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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真正实现农民角色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经

济问题，更是一个心态问题。认清农民的心态对于政府行政、村委会办

公和制定方针政策都有好处。而对于农民来说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也是

很主要的，它牵涉到了一家一户的生活安定和家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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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暴富”的经济状况 

 

长安区大学城因为占地，西部农村每户人家卖地大约1至4亩。每亩

得到了大约2.5-3万元不等的补偿。这使得他们一夜之间个个成了“万

元户”、“暴发户”。农村各家各户的经济面貌立即得到了改观，一律

由过去的土房、矮房变为了现在的瓦房、楼房，农村最高楼层是三层。

各地也应了“要想富，先修路”的号召，一律铺上了水泥路。村里土路

变成了街道，路路通、户户通。电话、有线电视也走进了各家各户。人

们的娱乐生活也得以改善：各村有其自己的娱乐设施，以茅坡村最为典

型，有台球场、网吧、话吧、电子游戏室、书店、书报摊。人们的物质

生活也是明显改善：各种服装店、超市、摄影、饭店、杂货店走进各

村，就连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交费、认证、入网也走进了长安农村。

更不用说一些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洗、染、烫等理发服务。 

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农民在笑过之后，却暗自思考起自己的未

来。他们祖祖辈辈以耕地为生，大都没有什么手艺（只有大居安村村民

世代会用柳枝编簸箕，现在编花篮等）。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失去“铁饭碗”。究竟可以或应该做些什么呢？经商吧，没有经验，没

有胆识，害怕辛苦之后又血本无归。做其他的，又没有文化，没有手

艺。 

二.茫然无措的心理状况 

“民以食天”。失去耕地的农民，也就失去了生活中唯一的依靠。

“屋中有粮，心中不慌”，失去了粮食来源，这些世世代代以粮食为

生，以土地为父母的农民心里着实着了慌。当然这也是所有农村城市

化、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这需要有一个过度的阶

段，尤其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中国封建社会时间很长，传统中有许多重农轻商的观念甚至政策，

在有些农民眼里，尤其是年龄较长的农民心里根深蒂固。要改变这些观



念，岂是一朝一夕之事？各大学的新校区搬迁过来之后，当今大学生主

流上代表的是先进的城市文化，代表着一种年轻人的发展潮流，他们衣

着干净、时尚，无不体现着时代气息和青春潮气；他们张扬个性，表现

自我；他们是大学城商业圈中的主要消费者。总而言之，他们的各种习

惯、做法和中国农村的许多观念、习俗、生活态度是冲突的。加上全国

各地许多生意人来这里做生意，为这里带来了一些开放地区的思想，潮

流等，无不冲击着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传统的“脆弱的”心理。 

当地人在面临各种思想潮流时，处于“异族”观念的冲击中，显得很

无助，很茫然。一方面，他们希望，也是时代要求他们放弃一些固有观

念，走向开放；另一方面，由于固有心理、传统习俗作怪，他们又无法

真正成为城镇市民，被城镇生活所接受、容纳。于是，他们只有彷徨、

失落，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在彷徨和失落之中也失去了许多商机。

实际上他们是处于一种无声的战争中，他们是被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共

同撕扯着，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相互拔河的那

根绳索。同时，我们可见，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户

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农民从心理上成为市民，农村在文化上成

为城镇。 

三.脆弱的社会整合性 

社会整合性，也就是城镇化过程中利益、文化、环境、习俗等各个

因素相互磨合的过程和程度。在长安大学城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农民自身的社会整合 

  农民自身的社会整合，也就是要完成农民自身社会角色的转变，

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放弃固有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习俗，吸收、适应新

的习俗的过程。长安农村和中国其他地方农村一样，传统在已根深蒂

固，这种放弃自身，吸收新文化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也就决定了农民自

身社会整合性比较差。 

（2）.外来人和当地人的社会整合 

就在当地人坐地思考自身的整合的时候，外来人口乘虚而入，占领

商机。从调查中可知，当地大部分店面都是外来人开的，有福建、浙

江、江苏、天津、四川、山西、黑龙江、新疆等地的人。长安区一下子

成了一个“大熔炉”，各地外来人员给当地生活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带

来了技术和经验，带来了竞争和压力。同时，他们也打乱了当地人的平

静生活，从而把当地人卷入了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可以说就在当地人还

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外来人的店铺已经如雨后春笋般扎根于各个村庄

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冲击着当地文化，瓦解着古老而传统的

当地人的思想、观念。由于经济、文化、习俗、心理等差异，外来人之

间、外来人和当地人之间的整合需要一个很长过程。 

（3）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社会整合 

中国是传统乡土社会，而这种社会特性在今天则较多的保留在中国

农村一些较为封闭阻塞的地方，如陕西商州地区、湘西、东北和青藏高

原等地。他们保留了较多中国几千年文化精华和传统审美文化，而相反

作为现代化标志的大都市却因为开放，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而缺乏具有



 

中国民族特质的东西。从某种方面说，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被外来文化

吸引，或传统文化在城市里已经完全和外来文化融合。但在郭杜，这种

整合却没有像城里那样简单，它的脆弱性表现在传统文化太根深蒂固

了，外来文化又不具有同一性。 

四、人际关系的功利化 

  随着农村市场化，许多商品价值观念传入农村，也冲击和腐蚀农村

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前休戚相关、互相捧着饭碗、走门串户的情感

关系渐渐削弱，相互利用、用金钱来办事的计算关系渐渐占了主流，人

们之间感情淡化，行为走向利己趋势，以前那种认同集体、讲究集体主

义、忠于集体的观念被如今追求个性、讲究自由的个人主义取代。这让

农民从心理上无法接受，也就加剧了当地人社会整合性的难度。这是城

镇化过程中的一个负面效应。 

 

五、 扶持政策 

1.提高村民素质和技能 

  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农民的身份，农民角色的转变一方面靠政

府，而另一方面靠农民自己。政府一方面要从政策上、制度上对农民角

色的转变进行确认，也就是完成农民角色转变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加

强教育。既要大力宣传义务教育，又要加强技能职业教育。培养一批农

村中素质和觉悟较高的致富带头人；培养一批和当地农业环境紧密相连

的技术能手；培养一批现代化高新产业的骨干人才。 

  作为一名村民，农民自己也应该看到失去土地，走向市民已是大势

所趋，应该顺应历史潮流，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积极参加各种文化辅

导班、技能培训班，努力掌握一门手艺，为以后找出路。 

2.增强团结和归属感 

  郭杜镇的某些村落现在正在走向城镇化，郭杜镇也正走向城市化。

他们处在城乡接合部（城市和农村的交叉处），是一个人口多而杂的地

方。如何增强团结，增加当地人和外来人口的归属感，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 

  对农村人来说，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陌生感、不安全感

随着城镇化也会传入城乡接合部。学校周围农村，人多而且复杂，无法

得知外来人口的真实身份，它就成了一个“流动的世界”，一个“封闭

的世界”。环境是越来越开放了，越来越可以容纳各色人等。但各个家

庭却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孤立。邻里上只有物质上的帮助，而缺乏感情

上的交流。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人们也变得越来越功利。在建设经

济，发展城镇化方面应该始终坚持不断加强沟通为中心原则。可以通过

建立农村行业协作社。如茅坡村就有许多销售、修理电器的，他们可以

互相协作、分工、加强交流。 

  可以重建共识，协调人际交往。可以通过建立有利于人际交往的环

境空间、实践条件和外部环境。如建立花园供人们休息娱乐，或建立公

共锻炼设施等。 

  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通过举办集体性活动，如节假日舞会、

演唱会来加强沟通，增进团结。 

３.加强精神文化关怀 

 



  各村都有自己的村民委员会，各村村委会要针对目前特殊情况，少

进行行政命令，多进行人文关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尤其是“三个代表”教育广大村民，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思想觉

悟。努力用文化知识武装村民，增强他们的社会整合性，使他们从文化

上、心理上真正成为市民，为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打下坚实基础。 

4.讲文明礼仪、促人际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

开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就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和谐就无从谈

起。而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既要靠法治，也

要靠道德。文明礼仪应该说是社会交往的必然产物，是调整和规范人际

关系的一种行为规则，是伦理道德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文明礼仪既包括

国家交往当中正式的法定的一些礼仪，也包括我们民间约定俗成的礼

仪、礼节、礼貌的一些习俗。既包括人们外化的言行举止方面的表现，

也反映了人们内化的气质、风度。文明礼仪，是打开心扉的一枚钥匙，

是交流思想的窗口，是沟通感情的桥梁，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一种反

映，组织维系的一种纽带，是我们整个民族素质的体现，是人类进步的

一种标志。 

在今天，我们大力倡导和普及文明礼仪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提高人们道德素质的迫切需要，是牢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执

政理念，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的迫切需要，是建立科学文

明健康生活方式，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新型人际关系

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树立国人良好国际形象的迫

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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