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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有关脱贫攻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是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法治层面有机衔接的必然要求。实

施地方性法规清理能够及时回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增强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效果、完善地方性法规体

系并为下一阶段的立法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在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应当明确专项清理

的工作性质、增强清理工作的民主性、注重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渡。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应

建立相应的专门工作机制、广泛听取民众意见、注重同其他制度的协调配合。唯有此，才能保证乡村振

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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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earing local regulations related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legal level. Imple-
menting the clearing of local regulations can timely respond to the demands of social reality, en-
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of relevant local regulations, improve the local regulatory 
system,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legislative work in the next stage. During the rural revitali-
zation stage, the clearing of local regulations should clarify the nature of specialized clearing work, 
enhance the democratic nature of the clearing work, and focus on achieving a smooth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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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specific practical path, corresponding 
specialized work mechanis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extensive public opinions should be solicited,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ordinating with other systems.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clearing 
of local regulations dur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age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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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缘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对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顶层设计，

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前提，强调了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内

在联系，强调了二者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基本方略的重要地位，并为从乡村振兴到脱贫攻坚的有机衔

接提供了战略指导。 
处在“后脱贫攻坚时代”，学界对如何实现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

主要从战略思维、政策衔接、重点领域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 关于战略思维。打好脱贫攻坚战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体实践之中精准脱贫必须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特别

是在战略思维和体制机制上做到有机衔接，包括坚持系统思维、精准思维、振兴思想等[1]。2) 关于政策

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需要抓好关键问题、找到契合点，做好政策重点的承接和转移，

具体从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提档、宜居乡村建设、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进行有效衔接，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2]。3) 关于重点领域。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重点应聚焦于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的

递进性任务，提升脱贫效果可持续性、促进减贫治理长效化、推动乡村内生性发展[3]。 
学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实践的角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具体建议和可行措施。但是，社会实

践的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法治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脱贫攻坚时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依据中央有关精神和上位法制定了

自己本行政区域内的推进脱贫攻坚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在过去为实现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在新形势下，立法机关有必要对其实施效果予以重新考察。在乡村振兴阶段，相应的配套法规也

在加紧制定。如何实现两大战略下相关地方性法规的有机衔接也是立法机关应当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

因此，在乡村振兴阶段，立法机关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进行系统清理是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法治层

面有机衔接的关键举措。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旨在将地方性法规的清理问题置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时代背景下

加以研究。本文将从必要性、基本原则、实践路径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以期能为立法机关的

有关工作提供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2. 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法规清理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1 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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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简称《乡村振兴促进法》。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44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姬斐然 等 
 

 

DOI: 10.12677/ojls.2024.125441 3100 法学 
 

部分脱贫攻坚时期的地方性法规出现与社会发展不一致、不适应、不相符的问题。通过法规清理能够梳

理和归纳脱贫攻坚时期地方性法规，系统性地将脱贫攻坚时期的法规吸收、融入、转化为符合乡村振兴

战略要求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清理是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内在

要求，也是高质量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必要举措。”[4]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法规清理的必要性体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2.1. 回应现实需求 

乡村振兴时期的地方性法规清理是对时代变迁的重要回应。开展阶段性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是新

时期、新时代、新背景下，地方走向良法善治的重要路径，也是地方乡村振兴政策良好发展的重要保障。 
脱贫攻坚时期的地方性法规目前存在两大问题。第一，脱贫攻坚时期的地方性法规存在一定程度的

滞后性，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这一弊端加剧了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第二，我国传

统的立法价值取向在于成文法的经验总结，成熟的成文法是立法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在社会发展

和地方性法规的稳定性之间存在着现实的矛盾。而乡村振兴时期地方性法规清理的价值就在于解决社会

发展和成文法之间的固有矛盾，促进地方性法规不断与时俱进，符合乡村振兴阶段社会的实际要求。 
地方性法规清理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平稳开展的前提与保障。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

是构建体系性地方性法规的重要措施，能够增强地方性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各

地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实施符合社会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不仅回应了乡

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同时满足了地方性法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需要。 

2.2. 加强实施效果 

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效果是评判各地立法质量的重要标准，受到价值标准、利益博弈、立法技术以及

上位法制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乡村振兴阶段，开展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须以法的实际有效

性为最终目标。 
加强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法规实施效果应当注意以下五点。第一，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

的价值取向应当符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应当以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为

根本评价标准。只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才能在实践中顺利运行。第二，地方性法

规的实效受制于法规范保护的利益与行为主体的利益一致原则。因此，地方性法规清理保护人民群众的

正向价值利益是必然选择，是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法规实现法律实效的要求之一。第三，立法技术是限

制地方性法规实效性的客观因素。法的实效受制于法律规范的技术性因素，诸如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协

调性、完备性、稳定性程度。不断提升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法规清理的技术基础，是实现法律实效的客

观需要。第四，国家强制力是法律实效的最终保障，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要结合乡村振兴阶段的时代要

求，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推动地方性法规清理实效的实现。 

2.3. 完善法规体系 

社会是不断动态向前发展的，而法律是动态社会的静态反映，并通过静态的体系反作用于社会实践，

从而完成规范和指引社会的作用。地方法律体系的高度完备是平衡动态社会现实和静态法律规范之间的

调和剂。而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是地方法律体系走向完善的关键步骤。因此，合理、高效、

有序的法规清理工作极为重要。目前，地方性法规体系存在着固有的质量不高、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

不强等弊端。 
结合地方实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部分省份的配套地方性法规仍处于缺位状态。

以山西省为例，尽管山西省内出台了有关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策，但与之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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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方性法规的推陈出新落后于时代的需求，地方法律体系相较于其他省份而言存在着不甚完备的

问题。通过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的工作，能够发现省内现有法律体系中的缺陷与不足，剔除

落后时代发展需要的相关法规，修改不适应于时代发展的相关条文，达到“应废尽废”“应改尽改”的

程度，弥补现有法律体系的不足，并逐步推动地方法律体系的完善。“地方性清理是法律体系完善的重

要前提”[5]，及时、定期、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清理是地方法律体系能够完善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阶段

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应当及时地推动地方法律体系与地方社会实际相结合，力求成为人民现实需求和地方

性法规自我完善的平衡点。 

2.4. 提高立法质量 

地方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关键在于地方立法质量的高低。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是提升地

方立法质量的必要举措，也是提高地方立法实效的需要。 
第一，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需要立法机关对法规的清理制定科学的规划、统一的标准和严格

的程序。必要的制度建设能够有效提高法规清理的效率和质量，使得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具有科学性、

可预测性、合理性，提高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的效果，进一步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第二，地

方性法规清理需要对省内的法规文件进行梳理，在发现省内相关法规存在的问题的同时，评估省内相关

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情况，检验其实际效果是否符合预期。通过梳理、评估、检验等地方性法规清理的准

备工作，法规清理部门能够及时吸取相关法规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高立法技术水平。

第三，地方性法规是中央立法在地方的个性化表达。遵循中央的统一指导是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必要

前提，能够使相关法规符合上位法，遵循中央的统一指引，依照《乡村振兴促进法》，结合乡村振兴的

时代背景和省内的客观实际，进一步推动省内相关法规立法质量的提高。第四，地方性法规清理需要专

业的地方立法工作队伍，通过法规清理的工作能够有效推动地方立法工作队伍质量的提高，推动地方性

法规清理工作的高效完成，最终提高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立法质量。 

3. 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法规清理的基本原则 

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具有一般的共同原则。在乡村振兴阶段，对有关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原则亦有

其特殊性。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专项清理原则 

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地方性法规清理的任务和目标存在差异。区别于常态化的地方性法规清理，

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应当服务于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顺利过渡，确保相关制度成功转

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做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系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此，要以清理

有关脱贫攻坚的专门地方性法规为主要任务，妥善解决好部分脱贫攻坚阶段地方性法规不符合新发展格

局的问题，使相关法规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发挥符合时代要求的积极作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有关脱贫攻坚的专门地方性法规主要聚焦于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

不愁三保障”，做到精准扶贫。在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背景下，地方性法规应当对此做出改变。

具体而言，就是要把地方性法规中建立和加强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的立法思路转变为实现乡村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脱贫攻坚战略的一切工作旨在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而现在国家的中心任务是要实现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在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中理应

对这一战略重心的转变有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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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有关脱贫攻坚的地方性法规清理不等于对其全面废除。目前，虽然我国整体上进入了乡村

振兴的新阶段，但广大农村地区仍处在巩固脱贫攻坚的稳定期内，需要保持扶贫制度的整体稳定。对于

一些经济发展动力仍然不足的地区，要建立和不断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并给予更多的法

律与政策支持。在清理过程中，要注重工作体系的有效衔接，坚决杜绝清理完成后没有后续工作跟进的

烂尾现象。总之，不能因为开展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就使有关领域出现法律空白，使已经取得的工作

成绩付诸东流。 
同时，立法机关也应对脱贫攻坚之外的涉农地方性法规予以必要的关注。所有事关农业、农村、农

民的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了实现乡村振兴的法规体系。要在清理有关脱贫攻坚的地方性法规的同时，相

应地修正其他地方性法规的内容，确保地方性法规体系整体协调、便于实施。 

3.2. 开门清理原则 

在地方性法规的清理过程中，应当多方面、多渠道听取公众意见，问计于民、广纳善言，这是清理

工作效果和质量的保证。公众参与是立法工作民主化的前提。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是公众不应被视为权

力和规范的承受群体，而应当扮演参与者和建构者的角色[6]。这一观点也与我国在立法工作中一贯坚持

的群众路线不谋而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

内容，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随着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中的利益群体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利益群

体参与决策的意识越来越强。在此背景下，健全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制度，增强立法的透明度，使立法

过程尽可能公开化，成为发展人民民主，发扬民主协商精神的现实需要。 
尽管“开门清理”是一项高度抽象概括的法律原则，但是其精神的贯彻落实离不开具体的制度设计。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公众具体程序的设置，以提高公众参与的可操作性。同时，基于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

法规清理的专项清理性质，对于公众参与的具体要求亦存在三个方面的特殊性。第一，要大力发动广大

农民参与到本次的清理工作中。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主体是农民，只有农民才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中，要鼓励和引导农民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对农民当前普遍的思想认知水平有客观认识，用充分的耐心和热情解答农民的疑惑，

用精准的理解和表达反馈农民的心声；也要在动员农民参与清理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其法治素养，为下一

步政策和法规的实施奠定基础。第二，要防范资本力量和地方势力不当介入清理工作。地方性法规的制

定、修改、实施、清理工作同地方利益关系密切，客观上无法完全排除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干预地方立法

工作的可能性。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进入重要转型阶段，基层治理机制不健全，社会矛盾尖锐的问题

仍然存在。因此，在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中，立法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抵制利益集团的不当干

预，真正做到客观评估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在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的前提下，平衡各方的合理诉求。

第三，要建立健全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激励机制。尽管国家凭借周密的立法制度在短时间内创设出理

论严谨的法律制度，但是社会中的法治文化、公民对法治的信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在鼓励广大

公民，特别是农民参与地方性法规清理的过程中，要把握好激励尺度。既不能打击公众热情，也不能诱

发公众参与清理“唯利是图”的心理，扭曲“开门清理”的原始动机。 

3.3. 承上启下原则 

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在时间上存在特殊性。这一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存在于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历史交汇期内。因此，本次地方性法规的清理质量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地方立法

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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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关应当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组织实施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客观、准

确、科学地反映脱贫攻坚阶段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效果。在清理工作中，要系统总结有益经验和缺点

不足，全面排查涉农地方性法规中存在的不协调、不科学之处，尽快提出整改方案，配合好乡村振兴的

整体战略布局。面对极端复杂困难的工作环境，只有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将具体工作落实好，以法

治手段推动乡村振兴。 
在进行地方性法规清理的同时，不能只紧盯旧法的内容，要将清理工作同下一阶段的立法前评估结

合起来，制定通盘计划。建立和完善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是一项长期工程，通过一次清理工

作就解决所有问题既不现实，也不科学。立法机关应当深化对立法规律的认识，综合运用各类立法手段，

不断化解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在乡村振兴阶段的立法活动中

都是不可取的。立法机关应当端正自身的工作态度，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开展清理工作，做到“应清则清”，

坚决杜绝为追求纸面成绩而盲目对现有法规体系大删大改的不当行为。 

4. 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法规清理的实践路径 

本次地方性法规清理的目的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7]，为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根据前文所

述，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应当注重工作的专门性、民主性、过渡性，因此，笔者将从建立专

门工作机制、促进公众参与以及完善清理工作与相关制度的衔接三个方面探讨如何顺利完成本次地方性

法规清理任务。 

4.1. 规范工作机制 

从历史上看，我国历次大规模的法律清理工作都是由中央自上而下统一组织实施，鲜少有地方立法

机关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自主开展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这类“运动式清理”虽然可以解决规

范性文件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但无法避免对法律秩序稳定性的侵损。我国各地的发展特点和发展水

平差异极大，决定了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不能只关注共性问题，而忽视各地发展当中遇到的个性化难

题。在立法实践中，立法者只有在遇到了需要对现行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废止的情况时，才翻过头对

其进行系统清理；可以看出历次地方性法规的清理方式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与针对性，因此立法机关应当

对本次清理工作建立专门的工作机制。 
第一，建立清理工作的规范程序。在乡村振兴阶段，各地方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法规清

理工作方案，并明确清理的目标、范围、时限和责任部门等。同时，要建立起清理工作的规范程序，

包括明确清理工作的流程和步骤、规定清理工作的评估标准和程序，以及设立专门的清理工作领导小

组和工作人员，确保清理工作有序进行。此外，可以借鉴其他省份的经验，如广东省在推进地方性法

规清理工作中，依托法制办公室，成立了法规清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清理工作的具体流程和责任

分工 2。 
第二，加强法律清理的信息化建设。山西省在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中，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

了法规清理工作的在线平台，实现了清理工作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办公 3。通过建立法规清理的在线平台，

可以提供清理工作的相关信息和材料，方便各地方进行查阅和参考，同时也方便清理工作的评估和监督。

此外，还可以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法规进行自动化分析和整理，提高清理工作的效率

和准确性。 
第三，推动法律清理的专业化培训。在乡村振兴阶段，要加强对清理工作人员的培训和专业化能力

建设，提高其法律水平和清理工作的专业素养。如江苏省在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中，成立了专门的法规

 

 

2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3参见《江苏省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条例(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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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工作专家团队，由法学专家和律师等专业人士组成，负责法规的梳理、分析和评估工作 4。通过专业

团队的参与，可以提高清理工作的质量和准确性，确保清理工作符合法律规范和实际需要。 

4.2. 加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法律清理工作民主化的前提。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中的利益群体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利益群体参与决策的意识越来越强。但在实践中，

地方性法规清理无论是参与度还是参与实效都差强人意。立法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政治素养往往使

社会公众对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废止工作望而却步，客观上拉大了立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心

理距离。除此以外，“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思想钢印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淡漠

程度。种种问题导致公众参与地方性法规清理的积极影响非常有限，使地方性法规清理在多数情况下演

变为体制内的自我循环。为了提高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效果，应当加强公众参与。 
第一，加强信息公开与宣传教育。首先，政府可以制定相关制度和规范，明确法规清理工作的信息

公开的内容、方式和时限等，确保信息的及时、全面和透明公开，使公众了解到法规清理的重要性和意

义。其次，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公众的培训和教育[8]，如宣传片、宣传海报、媒体报道等，

向公众普及法规清理的知识和方法，提高公众对法规清理工作的认知水平，从而提高公众参与的质量和

水平。最后，政府可以通过举办听证会、征求意见、设立公众参与平台等方式，引导公众参与法规清理

工作的过程，认真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其纳入法规清理的决策中，确保法规清理工作更加民主

和科学。 
第二，建立公众意见征集机制。首先，要明确公众意见征集的目的和意义，确定法规清理的范围和

重点，为公众提供清晰简明的法规清理背景和目的，以及相关文件和材料，使公众能够充分了解和理解

法规清理的内容和影响。其次，将相关的法规清理工作和意见征集的信息公开，包括清理的法规目录、

征集的时间和地点、征集的方式等，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和建议[9]。最后，要对收集到的

意见进行整理和分类，梳理出公众意见的主要内容和关注点，并确定对法规清理的修改和调整意见，将

结果及时反馈给公众。另外要注意的是，立法机关应当保障公众隐私，也就是说为公众提供匿名提交意

见的选项，保护公众的隐私权，鼓励更多人参与和表达意见。 
第三，开展公众参与的培训和研讨活动。首先，要制定培训和研讨计划，组织开展相应的培训和研

讨活动，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包括讲座、研讨会、培训班、案例分析等形式，确保参与者

能够积极参与并获取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在培训和研讨活动中[10]。其次，对参与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

综合汇总和分析，形成具有指导性的结果和报告，并将结果和报告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以了解公众意

见和建议的综合反馈情况，并根据反馈情况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最后，为了确保公众参与的持续性和

有效性，还要定期跟进公众参与的进展情况，评估培训和研讨活动的效果和影响，及时调整和改进培训

和研讨的方式和内容。通过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增加参与能力、扩大参与范围、改善决策质量等方面充

分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促进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4.3. 注重制度配合 

实施地方性法规清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手段之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现需要多种制度互相配合。

因此，立法机关不能将本次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视为孤立的活动，而是要和其他部门加强沟通协调，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从多个视角与多种途径促进乡村振兴。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自身的

科学性也会有所提升，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4参见《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数字政府建设规划(2020~2022 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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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促进与立法工作的衔接。脱贫攻坚阶段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与乡村振兴阶段立法工作的衔接

是确保法规清理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前一阶段的清理工作与现阶段乡村振兴立法工作应该形成协

同配合的关系。清理工作可以提供立法工作所需的信息和数据，包括已有法规的整理、现行法规的存在

问题、乡村振兴需求等，为立法提供依据和参考。立法工作则应该根据清理工作的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

和改进，确保新制定或修订的法规能够更好地适应乡村振兴的需求。在机构层面上，可以建立清理工作

与立法工作的协调机制。该机制可以由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农民等组成，负责协调双方的工作，促进

信息的共享和沟通，确保清理工作与立法工作的衔接顺畅。在清理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新的

问题和需求，或者立法工作有新的进展，应及时进行修订与补充。清理工作不仅仅是废止和简化法规，

也应该包括对现有法规的修订和完善，以适应乡村振兴的需求，实现法律清理与乡村振兴阶段立法的有

机衔接。 
第二，促进与“三农”政策的衔接。对于农民，要鼓励地方政府精简农村相关法规，减少农民的行

政负担，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法规环境。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政策，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建立健全的农

村法律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和维权支持，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对于农村，要推

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提供良好的治理环境。要有序引导扩大对农

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乡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对于农业，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融合。以“三农”政

策为标准衡量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效果，有助于为清理工作和乡村振兴提供全面的政策依据和支持，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 
第三，促进与法律监督的衔接。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应与法律监督相互衔接，保证清理工作合法合

规。首先，明确清理工作和法律监督的责任分工，确保相关部门和机构各司其职。清理工作由专门的机

构负责，法律监督由法律监督机构或法律专业人员负责。其次，建立清理工作和法律监督之间的协调机

制，确保信息共享和沟通畅通。清理组织和法律监督机构之间应建立定期会议制度，及时交流工作进展

和问题，协商解决方案。再次，建立起投诉举报机制，接受社会公众对清理工作和法律监督的举报与投

诉。对于举报和投诉，应及时受理、并在受理后调查核实，依法对此进行处理。清理组织和法律监督机

构应建立相应的投诉举报渠道，并提供保护投诉人和举报人的机制，确保其权益不受损害。最后，加强

对清理工作与法律监督的信息公开，提高公开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清理组织和法律监督机构应主动公

开工作进展、清理结果、监督措施等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总之，在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性法规清理过程中，完善清理工作与法律监督的衔接需要明确责任分工、

建立协调机制、建立投诉举报机制以及加强信息公开。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确保清理工作符合法律规定，

并有效监督和保障其实施过程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5. 结语 

在党和国家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具有必要性。在清理过程

中，既要坚持立法工作的基本原则，也要看到此次地方性法规清理具有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立法机

关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发现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唯有此，乡村振兴阶段的地方性法规清理

工作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背景下，如何通过地方性法规清理逐步提升我国“三农”工作的法治化

水平是当前我国地方立法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广大立法工作者进行更多的实践与思考。在具体的

地方性法规清理中，只有立足于国家的整体利益，综合考虑地方发展实际、社会公序良俗、人民群众期

待，才能更好地呼应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为其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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