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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建设的百年党史研究
董晓云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61）

摘要：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党和国家面临着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平稳过渡的艰巨任务。通过厘清中国共产党百

年乡村建设的政治逻辑、实践逻辑，一方面积极探寻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的初心使命；另一方面在追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百年征程中明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规律，为当前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宝贵经验，为积极探索创新科学社会

主义提供一种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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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百年之际，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积极探索乡

村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历史规律，能够树立第二个百年计划的精神

旗帜。在此精神旗帜的引领下，可以帮助党明确正确的发展方向，

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而为国家命运发展以及人民

根本利益奠定基础；有利于总结中国乡村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发展

规律，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提供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一、基于乡村建设的百年党史研究之初心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

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关乎到广大农民的更加美好生活。由于

中国乡村特有的历史、文化、人口等特征，从我国乡村建设变迁

进程中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启发和实践路径，从某种意义上也

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初心的探寻。

（一）立足新时代新课题——中国乡村振兴

我国乡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政治的现实状况和

未来走向”。“十四五”时期，是继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去的第一个五年，党和国家在今后一段时间

面临如何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平稳过渡，如何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后续发展等艰巨任务。

通过对党乡村百年建设的政治、历史、思想实践研究，为新时代

中国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基础。

（二）总结百年乡村建设的成功经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国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较

多的国家。在农业国家中，土地一直是革命开展的重中之重。农

民问题的成功解决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关键因素。正是基

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认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展土

地革命、土地改革、经营体质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且获得

不错的改革成就。回顾建党 100 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农民

作为主体，并且将实现农民幸福安康作为奋斗的首要目标。党在

不同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走出

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目标，党带领着农村从“站起来”到“跑起来”，从“跑起来”

到“飞起来”。

（三）聚焦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2020 年，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超过全球其他国家

过去 30 年脱贫人口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乡村建

设之路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的体现出来。但从脱贫攻坚

到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工作，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发挥、

县域就业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等是未来长期面临的难题。在问题导

向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必须高度重视当前乡村建

设所面临的困境，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致

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第二个百年计划的全面实现。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的政权逻辑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向纵深推进的转型期，把握中国共产党领

导我国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关乎着农民群体的获得感、

幸福感，而这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以及民族复兴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党领导人民积极开展乡村建设，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如何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向着基层下放，构建从上到下的

政权堡垒。另一方面，如何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新型政治共同体，

实现农村社会结构重新整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革命性质的乡村建设运动属于“乡

村现代化”的范围。在革命期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农民组织，当农民组成相应的组织之后，

首要的行动便是将地主阶级尤其是一些土豪劣绅的士气打压下去，

将农民本身的权利还给他们。在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期间，中国

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本政治思想，逐步形成“以

民为本”“政为民所谋”的乡村政权建设思想。

中国共产党夺取领导权后，我国乡村建设是在国家权力主导

下，先后经历土地改革、合作化、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等几个阶段，

实现了乡村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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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权的变革。通过土地改革，将富农的经济保存起来，中农

土地不予处置，将地主的财产进行没收，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利益，

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目标。通过对农业的改造，实现土地

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当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利时，原本

以家庭为经济活动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被集体组织取而代之。二

是重构农村权力结构。通过土地革命，打破了“长老统治”的乡

村治理的权力结构，贫雇农和中农成为乡村土地的主人。三是在

乡村建立基层政权。1950 年起建立乡政权，乡和行政村成为本行

政区域行使政府职权的机构。到了 1954 年，行政村的制度取消，

在县级以下设立乡镇、村等农村的行政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乡村建设方面，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精准扶贫取得实效。在此基础上，党在十九大会议上将乡村

振兴战提到了足够的高度，并且进行了全面部署。会议明显提到，

将优先发展农村经济，并且提出了 20 字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以此来提升乡村的治

理能力，并且与现代化水平进行对接。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的百年变迁，既有历史必然性，也

是基于我国乡村建设的实践偶然性，因此，对具体案例的深入剖析，

从细节去剖析我国乡村发展的基本规律，来为小康社会、现代化

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进而真正实现中国梦，

复兴梦。

（一）梁漱溟的中国乡村建设实践逻辑

梁漱溟提出通过乡村建设来解决“中国问题”，主张“凡是

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无不接受”。他认为，近代中国既不

具备安定社会秩序并扶持工商业的政府，也难以通过强有力的政

府以国家权力总领经济建设，唯一的出路就是立足于我国的传统

文化和民族精神，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社会改造和发展之路。“邹

平模式”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典型实践成果。其实质是通过培育

农民进行合作生产、培养农民的政治习惯，建立“乡学村学”并

积极改造“相约”，具体落实到帮助农民改良棉种、推广小麦以

及畜禽良种、疏浚河道、增加植被等，创造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

建设路径。梁漱溟认为：“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

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乡学村学”

实质上是地方自治组织，其设计意图在于代替原有的地方行政机

构，用社会化教育方式培育一种集体组织，以期实现乡村自治的

乡村建设模式。

梁漱溟主张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可以同时兼工业生产的劳

动力，即“以农兼工”“由散而合”。他认为合作社是符合中国

国情的乡村建设方式，中国式的合作就是以合作为目的，而不是

向着集团化的方向靠拢，更不是个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式。”在

乡村建设中，乡村经济组织起到了直观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其本

身具有的辐射作用，更是带动了周围的经济发展。邹平乡村建设

实践对当时中国乡村危机的缓解做出现实贡献，为我国乡村建设

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宝贵经验。

（二）费孝通的乡村建设实践逻辑

费孝通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 20 世纪 30-40 年代对

乡村经济和乡土重建的研究；二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对小城镇发

展和区域经济的研究。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思考乡村发展、认识与改造中国的起

点，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微型图景。“江村”是位于中国苏南比

较发达的经济地区，当地村民正面临着西方工业技术的冲击，立

足于当地农村危机，“江村”积极改造，创立中国第一家农民自

办的合作丝厂。费孝通通过实地考察，以经济为主线，明确指出

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以及乡村工业化的必要性。他主张“乡土工业”

要引入新的组织形式和科学技术，如：家庭工业合作组织、合作

性质的服务工厂等，整合乡土社会中的发展力量，充分调查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以乡村工业化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推动国

家现代化转型。费孝通的实践研究充分体现我国乡村建设自下而

上的发展可能性。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在小城镇建设思想上做出一系列探索和

实践。在对苏南乡镇企业深入调研过程中，费孝通总结、提炼出“离

土不离乡”、农工相辅的兼业传统，社队工业逐步发展壮大成为

乡镇工业的实践经验，从而创设出“苏南模式”。但这种模式的

实践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大城市的辐射效应。费孝通通过类

型比较法首次提出“温州模式”。费孝通认为，走发展“乡村工业”

的乡村建设道路既具备现实可能性，又具备现实可行性。

自从十八大会议召开一来，党就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一系列

的要求，并且开展了一系列的保证措施。在精准扶贫层面，希望

可以通过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提高产业和人才的扶持，建设更

加完善的保障措施等手段，来保障贫困地区的有效发展。同时，

依靠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乡村建设模式。但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实践还处在探

索阶段，如何在新时代中走出一条自治有效、德治昌明、法治公

正的现代化乡村建设模式，仍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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