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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和谐发展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辩证思考

　段秀子 1 ,黄革平 2 　①

(1.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2. 株洲市规划局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理性分析和辨证思考。

而这些问题的核心 ,归根到底就是和谐问题 ,例如硬件与软件的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和谐、长远与现实的统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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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uilding of new socialist villages is a very comp licated system, which involves lots of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nalyzed rationally and considered from the dialectic point of view. There are hardware and software i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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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

战略任务。我国农村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再加上农

村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农村社会能否稳定 ,直接影响

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

说 ,没有农村的和谐 ,就不可能有城乡的和谐 ,就不

可能有整个中国的和谐。因此 ,本文从宏观上就如

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建设问题发一管之见。

一 硬件与软件的改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

村的基础

要推动事物的和谐发展 ,首先要找准和抓住事

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是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更是当前制约我国农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当前形势下 ,农村大

多数矛盾的症结就是贫困问题。据调查 ,凡是矛盾

较多的乱村、信访高发村 ,大多是经济落后村。只有

经济发展了 ,农民富足了 ,一些小的利益纠纷才可能

避免。[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要求 ,扎实稳步地

推进新农村建设。[ 2 ]但是 ,党中央提出的这 20字目

标要求当中 ,最重要的还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

这是和谐农村得以持续发展的硬件。农村经济不发

展 ,农民收入不提高 ,“乡风文明 ”就成了无源之水 ,

“村容整洁 ”就成了无米之炊 ,“管理民主 ”就成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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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木。[ 3 ]因此 ,在和谐农村建设中 , 必须毫不动摇

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 , 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 , 这也是和谐农村得以

持续发展的硬件。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首先要转变经营模式 ,

选准自己的发展坐标 ,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其次 ,

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一

般为 90 % ～95 % ,而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

20% % ～30 %。我国农产品加工增值效益很低 ,价

值 1元钱的初级产品加工后平均增值 0. 38元 ,而美

国增值 3. 72元 ,日本增值 2. 25元 ,因此 ,需要对农

产品进行精深加工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再次 ,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来制定城乡一体化发展

规划 ,从而加速城市与农村对接。[ 1 ]

但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只是一项伟

大的建设 ,更是一次深刻的改革。那种只抓建设 ,不

抓改革 ;只改善硬件 ,不建设软件 ;只注意经济基础 ,

不重视上层建筑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农村建设。

事实上 ,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是乡风文明、村民和谐

的硬件 ;乡风文明、村庄和谐是经济发展、环境改善

的软件 ,两者互相作用 ,互相促进 ,构成和谐农村建

设的基础。因此 ,在改善农村经济的同时 ,还要加强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这是和谐农村得以持续发展的

软件。要围绕职能定位 ,把农民想要做的事 ,变成基

层组织的份内工作。选好带头人 ,造就好班子 ,发挥

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开展经常性的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 ,循序渐进地引导农民摒弃陈规陋习 ,破除封

建迷信 ,倡导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生活

方式和新风貌 ,使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成

为有理想、有道德、守法纪、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据

调查 ,在湖南株洲市龙泉村开展和谐农村的建设实

践中 ,株洲市党建帮扶工作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完

善村级组织建设 ,着力增强党支部和村委员的战斗

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尔后 ,又通过开展党员干部的

远程教育和“文明家庭”的竞赛活动 ,并通过送法送

戏送技能下乡等一系列措施 ,大大提高了村庄的现

代文明程度 ,使农民在参与和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 ,

精神文化生活也丰富多样 ,勤劳致富的积极性更为

高涨。[ 4 ]

二 政府与农民的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

村的关键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 ,是党中央部署实施的

一项强国富民的伟大工程 ,牵扯面广 ,系统性强 ,具

体运作难度大 ,组织协调任务重 ,因此 ,正确处理主

导方面与主体方面的关系是关键。具体来说 ,政府

是和谐农村建设的主导 ,农民是和谐农村建设的主

体。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建设 ,是由党领导的各级党

组织主导的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的群众性的农村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的主

体地位是十分明确的 ,两者的关系在理论上也是十

分清楚的。但在实际工作中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

没有处理好 ,其合力的倍增效应还没有得到实现。

主要表现在 :一是主导脱离主体 ,不能真正了解农

业、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问题和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 ,

其结果是所做的决策与广大农民的实际要求有偏

离 ,得不到农民的认同、理解和支持 ;二是主导替代

主体 ,在具体工作中用替代和包办的做法 ,使农民主

体地位的作用得不到正常的发挥 ,在一定程度上强

化了一些农民的惰性和依赖心理 ,挫伤了农民的积

极性。

要解决这些问题 ,则需要真正发挥政府的主导

作用 ,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政府要在和谐农村

建设中充当领导者、组织者、协调者和服务者的多重

角色。重点是科学规划 ,搞好试点示范 ,增加对农

业、农村和农民的投入 ,提供公共产品 ,帮助农民解

决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关

键是在和谐农村建设中要使农民成为受益者、参加

者、监督者和管理者。只有广大农民大力支持和积

极参与 ,农村居民的意愿充分表达 ,自身利益得到有

效保障 ,新农村建设才有内在的动力。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 ,必须

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在组织领导上 ,将自上而下的工

作要求与自下而上的利益需要结合起来 ,改“干部

演戏 ,农民看戏 ”为“干部领舞 ,农民跳舞 ”,让农民

心甘情愿、争先恐后地担当起新农村建设的主角。

二是在工作决策上 ,将政府的规划指导与农民的民

主意识结合起来 ,变“政府说了算 ”为“农民说了

行 ”,让农民真正成为和谐农村建设的主人翁。三

是在项目实施上 ,将外来支持与内在愿望结合起来 ,

变“要农民干 ”为“农民要干 ”,让农民在和谐农村建

设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展现出来。比

如 ,湖南省攸县坪阳庙乡龙泉村是株洲市 31个新农

村试点村之一 ,市党建帮扶工作队进驻该村开展工

作后 ,较好地起到了指导、组织和服务的作用 ,既不

包办一切 ,也不放任自流 ,始终尊重和重视农民的主

体地位 ,充分体现了农民的意志。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 ,采取以奖代补、项目补助的方法 ,鼓励农民自力

更生 ,自主参与。如大棚蔬菜种植 ,每亩补助 1000

元 ;改水、改厕、改厨、改气 ,每户补助 1600元 ;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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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硬化 ,每公里补助 10000元。这样 ,就把政府的

主导作用与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了。[ 4 ]

三 长远与现实的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

村的核心

古人说“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千里之行 ,始

于足下 ”,讲的就是现实与长远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要着眼于长远规划 ,而且还要

立足于当前现实任务的完成。现实与长远互相依

赖 ,互为条件。现实的努力是实现长远目标的前提

和基础 ,长远的目标是现实努力的向导和动力。没

有坚持不懈的现实努力 ,长远目标就无法实现 ;没有

鼓舞人心的长远目标 ,现实努力就方向不明。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农村 ,作为一项宏伟的社会实践 ,其过

程自然也相当长远 ,需要制定长远规划 ,确定宏伟蓝

图。因此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实践中 ,我们

应当正确处理以下三个现实和长远的关系 :

一是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在加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 ,必须

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 ,考虑现实发展和未

来发展的需要 ,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 ,又重视资源环

境指标 ,既积极实现当前的发展目标 ,又要为未来发

展创造有利条件 ,决不干吃子孙饭、断子孙路的傻

事。[ 3 ]要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

建设。各级农村基层组织要从实际出发 ,在广泛深

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和专家论证的基础上 ,科学制定

建设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 ,对当前干什么 ,近期干什

么 ,远期干什么 ,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科学安排。既

不能把应该做而现在又能够做的事情推到将来去

做 ,也不能把虽然应该做但只有在将来才有可能做

到的事情拿到现在来做。

二是要实事求是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

前推进 ,积小步为大步 ,逐步实现规划所确定的目

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 ,工程巨大 ,任重道远 ,

必须循序渐进 ,不能急于求成。要从条件最成熟、最

容易做到的事情做起 ,从广大农民群众最关注要求

最迫切又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 ,努力让广大农民群

众尽快见到好处和效益 ,以坚定其建设美好家园的

决心和信心。群众一时不理解、不接受的 ,要耐心说

服等待 ,不要急于去做 ,更不能强迫命令。例如 ,根

据湖南株洲市龙泉村的实际 ,规划的建设目标为蔬

菜种植业和竹木加工业共同发展的生态和谐农村。

当前的现实问题是 :道路等基础设施滞后 ,村民生活

生产条件落后 ,蔬菜种植不成规模 ,竹木产业没有根

基。因此 ,将建设村级活动中心、硬化居民小组间道

路 ,扩大蔬菜种植面积 ,营造楠竹林 ,改造水、气、厨、

厕、坪 ,确定为近期建设的重点 ,这也是群众迫切希

望解决的难点。通过两年的努力 ,基本实现了建好

村级活动中心、硬化 7公里道路 ,完成 200户五改 ,

种植蔬菜和营造楠竹林分别达到 200亩的阶段性目

标 ,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增收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4 ]每年都有计划 ,每年都有行动 ,按照长远

规划目标 ,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实施 ,这是和谐农村

建设路径的正确选择。

三是要克服速战速决的心态 ,凡是符合社会主

义和谐农村建设大目标的事情 ,即使是眼前利益不

大 ,也要坚决去做 ,一抓到底 ;凡是不符合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大目标的事情 ,眼前利益再大 ,也要舍得

放弃 ,坚决不做。不要期望一两年或三五年就能大

功告成 ,更不能为了完成任务 ,为了出政绩而敷衍了

事、急功近利 ,只顾当前不想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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