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2020.02

调查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

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党为了加

强农村建设，全面解决当前农村

面临的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做出的战略

部署。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规划》中强调“推动基

层党组织、基层单位、农村社区有

针对性地加强农村群众性思想政

治工作。”基于此，农村思想政

治工作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支

持与推动作用成为理论界和实践

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现状剖析

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代的使

命任务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这一任务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显得尤

为重要。但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

作的现状显然还难以真正承担起

这一使命任务，主要表现在：

1. 村民理论需求旺盛，但需

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当前村民主体意识在不断提

升，开始思考社会现象背后的生

成与发展逻辑。对现象及问题的

思考与自身难以企及的解读能

力，使村民对理论的需求在不断

提升，他们迫切希望有人能够解

答自己思想的困惑。但村民的这

一理论需求在当前农村很难得到满

足，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供给与村

民的理论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

差距，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

供给力度、供给形式、供给内容

都难以满足村民的现实需求。

2. 基层党组织有担当，但难

以把担当意识转化为现实行动

当前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

中的作用发挥日益明显，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明显得到了

加强，基层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

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广大基

层党员干部都能够充分认识到加

强农村基层工作的重要性，也能

够正确认识自己在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中的责任与担当，但与基层

党组织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不相

适应的是乡镇干部在农村思想政

治工作上普遍存在的能力不足问

题。不少乡、村干部是充分认识

到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的，也有着强烈抓好农村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愿，但他们自身的能

力很难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做

实，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3. 社会力量想参与，但参与

渠道不畅通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的不断改

善，一些原来从农村走出来的

人在退休以后开始回农村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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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这些由退休干部、退休教

师组成的“新乡贤”有时间、有

精力、有能力、有意愿参与到农

村思想政治工作中来，他们基于

对家乡的热爱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认为自己应该为乡村振兴贡

献自己的力量，有着强烈的参与

意识。然而，乡村还没有构建起

一条能够帮助“新乡贤”参与农

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径和机制。

“新乡贤”以何种身份参与农村

思想政治工作、如何与农村基层

干部所承担的思想政治工作职能

实现有效对接，这些问题没有得

到有效地对接，因此难以为“新

乡贤”参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

供有效的渠道。

4. 思想政治教育有资源，但

资源质量良莠不齐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思想困

惑，村民理论和思想教育需求的

显性化，也使得一部分人看到了

当前农村思想政治中的所谓“商

机”，他们到农村贩卖各种所谓的

思想，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

大量的无效供给甚至是负面供给，

有的甚至对当前的农村思想政治工

作造成了严重冲击。当前对农村思

想政治工作冲击较大的两方面供

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

教活动的冲击，一些农村地区宗

教活动比较频繁，在这些宗教活

动中，相关人士赤裸裸地宣传因

果报应，用恐吓、利诱的方式拉

拢民众信教。二是宗族势力的冲

击，虽然国家近年来已经采取措

施严厉打击了利用宗族力量干涉

农村政治生活的现象，但宗族势

力在农村的活动依然相当活跃，

特别是在对宗族成员的思想影响

上，其作用力不容小视。

原因分析

深入分析当前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呈现出的诸多问题，其原因

主要在于：

1.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力

量不强，无法为农村思想政治工

作提供足量的有效供给

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整体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

态，在调研中，不少乡镇干部反

映，由于严格限定了基层政府工

作人员的编制，当前乡镇干部一

个要对接多个上级党委、政府部

门的工作，乡镇党委分管宣传工

作的党委委员同时还要兼任宣传

工作之外的多项工作，很难有精

力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进

行研判，难以就村民的思想现状

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因此也就

很难以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符

合村民思想现状的思想政治教育

方案，更不用说在思想政治工作

中开展分众化、对象化的教育；

因此难以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提

供有效供给，也因此导致农村思

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难以令人满

意。

2.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中农民

的主体作用发挥不明显，村民的

自我教育功能未能有效发挥

当前很多村民在农村思想政

治工作中还处于被动地受教育阶

段，村民的主体作用没有很好地

发挥出来。在一些宗族势力比较

强的地方，宗族成员的主体意识

还存在着被削弱的倾向。即使有

部分村民有意识参与到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中来，也往往因为自身

的能力水平有限，而和乡村干部

一样面临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

尬境地。在村民文化层次结构呈

现多样化、村民利益诉求多元化

的情况下，要加强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就必须深入了解村民的思

想实际，有针对性地设计工作方

案，但这一工作显然是当前村民

难以完成的，也因此制约了村民

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体地

位作用的发挥。

3. 农村思想文化领域监管难

度大，难以实现对各种思想文化

活动的有效管理

虽然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借

助于网络在农村推动网格化管

理，创新了农村治理方式，但

由于合乡并村导致的行政区域

扩大，辖区人口发生变化，因此

难以有效对农村思想文化活动进

行有效监管。在监管中存在着监

管盲区或者监管难以介入的灰色

地带，这主要表现在宗族活动方

面。由于农村宗族活动多以宗族

成员节日聚会、祭祀祖先的名

义进行，封闭性、排他性特征明

显，外部力量很难有效介入；特

别是有的宗族活动是跨地区的活

动，人员构成复杂，监管力度更

是难上加难，因此形成了农村思

想文化监管领域的灰色地带。

4. 农村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环境育

人功效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各个

时期，农村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因此涌现出了一大批各个时期

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些英雄模范

人物本应该成为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的重要教育资源，学习他们

的精神应该成为农村思想文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但当前我国农村

地区在本地红色人物精神、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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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传承方面普遍存在着宣传不

足、资源利用不足的现状。例如

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在石门南

乡暴动、鄂西暴动中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的陈寿山故居如今已经是

片瓦无存，当地村民对其事迹已

经知之甚少，大部分村民已经完

全不知有其人。

路径和方法创新探究

针对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

存在的现状，我们认为在坚持地

方党委和政府以及村支两委在农

村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和

核心作用之外，还应该从以下几

个方面创新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

路径和方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奠定思想基础和民心基础。

1. 建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

协同机制，凝聚有志于参与农村

思想政治工作的各种力量

第一，要针对参与力量的身

份差异明确和规范相应的职责。

要根据不同主体参与农村思想政

治工作的动机、驱动机制、职责

及成效评价等明确不同的职责。

第二，要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农村

思想政治工作的行为。社会力量

的参与和退出都会对农村思想政

治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必

须对其参与行为进行一定的约

束，地方党委政府可以通过协议

形式规范其参与行为，也可以探

讨购买服务的形式来激励社会力

量的参与。第三，要构建社会力

量参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价

机制与退出机制。社会力量参与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性决定了

必须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

参与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考核

评价。对于不能与党的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保持同向同行的实行强

制退出。

2. 探讨构建各级各类学校思

政课教师及大学生参与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的参与机制，壮大农村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新时

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坚持

开门办思政课，推动思政课实践

教学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

服务活动结合，思政小课堂和社

会大课堂结合”。各级各类学校

的思政课教师、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学生及专业的理论骨干可

以作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队伍支撑，有效缓解

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工作

任务重、专业能力难以满足需要

的现状。要构建起这一机制，不

仅需要学校思政课教师和大学生

的主动积极参与，还需要地方宣

传部门解放思想，为学校思政课

教师及大学生到基层宣讲党的创

新理论、配合基层党组织开展工

作创造条件。

3. 充分利用好地方红色文化

资源及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营造

良好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环境和

育人环境

红色文化资源及地方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

的重要资源，地方党委和政府不

仅要加大这些资源的保护力量，

更要加大开发利用的力度，尤其

是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利用

力度。因此，地方党委和政府在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利用各

种途径讲好这些红色故事，引导

村民和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尊重英

雄、学习英雄的良好氛围。但这

样的农村地区还相当少，以武陵

山区农村文化资源的存量来看，

绝大部分地方还没有觉察到红色

文化资源在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

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4. 创新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

话语体系，用村民熟悉的话语讲

好党的创新理论

话语体系的适应性制约着农

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只

有构建起贴近村民实际的话语体

系，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

实效。在农村调研和农村思想政

治工作的实践中，笔者曾以高校

思政课教师身份给村民讲授党的

创新理论、讲授党史数十场，在

讲授过程中能够让村民坐下来认

真听、听了有收获，一个重要的

诀窍就在于实现话语体系的转

换，用村民熟悉的话语体系来解

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构村民

熟悉的思想政治工作话语体系，

需要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者深入农

村、熟悉农村，了解村民的思想

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话语体系

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农村思

想政治工作的迫切需要，农村

思想政治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

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创新农村思想

政治工作的路径、方法，不断提

升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而

培养一支熟悉农村的理论宣讲队

伍、建构一套适合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的评价体系无疑是当前农村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执笔：黄向阳 周忠华 董

树军  匡立波  卓纳新）

责任编辑  苏鸿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