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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自改革开放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农民群体在政治信仰上呈现出前所 

未有的缺失、迷茫与异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出现的不和谐 

音。因此，党和政府应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成就强化农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建设，以党的威信、党员的模范行为彰显共产主义信念；发展农村文化、教育 

事业，以人为本地培育现代化的农民，为科学信仰的坚定奠定基础；并以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 

切入点，引导农 民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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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程度不同的信念危机， 

是各国发展中呈现出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 

我国也是如此。只是，令人深思的是，占我国人口 

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在政治信念上表现出前所未 

有的缺失、迷茫与异化，如在苏南地区，有近 15．4％ 

的农 民明确表示 “他们爱祖国但不爱社会 主 

义”⋯ ；在福建沿海农村不认同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人 占10．1％。 ‘农村的作用是个变 

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 

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 

村的反抗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如果 

农民默认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 

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所以，关注农民的政治信 

念，采取有力措施坚定农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社 

会主义信念，增强其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信心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 

时期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

、坚定农民政治信念的关键：以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成就强化农民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政治信念，是人们对理想社会政治形态的坚 

定不移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它的确立、维护与人 

的现实存在状况息息相关。 

1．乡村的落后、物质上的困顿是当前农民政 

治信念迷茫的现实原因 

农民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 ，他们 

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度的认识大多是靠他们的 

生存状况和主观感受。如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推行的初期，农民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产权、 

经营权，生存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农民对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的认同、信仰达到了一个高峰。只 

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是，本质上仍是小农经济的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难以容纳更高的生产力，在农 

业生产达到一定程度后，无力推动其再上新台阶。 

同时，国家从整体利益角度出发制定的城乡二元 

社会结构及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提取，又一定程度 

上损害了农业和农民的利益。纵然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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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惠而不实。 

所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农村、农民并未同步感 

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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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等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差 

距显而易见；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就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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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社会保 障制度等方面更是 “低人一 

等”。农民的“被边缘化”感觉使其对党和社会主 

义制度产生了不信任感，继而转向神、佛、上帝寻 

求安慰，寻求庇护，希望得到冥冥世界的诸神护 

佑，可以祛病、去灾、求财、得子。 

2．坚持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新农村的 

发展事实坚定农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物质的力量决定精神的力量，“‘思想 ’一旦 

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 自己出丑” 。以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发展事实和发展成就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并注意在发展中解决农民所 

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当前坚定农民政治信仰 

的关键。 

坚持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国家要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加大 

对农业、农村的投人，坚持发展现代农业、走中国 

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同时，要急农民所急，帮农 

民所需，助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民主 

革命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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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新农村建设，就是要从 

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出发，提供农民想做但一家 
一 户却难以做成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专业化服 

务、现代科技和信息服务；要重视解决农民生活中 

的现实问题，如以村容整洁为突破口，重点整治农 

村脏、乱、差的社会环境，在短期内让农民切身感 

受到农村地区看得见的变化，进而感受到国家、政 

府为解决“三农”问题所作的努力。如此，让农民 

亲身体会到新农村建设的成就，其社会主义信念 

也将随之坚定。 

二、坚定农民政治信念的重中之重：加 

强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以坚定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共产主义信念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存在，更为 

重要的是有依于党员、干部的实践行动使之转化 

为现实的存在。 

1．农民对基层党政组织及部分党员认同程度 

不高是当前农民政治信念危机的直接原因 

对基层党政组织及部分党员认同程度不高直 

接导致了农民群体在政治信念上的迷茫与异化。 

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是党和政府制定的 

方针政策在农村落实的直接执行者，他们在农民 

心目中的形象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农民群 

体对我党和政府的看法，并最终影响其政治信仰 

和政治取向。客观分析农民对农村党政组织和党 

员干部认同度下降的原因，固然有由于村民自治 

的推行，农村基层党政组织掌握的经济、物质性资 

源大幅减少，以往建立在对直接掌握的各种资源 

进行配置基础上的领导核心地位失去了支撑，对 

村民的影响力、凝聚力下降的因素，但更主要的 

是，某些农村基层党政组织未能随着市场化、城市 

化的推进，适时地转变自身职能，而是抱残守缺、 

固步 自封，不能带领农民群众集体致富，在农民所 

关注的环境污染、土地补偿、医疗保障等问题上束 

手无策，仅只履行“收粮收税罚款”的事务，这又 

为农民所不欢迎，渐次“凡是政府大力推进、宣传 

和倡导的，老百姓总是心存疑虑，对能否带来实惠 

持怀疑态度，甚至还有让干的偏不干，不让干的偏 

要干”H 。更是因为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 

高，工作作风粗暴，党陛不强，不为农民谋利，相反 

官僚主义严重，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在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党及政府在农民心 目中的形象。如在苏 

南，遇到困难肯找政府帮助的村民只占 33．1％， 

其中对政府不抱任何信任感的人高达 94．4％，有 

人甚至说“信基督教的人的思想倒是不错，比干 

部好多了” 】 。 

2．紧抓基层党政组织、党员队伍建设。以党的 

威信、党员的模范行为彰显共产主义信念 

强化农民的政治信念需要农村基层党政组织 

和党员干部自觉的榜样作用，以其模范作为、人格 

力量、行为合力彰显党的宗旨、信念，使广大农民 

能通过观其言、察其行切实感受到共产主义信念 

的重大实践价值，进而在内心深处认同它，由衷地 

将之转化为自己的坚定信念、价值追求。针对“小 

农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 

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 

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  ̈从而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形成合力，处于不利地位的 

现实，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应明了自己的建设方向： 

找准与农民需求的联结点，为农民提供服务，“党 

支部能够真正发挥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村 

民委员会能够屡行自治职能，管好本村事务；集体 

经济组织能够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发挥好为农 

户服务的功能；其他村级组织能够各负其责，富有 

成效地开展工作。” 具体而言，一是要理顺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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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二者间的职能分工，处理好党 

的领导与依法治村之间的关系。农村党组织要将 

自己纳入到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中，用民主的办 

法来引导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村民自治的同时，党 

组织要通过村委会的工作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党组织的意图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二是要紧 

抓农村基层党员队伍建设，要引导农村基层党员 

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 

论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树立起正确的群众 

观、地位观、权力观和荣辱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做行动上的表率，以党员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 

感召、带动群众，提升其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认同。 

三、坚定农民政治信念的核心理念：发 

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培育现代化农民 

信念不可强加，只能通过教育、引导逐步形成。 

1．农村文化建设的“软肋”助长了信念流失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教育事业、文化建设长期 

落后的现实是农民政治信念模糊的重要原因。 

据农业部科技教育司统计，在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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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8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1．62％ ⋯̈。基础文化素质 

偏低，直接导致基本的科学素养的缺乏。当农民 

们无法以人的智慧解释、应对变幻莫i贝0的 自然现 

象和纷繁芜杂的社会问题时，就会去诉求神灵，以 

疏解心中的困扰。 

同时，物质上的贫困使得某些地方政府更多 

地关注农村的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政策在落实中演变成不 

折不扣的“一手硬，一手软”，精神文明建设被有 

意无意地忽视：一方面，农村文化阵地缺设施、缺 

设备、缺人才、缺活动，农民缺乏健康的文化生活， 

很多农民的业余活动就是打牌、看电视，极易产生 

精神上的贫困。另一方面，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缺 

乏实效，工作方法简单、创新不足，理论宣传脱离 

实际，远离生活。只是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 

实会议，只强调统一思想而忽视对差异的尊重，只 

突出鼓励先进而忽视对多数人的照顾，只致力于 

解决思想问题而忽视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对这些 

“假、大、空”的“官样文章”，农民的厌烦情绪、逆 

反心理不言而喻。 

2．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提升农民的科学鉴别 

力和整体文化水准，为坚定科学的信念奠定基础 

教育的发展是重塑农民信念的不二法门。对 

症下药，为确保新一代农村劳动力达到初中以上 

文化程度，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和朴实的无神论 

观念，应从农村基础教育人手，将九年制免费义务 

教育落到实处，以保证适龄儿童充分入学。其次， 

要正视农村青年中只有 5％左右能够进入普通 

高、中等学校学习的现实，与当地经济发展、农民 

增收致富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使学生掌握一到两门实用农业技术或从事二、三 

产业的专业技能，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不因未能升 

学而丧失。第三，建立完善的农村成人教育体系。 

要引导农民尊重知识，增强学习的主动性，提高自 

身素质；特别是要引导广大农民崇尚科学、破除迷 

信、移风易俗，建立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3．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坚持以“文”化人 

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以“文”化人，要“运用 

日益发展的大众传媒和各种文化设施，开展健康 

有益、积极向上、形式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活 

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在参与中受教育。”̈ 一 

方面，要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送文化入乡， 

扶持农民比较喜欢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土 

文化，在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 

求的同时，润物无声地进行主流价值观念的渗透； 

另一方面，要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从 

农民最为关心的、直接关系其切身利益的农村、农 

业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体系等人手， 

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力促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改 

善的政策、措施，让农民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在发 

展农业、改善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让农民平等享有 

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成果方面所作的工作；在宣 

传过程中，注意不文过饰非，不讳言，而是要勇于 

剖析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产生的原 

因进行客观、深人的分析，让农民看到党和政府面 

对问题不推诿、不退缩，而是勇于直面问题并为解 

决问题而努力，进而对 自己的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四、坚定农民政治信念的着力点：践行 

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农民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内化为精神信仰 

1．社会转型期，主流信仰和核心价值观念受 

到冲击是当前农民政治信念危机的社会因素 

价值多元，是社会转型期的显著特点。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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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并存，落后价值观与 

先进价值观念共在，农民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 

化的特征，这有利于新时代的农民拓宽视野、解放 

思想、更新观念；但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大潮 

下，由于疏于引导和管理，“市场规则向外渗透， 

使社会一切生活领域都呈现出功利化倾向，表现 

在人的理想信仰方面，就是排斥理想信仰的价值， 
一 切从利益出发，一切向钱看，崇高的奋斗目标丧 

失光彩，被冰冷的金钱欲望和强烈的感官刺激所 

取代，人们精神追求日益物质化和功利化。”-】 一 

些与主流的、核心的价值观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 

观念也大行其道，“社会就这样，主意(义)自己 

拿”，部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解读，揭示出某些根 

本的、原则性的东西在自觉、不 自觉中被疏忽、淡 

化的现实。 

2．注重实践养成，以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 

切入点引领农民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 

定政治信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 

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在当前，引领农民树立、坚定 

正确的政治信仰，根本的在于引导农民自觉地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内在的价值追求 ， 

外化为行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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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八荣八耻” 

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基本行为规范的方式涵盖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三个方面并使之具体 

化，并以翔实的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落到实处有了依托。以“坚持以热爱祖国为 

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 

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 

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这四条 

是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的高度概括。在当今 

中国，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国者也必 

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充满信心的 

拥护者；崇尚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 

作为我党、我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 

会科学；服务人民、团结互助是集体主义精神的体 

现，告诉人们应如何对待他人、集体。“以辛勤劳 

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 

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 

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 

四条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文化的继 

承，更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 

提出的具体的公德要求。 

“我们通过造房子而成为建筑师，通过弹奏 

竖琴而成为竖琴手。同样，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 

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 

勇敢成为勇敢的人。”L13]引领农民以社会主义荣 

辱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就是指引、帮助农民澄 

清在荣辱是非上的模糊认识，明确判断行为得失 

的基本准则，以形成 良好的道德风尚和正确的价 

值判断，强化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自觉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内在的精神追求，成为有着 

正确的政治信仰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并将其外化 

为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 

为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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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iping Rebellion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modem Chinese history，its research has drawn the Historians’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The research 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 are mainly about the Qing 

government’S political，economic，military，diplomatic and other coping strategies and effects．Th e inadequacy of these resear- 

ches is mainly found in four aspects．Research in general less，lack of consensus；researcher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 

ness of thinking；research is still a revolutionary history；data mining to finishing and SO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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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System During the Devdlopment of Harmonious New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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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ading farmers internaliz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s not only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but also the acteal needs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construction．The key to the accomplishing this task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faith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the material achievements of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Nurtu— 

ing new farmer is the core of accomplishing this task．And we should guide the farmers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ncept of honour 

and disgrace at first，and then we shoud lead them purse and follow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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