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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深受近代以来俄国农业生产的现实逻辑和英美国家农业发展的实践逻辑的叠加影响，

这一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农业改造思想、农业合作化思想、农业生态建设思想、农业电气化思想。列宁

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现实启示在于：工业化的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未来方向，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农业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振兴乡村文化为重点全面建设乡村文明新形态，着力抓好农村基层党建推进乡

村治理现代化，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扎实推进乡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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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nin’s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practical logic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Russia since modern times and the practical logic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Brit-
ish and American countrie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ideology includ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deology,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deology,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deology, and agri-
cultural electrification ideology. The practical inspiration of Lenin’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ought lies in the fact that industrialized agriculture i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
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al mod-
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the focus on revitalizing rural culture, we will comprehensively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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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form of rural civilization, focus on promoting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in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We will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new rural elites 
to solid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Leni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是推进苏联式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20 世纪初，俄国在重塑新的政

治版图的同时，还深刻再造了其经济和社会结构，引发了农业领域一系列深刻转型。本文旨在通过探讨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解析其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应用及其影响，探寻其中蕴含的治理方略和行动策

略，为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2.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出场逻辑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是在俄国农业滞后和与英美国家差距明显的现实逻辑与实践逻辑下提出的。列

宁以英美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参照，着力探索符合苏俄农业发展水平的现代化新道路。 

2.1. 近代以来俄国农业生产的现实逻辑 

近代俄国农业的发展受到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农奴制废除、现代化技术的引入以及

土地改革都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现实因素共同塑造了近代俄国农业的特征，同时也引发了

政治和社会动荡，最终改变了俄国社会的历史走向。 
被称为“解放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 1861 年 2 月 19 日发布了废除农奴和解放农奴的法令。农

奴制改革使两千多万农民摆脱了农奴的依附地位，人身自由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农民虽获得人身自由，

但也因获得份地必须承担劳役和缴纳代役租，由于“解放”，农民只能被迫以高于实际地价的金钱“赎

买”自己的份地，农民改革使全国农民平均获得 3.4 俄亩份地，为此付出赎金 8.67 亿卢布，较实际土地

价格高出 3.23 亿卢布([1]: p. 25)。由此可见，支付赎金是一场掠夺，农民虽勉强生活下来，却摧毁了个人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按市场原则改组的前进步伐，使俄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对此，列宁指出，“臭名远扬的‘解放’是对农民无耻的掠夺，是对农民实施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

辱”([2]: p. 174)。由于改革保留着大量封建残余，农民仍旧没有争得自由，这就导致俄罗斯农民和土地问

题依然十分突出，进一步阻碍了俄罗斯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俄国政府迫于 1905 年起义暴动的压力继续推行改革，1906 年 6 月颁布的“六月法令”试图解决土

地所有权及其分配问题，允许农民购买和拥有土地。然而，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官僚体系和地主阶级的阻

挠，土地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因地区而异。斯托雷平在杜马的支持下推进农业改革，意在让农民成为独立

的生产者，鼓励建立农民独立的个体经济和田庄。对于无地农民，斯托雷平一方面推动他们进城，成为

工人，另一方面引导他们前往西伯利亚开发土地。从 1906 年起，俄国谷物收获量大增，1913 年谷物收成

量达到创纪录的 8850 万吨，同年谷物收获量比美国高 30%，从 1900 年到“一战”爆发期间，俄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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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3]: p. 25)。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现代化特征，但“一战”爆发中断了俄国资本

主义现代化进程，战争中夺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将俄国引向了另一条路。 
俄国赶超型现代化模式是从列宁开始的，尽管最初只具备实验的性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试图探索

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路，实际上在当时的广大农村地区，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的影响几乎微

乎其微，且俄国受“一战”的影响，国内粮食短缺，这对农村社会造成了额外的负担。农村社会极不稳

定，充满了不满情绪，在此背景下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进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

条异常艰难的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在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土

地问题的报告》，并在该报告中附上了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有关土地平分思想的农民委托书。尽管在“十

月革命”之前，列宁一直主张土地国有化，而非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但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他选择支持

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立场[4]。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土地，无产阶级政党此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

最大范围内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府承诺改善土地分配和农村社会的状况。从后续实

践结果看，列宁的“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只走了一半，即只走了把地主的土地平分给农民这一段，而

后半段，代之以倡导的、调控的、行政干预性的农地规模化手段[5]。 

2.2. 英美国家农业发展的实践逻辑 

俄国在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同一时期，英美国家已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和技术创

新，而俄国的农业依然滞后，仍以传统的手工劳动方式为主。土地制度和社会体制上的限制反映出不同

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不同历史轨迹和实践逻辑。 
英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 18 世纪中叶的农业革命。英国历经几百年的圈地运动为现代农业提供

了制度保障，推动农业集约化发展，马克思指出：1851~1871 这二十年，300~500 英亩的租地农场由 7771
个增加到 8410 个，500 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 2755 个增加到 3914 个，1000 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 492
增加到 582 个([6]: p. 780)。19 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农场在农业生产方面有显著优势，英国是当时世界上

最主要的农产品生产国之一。在俄国基本实现棉纺织品自给自足之时，1850 年的英国企业家共拥有 2100
万支纱锭；1835 年的英国大约有 1500 家棉产品制造商，而到 1860 年不列颠诸岛已拥有 4000 家棉纺厂

([7]: p. 147)。英国棉花种植业和棉纺织工业的竞争实力与繁荣程度可见一斑。不过，在英国农业历经维

多利亚中叶的繁荣期后，却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连连歉收，农业危机导致农村地区的经济压力，英国

进入农业萧条期。与此同时，美国却经历了农业和经济的迅猛发展，逐渐崛起为世界上又一个新兴的农

业和经济大国。 
美国是通过走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道路完成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其农业现代化同样是建立在压迫

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在 1910 年，美国有 150 万分成制佃农，黑人占 100 万以上。美国的黑人在经济状

况上同俄国中部地区的‘前地主’农民极其相似”([8]: pp. 157-159)。此外，美国还通过改进农业技术，

更多地使用肥料和机械跻身于农业强国。1831 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塞勒斯·麦考密克发明了机械收割

机，大大提高了收割速度和效率。这一发明为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化铺平了前进道路。1860 年，美国南部

的棉花产量已超过 22 亿磅，这个数字在机械化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内战结束那一年，美国拥有收割

机达 25 万台，较内战前翻了 1 倍。从内战结束到 1900 年，大约有 12,000 多项农业技术发明取得了专利

权。从备耕到收获农作物的每一个环节基本都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拖拉机在 20 世纪初也开始普

及，机械的普遍化使用助推美国的农业生产成为全球的佼佼者。总的说来，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

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这一趋势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继续加强，成为美

国现代农业的标识性特征。 
英美等国的发展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列宁对于农村问题、土地问题、农业机械化以及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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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主义之间差异的认识和理解，促使他开创了一条属于苏俄农业现代化的独特发展道路及其经营模

式。 

3.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精髓，并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和传统文化，提出了适

合俄国发展实际的农业现代化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3.1. 农业改造思想 

实施土地国有化政策以实现平均地权。在沙皇时代，俄国的土地主要由贵族、地主和教会等少数特

权阶层占有，严重的土地不均，农民生活困苦，贵族剥削农民。土地占有的矛盾是俄国农村矛盾的核心，

解决这一问题是实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首要任务。列宁早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就认识到土地问题

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并支持农民夺得土地的斗争。他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指出：

“严禁土地买卖、转租的行为，要求全部土地收归国家中央所有，实行土地国有化。”([9]: p. 164)革命胜

利后，苏俄颁布了《土地法令》，贵族、地主和教会拥有的土地被没收并归国家所有，通常按照农村家庭

的劳动力和需求再分配给农民，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土地国有化的基本国策。列宁认为，过去资本主义

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根源于私有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垄断方式，广大农民深受其害，是不可能获得

本属于他们的利益。所以，要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前提是终结资本家的垄断，实施土地国有化，将土地

真正地还给人民。“实施土地国有化，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10]: p. 391)。土地国有制度在

消灭土地私有制、终结土地资本家的垄断和清扫阻碍农业发展障碍等方面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解决

俄国落后农业生产唯一可行的道路。 
坚持引导和改造农民小资产者。列宁认为“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11]: p. 177)。农业要得到

发展，必须重视农民，农民是农业活动的主体。在当时，苏俄农民里中农占比最高，中农即为农村的小

资产者是农民群体中的主体力量，具有劳动和经商的两重性，中农所具有的两重性导致农民有滑向资产

阶级的可能性，故改造农民小资产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无产阶级对农民小资产者的改造不可操

之过急，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如列宁所述，倘若“某个共产党人若想在三年内把小农业的经济基

础和经济根系改造过来，那他一定是一个幻想家……因为改造小农的整个心理和习惯，需要花几代人的

时间”([12]: p. 53)。此外，列宁支持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自愿原则，即农民可以自愿加入合作社，并决定

自己的土地和生产方式，“要同中农妥协，要让中农逐渐地、自愿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3]: p. 470)。他

认为农民比布尔什维克更善于正确而妥当地解决问题，苏俄早期坚持在农村改革中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

意愿，没有像后来那样采用强制手段推进改革。 

3.2. 农业合作化思想 

推进共耕制向合作制的合作方式转变。如何从制度上组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先后推行了两种

农业合作制的设计模式，即共耕制和合作制。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苏俄走的是由国家直接干预以直接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农业生产方面对应的是施行共耕制，将分散的农民集中组织起来，实现小农经济

向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直接过渡。列宁认为，“只要从这种分散的小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劳动生产率就

会提高一两倍，农业和人类生产活动中人的劳动就会节省一半以致三分之二”([13]: p. 353)。他反复强调

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的出路”([13]: p. 357)。可以看出，当时列宁将恢复发展农业的希望主要寄托

在组织大集体农庄实行共耕制上。但是，强制推行遭到了农民的反对，“即使在共耕制发展的最高年份

1921 年，参加户数也只占农户的 0.9%”[14]。国内战争开始后，军事共产主义的实施和余粮征集制迫使

农民将“余粮”上交给国家，造成农民贫困，暴动此起彼伏，农民要求根据自己意愿自由支配土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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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通过建立集体农庄，在生产领域直接实现小农经济与国家经济结合的路是行不通的，共耕制“试

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同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政党

要是实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12]: p. 210)。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都不能损

害农民利益，共耕制失败后，列宁将农业合作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通过合作社道路走向社

会主义。合作社被认为是让农民感到简便易行且容易接受的，向新制度过渡的最佳途径，是将千百万小

农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桥梁。 
坚持以商品交换为纽带，以市场为基础，发展合作社。列宁在 1921 年已认识到，如果不能满足中农

的要求，停止切断商品流通的可能，那么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能给农民机

器，那就能帮助他们发展……如果你还给不了这些东西，那就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商品”([15]: p. 20)。由

此，他主张恢复商品流通，以商品经济为纽带从建立供销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入手，逐步建立起更高形

式的生产合作社。农民只需交了粮食税，剩下的粮食就可以进行自由贸易。在此时，列宁关于合作化的

认识还不深入，还把合作社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并没有放弃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农业模

式，只是希望通过在流通领域组织农民，“利益诱导”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待时机成熟再将合作化推

向生产领域[16]。直至生命后期，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才发展成熟，不再将合作社看成暂时的过渡手段，

而是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合作制和商品

经济相互依存，社会主义离不开市场。列宁找到了一条尊重农民意愿，承认和利用商品经济、利用市场

联系工农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是一大创举，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观。 

3.3. 农业生态建设思想 

对资本主义农业生态遭受破坏的深刻批判。列宁对资本主义农业大生产进行了深入研究，主张以辩

证法的态度看待生态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提高生产力、促进农业集约化发展上有积极意义，但是

“资本主义破坏了土地经营和土地肥力之间的平衡，这是毋庸置疑的”([17]: p. 98)。化肥的使用破坏土

壤结构，土地肥力下降，水土气污染的环境代价增强，农业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列宁注意到，

大机械化在农业中的应用也使劳动力的作用被削弱，农民离土离乡，到城市去寻找“外水”，导致“人口

集中于城市，使土地无人耕种，并且造成了不正常的新陈代谢”([17]: p. 98)。由此，土地生产力受到掠

夺，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对当时国内外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破坏自然环境进行了批判。列宁认为，如果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俄国的破坏，那么俄国将

没有未来([18]: p. 52)。 
主张通过完善立法来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列宁善于总结资本主义生态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要

用法律对俄国生态问题进行规范，参与制定和颁布了众多生态法律。1917 年 11 月颁布的《土地法令》明

确规定：“所有的地下资源以及一切自然资源，如土地、河流、森林都归国家专有，政府有监管和保护义

务。”([19]: p. 19)1918 年 5 月颁布的《森林法》则明确规定了森林资源的用途，以立法的形式严禁个人

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只有为国家和人民所有，才能真正合理地利用生态资源。此外，《关

于狩猎期限和猎枪所有权法令》对狩猎活动进行了限制，还加强农业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列宁领导苏

维埃政权，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生态保护体系，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生态开发中寻求平衡的发展理

念为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 

3.4. 农业电气化思想 

加快全俄电气化建设。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详尽分析，看到农业科技滞后、小

农户众多且整体文化水平较低，这些因素构成了阻碍俄国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他强调：“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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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20]: p. 275)，才能加速农业发展。必须运用新技术推动

农业发展，必须运用科技力量使农民脱离贫困，其中“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

国电气化”([21]: p. 7)。基于这些认识，列宁高度重视苏俄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实施和建设，认为只有建立

了电气化这一实质性基础，才能有效地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进步，才能从根本上迅速地改善小农的

贫困境况。实施电气化，注重技术力量的发挥，其目标不仅在于运用“非自然的光”照亮农民生活的黑

暗，更在于用共产主义思想之光照亮群众，让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电气化不是“电气幻想”，而是真正的

希望，并且可以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22]。总的来说，只有实现大规模电气化，广

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能得到极大的改善，才能同城市工人结成牢固的同盟，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科学规划和有序推进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全俄电气化计划》要求在 10~15 年实现国家电气

化，建设总功率达 150 万千瓦的 30 个地区电站，在发展电力工业的基础上全面改造工业、农业、交通运

输业等各个领域。在全国建立几十座区域电站，并把电力从这些电站输送到每个村庄的规划构想无疑是

一项巨大的工程，“要获得拖拉机和机器，要实现一个大国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

([15]: p. 11)。列宁看到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不怕干上一二十年，但是，我们必

须让农民看到，我们不是要造成旧日那种工农业的相互隔绝状态”([23]: p. 124)。因此必须做好长期规划

和行动计划，以确保国家现代化进程能够顺利实施。电气化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

和生活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农产品，同时也为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

要支持。 

4.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现实启示 

列宁农业现代化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初步探索经验，成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案例，对全面推进工业繁荣、生态宜居、文明乡村、有效治理、生活富裕等建设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1. 工业化的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未来方向 

列宁对“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关于俄共策略的报

告》中写到，“农民已经开始懂得，必须大规模地进行新的工程，而且新的工程已经开始了”([21]: p. 58)。
这一论述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提出“将农业引向工业”的口号，号召发展农业工业化，加强

农业与工业的联系。工业化的农业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和趋势，特别是以数字技术

为表征的工业化元素早已融入农业领域，农业正在朝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深度发展。随着现代农业的

发展，农业生产已突破传统的范围，不再仅限于初级农产品的种植和畜牧业养殖等领域，它正朝着深度

加工、精准农业、环保农业等方向不断扩展，与现代工业相互融合。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不断更新迭代，

工业化的农业不但对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现代化进程有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能够让农产

品更加多样性，让农产品更加具有高附加值，探寻农产品加工、商品化、可持续发展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经营模式是未来实现更高生产效率、可持续性和乡村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 
坚持以新型工业化助推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不仅是一个生产性行业，而且是一个科学性行业，是

“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等方面兼顾的农业。列宁在俄国全面推行农业机械化，更新

现代化的农具和农机，加强水利灌溉建设，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去改造落后的农业生产。习近平总书

记同样高度重视科技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

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24]: p. 35)。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先进农机研发

推广。加紧研发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和园艺机械。”[25]如今，除了农业机械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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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还有许多先进技术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得到密集应用，如无人机、传感器和数据分析等，根据

分析数据，调整施肥和灌溉方案，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并提高养分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效

率和效益。新型工业化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注入了发展动能，应始终坚持现代农业理念的引领，以科技化

和信息化作为助推力，加速推动农业向智能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4.2.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列宁生态农业思想主张实现不同产业之间资源的良性循环。列宁指出，“榨油生产中所得的渣滓，

如油饼豆渣之类，是牲畜的最好饲料”([26]: p. 267)，将榨油工业废料用作畜牧业的牲畜饲料，而牲畜粪

便又可用作粮食种植的天然肥料，这样一来，工业、畜牧业、农业之间形成资源的循环利用。如今，生态

农业的应用方式在与时俱进，我国形成了北方“四位一体”、南方“猪–沼–果”、农林牧复合、观光休

闲农业等主要生态农业模式[27]。工业化的农业以及规模化经营模式并不足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未

来的农业是在工业化农业的基础上进行生态化的改良，推动生态经济的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的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24]: p. 
269)。应坚持底线思维，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把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此外，打

造宜居乡村不仅要环境好，更要让居民“住得好”，积极发展康体养生、农趣体验等农业休闲综合体；着

重在农村厕所革命、污水治理等环境整治上发力，全面推动绿美宜居新农村建设，以更多生态文明建设

成果普惠于民。 
坚持科技赋能生态振兴，助力打造宜居乡村。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

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组织小农户从传统分散式经营向集约化、数字化经营转型，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和

经营刻不容缓。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农业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因此，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将科技运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全过程、各环节，为生态乡村建设赋能。在农业生产方面，数字化催

生出的创意农业、认养农业、观光农业等新模式有助于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增强农业综合效益。在农产

品销售方面，针对一些农村地区产品“难卖”的难题，要运用好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优化资源配

置，以数字渠道将城市资本与农村资源高效连接、精准匹配，助农打通致富“最后一公里”。 

4.3. 以振兴乡村文化为重点全面建设乡村文明新形态 

列宁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乡村文明、实现全民现代化提供

了经验支持。列宁十分重视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主张通过文化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文

化水平，并为乡村供给充足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报刊书刊等文化资料，“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

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22]: p. 207)。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提升农民精神文明风貌，在全

国范围实施的“农家书屋”文化惠民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新时代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为

新时代广大乡村引领民风、富足精神提供了新平台。但是书籍的种类比较单一，特别是贴近农民实际的

种植、养殖等方面的书籍较少，还应进一步增加总量供给。文化阵地是群众文化生活开展的依托，振兴

现代乡村文明需建设文化阵地。文化阵地建设应认识到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对乡村文化活动的认同有明

显差异，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乡村文化生活只有跟得上时代节奏，才能让农民“享

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28]，驱动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精神的再现与重塑。 
坚持以乡风文明为抓手，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

迫任务。”[29]乡风文明和乡村生态建设好，就不怕人才不返乡，就不怕市民不下乡，更不怕乡村经济不

飞腾。文明的乡风能够吸引人才返乡创业，吸引外来投资，进而发展乡村产业，实现农民增收。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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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明的乡风，乡村旅游业将难以为继，城市打拼的村民将继续背井离乡，没有文明的乡风，投资依然

会用脚投票放弃乡村市场。加强乡村文明建设，不仅要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引导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崇

尚科学，摒弃陋习、废除恶俗，重塑乡村良好的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还要发挥家风家训在乡村文明的

作用，在农村兴起一股修家风、育家训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为乡村文明夯实社会基

础；还应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包括民间艺术、乡土风俗、土特产等。乡风文明建设需要长期坚持，

鼓励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为中华民族现代乡村文明建设出力。 

4.4. 着力抓好农村基层党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列宁在《日记摘录》里写到：“能不能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给各农村支部……或者还能

找到其他联系形式？”([30]: p. 364)他主张建立城乡联系的党支部，城市工人党支部应与农村党支部建立

起友好互助的交往形式与合作关系。我国在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

作用，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破解乡村治理和发展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亿万基层农民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也是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党管农村工作

是我们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村党支部要成为帮助农民致富、维护农村稳定、推进乡村振兴的

坚强堡垒”[31]。以抓党建的方式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不断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力，是

统筹各项资源，服务农村群众的重要保证。以组织力凝聚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合力，将基层党委政府、

农村各项组织纳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体系之中是应有之义。 
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创新乡村基层治理。立足新起点、面对新形势，必须充分

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力军作用，引领乡村有序自治、走向振兴。基层党组织要把党中央提出

的乡村治理任务抓牢、抓实、抓出成效。中国地域辽阔，民情民声各有不同，基层治理方针自然理应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党员干部要结合新形势推广“枫桥经验”，认真总结各地区在乡村治理中的先进经验

和成功做法，结合地区实际、特色，探索一条“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道路，按照治理有效的要求，

切实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基层

党组织要以发展的思维认识新形势，以发展的办法解决农村农业发展不充分、乡村治理“空心化”等新

问题；以发展的成果赢得民心、巩固根基，不断促进乡村治理结构更优、层次更新、效能更强，最大限度

地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更好更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 

4.5. 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扎实推进乡村共同富裕  

列宁在诸多论著中深度阐述了城乡融合发展及共同富裕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未来城乡发展描绘

了宏伟蓝图，他指出未来国家居民分布特点应该是“既消除农村的偏僻状况，与外界隔绝和未开化的状

态，也消除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32]: p. 74)。城市工人夺取政权后“要把城市里创造的一

切好的东西如宫殿、房屋、文化等让农村享用”([33]: p. 23)。从我国的国情来看，“生活富裕”是广大农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使得乡村共同富裕的短板问题突出。2023
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821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691 元[34]。对比发现，2023 年度

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达到 2.39:1 较去年 2.45:1 的比值呈缩小趋势，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绝对差值仍然较大。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意味着要继续推进改变资源从农

业、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加速双向流动，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坚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打造新乡贤“带富”新乡貌。农村最缺的是致富带头人和各类专业技术

人才，列宁在小农经济改造过程中尤其强调要发挥农艺师和其他农技人员的作用，带领科技人才为农村

服务，加速推进农村现代化。现今，我国在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中同样需要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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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新型农村工作队伍，新乡贤正是具有“三农”意识、热爱乡村、团结乡里的优秀人才，是乡村产业

发展的“领头雁”。要充分发挥新乡贤的“致富带头人”作用，必须建立健全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机制，积

极有效引导大学毕业生、外出务工人员等群体返乡，把外出打拼的“能人”转变为村里致富的“带头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的城里人，往上数三代，大都来自农村，只要有机会，很多人都有回报家乡的

愿望”([24]: p. 242)。要积极创造乡村增收致富的有利条件，让一部分年轻人热爱农村农业，打好“乡情

牌”，通过人影响人、人带动人的方式为乡村经济增长提供后备力量，共同探索乡村治理新体系，为家

乡发展献智献力，助推乡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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