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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要充分尊重农村特点

乡村治，天下安。长期以来，乡村治理滞后于乡村发展，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村

民参与度不足，部分农村“一管就僵、一放就乱”；农民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多元化，村民间利益冲突的风险在

上升；在一些地方，宗族势力对乡村治理干扰严重；“空心村”“三留守”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因此，推进乡

村治理要充分尊重农村的特点，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要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以法治推进现代治理，以德治

引导文明乡风。

第一段：开篇点题。推进乡村治理要充分尊重农村的特点，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指出问题+坏现象+对策，

开头便指出乡村治理滞后于乡村发展，是现如今必须面对的问题，之后举例了一系列实际现象论证，再给出对

策即本文中心论点——乡村治理要充分尊重农村特点。

自治是核心。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乡村治理体系与城市治理体系的区别，在于乡村治理是集体经济制度与

村民自治制度相互交织下的治理。在“村”这样的公共空间里，公共事务多数是一些细小事物。虽说是“细小”，

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轻视不得。正因为“细小”，发挥村民自治的优势就很重要。当前，一事一议、小微权力

清单、村民说事等村民自治模式值得推广。

第二段：分论点 1──自治是核心。从农民的角度论证，肯定农民的主体作用以及乡村治理体系的特点在

于集体经济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相互交织，因此村民自治模式值得推广。

法治是保障。农村社会的法治氛围较城市有很大差距，不少农民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缺乏法治观念，遇到问

题时很少想到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甚至一些村干部也没有以法治思维开展工作的自觉。未来乡村治理中，自治

的事项会逐步减少，适用法治的事项会增多，自治要以法治为前提。因此，要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采取适合

农民“口味”的普法方式特别重要。要通过培育市场契约精神，来规范农民的经济行为。

第三段：分论点 2──法治是保障。法律的角度指出现如今的问题还有缺乏法制观念，联系上文“自治”，

表明观点“自治要以法治为前提”，给出对策——尊重乡村特点，找准普法方式。

德治是基础。尽管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很多传统依然延续，“礼俗”力量在维系村落秩序方面不

可替代。在费孝通写出《江村经济》的江村，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有资历名望的群体，已广泛参与到村

庄治理中来。现在一些农村存在的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问题，也需要发挥乡风民风力量，用村规民约来化解。

与自治和法治相比，德治更能降低农村社会的运行成本，今后要加以重视。

第四段：分论点 3──德治是基础。肯定“礼俗”力量维系村落秩序的意义，紧接着以《江村经济》中江

村有资历名望的群体广泛存于村庄治理的优势，层层递进，指出相比自治和法治，德治作为尊重乡村特点的治

理方式，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原本封闭的乡村全面走向开放，乡村治理对象从单一的农民主体转向开放的城乡公民

混合体。可以预期，乡村需要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城乡在部分治理手段上会逐渐趋同。但与城市社会不同，乡

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乡村治理要充分尊重农村的特点，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要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以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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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现代治理，以德治引导文明乡风。

第五段：总结全文。描述乡村发展现状，展望未来乡村治理方向，指出乡村社会的特点，强调本文论点：

乡村治理要充分尊重农村的特点，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以法治推进现代治理，以德治引导文明乡风。

【文章小结】

乡村治，天下安。从遏制天价彩礼到惩处小官大贪，有关乡村治理的新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乡村治

理滞后于乡村发展，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人口因素。不久前，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尊重农村

特点，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

【文章结构】

一、开篇点题——推进乡村治理要充分尊重农村的特点，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

二、详细论证部分：（一）自治是核心

（二）法治是保障

（三）德治是基础

三、结尾：总结全文。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以法治推进现代治理，以德治引导文明乡风

【积累】

1、乡村治，天下安。

2、一管就僵、一放就乱

3、以自治激发民主活力，以法治推进现代治理，以德治引导文明……风

4、……是核心；……是保障；……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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