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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民的文明素养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综合反映，提高公民的文明素养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和提升
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任务。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素有讲文明、重礼仪的优良传统。
提高公民的文明素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掌握和运用一定科学技术的劳动者在生
产力诸要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党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面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任务，必须培养造
就一代代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
。
同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13亿人口9亿是农民，这一最基本国情决定了解决好“三农”问
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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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并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要更加自觉地调
整国民收入分配，更加自觉地统筹城乡发展，更加自觉地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
这一论断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精辟概括，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
中央作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就是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使“
三农”的发展走上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轨道。
二、科学内涵（一）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一些
知识分子，如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等把改造旧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点放到改造中国落后
的农业、农村、农民上，在河北、山东等地进行了新乡村建设的实验。
实践证明，仅靠知识分子的努力和探索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三农”落后的问题的，必须依靠
政党和政权的力量来解决。
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根本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奋斗找到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就是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茌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早探索者。
1918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毛泽东就提出了创立新学校、实行新教育、造就新青年、建设新农
村、创造新社会的宏大构想，草拟了一份颇为详细的“新农村建设计划”，在计划中用十多个“公共
组织”的形式构画了理想中的新农村。
毛泽东对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开展的新乡村建设和新乡村教育也有非常中肯的评价。
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学院，试图从新乡村教育入手，建设新乡村组织构架，培
养乡村发展新组织，从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入手来解决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参观时送给毛泽东《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毛泽东阅后对梁漱溟说：你对中
国社会历史分析的独到见解不少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改良主义的路子，而我认为，改良主义
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实践证明，毛泽东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才能建设好新农村的观点和路子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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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型农民文明素养》是浙江省农村两创实用人才培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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