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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逐步向城市化转变。农民的消费观念已经从衣食住

行等基本消费转变为交通通讯等现代消费。消费空间已经

扩展到消费电子、儿童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以公路、

教育、医疗为代表的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加强，社会服务体

系作用更加明确，农民更加满意。

（二）农民群体现阶段的精神需求

从思想倾向来看，农民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农民群体在任何时期都相信党的方针政策，

对持续增收目标和未来生活规划充满信心。在生活方面，

新时代的大部分农民都认为“生儿生女都一样”“一个家

庭一个孩子”，而不是传统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

的 生 育 观 念 ， 大 多 数 农 民 现 在 都 认 为 子 女 教 育 是 第 一 位

的，更注重子女教育和养老。农民普遍认为村干部模范作

用强，基层民主氛围浓厚。农民普遍关心国家大事与社会

热点话题，并且更加支持政府决策。在处理问题时采取更

加理性的方式，更愿意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乡村振兴战略中影响农民思想发展的因素

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展现出了

巨大的发展潜能。城市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广

大农村地区发展较为缓慢。其中最为显著的矛盾就是城乡

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农村发展不充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其中农民的问题最为重要，主要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农民群体存在精神贫困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我国脱贫斗争

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农民的物质财富较以往有明显提升，

生活水平较以往有明显改善。虽然农民的物质贫困已经大

体消除，但是农民由于诸多复杂因素与自身地域的限制，

大部分群体还存在精神贫困。农民物质水平与精神水平极

不平衡的矛盾，是阻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农

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主体，如果精神贫困的问题得不

到妥善解决，造福亿万农民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很难继续推

进与实施。所以解决好农民精神贫困问题，丰富农民精神

生活，不仅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规定性，还是乡村振兴的

根基与力量之源。一方面，精神贫困是诸如地域、教育等

诸多因素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精神贫困在农民群体

中普遍存在，其持续水平一直处于中等状态；另一方面，

精神贫困在农民整体的贫困贡献度中位居高位，这个现象

反映出农民精神贫困在农民整体贫困中的影响力是不可忽

视且亟待解决的。

（二）农民群体普遍科技文化素质偏低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不 是 “ 数 字 游 戏 ” 或 “ 速 度 游 戏 ” ，

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目标。乡村发展理应在符合客观发展

规律的基础制定出地方性指导方针上，走出一条符合当地

地方特色的发展之路。不断加强对农民基本素质提升的教

育，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并符合新时期的农村发展战略。

要从观念、路径和组织渠道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基础，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长期稳定，增强未来竞争力。“没有高

度知识化的农民，就没有高度发达的农业”，自身素质或

受教育程度欠缺的农民群体虽然也能完成农村农业生产，

但即使总产量增加，农业经济增长率和农民人均收入也受

到 限 制 。 分 散 化 的 传 统 农 业 由 于 受 限 于 生 产 力 水 平 的 不

足，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此问题将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战

略的一大阻力，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又一障碍。

（三）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程度亟待提升

目 前 ， 我 国 对 农 民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整 体 投 入 不 符 合

实际需要。如硬件设施落后，特别是乡镇思想政治教育场

地设施缺乏，难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制约了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创

新，改进工作方法，需要完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优秀基

层领导。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增强农民的社会

责任感与自豪感，激发农民的自我教育意识，达到理想的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但现实是一些地方仍然过于依赖传统

的宣传教育，仍然采取广播、张贴栏等方式推广思想政治

教育，没有具体了解信息是否到达受教育者，这种运用传

统媒体开展教育的方法缺少受教育者对理论学习的及时反

馈，难以把握农民群体的思想动态现状，也忽视了农民的

特点和个性化需求，导致宣传教育水平的降低和效果的折

扣。同时，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传统媒体平台，没

有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紧密结合。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存在不足

脱 贫 攻 坚 的 重 大 胜 利 促 进 了 农 村 发 展 。 农 村 基 层 党

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元”，是农村推进战略的

基础，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

职能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主体群体淡漠等问题。一些基

层干部了解党的政治政策不够深入。在党的组织生活中，

　　解决好农民精神贫困问题，丰富农民精神生活，不仅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规
定性，还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与力量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