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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团结、教育、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目标而奋斗。在建党早期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共产党人为了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对开展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取得了建党早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经验。

这些宝贵经验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动农民群众投身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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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P20）。以史

为鉴，我党在建党早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

验，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团结、教育、宣传

农民群众，凝聚改革力量，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一、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当今农

民的利益与需求

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农民参加革

命，带领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抗租抗息运动，减轻了

农民的负担，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得到了广大农民

的拥护与支持，他们也愿意接受党的革命理论宣

传，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当前，在推进农村振兴

过程中，要将农民培育成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型农

民，就要关心农民疾苦，切实维护好农民利益。

一要继续贯彻落实农村的改革，处理好农民和

土地的关系。关注农民最基本的利益，处理好农民

和土地的关系，既是建党早期农民工作的宝贵经

验，也是党的一项优良传统，更是当前开展农民思

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基本完成的农村承

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使农民的土地利益和权利

得到了保障；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制

度设计基础上，扎实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

证。 [2]（P16-17）以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

“三权分置”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切实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二要维护好农民多

元化的利益诉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党早期，

共产党让农民取得土地权益，有利于打开做好农民

思想工作的局面，动员农民加入革命斗争。新时

代，农民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需要在多个方面满

足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建设干净卫生、环境优

美、乡风淳朴的新农村，为农民群众提供快捷、便利

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切实保障农民群众在民主选

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等方面的权利；为农民提供

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等等。三要重视农民特点的转变，发挥

新时代农民的“压舱石”作用。新时代农民主要是

农民工和在乡农民两大群体，农民工主要在城市中

为国家经济贡献力量，而在乡农民则是国家乡村振

兴政策的最直接作用者，由精英农民、中坚农民和

留守农民构成的在乡农民群体，以其独有的优势在

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3]

经由科学知识赋能及农民自身的不懈奋斗，现今农

民已然成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建设中的重要

力量，农民经济收入也相应增长，农民的民主参与

建党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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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也得到了加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农民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等

较建党初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当前农民思想

政治教育必须关注农民群体的思想、文化等特点，

才能开展好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务必加强农

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培养

建党早期农民能够觉醒，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在于有一批先进、卓越的共产党人很早就

认识到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他们发表理论

文章号召农民参加革命，并积极投身农民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践。当前，为了继续发挥先进共产党人对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必须切实加强对农

村中的基层干部、全体党员以及新乡贤、致富能手

等基层优秀分子的培养。

一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理论素质的培

养。建党早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必须加强农村中的基层干部、全体党员以及

基层优秀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成果的学习，

做到学懂、弄通、悟透、做实，这样党的思想政治教

育才能在农村落地、落实。二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

育者求真务实作风的培养。建党早期，农运干部深

入农村与农民做朋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

解农民的难处，尽心尽力地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

题，农民也因此更愿意接受革命思想，愿意参加革

命。为了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说服

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要深入农村，密切联系农民

群众，想农民所想、解农民所难，才能得到农民群众

的认同和拥护。三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农村

工作本领的培养。建党早期，为了让学员了解农村

实际，在教员们组织下农讲所学员们经常深入农

村，并对当地的租率、田赋、租佃关系、地方政治组

织、妇女地位等 36个调查项目进行考察、学习。毛

泽东指出：“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

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

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

工人农民打成一片。”[4]（P225）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当

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全体党员以及基层优秀分子

应当更新农村工作观念，加强基层实践，增加农村

工作经验，增强农村工作本领，以便于和农民进行

有效沟通，得到农民认可和信任，增强农民思想政

治教育的效果。

三、发展和丰富满足新时代农民需要的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当

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的中心

任务发生变化，新时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

相应要进行丰富和发展。

一要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建党

初期，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革命理论教育、农民运

动理论教育、军事教育、团结教育、破除封建礼俗教

育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农民学员们懂得

了革命理论，被唤起了革命意识，较为全面地武装

了自己的头脑。新时代，要坚持在中国广大农村对

农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二要对农民进行价值

观教育。倡导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造和更新农民头脑中残留的

小农观念，增强农民对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认

同，从而让农民将方针政策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

南，付诸乡村振兴实践；鼓励村民遵守乡规民约、和

睦相处，营造文明和谐的乡村环境；使农民同污染

环境、聚众赌博等不良行为作斗争，打击农村不正

之风，帮助农民形成符合现代生活的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念，形成文明的乡风、良好的家风和淳朴的民

风。三要加强对农民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农民树

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一方面，要加强农民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农民群众树立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另一

方面，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扶志”，引导农民树立自

立自强的信念。要引导农民自觉树立起担当意识，

将振兴与“扶志”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理想和自

立自强信念的新型职业农民。四要加强对农民的

职业道德教育。随着科技的发展，以资源型为主的

传统农业逐渐向以高科技为主的现代农业转变，在

此潮流下，要加强农民的职业道德教育，让农民实

现全面发展。

四、充分发挥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思

想政治教育功能

在建党早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出通过建立农民

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创办农民讲习所和训练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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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夜校和识字班等多种机构与组织对农民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显著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实

效。在 19世纪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

济发展，很多农民离乡外出经商和打工，导致农村

人口流动严重。虽然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民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体，但是实践中这些组织很难将农民召

集起来开展教育。根据建党早期农民运动讲习所

建设的经验，当前需要进一步完善乡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建设，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一要

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建设，完善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实践所、站、点各级

负责人必须由乡镇、村、社区主要负责人担任；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点的日常运行管理主要依靠志

愿者，为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提供志愿服务；完善乡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保障制度，各级政府负责保障

所、站、点的场地和运行经费。二要建立乡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的运行机制。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运

行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建引领，注重发挥各级

党组织的作用，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创新

方式方法开展活动，注重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

领，着眼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针对农村群众的

实际需要，注重开展理论宣讲与技能传授相统一，

在农时季节、重要节庆等时间节点，开展理论宣讲、

政策解读、文艺演出、便民服务、科学普及等组合式

活动；实现教育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寓教于乐、提高

村民素质。

五、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重方法与

载体的创新

当前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新形势，在继

承传统途径与载体的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的创新，这样才能增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一要继承建党初期取得良好效果的宣传方

法。不管是 1924年 5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农民兵

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要求从事农民运动的宣

传人员要“印送鼓动农民的图画花纸画片、幻灯

等”，“沿战线乡村里可以张贴‘壁上新闻’”[5]（P75）提

到的通过报刊、画报的宣传形式，还是党一直以来

使用的口号、标语、歌谣、戏剧、夜校等多种宣传方

法，都是结合农民实际，针对农民特点的宣传方式，

在当时都“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

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6]（P48），激发了农民群众

的革命热情，使得很多农民纷纷投身反帝反封的革

命中。建党早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显著，对于

成功的教育方法，可以选择性继承并运用到新时代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工作中。二要结合时代特

色创新宣传方法。一方面，可以通过将党的理论用

传统的广播、电视载体传递给广大农民群众；以图

书馆进农村、乡村图书资料室和远程电子阅览室进

农户；注重理论宣传的大众化，使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语言形式，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有效载

体；大力丰富农村地区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通俗

化的理论普及读本的印刷、出版和销售等方式，推

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入乡村、进农户。另一方面，可

以在近年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中，充分利用社区活

动中心、宣传栏等载体讲授、宣传乡村优秀分子先

进事迹，传播正能量、核心价值观；建设面向农民、

适合农村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化网站，宣传

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党的理论和新的思想观念通过

微信、抖音、微博等新传播载体传递给青年农民；针

对农民语言文化特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日常

的生产生活语言及文字表述出来，用适合农民群众

的新语言与农民建立感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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