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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农村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造就与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相衔接、反映时代要求的“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课题，也是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总体任务。
《新农村道德建设研究》围绕这一主题，就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与方法论、基本向度，以及公
共道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道德建设和新农村道德建设的基本路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视角独特，论证精当，是一部研究新农村道德建设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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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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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论　　新农村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加强新农村道德建设，是新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造就“
乡风文明”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
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
。
扎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农村党员、教育农民群
众，引导农民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这为新农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对新农村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那么，如何结合农村实际实施新农村道德建设工程呢？
这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第一节 乡风文明：新农村道德建设的基本目标　　农业、农村和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
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其中，农民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现在中国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体。
广大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问题。
根据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往往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一边缘”、
“支配一被支配”的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
⋯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和农民问题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社
会和政治问题。
这一问题在当代中国尤为突出。
农民之所以成为“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因为他们无法自由选择身份和职业而在社会中处于不
利地位。
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们不应避讳而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实际上，“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与制度和结构密切相关。
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应该充分理解农民作为“弱者”对命运的抗争，也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安排来改变
农民的结构性贫困。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这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进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需要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进行全面“改造”和提升，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正是这种改造和提升的伟大战略举措。
　　一、“乡风文明”的提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和新
策略，也是对传统农村政策的变革和发展。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在我国制定“二五”、“三五”计划时，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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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改革开放以后，在1982年、1983年、1984年的三个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在1987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
和1991年5号文件中都有基本相同的提法。
跟以前相比，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内涵。
它既从根本上区别于上个世纪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人立足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
乡村建设实验，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形式，而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建设。
这是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农村发展理念，它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的基本建设目标，既要发展农村先进生产力，又要调整完善现代农村的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内容涵括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文明目标要求；“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提出了精神文明的目标要求；“管理民主”则着重从制度文明方面提出了目标要求。
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制度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制
度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和重要方面。
它要求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水平，建设农村精神家园，丰富农村精神生活，形成崇尚
文明、崇尚科学、健康向上的风气。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农村形势和政策教育，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积极推动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提倡
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农村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
”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创造有利于农村和谐的公共空问，将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营造有利的社
会环境。
　　“乡风文明”内涵丰富。
从历史传承而言，乡风文明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演进过程；从内容看，乡风文明是人们物质需要和
精神需要的统一，是特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状况的综合反映；从社会管理的层面看，乡
风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以及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的开展，农民精神面貌有了明显改变。
但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经济的多种原因，我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还不尽如人意，不能适应现代化
发展的需要。
价值观念的落后、乡风民俗的陈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滞后，不仅制约着农村的经济发展，也制
约着农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这使“乡风文明”的建设要求凸现出来。
　　二、“乡风文明”与新农村道德建设　　乡风即乡村社会风尚或乡村社会风气。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它是指由自然条件的不同或社会文化的差异而造成酌特定乡村社区人群相沿积习
的观念形式和行为方式，是特定乡村社区内人们的观念、信仰、爱好、礼节、风俗、习惯、传统和行
为规范的总和。
社会风气虽表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但如同自然界的“风”一样，观之无
形，听之无声，其实质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状态。
乡村社会风尚的形成取决于该乡村社区的历史传统、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以及社会教化等因素。
它一旦形成，就会对该社区内人们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制约人们以何种态度对待生产劳动，以何种
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何种观念组织家庭生活和进行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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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风尚的传播也是一个相互模仿、自发重复的过程。
其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历代相传、代际承继的历时态方式；另一种是当时社会迅速流传开来
的共时态方式。
前者大多采取言传身教的代际教化方式，后者多通过暗示、模仿、认同的传播方式来实现。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讲的“乡风”，是指符合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乡村风尚，而不
是一般的乡村风俗或道德习惯。
“风俗”通常是指在特定地域或民族中相沿积久形成的习惯，而“风尚”则包含着一定的社会价值诉
求。
因此，乡风即乡村风尚有正负取向，对立的乡村风尚总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变化的。
它所表现的乡村习惯和村民行为方式有进步和落后、文明和野蛮之分。
文明的乡风有利于形成昂扬向上的精神思想状况；而愚昧落后的乡风则会降低乡村居民的思想意识水
平，致使乡村社会出现无序和混乱。
新农村道德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形塑一种文明的乡村风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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