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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 

——以湖南省湘潭县新农村示范区梅林桥村为例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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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摘 要】：十九大以来,我国倡导实施乡村振新战略,着力解决好农村发展问题。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塑造

乡村新风尚,更好地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并进。但在建设的过程中,村民原有的乡风受到了现代化建设的

极大冲击,社会矛盾加剧,因此如何协调地处理好新发展与乡风文明建设成为了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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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的建设。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不仅指出了要加强乡村经济建设,更把乡风文明建设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乡村风貌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陈规陋习并未彻底消失,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聚众打牌赌博、乱堆垃圾等现象仍

然普遍。严重破坏了良好的风俗,阻碍乡村发展。 

1 社会主义新时期倡导乡风文明建设的现状与意义 

1.1建设现状 

在国家的号召下,乡村地区广泛性地开展了乡风文明建设活动。通过建设“乡村图书馆”“文化长廊”等不断提高基础设施

覆盖率,为村民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大力举办“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等评选活动,树立楷模引导学习。不少地区荣获了“文化

先进县”“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县”等荣誉称号。但乡村文明建设并不完善,相较于城市水平仍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发展。 

1.2建设意义 

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新时代社会风尚发展的要求。首先,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新农村建设

的重要环节。对农村来说,优良乡风的弘扬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一方面破除了传统陋习带来的危害,为乡村振新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提高了村民道德文化素质,减少了社会冲突,稳定了乡村秩序。其次,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国家发展的必然

要求。乡村建设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难点。它为建立一个互利共享、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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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 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击下,村民出现道德滑坡 

传统的尊老爱幼、团结邻里等良好风俗,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缺失。2018 年 8 月,笔者对湖南省湘潭县新农村示范区梅林

桥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30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 240余份。调查发现,当邻居遇到困难时,只有 64.3%的人选择了主

动帮助,而 32.8%的人选择了视情况而定,剩下 2.9%的人则持有冷漠态度。这表明虽然乐于助人、团结邻里的思想仍占主流,但农

民的思想更加复杂,人与人之间的防备提升了很多。 

2.2村民日常生活单调,打牌赌博现象普遍 

据了解,村民闲暇时除了看电视外,打牌成了首要选择。乡村里不少商店、茶馆都提供桌牌服务,受到了极大欢迎。村里因打

牌赌博致贫、引起家庭矛盾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嗜赌风气的盛行破坏邻里关系、败坏乡村风气。参赌村民每

天的生活单调,其生存能力和体质明显退化,应对意外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也相应下降。 

2.3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设备老化破损严重 

梅林桥村建有“二十四孝文化长廊”,但绝大多数宣传牌已经破损,上面的文字有的缺少了一部分,有的甚至完全损坏了。据

了解,村民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整度也持有不同的态度,23.2%的村民认为建设得非常完善,58.9%的村民认为建设得比较一般,

剩下 17.9%的村民认为建设得很不满意。除此之外,村民对基础设施的了解也十分不足,利用率低下。 

2.4村民与干部之间较为疏远,政策实施形式化 

梅林桥村虽作为湖南省新农村建设典型示范村,但大多数村民对村委会并不了解。村民对村干部持有较大意见,对其工作的

满意度不高,关系疏远。当遇到问题时,仅有 39%的村民选择了找村干部解决,绝大多数人选择自行解决或者报警,这明显地体现出

村干部公信力不足。村里每年举办的评选“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等活动存在着严重的形式化问题,实施力度小。 

2.5开发方案不完善,本地居民与开发商矛盾尖锐 

梅林桥村走的是旅游推动经济的路线,当地建设的游乐场带来了不少开发商,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发展,但村民并没有真正地

享受到发展红利。村民的地大多被外包给了开发商,作为农民的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而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绝大部

分落入了开发商的手里,由此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利益对抗。加上不同的处事风格,本地村民与外来开发商之间形成了巨大矛盾。 

3 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解决措施 

3.1加强对村民的教育,提高村民的文化知识涵养 

乡风文明建设是一个整体的工作,它离不开每一个村民。第一,村干部需要加强有关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的力度,使村民

形成遵纪守法、爱国爱家的价值观念,养成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意识,践行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第二,开展“文明家庭”、

“五好家庭”等评选活动,调动村民积极性,使其踊跃参加。第三,开展农闲读书、扫盲讲课、普法宣传等活动,使村民不仅识字

懂礼,还能够知法懂法守法,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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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展多元化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选择 

多元化的文化活动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村委会发挥好领导者、组织者的

作用,通过送书、送戏进家庭等方式来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的选择;第二,建设乡村图书馆、阅览室,加强宣传引导,注意打理整修,

做到长期保持良好的书屋环境;第三,举办关于文明的竞赛,学习借鉴网络模式,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第四,加强乡村文化

宣传队伍建设,大力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乡村文化宣传队伍是开展文化工作的领导力量,在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中发挥着

主体作用,需要培养一批农村文化宣传人才。 

3.3加强对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领导,树立村干部公信力 

第一,村干部需要坚持正确的思想,工作应为村民服务,为乡村建设服务,不能产生权力为己、以权谋私的念头。错误的思想

会带来败坏的乡风,钱权交易的行为会让村干部最终丧失自身的公信力。第二,干部要有相应的领导能力,要在其位要谋其政。系

统进行乡村建设的学习,积极主动去典型的先进示范村学习经验,将适合本村发展的措施大力推广。村干部的能力是需要锻炼的,

在本村开展多样化的活动来增强其实践经验。第三,村民是一个村的主体,作为干部要深入到村民之中,认真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

不能整天坐在办公室“读书看报”。通过和村民的交流,逐渐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3.4完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乡风氛围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城市适当支持。在长期的发展中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

完善,而乡村却处于长期落后的状态。实施“城市助力乡村发展”战略,将城市的建设资源有选择地向乡村倾斜。第二,乡村自立

发展。乡村需要从自身特色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打造旅游乡村、文化故地等途径来拉动当地发展。第三,加大宣传,吸引

企业投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社会的支持,通过宣传吸引企业进行投资,以实业带动当地发展。第四,建设特色

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内容不是千篇一律的,需要结合当地特色,建设特色乡风。 

3.5五是建立乡风文明建设增长机制 

促进乡风持久发展的乡风文明机制包括合理的组织领导、监督、考评激励、持续管理这几个方面。第一,形成合理的组织领

导机制。村干部的工作需要进行适当的分工,减少工作推诿的状况,提高工作效率,贯彻落实工作步骤和要求。第二,完善监督机

制。采用多种形式监督村干部的工作落实情况,村干部定期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向村民公示工作情况与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第三,健全考评激励机制。上级部门将乡村文明建设的情况纳入村干部们的考核范围,对表现较好的干部进行给予物质奖励

与精神奖励,对消极懈怠的干部批评与惩戒。第四,形成持续管理机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形成长效管理模式。对于后期没有做

好建设的家庭撤销文明称号,坚决地执行初选的评判标准,以便推动乡风文明建设长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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