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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外部形象和内在素质的统一，它在本质上已超越器物层面的变革，

拓展到制度和价值变迁领域中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乡风文明建设，需从农村的现

实出发，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成就提升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从农民

的思想认识实际出发，以“八荣八耻”的宣传为切入点引导农民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

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及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建设的投入以引导农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文明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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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

一。“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外部形象和内在

素质的统一。它在本质上不仅体现于农村地区修

路、盖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物质方面，而是超

越了器物层面的变革，将眼光拓展到制度和价值

变迁领域之中，是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

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乡风文明本质

上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解决的是新农村建设主

体——农民群众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乡风文明建设，引导

广大农民内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

乡风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淡化是当

前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切实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

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但在

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也得到

广泛提倡，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在

不知不觉中被疏忽、淡化。

1．信仰迷失。理想信念淡薄

一是对共产主义的目标认识，一部分农民认

为是空的、虚的，或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太遥远的

未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充满迷茫、不

确定感，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下降。

二是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对党的基本路线、方

针、政策了解不多、认识不够。《当代中国农民精

神生活质量解析》调查报告显示：当问及“您了解

多少农村政策时”，56％的农民回答“小部分”，

14％的农民“一点也不了解”；当问及“您认为党

和政府的农村政策对你有用吗”，46．9％的农民

回答“小部分”有用，12．5％的农民认为“一点没

有’’[引。

三是理想信念的淡薄，时代责任感的缺乏又

为封建迷信思想的泛滥提供了可乘之机。部分农

民热衷于封建迷信，唯心、愚昧、认命、不自信。表

现为选风水，集资大修祖坟、祠堂、庙宇，择黄道吉

日，求神拜佛，烧香算命，妄信鬼神等等。

2．道德失范。是非观念模糊

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农民世代

居住在村庄里，流动较小，交际范围狭窄，易于建

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形成朴素的是非善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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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快，基于熟人社会的传统

的道德评判标准已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

的发育成熟又需要过程，很多农民在道德评判、价

值取向上处于失范状态。如市场经济主导的利益

标准渐趋代替传统的价值评判，传统的道德观念

失落，许多优秀品质被虚化：与人为善、古道热肠

的传统美德逐步淡化，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现象时

有发生；农村人际关系日益淡薄，重利轻义的思想

渐趋普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逐渐取

代了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等。表现在一

些农民身上，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等界限愈益模

糊。如厚葬薄养现象在农村地区比较普遍：在赡

养老人方面互相推诿，在老人过世后，操办丧事时

却大肆铺张，相互攀比等等。又如未富先奢，喜讲

排场，铺张浪费等。

3．墨守成规。时代精神缺乏

不容否认，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

全民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对于农民而

言，建国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

格局又强化了他们中庸、守成的思维定势。尤其

是本质上仍属于小农经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无

意识地又巩固了农本经济所形成的安土重迁、注

重经验、知足常乐、不尚变革的思维方式、价值取

向。不少农民缺乏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小富即

安思想严重，因循守旧，求安然稳妥，图清闲悠然，

满足于温饱；不思进取，听天由命、随遇而安，想问

题办事情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宁愿受苦受穷也不

愿尝试改变，缺乏为幸福生活顽强开拓的竞争意

识、创新精神。

二、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淡化

的原因分析

当前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淡化是时下

农村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复杂化的体现，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

1．社会变迁。农民的价值取向多元化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迁

中，以往以“政治导向”决定一切的一元化倾向的

价值原则和规范逐渐淡化，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

出多元化趋势。在农村地区，1978年以来以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

的同时，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意识又得到强化。

土地承包到户，农户分散经营，集体劳动减少，各

自为政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得部分农民更多地关注

自身利益，集体意识薄弱。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

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市场条件下

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无孔不人地渗透到农民生活

的方方面面，泛道德的绝对价值尺度受到了空前

的冲击，抽象的、理想主义式的道德说教逐渐失去

了存在的根据，重视物质利益、追求实效的价值观

念被推至前台。同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

进，社会流动加快，农民工进城、返乡带来了外部

的讯息。如此种种社会变迁的冲击，使得农村社

会价值观念凸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社会所提

倡的主流价值观念与难以消解的落后价值观念并

存，现代价值观念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同

在，再加上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农民群体的精神

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冲撞和挤压，无所适从感倍

增，价值取向上产生扭曲也就在所难免。

2．基层组织涣散。疏于对农民价值取向引导

以家庭防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

革，引起了农村劳动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等

一系列的变化。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开创了中

国民主直选的先河。但是，分田到户、分散经营、

各自为政使得村委组织丧失了直接的生产经营

权，集体经济实力欠缺，凝聚群众的物质基础严重

缺乏，无法为群众提供其所需要的社会化服务，凝

聚力、向心力随之减弱。同时，《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居民群众性的

自治组织，这又使得村委会丧失了传统的行政组

织的强制性权威。再加上部分村干部素质偏低，

工作、行为方式粗暴，处事不公，与农民经常发生

激烈的冲突，使农民产生抵触情绪。如此种种，农

村基层组织的涣散也就在所难免，据相关调查研

究显示，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中，有10％的村级

党支部、村委会没有凝聚力和整合力，成为软弱涣

散村。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很难有效地将农民组

织起来，也就更谈不上对农民的价值观念进行正

确的引导。不可避免地，无政府主义、封建主义、

宗派主义也就乘虚而人；黄、赌、毒等沉渣泛起，红

白喜事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卷土重来，出现严重

的道德滑坡现象，使文明乡风难以建立。

3．乡村困顿，保障机制欠缺引发信念危机

我国人民生活在上世纪末总体上开始达到小

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我国总体上实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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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乡村

的困顿、落后，广大农村在社会资源、财富占有方

面处于弱势。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使得农民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产权、经营权，生产

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一定

的相对利益。但家庭承包制本质上是小农经济，

不能容纳更高的生产力，无力进一步推动生产力

的发展，相反却强化了农民的小农意识，束缚了农

民的眼界，使其乐于现状，小富即安。

同时，我国城乡社会二元结构转换的制度安

排和政策设计使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缩小城乡差

别，但这些惠农政策总体上不够多，且没有形成机

制，惠而不实。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城市居民

与农民之间的等级差别越来越明显。与城镇相

比，乡村的困顿在道路交通、邮电通讯、医疗卫生、

教育科技、生活质量等诸方面显而易见。与城市

居民相比，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失去了与之相等的

公民待遇，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面

窄、保障水平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较多，引

起一定的社会反响，在农民中产生较大的共鸣，

“低人一等”的感受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被边缘

化感觉，对未来失望、迷茫，引发信念危机，对党和

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不信任感。

4．农民自身素质偏低。制约了其观念更新

由于自然、历史、社会文化等等诸方面因素

的影响，我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是一个长期存

在的现实问题，这不但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进

程，也制约了农民的观念更新。据农业部科技教

育司统计，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3年。

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合计占40．8l％，初

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公占

11．62％[31。较低的文化素质又导致了较低的科

技素质和人文素养，两者相结合，使农民从思想深

处难以摆脱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宁愿苦干苦熬也

不想尝试改变的传统惰性思维的的束缚，开放意

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民主观念等现代意识生

成的阻力极大。

同时，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寻求经济

改善的强烈愿望，促使越来越多的受过较高层次

教育的农民流入城市。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

外出务工农民不足200万人，1988年逾2000万

人，1993年以来增至6000至7000万人。而到

2004年，进城农民工总数量达到了1．4亿人。在

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中以青壮年为主，其受教

育水平高于流出人口【4J。大量有文化的主劳动

力外移，使乡风文明建设缺乏主力军。而在外务

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很少能真正融人城市，多数是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穿梭，成了“离乡不离土”的边

缘人，生活艰辛，难以安定，其思想复杂度也就可

想而知。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乡

风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引领乡风文明建设，须要立足于农村

的现实，从农民的思想实际出发，针对性地采取相

关措施。

I．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物质成就提升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认同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

有关。”【51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树立．

仅靠舆论宣传、理论教育是不够的，而必须与现实

的物质利益相结合。当前，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物质成就提升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认同。

一是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繁荣农村经

济，注重对农业发展的引导，坚持发展现代农业、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

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

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

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

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

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

质、效益和竞争力。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提

高了，生活质量有了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认同度自然就上升了。

二是国家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要从农民面

临的实际问题着手，以解决农民的思想问题。毛

泽东早就指出：“要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就必

须重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解决他们的穿

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等一切

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1就目前而言，要着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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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

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城乡

社会管理化一体化等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民在

事实上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民待遇，对未来

生活有相对稳定的预期，增加生活信心。如改善

和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整治农村长期以来的脏、

乱、差问题，让农民直接感受到变化，为文明乡风

建设构建和谐的乡村环境，也为农民精神面貌的

提升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

障体系，完善医疗、养老、保险等制度，解决农民的

后顾之忧，而不必到超自然的力量中去寻求精神

安慰。

2．从农民实际出发，理论宣传要通俗易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乡风文明建

设，离不开理论的宣传、教育。但在理论的讲解、

宣传中，要注意从农民的认识实际出发，将抽象的

理论通俗化。“共产党员如果想做宣传，就要看

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

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

不要人看，不要人听。”¨J一是以引导农民树立、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切入点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

义荣辱观，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

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

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明确了当代中国公民

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自我认同的基本点。

“八荣八耻”从根本上规范了善恶美丑的道德标

准，并明确告诉人们在生活中应该提倡什么、反对

什么、褒奖什么、谴责什么，澄清了人们在荣辱是

非上的模糊认识。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大力践行

社会主义荣辱观，以有效引导农民知耻明辱、明辨

是非，自觉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严格自己的行为，

破除目前农村中的不良社会风气，扫除封建残余

思想，反对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

二是要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

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寓教于乐，润物无声地引导

农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要

大力加强农村文化、体育、娱乐设施的基本建设，

广泛开展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娱乐活动，提

升农村文体娱乐活动的质量、水平，丰富农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在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

文化需求的同时，进行主流价值观念的渗透，引导

农民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摆脱封建糟粕思想的不

良影响，在精神面貌、价值观念方面焕然一新。另

一方面要换位思考，对政府主办的系列文化下乡

活动，应考虑以让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

吸引农民主动参与进来，而不要流于形式，只是让

农民被动地接受。要对农民比较喜欢的，具有浓

郁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加大扶持，在艺术表演中

宣扬真善美，惩治假恶丑，在给农民带来欢娱的同

时进行道德的教化，让农民自觉加强自我约束，摒

弃恶习，净化民风，潜移墨化地改变态度、习惯。

3．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

化程度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乡风文明建

设，基层组织的到位领导、宣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环节。

一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乡风文明建设进程中有效发挥

组织、领导、示范作用。基层党组织是政党组织而

非行政组织，更多的是依靠政党威信、党员的精神

风貌来开展工作。要正视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党

员年龄老化、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及部分党员党性

观念淡化等等不利于乡风文明建设的客观情况来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农村党员的

综合素质，摆脱当下在部分农村地区，党组织的

“边缘化”困境，保持“领导核心”地位，担当起领

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重任。

二是要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建立真正的服务

型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是广大村民依照法律实

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性的组织。它的

功能既包括协助乡镇行政，也包括维护农民利益。

要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删顷村委会与乡、镇
政府和村党委的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

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真正发挥它作

为村民的自治组织维护农民利益的功能，使村委

会成为农民可信赖的力量，在遇到困难时可依靠

的力量。

三是要支持、鼓励农民创建代表自身利益的

民间组织。农民是我国唯一没有自己组织的社会

团体。要相信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创造条件，大力

发展农村民间组织，支持、鼓励农民创建代表自身

利益的组织团体。这样，一方面增强农民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效保护其利益，提

高其对社会的认同度；另一方面，通过在组织中的

共同活动，也可培养农民的合作精神和民主意识，

认可社会所提倡的主流价值观念。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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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培育新型农民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乡风文明建

设，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出的时代

要求。思想道德素质与科技文化素质是紧密联系

的，两者的提高都离不开教育的发展。

一是要注重农村基础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农

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要通过立法，确保义务教育经

费的到位，在全国农村地区率先推行九年制免费

义务教育，以保证适龄儿童充分入学，确保新一代

农村劳动力达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在思想观念、

道德规范、科学知识、文化修养、行为操守等诸方

面都与时俱进。

二是要办好农村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农村

职业教育要立足农村现实，兼顾长远，与当地经济

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结合起来：一方面从为农民增

加来自农业内部的收入出发，职业中学要结合当

地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办出特色，要突出其实效，

使学生掌握一到两门实用农业技术；另一方面，要

从劳动力转移——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

农村非农业——的需要出发，设置农民迫切需要

的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专业课程。从而，使农民在

收入提高的同时，培育了科学精神，破除迷信，移

风易俗。

三是完善农村成人教育体系。农村成人教育

在传授给农民实用的农业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对

农民的普法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用法制观念、科

学的世界观武装农民的头脑，引导农民群众自觉

内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总而言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首

当其冲的当然是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农民

收入的增加。但最为重要的是其社会主义性质的

体现：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精神文明建设要

彰显出社会主义的特性，这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引领乡风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之所在；而

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乡风文明建设，

引导农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才会向着正确的

目标健康发展，才会有真正惠及九亿农民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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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Building The Rural Custom Civilization

Under the Leading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GA0 Y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c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It is the unity of the external image and the internal quality to construct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which has been gone

beyond the object level and expanded to the field of system and value．It is essential to apply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to

lead the building of the rural custom civilization．We should enhance the identity which the farmers 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

tem by the material achievements of the socialist H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guide farmers to internaliz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by spreading“eight honour and eight shame”：emphasize the building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and in—

crease the inputs of rural education，culture—building to guide the masses of farmers to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n value system to

build the rural custom·：ivilization．

Keywords：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leading；the rural custom civilization；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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