境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

题[4]。“跨村联建”模式则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

新性实践，将村落置于新发展阶段下更为复杂的区域

体系之中，改变以往村庄“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

既保持村集体经济产权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又建立起

村庄间产业、社会、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形成良性

互动的产业生态链和经济发展格局，实现乡村发展模

式的“升级”[5]。 

1.2    “跨村联建”的现实路径

有学者研究认为，推动“跨村联建”的关键在于

建立联村党支部，解决农村基层党支部的软弱涣散问

题，提升党组织的号召力、保障力和影响力[6]。在实

践中，基层党建模式创新通过组织联合、基础联建、

产业联营、民生联动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7]，助推资

源禀赋和发展状况各异的村庄，在党组织强制性机制、

规范性机制和竞争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产业联

盟、资源联享”的发展范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8]。从乡村产业振兴的视角来看，联村发展的

核心逻辑在于通过跨域机制、整合机制与链接机制，

共同消除乡村产业的跨边界发展阻碍，实现内部资源

整合和外部市场衔接，构建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9]。

同时，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联村发展模式也会表现

出明显差异，处于产业成熟期的“跨村联建”模式的

发展性、共同性、公平性和持续性往往呈现较高的发

展趋向[4]。 

1.3    “跨村联建”的现存问题和对策

当前，不同主体特征和行动逻辑差异所形成的合

作困境，以及人才、技术、资金缺失所形成的要素困

境仍然是限制联村发展的主要障[10]，需要各地积极创

新适应时代需求的农村党建工作理念、方法和机制[11]，

从利益激励和组织引领两方面着手，解决乡村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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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动力与维系问题[12]，推动“跨村联建”模式向

更高形态转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梳理文献发现，学界对于“跨村联建”模式的研

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然而，既有关于“跨村联建”的分析视角还较为单一，

现有文献多从组织建设或产业发展的维度对某个联村

建设案例的机制和功能进行分析，缺乏从组织、创业

和治理维度，对全域范围“跨村联建”模式的整体探

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共同体理论，依照主体—行

动—功能的分析思路对长泰区“跨村联建”模式进行

深入讨论，以期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和实

践参考。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

德国学者滕尼斯[13] 最早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

在他看来，共同体是一种共同的精神意识和价值观念

所产生的团体归属和认同，是基于自然意愿而形成的

有机体。涂尔干[14] 认为共同体是一种基于共同信仰、

习俗、情感和记忆而形成的联合体，能够促进人们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将共同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

结两种形态。在此基础上，乡村因具备自然形成的地

域边界、紧密的社会交往和共享的社会规范而成为人

类社会中的典型共同体，“乡村共同体”也随之成为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典对象[15]。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

是一个基于地缘、血缘和亲缘等社会联结纽带而建构

起来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其在维系乡村秩序、规制村

民行为、整合村庄利益、形塑村庄价值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16]。改革开放后，在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

浪潮中，乡村人口老龄化、乡村空心化、村民原子化、

个体价值观念差异化等问题和挑战导致了传统乡村共

同体的逐步衰败[17]，迫使基层治理探求构建更为紧密

多元的乡村共同体新模式，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目标。

可以说，重塑新时代乡村共同体在培育村民的集体认

同、提升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激发乡村内生发

展动力、实现乡村自主治理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也

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有之义[18]。一般认为，现代

乡村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表现在地域基础、缔结纽带、

价值认同、和集体秩序四个方面[19]；就实现路径而

言，加强党建引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治

理体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以乡村共同体建设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20]。其中，利益激励机制解

决了共同体建构的动力问题，党建引领机制解决了共

同体的维系问题，两者协同推动共同体向更高形态

发展[12]。 

2.2    分析框架

基于共同体理论的基本观点，长泰区“跨村联建”

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乡村发展共同体特征（图 1）。首

先，在共同体主体层面，根据村落要素禀赋和产业情

况，改变传统上相对单一的行政边界，以党组织的建

设为纽带重新衍生出符合实际发展需要的共同体主体

结构与成员构成，并通过组织嵌入与制度建设强化共

同体空间内各主体联合发展的意愿和能力，激励联村

党委共识共为，成为“跨村联建”模式构建的重要基

础条件。其次，在共同体行动层面，“跨村联建”模

式在主体内部的资源和目标整合的基础上，以乡村产

业发展为导向，促使共同体成员在增进经济利益的目

标驱动下，通过集体行动主动解决跨村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并协同政府、企业、村民等主体共同完善联村

发展结构和模式，实现农户增收和联村经济发展，成

为“跨村联建”模式的关键路径。最后，在共同体功

能价值的实现层面，整体性治理模式有效提升了农村

 

组织联建

重塑结构

“跨村联建” 共同体

激发活力 发挥功能

治理联动产业联兴

图 1　共同体视角下“跨村联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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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并带动共同体成员关心和参与

公共事务的治理，进一步塑造了成员的情感纽带和身

份认同，持续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文化认同感和集

体秩序规范，充分发挥共同体功能价值，推动“跨村

联建”模式的持续性发展。 

3    “跨村联建”共同体构建的实践

路径

长泰区位于福建省东南部，现辖 9个乡镇、88个

行政村（社区），常住人口 23.5万人，2023年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406亿元。近年来，长泰区围绕“七比

一看”竞赛，探索创新乡村振兴“大走访”“村支部

书记大讲堂”等一系列工作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转型

升级和农旅融合发展。2023年，长泰区在前期乡村治

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全区 88个村（社区）的特色，

打破传统行政区划，组合形成 16个联村党委，由 16
名区处级领导挂钩指导，通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和

治理联动机制，实现村庄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达

到先进村与落后村“抱团”共建，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2023年，长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108元，

同比增长 7.8%，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得分位列漳州

市第一，“跨村联建”经验做法获得省领导肯定，为

同类型地区乡村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长泰区“跨村

联建”的实践路径如图 2所示。

 
 

组织联建

聚焦优势，合理联建

强化领导，分类帮扶

建章立制，考评落实

组织嵌入

党员引领

企业参与

社会联治

生态联治

文化联治

重塑组织结构 激发产业活力 发挥治理效能

治理联动产业联兴

图 2　长泰区“跨村联建”的实践路径
 
 

3.1    组织联建机制：重塑共同体内部结构
 

3.1.1    聚焦优势，合理联建　为确保各联建村“联得

紧、建得实”，长泰区在“跨村联建”模式全面推广

前就广泛了解和掌握了基层党组织的联建意向，在各

村（社区）互选和乡镇推荐基础上，结合地理区位、

发展优势、主导产业、中心工作等发展要素，科学合

理制定各联村党委的负责范围。最终，以“地域相邻、

产业相近、宗族相亲、交通相连”的标准在全区整合

形成了 16个联村党委，并同步明确联村党委的架构、

配置、运行、考评等环节。联村党委打破了传统地域

限制和行政区划的框架，以新型党建模式实现各联村

之间的决策共商、产业共建和治理联动。如枋山茶香

联村党委立足当地 4个茶叶种植传统村落的资源禀赋，

借助其悠久的历史和拥有较大面积茶山的特点，以茶

叶产业发展为重点组建联村党委，并根据产业发展需

要与漳州合茶道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结对共建，将茶叶

企业负责人纳入联村党委班子，帮助村民提升茶苗种

植品质、改善茶叶加工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

统一生产、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销

售的模式，有效提升了联村党组织的产业带富能力。
 

3.1.2    强化领导，分类帮扶　长泰区综合选派区域内

“强村”党组织书记担任联村党委书记、乡镇年轻科

级干部担任联村党委副书记，并由 16名区处级领导

分别挂钩指导。这一制度安排旨在实现内部干部队伍

的整合，集中优势力量重点突破农村工作难点热点问

题，让联村党委书记可以强弱帮带其他村庄，让乡镇

年轻干部居中协调、增加历练机会。进一步地，为确

保各联村党委“有人指导、有人做事、有人帮扶”，

长泰区实施“三个一”挂钩联系制度，保证每个联村

党委都有“1名处级领导挂钩督促、1个区直单位联

系指导、1个乡镇专班组团服务”，促进跨部门、跨

领域协同共进。此外，长泰区将联村党委划分为“农

业产业”“田园经济”“产城协同”“城乡提升”

“文旅融合”五大发展类型，由区委宣传部、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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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文体旅游局、工信局以及住建局对应帮扶指导，

持续增强府际间横向联系、上下互动。 

3.1.3    建章立制，考评落实　行政绩效考核是政府贯

彻治理意图、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操作机制，也是推

动“跨村联建”模式发展的重要手段。长泰区坚持以

“一季度一考核，一年度一总评”方式推动联村建设，

制定施行《漳州市长泰区跨村联建考评细则》，从基

本运行情况、项目策划质量与组织实施、特色模式成

效、社会评价效果、成效加分等 5个方面明确考评内

容和评分标准，把创新举措制度化固定，并在“特色

模式成效”部分根据联村党委的不同类型，由各牵头

部门精细化制定考核指标，增强考核措施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此外，为强化激励约束，长泰区把“跨村联

建”工作纳入乡镇党委书记年度工作绩效考评内容，

对落实成效好的在绩效奖励、评先评优等方面予以倾

斜，对落实不到位、实施成效差的进行通报批评。根

据排名先后对联村党委在资金、项目上给予激励，形

成“共抓共建、争先争优、比学赶超”的积极氛围。 

3.2    产业联兴机制：激发共同体发展动能 

3.2.1    组织嵌入　全面实现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充分

发挥联村党委在产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功能以及组织

动员能力。针对各联建村特色产业规模小、业态少的

现实困境，长泰统筹全区所有涉农资金、项目、政策，

按照“一区域一特色、一联村一产业”的发展策略，

因地制宜谋划实施 30个联村产业发展项目，实现要

素资源的最优配置。仅在文旅发展方面，近年来岩溪

镇崇正书院、陈巷镇戴墘牧野欢谷、马洋溪生态旅游

区等一批项目建设和配套提升工作有序开展，基层党

组织以产业发展为抓手，进一步嵌入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进程。2023年，长泰区 58个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

收入超 50万元的占比超过 60%。 

3.2.2    党员引领　注重调动基层党员的能动性，以党

员的标识性感召和人格化示范补位发展资源缺失，实

现村民参与联村产业发展的广泛动员。长泰区要求各

联村党委广泛开展设岗定责工作，引导农村“无职党

员”主动认领产业招商员、项目观察员、农业技术能

手、致富带头人等党员责任岗，在参与家乡建设等方

面走前头、作表率，从而扩充乡村发展需要的社会资

本，激发村民共同体意识，推动乡村共同体的发育。

在跨村联建过程中，长泰区先后创设党员创业基地

23个，增加了党员致富技术岗 87个。 

3.2.3    企业参与　企业参与是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保障。相较于传统

行政组织而言，企业更能够高效挖掘乡村特色资源、

精准把握乡村市场需求、充分释放乡村潜在价值。长

泰区通过“以企带村、以村促企”，以联村为单位创

新集体经济合作发展模式，培育村集体经济收入新的

增长点。先后组建枋山茶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9家

乡村共富公司，引入花仙谷休闲旅游有限公司、合缘

茶道有限公司等本地规模企业作为牵头单位联合建设，

先后促成 208家企业与 88个村结对共建，累计投入

资金 10.32亿元。同时，长泰区实施“一联村一产业

一增收”计划，重点培育和扶持芦柑、岩茶、光鱼、

蜜桔等农产品品牌，合作共建青阳村共享茶厂、旺亭

村美食街区、径仑村水上渔村等特色产业。2024年前

三季度，长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7.09亿元，同比

增长 3.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955元，同

比增长 7.5%。 

3.3    治理联动机制：发挥共同体功能价值 

3.3.1    社会联治　一方面，制定实施《漳州市长泰区

汇聚乡贤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在全市各县

区率先实现镇、村两级乡贤促进会全覆盖。长泰区充

分发挥乡贤亲缘、人缘、地缘优势，建立“乡贤评理

室”平台，打造一支主要由党员乡贤组成的义务评理

队，力争将纠纷矛盾化解在基层。另一方面，将“跨

村联建”模式与乡村治理体系中的“红色网格”服务

管理机制深度融合，通过选拔联村范围内年富力强且

具备良好群众基础的党员担任网格员及网格长，实现

对群众需求的精确识别与高效响应。在此基础上，鼓

励联村党委利用网格化平台实现协同联动，广泛调动

网格员、矛盾调解专员、乡风文明督导员、生态环境

保护监督员等多方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提升联村党委

对乡村治理的领导作用。 

3.3.2    生态联治　生态治理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

要各部门、各区域、各环节紧密配合，联村党委作为

中枢，具有综合协调的枢纽性作用。长泰区围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的难点问题，聚焦农村污水治理、

卫生保洁长效机制建设，组织联村党委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一季度一主题”活动、建立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成效评价“红黑榜”制度，联合开展环境治

理、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例如，林墩溪流域综合

治理涉及 5个联建村，联村党委积极协调各村力量，

对林墩溪流域生态环境进行包段、轮值，实施水环境

整治项目 9个，水质由劣Ⅴ类提升至稳定Ⅱ类，2023
年 11月水质跃升至Ⅰ类。同时，畅通联村党委内的

村干部交流互动渠道，先后指导 20个强村党委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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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两委”到联建村挂职，推动 216名年轻村干部交

流到牵头村、联村产业项目中挂职锻炼，联建区域内

实行工作力量统一管理、调配，发挥联村党委领导

能力。 

3.3.3    文化联治　定期组织联村党委和联建村互学互

鉴，组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到典型村庄参观学习；建

立“两评一比”（评文明户、评美丽庭院，比晒红黑

榜）制度，开展村规民约评选活动；探索“文明积分

制”，通过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转习惯、以习惯化

新风，调动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热情。

目前，长泰区已经建成联村网格议事点 32个，举办

联村“网格夜话”活动 68场，整合联建村文化戏台、

村民小广场 9个，每季度定期举办书法、广场舞、气

排球赛等文化交流活动，实现“季季有比赛，月月有

活动”。群众各种形式的身体实践可以强化集体记忆，

通过一系列文化联治举措，有助于促进联建村群众深

度融合，强化联村共同体的价值功能发挥；同时，长

泰区也借助于各类活动的举办，不断打磨和调整基层

干部队伍，提升联村党委的组织协调能力，更好地推

动乡村整体性发展。 

4    “跨村联建”实践的现实困境
 

4.1    联村资源整合程度低

虽然当前长泰区“跨村联建”模式已经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联村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整合与共享，在产

业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较为显著，但实

践中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方面，受限于传统观

念和产业模式的影响，部分村庄（社区）仍保持“单

兵作战”习惯，一些村干部和村民对联村发展模式认

同感与归属感不强，对“跨村联建”机制理解和把握

不到位，主动参与意愿不高，且联村发展的参与主体

大多数是镇村干部，普通民众的知晓率、参与度较低，

农民群众的乡村振兴主体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同时，

由于各村在组织、人事、财务等方面仍然相对独立，

联村内部未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联村党委的轮值

召集、联席会议等制度实际成效不显著，各村在生态

环保、平安综治、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工作还保持相对

独立状态。另一方面，部分村庄在联村建设过程中，

由于对产业项目存在疑虑、对未来收益缺乏信心，且

存在不同的发展规划，其不愿配合联村党委制定的发

展计划，造成联村资源整合共享难度提升、产业项目

建设进展缓慢。同时，村与村、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

联结机制还未形成，村集体、村民较多关注的是眼前

收益，缺乏对于跨村联建的长远规划。此外，部分偏

远村庄和“空心村”受限于资金、交通、人口等因素，

客观上难以融入联村建设，短期内难以摆脱发展滞后

的问题。 

4.2    联村发展人才支撑弱

长泰区在“跨村联建”实践过程中着力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主动对接省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吸引各

类人才回乡就业创业、参与基层治理，在乡村的现代

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城乡发展不平

衡，农村地区人口流失与人才引进困难的双重挑战在

短时间仍难以克服。一方面，由于农村生产生活的不

便利，青年人不愿长留乡村，人口流失客观上削弱了

村庄发展的动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这种人才短缺不仅影响了农村的创新发展，也制约了

“跨村联建”模式的深入实施和效果发挥，导致部分

联村党委出现发展定位不清晰，项目建设以“短平快”

的基础设施改造为主，现代农业、文旅融合、产业发

展等新兴产业的发展缺乏专业人才支持。同时，联村

党委在组织村民技能培训时，其内容大多集中于政策

条款的阐释和上级会议精神的传达，与本地区实际情

况和村民切实需求的结合程度不高。由此导致培训活

动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不仅难以有效提升村民文化

水平和职业技能，更降低了村民参与同类活动的积

极性。 

4.3    联村公共服务能力不足

长泰区“跨村联建”模式的有效实施，促进了农

村地区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稳步提升，但仍存

在不足之处。一方面，部分联村党委存在组织服务功

能不健全的问题，党组织管理松散，村内党员干部参

与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参与率低，导致基层党组织在

项目推进和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另

一方面，上级频繁的督查、考核、接待等行政事务，

极大地增加了联村党委的日常工作负担，分散了村干

部的注意力，导致农村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弱化。由

于部分村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对新生事物的理解能力

较弱，农村地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进展缓慢，未

能充分发挥乡村数字化建设的应有作用，阻碍了治理

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此外，与以往单个村庄

发展相比，联村建设需要更多的资金、技术等要素投

入和基础设施支撑。在实践中，受限于地方政府财力

有限，各联村党委普遍存在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社会

资本短缺等问题，加之各村公共服务项目建设长期依

赖于上级政策性补偿，制约了基层公共服务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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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5    提升“跨村联建”发展水平的政

策建议
 

5.1    激发主体发展活力

在以“跨村联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

上级政府要明确各部门职能定位，并在政策制定、组

织领导、规划设计、资金保障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不断完善联村建设的投入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联村发展。同时，联村党委应着力加强党组织建设，

要注重培养和提拔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社会服务

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党员，持续发挥党组织在乡村

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核心作用；要改变以往粗放的管

理方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动员社会力量、调动农民

积极性、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促

使联村党委的工作职能与其自身权责资源相匹配。 

5.2    强化区域资源整合

要素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集约利用是联建村产业发

展的保障，也是实现乡村共建共治的基础。一方面，

要加快土地资源整合，强化联村党委内各村产业联创

联营，通过集中连片式的土地流转和开发，形成规模

化产业发展基地，提升生产效率和品质标准。另一方

面，要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按照“全域旅游、全域景

区、全域发展”理念，立足联村资源禀赋，丰富乡村

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21]。此外，

联村党委应加大新技术与乡村产业发展的渗透与融合

力度，借助与科研机构、农业企业的合作，引进和应

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持续提升农业设施设

备水平，培育一批集生产、销售、观光、娱乐为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提升产业附加值。 

5.3    完善人才服务体系

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也是进一

步推动“跨村联建”发展的必然要求。实施多元化人

才引进策略，不断完善人才引进的制度政策，帮助各

联村党委基于本地需求精准引才。同时，通过持续深

化乡村人才培育模式的改革，构建全方位人才培养体

系。联村党委可以依托“田间党校”、干部在线教育

平台等线上线下教育资源，强化乡村振兴干部队伍的

领导能力，并重点扩大技能型人才队伍规模，着重提

升青年群体及农村创业者等关键人群的职业技能水平。

进一步地，优化人才服务体系要求，统筹提升乡村基

本公共服务质量，优化乡村人才工作生活环境，形成

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人才激励体系，提升人

才的归属感与获得感。 

5.4    推进数字乡村治理

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水平是促进“跨村联建”不断

深化的另一重要路径。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快联

村地区互联网普及与硬件升级，推广使用云计算、互

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

流动。在公共资源统筹领域，积极开展线上诊疗、网

络政务、远程教育培训等服务，实现优质公共服务资

源下沉与互通，提升联建村庄公共服务水平。同时，

要持续提高联村干部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治理理念。通

过经常性开展培训教学，帮助联建村干部形成利用数

字技术分析、预测、处理问题的主观意识，消除以往

因信息碎片化而导致的信息壁垒困境，并在“跨村联

建”发展实际问题中改善管理和服务，推动乡村治理

转型与现代化。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和资料

分析，从共同体理论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长泰区

“跨村联建”模式的实践路径与发展成效，归纳出村

庄之间协同发展的实现机制。同时，根据联村发展共

同体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境，进一步提出深化

“跨村联建”发展体系建设的可行对策，以期为实现

共同富裕和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然

而，乡村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的创新是一个复杂多变

的过程，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连接和相互嵌入。

因此，本文在针对长泰区“跨村联建”案例的研究和

分析上，理论深度与分析视角仍有待完善和深化。未

来，相关研究应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中国政策语境下的

乡村转型与现代化建设理论体系，矫正传统观念中对

于乡村发展以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提出

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政策建议，为全面实现共同富

裕和乡村现代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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