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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思想观念需要转变的必要性、思想观念转变的几个方面以及在转变过程中政府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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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 paper , the necessity and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s’ideology were discussed , and the measures which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in the transformation were pro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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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

史任务, 这是党和国家从战略高度做出的彻底解决“三农”问

题的正确决策,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要举措。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 改

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而当前农民的贫困不仅是经济上的贫

困, 更主要的是思想上的贫困, 这是导致农村落后的重要原

因。因此, 治穷先治愚, 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转变农民的思想

观念, 引导农民穷则思变。

1  农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必要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改革开放

以来, 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 社会存在的发展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应发生

相应的转变。而社会意识具有滞后性的特点, 往往与社会存

在的发展不一致, 落后的社会意识会阻碍社会存在的发展 ,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 由于地域环境的封闭性和农民自身文化

素质低下等因素的影响 , 广大农民的思想比较封闭保守, 这

就要求加强农民思想的转变, 以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式

和新情况。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是农村发展的主力军, 也是新

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农民的思想观念通过农民的行为, 直

接影响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建设等方方面面。因此, 农

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前提。农民的

思想能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 , 则易于和敢于面对新形式、

接受新事物 , 也能更好地理解和配合政府的农业政策, 从而

在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同时推动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反

之, 如果农民思想观念保守 , 则不易面对新情况和接受新事

物, 对政府扶持农业的相关政策不能理解和支持。

2  农民思想观念需要转变的几个方面

要搞活经济 , 就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农民思想观念

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政治意识、农业生产观念、对子女的教育

思想、集体主义道德价值观念及市场经济意识等方面。

2 .1 引导、培育强化农民的政治意识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

参与意识比较淡薄, 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 对政治漠不关心。

同时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较低, 参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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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较少、频率很低 , 其特点有主观上的故意性、冷漠性和行为

上的消极性。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有投票活动、接

触活动、会议参与、上书投诉、提起诉讼、抗拒行为[ 1] 。在经

济发展落后的农村, 大多数农民( 特别是农村妇女) 认为参与

政治活动会牺牲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减少自己的劳动收入。

农民所关心的是农作物的生长、鱼粮的价格和家禽的养殖 ,

关注的是如何赚更多的钱去改善生活, 而不是选谁去当村干

部。大多数农民对自己的民主权利不重视, 最终受损的还是

农民自身最根本的利益。

要引导农民由消极的政治参与转变为自觉的政治参与。

农民不仅要成为支配自己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的主人, 而且要

成为管理自身事务的真正主人, 自觉投身和参与到村民自治

中去。徐勇教授认为,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人民群

众的自治, 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参与与村民利益相

关的村内事务 , 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

务[ 2] 。要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

效方式来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同时, 积极自觉的政治

参与也有利于农民对农村干部和各级党政部门形成一种强

有力的监督 ; 有利于政府及时准确了解民情, 制定出更合理

的农村政策 , 推动农村生活的民主化, 最终维护和保障广大

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 .2  引导农民转变农业生产观念 农业是农民的安身立命

之业, 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业生产与农民的生活状况

紧密相连。在我国, 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

新时期, 农民要增收、农业要发展, 必须转变农民在农业生产

中的旧思想和旧观念, 引导农民走科技农业、经济农业、效益

农业之路。

2 .2 .1  由传统的以种粮为纲转变为以经济效益为纲。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消费观念发

生了很大改变, 传统的粮食观念开始向现代食物观念转变。

一部分阶层的人从生活温饱型转向生活享乐型, 在饮食上不

再以温饱和生存为条件, 而开始注重生活的品质。过去人民

以粮食为主食, 而现在粮食的消费量有所减少 , 肉制品、奶制

品的消费量却有了很大提高。农民应该以经济效益和经济

创收为目的 , 灵活多变地进行农业生产 , 大力发展市场前景

好的畜牧业、家禽养殖业等。

2 .2 .2  由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科技农业转变。我国

现在广大农村的生产工具仍然是镰刀、锄头、犁、扁担、箩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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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工播种、收割 , 利用畜力( 如

牛) 进行耕地、脱粒、运输。这样的农业生产不仅效率低下 ,

而且农业风险也较大。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兴农”不再是

口号, 更是一种趋势。广大农民要学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去改造传统农业, 推进机械化生产; 引进现代育种技术培育

的抗病虫害能力强、高产、优质的农业新品种 ; 利用好网络信

息资源 , 获取农业种植技术和农产品的市场信息。

2 .2 .3 由分散的家庭农业向农业产业化转变。随着世界经

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 , 我国农业将融入世界农业之中。尽管

农业开放拓展了农产品的贸易范围, 增强了农产品贸易的额

度和频率, 但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冲击, 也加大了农业风

险的强度。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弱质性产业, 一直受各种风险

( 如自然风险、资源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技术风险) 的

困扰。我国农业要改变弱质性的状况 , 在国内、国际市场竞

争中求发展 , 就必须增强农业自身的抵抗力和市场竞争力 ,

改变分散的家庭农业的生产状况 , 把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分散

生产纳入到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格局中来, 走农业产业化

道路, 引导农民由分散经营逐步向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

体化的产业化经营发展。

2 .3  引导农民转变对子女教育的思想观念 农民子女是未

来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 ,

而广大农民由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性,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存在

着许多狭隘甚至错误的观念, 这些观念直接危害下一代的成

长, 也不利于农村和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转变

农民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思想观念。

2 .3 .1 转变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很多农民认为自己的祖辈

文化程度都不高甚至目不识丁, 同样过的很好 ; 干农活需要

的是力气, 而不是知识。他们认为孩子迟早要回农村, 不如

早日辍学回家帮助家里改善生活。特别是受封建的重男轻

女思想影响, 很多农村女孩念完小学或还没有念完初中就丧

失了读书机会, 下地劳动或外出打工。这些观念是导致农村

地区义务教育难以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不仅是不合理

的, 也是不合法的。让子女进行九年义务教育是农民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 而且读书是为了获取知识 , 开阔视野, 提高人的

自身素质 , 也是当今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即使留在农村也要

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2 .3 .2 转变上大学是唯一出路的观念。许多农民体验过了

农村的疾苦 , 尝过了贫穷的辛酸, 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

在下一代身上, 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走出农村, 把上大学当作

改变子女命运的唯一出路。他们宁愿自己苦点、累点、省吃

俭用甚至四处举债也要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学, 但是随着大学

的扩招和就业环境的改变, 大学生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天之

娇子”。许多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家里的债务

又无法偿还, 使得家庭进一步陷入贫困的境地。从经济学的

角度来说, 农村子女的教育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正比, 却与家

庭的贫困程度成正比 , 这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上大学不应

该成为改变农民子女命运的唯一出路, 特别是家庭贫困学习

成绩又不太好的农民子女, 在完成了义务教育的前提下, 完

全没有必要非走上大学这条路不可。广大农民更不应该因

为虚荣心作崇而以高额代价举债供子女去上前途未卜的“水

货大学”。所谓“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当今“蓝领技工”

非常紧缺, 广大农村贫困的高考落榜生完全可以选择去进行

职业技能培训, 学一门技术, 那样生存发展的空间会很大。

2 .3 .3 转变农民反对子女上农业大学和农业专业的思想。

很多农民对农业大学有偏见和误解, 他们认为辛苦培养一个

大学生去读农业大学不值得, 也没有面子, 另外怕子女毕业

后回农村“受苦”, 故反对子女报考农业专业。这种思想不利

于我国农业人才的培养。在当今新农村建设中急需要大量

的农业技术人才, 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农民也应该鼓励自

己的子女投入到农村建设中来。广大农民子女亲身感受过

农村的贫困落后和父辈们的艰辛 , 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建设自己的家乡。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广大农

民也应该转变思想, 看到农村发展的机遇和广阔前景, 鼓励

子女报考农业大学和农业专业, 相信子女在农村的大舞台上

也一样会大有作为, 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

2 .4 引导、培育农民树立集体主义思想观念  随着人民公

社的解体, 家庭成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 农

民开始忙于各家各户的生产致富, 集体主义观念日渐淡薄。

例如, 当前农村中有一批通过合法劳动、勤劳致富的农民, 而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只注重个人的享乐, 并没有积极主动去帮

助落后贫穷的乡亲 , 没有起到先富帮后富的作用。很显然 ,

这些人的思想觉悟与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基本规范和共

同富裕的原则相违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更应该

加强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 树立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先

富起来的农民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富裕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

果, 更离不开国家正确的农业政策和农村集体的扶持及帮

助。因此, 他们有责任帮助他人脱贫, 发扬“一人富了不算

富, 集体富了才叫富”的精神, 走共同富裕之路。

2 .5  引导农民从“小富则安”向敢闯、敢干的市场经济意识

的转变  受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思想的影响, 很多农民仍把

满足生存生活需要当作农业生产的首要目的, 部分农民满足

于维持简单再生产, 持有小富即安的保守观念 , 缺少现代的

市场经济意识和敢闯敢干的创业实干精神。应该尽快让农

民的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意识接轨 , 树立起自主平等、自由

竞争、开拓创新的经济意识。当前形势下 , 农民只要敢闯、敢

拼、敢干 , 抓住市场机遇, 积极主动地开创增收新渠道, 一定

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大有作为, 成为农村的致富带头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就是“要唤醒起农民在20 世纪80 年代初

期所表现出来的那股冲天般的热情和干劲, 重新激起农民埋

藏在内心深处的由世代积累下来的巨大潜能, 再造21 世纪

的新中国文明史”[ 3] 。

3  政府在农民思想观念转变中的举措

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不仅是农民自身观念落后的问题 ,

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应该在促进农民思想观念

的转变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3 .1 高度重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抓好农村的教育

工作 在办好农村中小学的同时, 也要搞好成人职业教育 ,

宣传和普及农业知识, 开阔农民的视野。“只有农民掌握了

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 , 提高了素养, 才能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 下转第50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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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 ② 退耕前后, 文娱、卫生、交通和邮电消费在文化

消费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退耕后文娱、卫生、交通和邮电消

费所占比重较2004 年分别变化0 .68 、1 .75 、0 .47 、2 .28 个百分

点, 较2005 年分别上升0 .55 、0 .16、1 .88、3 .93 个百分点。

  表3 退耕还林前后农户家庭文化消费支出 %

年份 文娱 卫生 交通 邮电 教育 文娱

2001 7 .31 17 .47 22 .53 12 .03 40 .66 2001

2004 7 .99 15 .72 22 .06 14 .31 39 .91 2004

2005 7 .86 17 .63 24 .41 15 .96 34 .10 2005

 注 : 家庭各项消费占文化消费的百分比。

5  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状况

通过2001 年、2004 年和2005 年3 次对生态环境建设支持

率的调查分析发现 : 洛阳市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环境

建设持支持态度, 支持率均为100 % , 没有对生态环境建设持

反对意见或无所谓态度的农户。充分反映了该市农户对退

耕还林工程的支持与拥护 , 对生态环境建设的认知度的明

晰, 也说明该地区林业部门宣传讲解工作到位。

6  小结

通过调查研究, 洛阳市的退耕还林工程初见成效。

(1) 农户 家庭 总收 入 和净 收入 由退 耕前 2001 年 的

10 055 .87元、6 793 .28 元 , 上升到退耕后2005 年的15 823 .24

元、11 503 .06 元, 增长率分别为57 .35 % 、69 .33 % , 且退耕后

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 2) 农户家庭生活和文化消费总支出由退耕前2001 年的

4 879 .67 元、2070 元 , 上升到退耕后2005 年的6 758 .83 元、

3 222 .5 元, 增长率分别为38 .51 % 、55 .68 % , 且退耕后农户家

庭生活和文化消费支出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 3) 农户家庭食品消费支出由退耕前2001 年的3 012 .0

元, 上升到退耕后2005 年的3 963 .33 元, 增长率为31 .58 % ;

恩格尔系数由退耕前2001 年的43 .34 % 下降到退耕后2005

年的39 .71 % , 下降了3 .63 个百分点, 说明退耕后农民的生活

水平得到更进一步提高。

( 4) 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率较

高, 说明该地区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支持与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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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不受封建迷信、歪理邪说的蛊惑 , 形成健康、文明、科学

的生活方式。”[ 4] 。

3 .2  转变自身的思想观念 , 实现角色的准确定位 随着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 政府不能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

来安排农业生产, 而是更多的从政策上予以指导, 为农民提

供有效的市场信息 , 把农民引向市场 , 培养起农民的市场意

识, 改变农民过于依赖政府的心理。

3 .3  要搞好干群关系  贴近农民的基层党员干部代表着

国家和政府的形象 , 要做到“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 情为

民所系”。基层干部要从“催粮催款”的“恶人”变成“助农帮

农”的“仆人”, 探索出一条停征农业税后, 基层干部发挥作

用的新路。只有农民与党员干部、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和谐,

农民才会真正拥护党和政府的政策 , 才会在思想上自觉接

受党和政府的指引和改造。

3 .4  树立优秀农民的典型示范作用  现在农村中也存在

一些市场意识强、致富方向明确、成绩显著的农民群体。他

们对于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 , 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

农村发展的方向, 政府应该在资金、技术、信息、税收等政策

方面大力扶持 , 予以帮助和鼓励 , 发挥他们在农民中的模范

带头作用。

3 .5  倾听农民的心声  在新农村建设中 , 作为主体和最终

受益者的农民应该最有发言权 , 没有农民声音的新农村建

设只能是纸上谈兵[ 5] 。因此, 政府要重视农民心声 , 让农民

讲真话、讲实话, 只有了解农民最真实的心理和需要才能更

好地帮助农民、引导农民。

3 .6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改善农民的生产、生

活环境  不仅要实现“公路村村通”, 而且广播、电视、手机

等通信信号也要实现“村村通”, 拓宽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

增加农民与外界交流的机会 , 让落后封闭的农村与大城市

的现代文明相融合 , 让农民传统守旧的思想与现代市场经

济意识相融合 , 用现代社会的文明、文化去改造农民思想观

念。

4  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正确的社会意识可以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农民思想观念

的转变对于农村的改革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农民思想观念的

转变 , 对于农民而言,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素质 , 激发农民的

闯劲和干劲, 为农民创业和增收提供前提 , 实现“生活富

裕”; 对于农业而言, 有利于引导农业走科技农业之路 , 提高

农业的内在市场竞争力 , 降低和化解农业风险 , 保障农业安

全, 实现“生产发展”; 对于农村而言 , 有利于农村的民主政

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 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理民主”。

参考文献

[ 1] 张厚安,徐勇,项继权.中国农村村级治理[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0.

[2]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3] 陈文科,熊维明.中国农民问题[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4] 刘建荣.新时期农村道德建设研究[ 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5] 洪巧俊. 新农村建设不能让农民集体失语[ N] . 南方周末,2006-11-30

( D30) .

0005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