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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乡村建设的成就及其启示 
李宗会 

（江津区委党校  重庆江津  402260） 

摘要：一百年来我们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从乡村建设这一视角，通过“乡村革命、乡村建设及改革、乡村革新”这三阶

段，来展示党的奋斗历程以及取得的成就，并概括了三方面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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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e hundred years our party has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onstruction，through the "rural revolution，rural construction and reform，rural innovation" these three stages，

to show the party's struggle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and summarized the three aspects of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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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和目标成就 
从 1921 年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辉煌的一百年。这一

百年，我们党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带领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艰苦奋斗，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二、百年乡村建设的“三阶段”成就 
（一）乡村革命：浴血革命，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和经济关系 

旧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当时的农民 需要的是什么？乡村建

设派和中国共产党的答案有质的不同。 

1.乡村建设派的实践探索及其历史局限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内忧外患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农村经济

濒临破产，为了挽救危亡，社会上曾兴起了一股由精英阶层推动的

乡村建设热潮。据统计，到 1934 年，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有 600 多

个，设立的试验区有 1000 多个。其中较为杰出的人士有晏阳初、梁

漱溟、卢作孚，被称为“乡建三杰”。他们特别重视农村教育，在发

展农村经济、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村社会

风气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这些对于今天的乡村振兴工作，仍有着

借鉴意义。但，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农村的贫富差距问题，

不能从根本上解放农村的生产力，振兴挽救乡村。所以，被评价为

“自己运动，乡村不动”，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偃旗息鼓。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及其成就 

看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先看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地主和富农

占农户总数约 10％，但他们占有的耕地量是 63.8％到 68％；剩下的

中农、贫农和雇农占农户总数的 90％，但他们占有的耕地量是 32

％-36.2％，土地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再看劳动产品怎么分配：

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等不仅剥夺了广大贫雇农绝大部分劳动成

果，还榨取他们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农

民常年吃糠咽菜，面黄肌瘦，穿破烂衣裳，住土屋草房，为了求得

一线生机，典妻、卖子、溺婴，挣扎在贫困、愚昧、疾病之中，挣

扎在求生存的基本线上。 

这样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生产关系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封建土地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毛泽东在《国

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写到，农民要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封建之特

权。 

国民党有平均地权的初衷，但正如其土地改革协会理事长萧铮

所说，他们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土改自然要“牵涉到

本身利害关系”，所以往往是推拖了之，以致，有大陆整个沦亡的后

果。 

而我们党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对土地

的需求。占当时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体积极参军参战，成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 具革命性的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在新解放区，

党继续领导农民全面彻底地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至此，约 7 亿亩

土地和各种生产资料，分到了 3 亿多农民手中，封建土地制度被废

除，地主阶级历史性消失，农民终于实现了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

生产积极性高涨。看一组数据：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粮食增产

44.8％，棉花增产 193％，油料增产 64％，农村到处是一派兴旺的

景象。 

（二）乡村建设及改革：艰苦创业，致力解决人民温饱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 始践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什

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我们进行了艰辛的

探索，在乡村表现得非常曲折。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2 年底，我们党 始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一化三改”。

在乡村，把“私人所有制”改造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实行

“农业合作化”，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后，于

1956 年底完成。这一改造的意义在于，在当时基础薄弱的乡村，能

够把有限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村经济

快速发展。 

第二阶段：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其特点是规模大、公有化程

度高。这一组织形式，有利有弊。 

有利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分散的小农不具备的优

势。1949 年建国的时候，我国仅有大型水库 6 座，中型水库 17 座。

而到 1976 年，我们有大型水库 308 座，中型水库 2127 座，小型水

库 83200 座。可以说我国农田水利的大框架就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建

成的。 

有弊在于它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早在 1929 年，苏联就推行过

“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分散的小农纳入集体农庄，统一计划进行生

产，对农产品实行义务交售制。这样做的效果是，在斯大林时期，

除 1937 年、1940 年和 1953 年收成较好外，直到 1952 年粮食总产

都低于 1913 年。 

1977 年 6 月，党中央派万里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当时，安徽全

省 28 万多个生产队，只有 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他在调研的时

候看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门窗和桌凳都用泥土坯来做，

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他问：“……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

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 

第三阶段：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1982 年，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 幕词中第

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他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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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搞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

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我们要走自己的道

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之下，小岗村创

造的“包产包干”模式萌芽以后，被保护、支持，并在中央连续三

年的一号文件的保驾护航之下，推广到全国，发展成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 

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

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以小岗村为例，第一年就获得大丰收，生产队

粮食总产量达 13.3 万斤，相当于 1955 年至 1970 年产量的总和。许

多生产队和农户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农村传起了顺口

溜：“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到 1984 年，全国 569 万

个生产队中 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

量达到 393 公斤，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方

针的保护、鼓励和支持下，解决温饱的农民， 始大胆地发展家庭

副业，分化出了专门儿从事种养殖等用于商品交换的专业户，万元

户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就地转移剩余劳动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1985 年，一号文件取消

统购统销，除棉花和粮食实行合同定购，其他农产品价格交由市场

调节，农村商品经济及其社会化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壮大起来，我们

始向小康社会进发。 

（三）乡村革新：创新发展，逐力共同富强 

乡村发展比城市慢，且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问题，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乡村怎么做？ 

1.城乡统筹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费改革，从 2000 年 始试点，2003

年 始全面实行，2004 年降减并发放直补，到 2006 年实现了全面

取消，至此，针对农业和农民的“皇粮国税”在实行了 2600 年之后

寿终正寝。 

二是统筹城乡和新农村建设。针对城乡差距，2002 年的十六大，

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理念， 始改变“城乡分治”的做法；2005

年，提出具体化的做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7 年，把现代农

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2013 年，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道路。2015 年 始脱贫攻坚战，到 2020 年取得全面胜利，

在乡村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 

2.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

追求共同富裕。 

2017 年的十九大，第一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一

个强国战略，是一个关键性工程，因为它针对的是当前 主要的社

会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不

平衡， 大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补齐乡村这块短板，我

们才能建成现代化强国。用习总书记的话说是“民族要复兴，乡村

必振兴”。 

同时，我们也提出，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这是一个创新飞跃。城乡融合的定位，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有

所不同。它重新定义了乡村的地位和价值，在生产价值之外，还赋

予它生活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等。强调城市与乡村是平等的，

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要在尊重两者的独立性、差异性以及乡村自

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促进两者优势互补、互融互通、良性发展，

实现共同繁荣。 

乡村振兴战略制定的三阶段时间任务表， 新提出到 2050 年，

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业宜居、农民富裕富足”的远景目标，

这是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得来的。 

目前，第一阶段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建设”已完成，首部专

门为乡村制定的法律《乡村振兴促进法》，于 2021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

施，这是一部综合性、基础性的法律，将指导乡村振兴有序推进。 

十九届五中全会 启了第二阶段工作，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朝着 2035 年的“基本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今年 5 月，“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出台，提出

实施“183”行动：“1”就是制定一个村级规划；“8”就是实施八大

工程，包括道路、供水、能源、物流、信息化、综合服务、农房、

农村人居环境等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3”就是健全三个体系，

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 

三、百年乡村建设的三方面启示 
二十大将 启新的征程，过去我们为什么成功，未来我们如何

继续成功。从我们党领导的百年乡村建设历史进程中，可以梳理以

下三点： 

（一）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好 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 

发展为了谁，依靠谁，这是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和政治立场。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七大说到，我们党同其它政党不

同，就在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

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在整个土地革命进程中，是 直接 有力的

体现。 

习近平同志，在 2013 年谈到，改革 放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

积极参与，在于我们把改革 放事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 2016

年也谈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

念，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牢牢把握解放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协调

发展的基本准则。 

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根本的动力因素。 

邓小平曾谈到，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忽视发展生产

力，还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吃了一个大亏。他在向杜尔总统介绍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

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达，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

标准”。 

十四大则提出了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即“三个有

利于”，其中 根本的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习近平同志在 2018 年谈到，要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

生产力发展活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三）牢牢把握理论结合实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

由之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乎发展方向的

根本性问题，一直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现成的经验只能借鉴，

不能照抄照搬，否则是要跌跟头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环境的变化，

指导实践的理论也必须得到因地制宜的创新发展。 

在庆祝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的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

出的历史结论。” 

走错路，会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固守成规，会是一潭死水。

我们的希望在于用新的思维探索新的道路。所以，在第二个百年的

新征程，只有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带

领我们不断 辟现代化强国之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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