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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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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时期艰难

探索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初步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持续推进阶段、进而迈入新时

代加速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奋斗历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集中体现为坚持党在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现代化建设大局、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两手抓、强化乡风文明。展望共产党领导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创新研究，

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实际成效，完善公共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激发农民主体建设意愿，切实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提振农民群众精气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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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rural areas has been a continuous thread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in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is journey has gone through 

various phases, including the challenging exploration phase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phase dur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phase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ra and the new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it has entered an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phase in 

the new er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entury-long struggl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has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This is manifested in it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the Party's core leadership role 

in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to the broader contex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dual focus o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rural cultural norms. Looking 

ahead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re is a need to enha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esearch in this area in the new era, improve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rural residents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genuinely strengthen rural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and boost the morale and spirit of rur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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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共产党奋斗视角下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点工作之

一。中国共产党集中地进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性

实践，首先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

济发展，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思想文化教育和乡风文明建

设。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

要，不断促进农村精神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双管齐下，它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振奋民族

精神、汇聚民族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奋

发前行，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二十大后，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

的大背景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

挑战。为此，梳理中国共产党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百

年历程，阐明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前景，既可为中国

共产党人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度①与广度上提供丰富理

论研究，也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

1. 艰难探索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建党之初以及大革命时期的农村，封建迷信思想盛

行，教育水平很低。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曾领

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

农民纷纷组成农会开展政治宣传，文化宣传，禁止赌博

和鸦片，发动合作社运动、筑路和兴修水利设施以及进

行“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等，掀起了农村史无前例的

大革命。这一阶段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主要集中在教育，

文化事业的发展上。1926 年党颁布了《农村教育决议

案》。其中要求扫除专办教育及农村大众教育，创建村小

教育、冬学教育、半日校教育、夜校教育、识字组教育、

问字所教育、读报小组教育等农村教育模式 [1]。与此同

时，党尤其重视开展移风易俗斗争。在苏维埃政府的教

育和宣传下，广大工农掀起了戒赌博、反迷信、反对封

建宗法制度等运动。1931 年 11 月颁布了苏维埃的婚姻条

例，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禁止蓄带童养媳，倡导男女平

等和婚姻自由，注重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 [2]。营造健

康、卫生的农村生活氛围，也是促进农民转变不良旧习、

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科普工作做的有声有

色的因素之一，乡村设立医务所宣传日常卫生和科学常

识，农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农村包围

城市”的道路，大力开展农村根据地建设。解放区，中

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创建基层民主政权，兴办学

校，移风易俗、成立“妇救会”和“儿童团”，组织农业

互助合作等一系列乡村建设运动。开展了一系列乡村建

设运动。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

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相配合。”[3]

制定了抗战教育政策，推动边区教育事业发展。1939 年

1 月，林伯渠在总结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做的工作时指出：

抗战剧团、民众剧团、在延安等处发展着；体育歌曲的

发展，更有了不少的成绩，电影也在边区放映了 [4]。党

重视开展文艺活动，丰富边区群众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2. 初步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建立新中国以后，我们党将农村建设摆在了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党一方面推行土地改革，推进农

业合作化，一方面带领农民开展整修水利，控制病虫害，

发展供销及信用合作社等事业。毛泽东同志为其主持选

编、1956 年 1 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

了两篇序言和 104 条按语，其中既有怎样办好合作社的

经验总结，还有关于农村经济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和妇

女青年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主

要代表，在全国各地推动乡村文化改进工作中，我们党

一直把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

第一位，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扫

盲运动的载体，开展了扫盲运动。1951 年 10 月 1 日颁布

的《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提出要改进原有学

制，成立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识字学校

和工农速成中学等。1952 年，教育部提出要“普及速成

识字法和筹备扫盲运动。”[5]1954 年，教育部指出：“农

民参加文化学习的，在一九五三年又一千二百余万人入

年民校，一千九百余万人上冬学，三百零八万学员扫除

了文盲。”[6] 极大地改变了农村以往文化落后的面貌。

在医疗卫生事业上，党组织卫生工作队到农业农村

合作社进行了以“除四害”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农

民卫生意识普遍增强。中国共产党对各县和地区卫生所

进行恢复和开发，建立专业性的防治机构，并积极开展

农村卫生事业。与此同时，党还发展社会文教事业，到

1958 年底，人民公社已建立各类托儿组织和幼儿园 340

余万所，敬老院 340 余万所，有敬老院 15 万所，文化站

约 6 万个，俱乐部 50 多万个，业余剧团 50 多万个，业余

剧团 13 万多个 [7]。党注重大力发展农村文艺事业和健全

完善农村公益文艺事业。注重文艺队伍组建、文艺工作

者社会地位提升、文艺作品品质提升。这一时期，涌现

了一批反映农村新面貌的优秀作品，在城乡巡回展出，

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农村中腐朽落后的旧习俗已基

本上得到取缔，中国共产党以“三大运动”为中心，以

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依托，在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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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并为我国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建设等新时期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经验。

3. 持续推进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

发展领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战略任务，确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

战略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

国家，不仅应该是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也要高。”在农

村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符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相协调这一根本观点，也是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际

而做出的正确抉择。1980 年，中共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

“文明健康月”活动，在全社会倡导“讲文明礼貌，卫

生有序，道德高尚”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发

“五讲四美”活动举措。1981 年，中宣部和教育部等五

部门共同下达了进行“五讲四美”活动的通知。1982 年，

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和团中央“文明礼貌月总结会议”纪

要，要求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运动。1986 年，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到了新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

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和提高全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与科学文化素质。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打下扎实的基础。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党中央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

在继承中不断开拓创新，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关

于 1991 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到，从 1990 冬季开

始，在农村地区计划分阶段、分批次用 2 至 3 年的时间来

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开展。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

1993 年，全国已有 95% 的行政村和 90% 的乡镇圆满完成

任务 [8]。1995 年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普遍开展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其目的在于改善农村社会风

气，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积

极开展了文化、科技和卫生等方面的“三下乡”活动，

并推动了农村的文艺事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党的十三

届五中全会通过了相关文件，主要内容是关于农业和农

村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再次强调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性，紧接着，在贯彻党的十三五精神的基础上我

们还制定并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建设的意见》，

这份文件具体指导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经过多

年发展和完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党

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乡风文明”概念，并将

其列入了社会主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范畴。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确立了“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要课题和战略任务，

紧接着，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明确了将乡风文明列入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标志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迈入

了新的阶段。乡风文明建设主要围绕村容村貌、乡村风

俗、村庄道德、生活方式、平安村庄、文化惠民等六个

方面进行，全国各地农村发生了明显的变迁。

4. 加速发展阶段：中国特色主义进入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在习近平同志的核心领导下，

不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

从“美丽乡村”建设开始，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开展，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已经步入了成熟期，自从十八大以后，

党中央就一直在大力推动美丽乡村的建设，注重乡风民

风、人居环境、文化生活，同时也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

展，注重人的品德修养。2017 年 4 月，《关于深化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提出，要

大力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导向，全民提升人民群众的科学、教育、文化、

体育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并把“健康素质”做为一项重

要内容，列入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是提高村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的重

要因素。这有助于改善乡村的精神面貌，营造出良好的

乡风文明，从而激发乡民的内在动力，减少原住民流失，

通过这样的建设可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培养出一

批高素质的乡土人才。”[9]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则对物质

产生反作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新时代农村建设的

现实需求，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农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而且有助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0]。

文件强调重要性：“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推动形成文明相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11] 农民

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进一步

提升，从追求物质富裕转变为追求双重富裕，特别注重

实现精神生活富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旨在丰富

农村居民的思想文化和道德修养，因为物质层面决定人

的意识，而意识又能主动地反过来影响物质层面。因此，

积极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可以为促进农村物质建设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12]。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1. 切实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提振农民群众精气神

一方面可以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拥有高思

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的文化领军人物，同时，加

强对这些人的培训和管理，并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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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他们对本地的农村文化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持热

忱。从而使他们能够主动地通过自身发展来积极引领当

地农民积极参与到文化创造活动中去。在开展深入、细

致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时候，要设计出具有思想性和

趣味性的专题活动，将形式与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人民在感情上被感动，在理性上被说服，进而达到精神

文明建设在农民群体中的深入普及和心灵共鸣的目的。

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积极的、文明的文化氛围。同时，积

极开展文明乡镇、文明村、星级文明户以及评选“最美

农民”通过适当的奖惩措施，调动农民群体的积极性，

争当先进典型，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想要减少乡村歪

风，就必须加大力度，采取有力的措施，同时，要加大

对重点区域、重点群体的控制，对各种陋习进行严惩，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风气。

2. 扎实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孕育农村社

会好风尚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目的是为

了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所以我们一定要对

人民群众的思想现状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对他们的思想

状态和变化规律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并在日常工作中对

他们的思想状态和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这样

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行为文化的教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关键着力点就是行动。以志愿服务、

慈善事业、学雷锋为代表的行动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

种切实可行的方式。作为社会成员，公民在各类实践活

动中展示了互帮和奉献的精神，获得了实现个人价值的

满足感和获得感，这也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生动阐

述，同时也是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实施的实践。行动是

价值认同和价值内化的重要方式和终极目的，因此要将

行为文化和实践活动作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

手段，提高其有效性和实践性。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同

时，以实践活动为抓手，把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念转

变为群众的行动指导和价值共识，另外，要使社会实践

更加丰富多彩，还要兼顾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激发

观众的积极性和主体性，我们可以举办丰富多样的讲座、

文化活动和艺术演出等，以保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能够

不断深化 [13]。

三、总结

在当今社会，主要矛盾已然产生了变化，因此，推

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满足农村群体的文化需求，变

得非常紧迫。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

步，我们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必须努力取

得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

需要结合当前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举措不

断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并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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