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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由于土地流转、资源

开发、征地补偿等，可能会出现无法避免的矛盾和冲

突，因此需要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更好地调节社会

矛盾、维护农村生产经营秩序，保证农民的基本权

益。农村在加强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保障农民的基

本权益，坚持党的领导，从而更好地加强农村法治建

设，夯实乡村振兴法治的基础。

1　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

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加强法治建设，是推动乡村

振兴的基本保障。法治具有公开透明及稳定性的特

点，再加上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所以法律是调整

各种利益关系的产物，不论是哪一种程度上的利益关

系，都依赖着法律的约束和保障[1]。因此，乡村振兴

战略的过程中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能够更好地提高农

村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责，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化的发

展。其次，农村在发展振兴的过程中，其产业的兴

旺、乡村风俗以及生态宜居等，都与法治体系的完善

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农村市场的秩序和经营秩序以

及农民的基本权益等，都依赖着法制制度的完善。对

于社会来说，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和保障，所以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加强法治管理，

确保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法治、自治及德治，从

而更好地提高农村社会的活力。由于农民的文化程度

相对较低，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侵犯农民基本权益的相

关案件，扰乱了公平的市场秩序；再加上农村进行的

土地流转、资源开发以及征地补偿等，可能出现无法

避免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能够更

好地调节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生产经营的秩序，保障

农民的基本权益，最终有效促进乡村振兴。

2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途径

2.1　坚持党的领导

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把党的领导深入贯彻到农村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

中[2]。在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党对

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并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

设，在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加强农村法

治建设。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保障和维护农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群众的满意度，促进乡

村振兴发展。其次，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农民基本权益的保障，都离不开法治建

设，但是在实际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农村普遍存在法

制观念淡薄的情况，没有将乡村振兴发展与农村法治

建设充分结合，以至于在一些具体的涉农问题上，例

如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流转等工作过程中损害了

农民的基本权益。因此，农村在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应

当加强法治建设，有效降低相关部门在涉农问题执法

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2.2　坚持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民占据着主体地位，影

响着乡村振兴的实际效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把公平、公正、有效、

贯彻到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中，在加强法治

建设的过程中充分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更好地促进

乡村振兴发展。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以维

护农民的基本权益为主要目标，使农村法治建设充分

反映农民的愿望，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农业执法

过程中，以教育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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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涉农等违法行为时，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基础上，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农业发展。

2.3　切实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

农村法治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情

况，充分关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农村农业现代

化阶段中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农村农业发展

不充分的问题[3]。其次，在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过程

中，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结合农村地区的自然

环境、经济状况、人口结构以及民风民俗等不同的情

况，因地制宜开展农村法治建设。农村相关部门在加

强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如遇到农村纠纷问题时可采用

人民调解或司法简易程序等，使农村法治建设服务于

农村，促进乡村振兴与发展。

3　夯实乡村振兴法治的措施

3.1　以法治建设为保障，引领农村发展

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

进行总体的规划，并科学有效地规划主导产业、乡村

文化特色、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以及支撑的

政策体系等，促进乡村振兴发展[4]。其次，在夯实乡

村振兴法治的过程中，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在制定乡村振兴规划中，根据实际情况

做好建设规划，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要遵循农

村农业的发展，着眼于农民意愿，将相关的法律法规

进行科学全面的法治宣传，提高农民对法律的认知

度，以便更好地理解运用。

3.2　以法治建设为基础，加强品牌兴农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品牌已经逐渐成

为人们消费的主要选择，所以相关部门在加强乡村振

兴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品牌兴农[5]。将品牌

与粮食生产功能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之间联系

起来，将农产品与“绿色、有机”相结合。其次，在

加强品牌兴农的过程中，坚持以法治建设为基础，充

分按照《专利法》《商标法》《合同法》《消费法》

《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在维护自身利

益的同时遵守法律，加强法律的引领、规范、保证和

推动作用，使农民、农业与企业充分“融合”，提高

乡村振兴法治发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以法治为农业

保驾护航。

3.3　以法治建设为支撑，推进乡村融合发展

发展新型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途

径，相关部门在发展新型产业的过程中，应充分支持

经营主体发展保鲜、储藏及包装等初加工的设施建

设，促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加工之间的联

系与协调。其次，相关部门在推进新型产业发展的过

程中，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保

证食品的安全性。在发展新型产业的过程中，也可根

据农村实地情况开发旅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

游法》中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促进乡村旅游、文化和教育等之间的融合，规

范旅游经营的合法性。

3.4　加强法治建设监管，推进绿色兴农

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充分坚持绿色兴农，有效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

其次，农村管理部门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

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等相关

法律法规加强对农产品生产前、生产中及生产后的监

督和管理。保障其市场和基地的标准化，加强畜禽疫

病等相应的监测和预警，对畜禽进行严格的检疫审批

和品种引进审批及隔离检疫，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法治

发展。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化发

展。乡村振兴离不开法治建设，法治建设是推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全面

领导深入贯彻到农村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加强农村

法治建设，从农村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农民切身利

益，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增强法制宣传，提高法治意

识，从而在乡村战略发展中更好地保证乡村法治建设

的科学性和完善性，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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