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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及其现实启示

——以《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杨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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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国家工业化战略启动后，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新

中国第一个指导乡村全面建设的长期规划，文件集中展现了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

对于新中国的乡村建设，毛泽东主张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各项社会事业等多方面入手，其基本思路

包括：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组织依托，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农民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

工农城乡互相支援为重要保障。毛泽东关于乡村建设的部署和主张，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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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Basic Thought on Rural Construction in New China and Its Realistic 
Inspiration: An Examination Centered on “Outline of 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956—1967)”

YANG Mengying

（Rural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810, China）

Abstract：“Outline of 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956—1967)”, formula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o Zedong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is the first long-term plan to guide the 
overall rural construction in New China. For the rural construction in New China, Mao Zedong advocates that 
the work should be done in terms of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various social undertakings. His 
basic ideas include tak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as th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armers’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mutual support between workers and farme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important safeguard. Mao 
Zedong’s deployment and proposition on rural construction still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business friendly,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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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为破解农村日益凋敝的困局

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是，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

乡村依然面临着破旧立新、全面建设的重任，特

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确定后，如何在社会

主义工业化建设目标引领下探索推动乡村重建，

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思考和

面对的重大问题。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又

称《农业四十条》或《四十条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是集中反映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乡村建设基本

思路的重要文件。第一，从主要内容上看，文件虽

以“农业发展纲要”命名，但实际却涵盖了乡村建

设的方方面面。《纲要》不仅提出了通过技术革命

发展农业生产，改造乡村生产力，还强调通过社会

革命革新乡村生产关系，更要求在新的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基础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各

方面的建设。因此，《纲要》是以全方位改造乡村

落后局面为核心内容的长期发展规划。第二，从作

用时限上看，尽管从表面看，其时间限度为 1956
年到 1967 年，但实际上其基本贯穿了毛泽东探索

领导乡村建设的全部实践历程。《纲要》不仅将新

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毛泽东领导农村实践过程中的

诸多构想和布局加以明晰和强化，更在 1967 年后

多次作为战略目标被提及。可以说，《纲要》诸多

思想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际指导作用则

贯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从起草过程

看，《纲要》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经全党全

国反复讨论修改通过的重要历史文件。从起草到草

案通过与公布、从修改到修正草案通过与公布、从

再次修改到《纲要》正式通过，这一过程历时四年

零五个月，毛泽东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

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基于《纲要》研究毛泽东关于乡村建设的基本

思路，对于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领导“三农”

工作的根本方法，深入把握新中国“三农”事业

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进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主持制定《纲要》的背景及

过程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指导乡村全面建设的长期

规划，《纲要》是在国家工业化战略启动后，应

农业农村发展新要求制定的。国民经济恢复后，

党中央基于国际国内形势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发

展道路，并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起步，农业农村必须充

分改变分散落后面貌，才能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

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以之为牵引，《纲要》勾画了未来 7 年或 12 年（即

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间）

农业农村发展所应达到的远景目标及其具体路径，

以适应农业农村加速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

要。简言之，《纲要》的制定，主要是为了摆脱

农业农村发展落后对工业建设的制约作用。把握

了这一宏观背景，便能充分理解毛泽东充分重视

《纲要》的内在原因。

《纲要》正式制定始于 1955 年底，即农业社

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形成之际。以发展重工业为主

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

盾随之凸显。基于小农经济增产有限，而依靠机

械化发展农业生产不能一蹴而就的认识，中央达

成了以农业合作化运动改造小农的共识，农业合

作化运动由此铺开。1955 年 7 月，基于对农村形

势变化的研究，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

记会议上提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并采取了

党内批判“右倾思想”的方法加以落实。随着农

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毛泽东认为应在此基础

上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并要求在“社会

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

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

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1]。由此，《纲

要》的制定工作提上了日程。

1955 年 11 月，在对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情

况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同 15 个省

委书记交换意见，共同拟定了纲要的雏形——《农

业十七条》。此后，经在党内广泛搜寻意见、调

查研究与座谈讨论，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形成

了《纲要》的草案初稿。为了进一步增加其科学

性，按照毛泽东的安排，《纲要》的草案初稿作

为 1956 年 1 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文件，采取扩

大人群的方式，在会上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与建

议。其后，正式形成了《纲要（草案）》，并在 1
月 25 日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于次日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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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布。

《纲要（草案）》下发后，激发了广大人民建

设乡村的巨大热情。经过近两年实践，基于人民

群众的意见和对农村发展形势的新判断，毛泽东

又组织有关力量对草案进行了大幅修改，形成了

《纲要（修正草案）》，并在 1957 年 10 月 25 日

下发。1958 年，受“大跃进”影响，《纲要（修

正草案）》再次修改，形成了第二次修正草案。不过，

随着“左倾”错误逐步纠正，第二次修正草案未

得到中央认可。1960 年 4 月，以第一次修正草案

即《纲要（修正草案）》为基本文本（只将修正

草案中第 27 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进行了修改，

其他各条均未修改），中央正式通过并公布《1956
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从《纲要》的形成背景和制定过程可知，《纲

要》并非突发奇想而提出来的，其是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顺利

实施而规划的农业农村发展蓝图，是一个凝结全

党全国群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美好愿望的历史文件。

二、《纲要》的主要内容与核心要义

从文本来看，《纲要》共计 40 条，其内容涉

及农业生产、农村进步、农民发展的方方面面，且

随着文件几经修改，不同时期每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均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纲要》的核心要义是

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

业以及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进而推动农业农村新

发展，并支撑工业化建设。与之相适应，《纲要》

的主要内容包括推进农业合作化、发展农业生产和

进行农村社会文化各方面建设等三个部分。

关于推进农业合作化，条目内容上仅涉及第 1
条，但综观《纲要》制定背景和修改过程，可知

中央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并立足不同时期的发

展形势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要求。具体来看，《农

业十七条》和《纲要（草案）》聚焦农业合作化

运动发展，对其任务和进度进行了全面规划，分

别要求 1959—1960、1957—1958 年基本完成合

作化的高级形式，并对发展过程中特殊分子入社

等问题做了细致规定。由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

1956 年底基本提前完成，以《纲要（修正草案）》

为代表，中央将着眼点转移到了农业合作社巩固

问题，要求把握合作社的领导成分、办社方针、

经济发展与利益分配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等重要条

件，完成合作社巩固任务。

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纲要》提出中心任务是

粮食生产的“四五八”目标，即从 1956 年开始，

在 12 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

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 1955 年

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

以北地区，由 1955 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

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 1955 年的四百

斤增加到八百斤。这一点，从《农业十七条》开

始一直保持不变，这反映了中央对粮食增产的高

度重视。围绕这一目标，《纲要》提出了推行增

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两个保障条件，并进一步

详细介绍了 12 条增产措施。12 条增产措施分别为：

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

农具；推广优良品种；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

作物；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

保持水土；保护和繁殖耕畜；消灭虫害和病害；

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这 12 条增产措施，将

中国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经验和现代农业生产技

术相结合，是中国几千年农业生产智慧的总结和

结晶。此外，《纲要》还对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

以及农业科技、国营农场、气象水文等工作进行

了全面规划。客观而言，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

长期性与复杂性认识不足，《纲要》提出的部分

农业生产指标与要求存在着一定的急于求成色彩，

但其中蕴含的因地制宜、分区域规划、实行多种

经营等思想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

在农村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建设中，《纲要》

既对社会救济、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

住房条件等关系到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各项工作

进行了规划，还对移风易俗与文化教育等有关农

民精神风貌的工作提出了要求；此外，《纲要》

还对农村社会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妇女儿童、退伍

军人、各类青年、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等特

殊群众给予了关注。其涵盖面之广泛，足以体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造乡村面貌

问题细致周密的考虑。

从主要内容可知，《纲要》提供的是一种把

实现农业合作化、改进农业耕作技术和生产条件、

改造农村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等结合在

一起的综合性乡村建设方案，承载着以毛泽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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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美好、

农民富足的期待与愿景。

三、毛泽东关于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

作为一个由毛泽东主持制定、历时四年零五个

月形成的重要历史文件，《纲要》将毛泽东长期

以来领导农村实践过程中的诸多构想和布局加以

明晰和强化，呈现出毛泽东关于乡村建设的基本

思路。

（一）以农业合作社为组织依托

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便提出合作社是“由

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2]；新中国成立后，他又

敏锐意识到互助合作使国家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

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纲要》延续并发展了这一

思路，要求以农业合作社为载体，构建起有利于

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的组织方式，在社会主义道

路中重塑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

首先，依靠农业合作社，给生产力发展开辟广

阔道路。利用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克服小规

模土地私有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弊端，是农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动因。对此，毛泽东指出：“个

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3]177《纲要》

序言也强调，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实现“四五八”

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因此，《纲要》清晰规划出这一发展思路：在农

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对农村土地重新进行规划利用，

并推广新型生产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根

本上提高农业产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

其次，以农业合作社为依托，解决农村社会事

业开展的内生动力问题。毛泽东深刻意识到，依

靠封建宗族势力开展社会事业不具备广泛性和持

久性，他主张依托农业合作社开展大规模的公共

建设，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供给，从源头上解决

农民可能面临的生存危机。故《纲要》明确提出，

要在合作社内建立电话网等基础设施，并对鳏寡

孤独社员实行优待。这种利用集体力量寻求解决

方式的办法既适应了国家财力有限的现实情况 [4]，

又使农村社会事业建设有了根本的制度依托和内

生动力。

最后，利用农业合作社，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自成立起

就坚定的旗帜和方向。国民经济恢复后，避免农

民贫富两极分化，防止农村阵地被资本主义占领，

是毛泽东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考量。对此，

《纲要》序言指出，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将使

农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随着农业合

作化运动基本完成，乡村的所有制结构将发生深

刻变革，农民也组织起来成为农村建设的阶级基

础，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将在发展社会主义

道路中全面重构。

（二）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

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支撑农业农村建设和国

家工业化目标实现，是毛泽东主导制定《纲要》

的主要逻辑出发点。对此，《纲要（修正草案）》

序言开篇提出：“这个纲要是在我国第一个到第

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

以便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以及全

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斗争纲领。”[5]559 可见，在

毛泽东关于乡村建设规划中，农业生产发展是重

要的经济基础。

其一，农业生产发展是农村社会各方面建设

的基础。毛泽东将农村各方面工作看作互相联系

的综合体，他认为，生产发展后，具备一定经济

基础的农民自然会产生其他需求，即“农民发展

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得到饱食暖衣之后，他们

就要求修房子，盖新屋，改善居住条件；要求读

书识字，提高文化；也要求治疾病，讲卫生，‘人

财两旺’”[6]。同样，农业合作社作为乡村全面建

设的组织载体，只有具备经济实力后才有开展各

项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毛泽东在《纲要》中多次

强调合作社要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工业的重要原

因。同时也可推测出，在对农村各项工作进行了

大量部署与规划后，这份文件仍冠以“农业发展

纲要”之名的内在原因，即农业生产发展统领着

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7]。

其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实施必须以农业

生产发展为条件。长期以来，毛泽东都将乡村建

设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和工农发展大局中加以审视

和布局。工业化战略确立后，面对逐渐暴露出来

的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问题，毛泽东认为，必须

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寻求“治本”之策。针对如

何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将农业合

作化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并

将这一思路贯彻到《纲要》的制定中。因此，《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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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充分关注的同时，历经

数次修改均未调整过粮食生产“四五八”的目标，

并将农业增产的 12 条措施做了全面规划与细致安

排。此后不久，毛泽东还在《纲要》实施过程中

进一步总结了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以推动

农业生产发展。

（三）以农民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

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是党开展农村工作的重要

遵循。纵观《纲要》全文，农民共建共享是贯穿

始终的重要原则，体现了毛泽东乡村建设思想的

根本立场和根本方法。

一方面，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建设乡村。毛泽东

历来重视发挥农民积极性，《纲要》制定过程中

他明确指出：“这个纲要主要是动员农民来实行，

是依靠群众，国家只给以一定的帮助，因此是个

群众行动的纲领。”[3]512《纲要（修正草案）》序

言也强调：“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辛勤劳动。”[5]560《关于

〈纲要草案〉的说明》更详细指出，《纲要》主

要是向农民提出的，其目标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如果事事依赖国家，

其结果势必推迟农村事业的兴办，有的甚至办不

起来了。如果把国家财力大量地使用到这些方面

而缩减工业投资，就会推迟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

这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

对于农民，都是不利的。基于此，毛泽东在《纲要》

中还专门明确了发挥劳动妇女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坚持农民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

如前所述，毛泽东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推动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贫富两极分

化。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

合作化，才能从制度上铲除两极分化的制度根源，

保证农民共同致富。《纲要》序言也进一步强调，

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完成，使我国绝大多数农民

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让

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

富裕和共同繁荣。诚然，随后开展的人民公社化

运动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但不可否定，毛泽

东主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为广大农民实现共同

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

（四）以工农城乡互相支援为重要保障

尽管中央多次强调《纲要》贯彻实施的主体是

广大农民，但是这并不代表此进程中工农城乡是

完全割裂的，相反，《纲要》十分重视工农城乡

的互相支援，并在文本中专门列出一条（即第 40
条）规定了工农沟通支援的具体内容。这也表明，

毛泽东始终在工农城乡关系大局上思索乡村建设

进路。

事实上，《纲要》以保证工业化战略实施为重

要目标，就已经反映出毛泽东对工农城乡有效互

动的重视。对此，《纲要》序言明确阐述了农业

在为工业供应粮食、原料、市场方面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不单方面强调农业对工

业的支援，他认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同样是保

证工业化战略得以推进的重要因素。对此，他曾

从六个方面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及发展农业与工

业化的关系，并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

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

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8]。

正是基于“互相支援”这一立足点，《纲要》

才对农村的机械化工作、气象水文工作以及邮电

业、交通业、商业等需要大规模工业产品支持的

事业作出了全面规划，并在修正草案序言中提出：

“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总是尽

可能援助农民的。纲要所规定的许多农业增产措

施，今后将逐步得到人民政府的更多的必要的援

助。在实际上，这是工农的互相支援，城乡的互

相支援。”[5]560-561

四、毛泽东乡村建设思路的时代价值

以《纲要》为中心考察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乡村

建设的主张和思路，对新时代新征程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有重要启

示意义。

（一）规划先行，循序渐进推进乡村建设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规划譬如建筑的图纸，

如果没有其发挥引领作用，乡村建设只能落入盲

目开发的境地。由《纲要》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可

以窥见，毛泽东对新中国乡村建设的各方面内容

都进行了周密规划，正是在这一规划的指引下，

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热情迅速高涨，新中国乡村

建设才有了根本性方向和关键性突破。新时代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也应坚持这一原则，即无规划

不建设，必须循序渐进开展工作。对此，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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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也明确指示“新农村建设要规划先行”。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乡村数量众多，且乡村间产

业结构、资源禀赋和文化习俗迥异，“千村千面”

是中国乡村的真实写照。故在制定乡村建设规划

时，要全面摸清村域范围内的基本情况，合理布

局生产、生态、生活空间；并在此基础上，结合

当地的历史基因和文化记忆，分类确定建设模式，

做到“一村一策”，和而不同，实现乡村自然美

和现代美相统一，个性美和整体美相融合。

（二）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

从《纲要》的制定过程和实施情况来看，依

托农业合作化运动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新中国乡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就，这

对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职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改革开放后，随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合作经济”和“集

体经济”在农村实践中实现了分野，并出现了合

作经济蓬勃发展而集体经济式微的局面，进而从

根本上制约了乡村建设的发展。对此，要更加重

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特别是抓住中共

十八大以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和农

村集体股份合作制广泛建立的契机，进一步发挥

好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资源开发、集体产业发展

等方面的功能，为乡村建设特别是各类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的推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村

庄经济发展需求和社会建设需求的充分耦合。

（三）以农民为主体开展乡村建设

把乡村建设成什么样的家园，农民最有表达

权，也最有参与权。《纲要》实施过程和新中国

乡村建设实践表明，如果农民主体地位被弱化，

乃至被忽视、被取代，那么乡村发展规划就很难

真正满足农民需求，更谈不上得以顺利实施。只

有充分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保证农民“不掉队”，才能真正激活乡村建设的

内生动力。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要体现在乡村建

设的各环节和全过程，也就是说，要体现在“怎

么建”“如何建”“建成什么样”等重大问题上。

具体而言，关于“怎么建”问题，就是要在乡村

规划中让村民“说上话”。大到产业的融合发展，

小到院落的规划整修，都要通过完善农民参与的

程序和方法，引导农民参与决策，激发农民的主

动性，防止农民参与流于形式。关于“如何建”

问题，要发挥农民的能动性，政府重点做农民干

不了、干不好的事；做到农民期盼干的抓紧干，

农民应该干的尽量交给农民干。关于“建成什么样”

问题，要满足农民需要，不能凭着想当然规定和

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真正为农村群众创造宜居

宜业的村落形态。

（四）凝聚内外合力建设乡村

毛泽东关于城乡互相支援建设乡村的基本思

路，在新中国乡村建设和工业化战略实施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城乡关系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但如何凝聚内外合力推动乡村建设的

问题仍然值得重视。首先，要吸引国内外人才建

设乡村。人才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乡村建设内容

丰富，所需人才多种多样。为盘活更多人才要素

回馈和建设乡村，应探索建立乡村工匠培养和管

理制度，并制定有效激励机制，加快培育各类技

术技能和服务管理人员。其次，要吸引国内外资

本投资乡村。资金是乡村建设的支撑，一方面，

要以建立稳定完善的利益联结和利益分配机制为

抓手，激活农村自由资本；另一方面，以营造良

好环境和打造服务平台为着力点，撬动更多社会

资本投资乡村。最后，要以改革为引领激活农村

土地要素。换言之，要持续深化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改革和农村宅基地改革，总结试点经验，强化

土地要素赋能。

作为一个出身农民家庭又高度重视“三农”问

题的领导人，从建党之初到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

间，毛泽东都与我们党对农业农村问题的认识和

处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乡村面临着全面建设的重任，特别是国家工业化

战略确立后，推进乡村建设不仅是农业农村发展的

内在要求，也成为工业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为此，

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试图为全面改造农业农村落后面

貌规划远景目标，并谋划基本路径。

对于乡村发展问题的思考，毛泽东早已有之，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思考逐渐明确清晰。为了进

一步将这些思考具象化，并用以指导农村实践，

毛泽东为《纲要》的起草与修订付出了大量心血。

从起草到草案通过与公布、从修改到修正草案通

过与公布、从再次修改到《纲要》正式通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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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亲自参与。但这绝不意味着，《纲要》是毛

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相反，为了增加《纲要》

的科学性，全党各级干部几乎都参与了《纲要》

的制定过程，甚至全国人民都加入了《纲要》的

讨论与修改。因此，《纲要》深刻体现了毛泽东

关于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但同时，其也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对于乡村建设的规划是全面而系统的，

他主张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各项社会事业等多

方面入手，全方位改造农业农村。《纲要》的核

心内容——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发展农林牧副

渔等生产事业以及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就深刻

体现了这一点。同时，《纲要》也反映了毛泽东

关于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

组织依托，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农民

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工农城乡互相支援为重

要保障。

客观而言，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与

复杂性认识不足，《纲要》中也存在着一些与实

际情况存在偏差的要求和指标；特别是在《纲要》

实施过程中，受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判断影

响，其存在着忽视经济规律、以政治命令方式开

展建设的情况，这也是《纲要》的内容和指标几

经修改的内在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纲要》

中内含的毛泽东关于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是科学

而全面的，它不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

业农村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为工业

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撑。放眼于今天，

在举国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大背景下，其思想火花仍未在历史

中湮灭，甚至因新征程下与其“异曲同工”的发

展任务而显得更加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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