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培养新型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刘永梅, 刘乃刚, 代西 (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重庆 400715)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农民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趋于多样化 , 农
村的思想道德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农村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 结合新时期农村的现实状况 ,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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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 不断提高农民思

想道德素质 , 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重要内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 为解决“三

农”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思想保证和动力支持。

1  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现状

1 .1 爱国主义观和集体主义观淡薄, 社会主义信念淡化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 由于部分错误观念如“分田

到家, 各家顾各家”、“种田吃饭靠自己 , 啥事不用想集体”等,

致使有些农民淡化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观念, 不能正确

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再加上近年来, 城镇化等

政策的实施 , 土地给农民带来的经济利益逐渐减少, 部分地

区的农民负担还有加重的趋势, 相当一部分群众开始怀疑党

的农村政策, 甚至对社会主义信念产生困惑和动摇。

1 .2 道德失范, 价值判断失准 相当多地区的农村工作长

期存在着“一手硬, 一手软”的现象, 加上农村教育落后, 致使

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一些领域道德失范, 诚信缺失 ,

见利忘义、损公肥私、坑蒙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 ; 为富不仁、

见义不为、不讲道德的现象时有发生; 重婚纳妾、卖淫嫖娼、

打架斗殴, 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一些人斗富比阔, 凡事大操大

办, 但却虐待父母, 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和良心。

1 .3  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 以求医问药和丧事活动为主

的封建迷信活动在有些地方较为普遍 。建房修坟问卜占卦

看风水, 遇灾患病求神拜佛请巫婆等现象屡见不鲜; 制作、兜

售封建迷信用品的人员增多; 一些人打着科学的旗号, 拉帮

结社, 传播邪教理论和组织邪教活动; 有些地方迷信活动频

繁; 地方宗族活动有所抬头, 续家谱、建宗祠、联宗祭祖等名

目繁多的宗派活动 , 严重影响了一些地方农村基层政权的巩

固与作用的发挥。

2  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低下的原因分析

2 .1 新旧经济体制转轨带来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冲击, 导

致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出现了“空白地带” 多元化利益格局

的出现, 使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新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想道德规范体系被打破, 而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思想道德规范理念又未能及时建立起

来, 这种观念转换时期的“空白”状态, 使得许多农民思想上

矛盾、行动上困惑。这是新形势下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产生大

量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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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领导思想认识不到位 有些地方领导认为生产经营方

式转变了, 用经济手段调节农民的行为可以取代思想道德教

育, 还有的误认为思想道德教育不灵了, 因而工作中“一手

硬, 一手软”, 导致农民思想道德建设软弱无力。调查发现 :

凡是以单纯经济观点抓经济的, 经济建设往往难以持久、健

康发展。凡是经济能持续不断发展的村镇和地区, 往往是

“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比较好的。

2 .3 农村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投人严重不

足 ①某些乡村没有安排专人抓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②某些

乡村只注重生产经营的投人, 忽视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条件的

改善, 许多地方没有学习室、报刊图书室、活动室, 难以正常

有效地开展工作; ③某些地方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在时间上的

投人不足。不少基层政工干部虽属专职, 但多数时间忙于收

粮催款等临时性、季节性工作, 对思想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不

足, 时间上也不能保证。

2 .4  思想教育内容、对象上的“断层” 在农村思想道德教

育工作中, 普遍存在着广大农民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

活动开展得少, 大家各干各的, 有了问题也没有人关心、解

决, 形成许多“盲点”, 造成“失控”。目前, 农民外出打工人员

和许多外来流动人口逐年增多, 他们居无定所、行无定踪、流

动性大、隐蔽性强、不易管理, 成了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又一

大“盲区”和空白点。

3  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素质的主要途径

3 .1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工作的认识要到位 牢固树立党在

农村的思想道德工作是农村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观念。改

革开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了强大的活力, 同时, 人们思想亦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 如果

不加注意, 势必影响农村改革的深人和社会稳定。所以 , 加

强对农村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当前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维

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3 .2 抓住根本, 引导农民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

3 .2 .1 以宣传科学发展观为重点 , 引导农民树立全新的发

展理念。要采取多种手段在广大农村广泛开展科学发展观

宣讲, 改变农民把发展局限为单纯的经济发展 , 等同于自给

自足的小农意识的错误观念, 避免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只顾

眼前利益和个人得失, 盲目攀比等行为 , 帮助农民树立先进

的发展理念, 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谋划新农村建

设的正确思路,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原动力、支撑力。

3 .2 .2 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为重点, 帮助农民提高

思想道德素质。要在农村扎实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认

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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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勤劳、友善、诚信

为核心的传统美德, 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崇尚科学, 革除陋习 ,

移风易俗, 形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

3 .2 .3 以弘扬自强不息精神为重点, 引导农民摒弃“等、靠、

要、看”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关键的是激发、调动、

发挥农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因此, 必须大力弘扬自强不息

的民族精神 , 引导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彻底克服“等、

靠、要、看”思想, 激励农民热爱家乡, 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

的伟大实践中来, 鼓励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改变自

己的命运, 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3 .3 积极探索, 在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机制上实现突破 

3 .3 .1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把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结合

起来。当前 , 要着力抓2 项机制建设 : 一要建立整体联动工

作机制。要整合各级党组织、文化宣传、县乡党校、职业学校

等部门和单位的力量, 明确职责 , 严格考核, 形成上下结合的

农民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开展经常性

教育; 二要建立民情调查分析机制。县、乡、村要分别聘请民

情信息收集员, 经常开展民情调研, 了解农民思想动态, 有的

放矢地开展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特别是要通过民情调查分

析, 密切关注农民的思想热点问题, 建立农民思想预警机制 ,

制定思想危机应急预案 , 及时化解危机和矛盾冲突, 确保农

民思想稳定和农村社会稳定。

3 .3 .2 坚持“三贴近”, 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思想道德教育不是简单说教 , 必须贴近实际、贴近

群众、贴近生活, 不断改进、创新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方式方

法。要学会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理, 坚持民主性、平等

性, 让群众乐于接受, 促进双方互动交流沟通。要针对不同

对象、不同素质、不同原因 , 分类施教, 注重先进性与层次性

的统一, 把思想道德工作做深做细。要把解决农民的思想问

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坚持教育群众与服务群众相统

一。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为重点, 集中力量解决影响农

村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 解决与群众利益最密切、最直

接、最现实的实际问题; 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 , 凡是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要竭尽全力去办; 特别关注农村困难群

体, 为他们排忧解难。

3 .3 .3  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 , 把言教与身教结合起来。

党员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是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主体。

作为教育者应首先受到教育, 切实提高素质, 增强做好群众

工作的能力和本领, 在各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加强党

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宗旨观念、政策法规、道德纪律等方面的

教育,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加强道德修养, 服务农民群众 ,

引导和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突出抓好党员干

部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念教育, 使党员干部对党的群众路线

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端正对群众的态度 , 增强与群众

的感情, 维护群众利益, 反映民情民意, 尽力为群众做好事、

办实事、解难事, 树立亲民、务实、清廉的形象, 以实际行动增

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内容丰富 , 寓意深刻, 其根本目的是发

展农村生产力, 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农村

思想道德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命线, 必须把服务

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重要任务, 激活农村生产力

中最积极、最活跃、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农民, 努力培养和

造就现代新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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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学习文化和工作满意度影响的概念模型[ 10]

织学习文化 , 工作满意度 , 学习激励, 组织承诺与内部服务

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内部服务质量是指同一组织中,

员工对他们为同事提供的或从同事处获得的服务质量的感

受。组织学习文化则采用了 Watkins , Marsick 的7 个维度。

研究通过相关分析验证了所提出的假设, 证明学习文化与

内在服务质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 学习激励和组织学习文

化对因变量( 内在服务质量) 的变化起显著作用。

4  结语

关于学习型组织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已经相当深入,

如建设学习型组织的阻碍因素、对学习型组织绩效影响因

素等方面。在建立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 , 组织需要找到一

种方法判断组织目前的状态, 指导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 而研

究人员则需要更好地检验组织学习 , 对组织进行比较 , 并探

讨组织学习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学习型组织评

估理论的综述及以 Watkins , Marsick 理论框架为基础展开的

实证研究用以促进未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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