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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 ,只有农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 ,才有可

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构建一种新生活方式 ,这种新生活方式应是

积极的、和谐的、文明的、健康的 ,具体表现为就业、消费、学习、交往等八个方面。实现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 ,既

需要发展经济 ,又需要有相应的政策保障 ,同时也离不开合理的教育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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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农村而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

提出是其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篇章。在这个进程中 ,

农民群体是当仁不让的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他们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新

农村建设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农村城市化、农业产

业化的过程 ,更是精神层面上的农民自身现代性不

断积累与成长的过程[1 ] 。这种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

现就是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只有农民的生活方

式发生相应的变化 ,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

　　一、农民生活方式变革的必要性

通常讲 ,生活方式指的是人们如何生活 ,是人们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说 ,人的

生存方式揭示了人相对于其他动物存在的特殊性 ,

那么生活方式则是对人的特殊性存在的进一步现实

化和具体化。人们生活方式的形成与一定的物质生

活条件相联系 ,但是它并非等同于生活水平 ,而是受

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观支配的有关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 2 ] 。

生活方式受特定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由于历

史上的阶层分立及城乡二元分治体系所导致的社会

资源要素的割裂 ,农民在享受公共资源等国民待遇

的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 ,其生活方式难免会表现出

某些不适应社会现代化的特征 ,如总体较为落后、层

次偏低、缺乏积极主动心态等等。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生活方式现代化

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它直接反映了农民现代

化的品位与方式[3 ] 。现今中国绝大部分农民都有了

基本生活保障 ,生活已摆脱贫困阶段。按照人类的

需求等级理论 ,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这一

时期属于高速发展之后所谓的“平台”关键期 ,在这

种情况下 ,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成为一种必然

趋势 ,也势必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

根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 ,新农村建设

就是要重塑农村的价值体系 ,把农村建设成宜人宜

居、并与城市共振、与整个社会接轨的开放型、活力

型、创造型区域。在这样的新农村体系之中 ,农民也

不再是贫穷、落伍、低微的象征 ,农民与城市居民的

地位是平等的 ,交流是开放的 ,关系是和谐的。从价

值实现的角度上看 ,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不单体现为

经济力量的壮大 ,参政议政作用的增强 ,更表现为个

体发展的自由。如果我国农民能在生活方式的层面

上 ,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 ,展示个体 ,追

求自我发展、自我实现 ,将标志着农民群体建立了真

正的自信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将有可观的进展 ,国

家进入整体经济发达和城乡融合的阶段将指日可

待。因此 ,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应注重农民生

活价值体系的重塑 ,使之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联动。

　　二、农民新生活方式的内涵

新农村建设体系中的农民新生活方式应有明确

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笔者认为 ,这种新生活方式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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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既往生活方式中被动的、落后的、低层次的、不

健康的要素 ,是积极的、和谐的、文明的、健康的、知

性的、自信的、有效率的 ,具体表现为如下八个方面 :

1. 知识化、技术化的就业方式

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导致的农村教育资源稀

缺、农民受教育机会不公等状况 ,我国农民群体的文

化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我国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以

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农民接受

职业教育和专业培训的覆盖面也较小。正是由于这

种文化知识的欠缺 ,农民群体对新技术、新知识、新

行业、新市场的接受能力普遍较低 ,只能从事简单的

传统农业耕作或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 ,其就业面

选择受到极大的制约。因此 ,知识化、技术化的就业

方式应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主要表现

在农民应能顺应整个社会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农

业现代化的发展 ,尽快提高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及

职业技能 ,及时转变思路 ,拓展就业界面 ,积极提升

个体价值并促进整个群体就业风貌的改观。

2. 文明、适度与环保的消费方式

从整体上看 ,农民的消费观念是比较落后的 ,消

费行为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因此 ,建设新农村

应该帮助农村消费者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

的消费理念 ,倡导文明、适度、环保的消费理念和消

费方式 ,提高消费质量和效益。

所谓文明消费 ,就是要摆脱传统消费陋习 ,树立

正确的生活观念。当今农村 ,婚丧大办、迷信活动、

赌博投机仍有一定市场。必须通过正确的社会舆

论 ,引导农民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并通过树立先进

思想道德观念 ,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来抵御各

种迷信思想的侵害。

所谓适度消费是指消费时要考虑自身的能力 ,

有勤俭节约意识 ,根据实际需要而消费 ,不盲从挥霍

或攀比超前消费 ,应自觉增强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 ,

避免因超额消费、借债消费而限入经济窘境或人际

关系的危机。

所谓环保消费 ,就是消费要符合人的健康和环

境保护标准。农民要强化环保意识 ,摒弃过度使用

化肥、农药以及随意丢弃生产生活垃圾等习惯行为。

3. 积极的学习方式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 ,“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

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 :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社会

的每个成员都享有学习的权利 ,人人都在实践终身

学习。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 ,广大农村非但

不能排除在外 ,反而因其起点的落差与层次的低位

更应该成为主体。

学习之于农民 ,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它应贯

穿人的生活始终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是一时之需 ,

也不是为别人而学习 ,而是为了农民群体自身的发

展需要。另外 ,这里的学习是广义上的 ,不是仅限于

为就业或增收而进行的专业性、目的性学习 ,而是涉

及到各种方式的知识或信息汲取 ,从政策宣讲、科普

培训、机械操作 ,到做食疗营养、居家窍门、保健之

道 ,都属于农民的学习之列。农民应将学习融入生

活 ,把学习当作乐趣 ,从自觉、自主的学习中不断受

益。

4. 开放的交往方式

我国长期以来的小农经济、半自然经济生活和

相对闭锁的社会环境 ,使农民的社会交往受限 ,社会

交往对象一直都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 ,人际交往范

围有限。这种交往方式的长期积累容易形成坐井观

天、胸襟狭小、拘泥小节、安贫乐道等封闭狭隘的心

理 ,显然对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及农民主体价值的实

现形成不容忽视的阻碍。

因此 ,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即是实现

交往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引导农民积极地参

加社会交往 ,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 ,形成文明的

社交礼仪。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城乡联动增强 ,交

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 ,为农民扩大交往的

数量和层面、优化交往的结构及性质提供了便利条

件 ,从而有助于提高个体的交往能力 ,增强农民自身

的发展力。

5. 健康的饮食方式

尽管当前农村生活状况已得到大幅改善 ,但由

于健康教育的缺乏 ,许多农民群众健康生活的理念

十分淡漠 ,知识相当缺乏 ,饮食仅凭个人或家庭喜

好 ,“大鱼大肉”、“香烟美酒”仍然被认为是生活富裕

的标志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还是根深蒂固的观

点。由于不懂科学饮食 ,糖尿病、心血管、高血压疾

病等“城市富贵病”或“生活方式病”、“小富即病”的

情况正袭扰着广大农民群众。

健康的饮食方式是运用科学的饮食知识 ,均衡、

安全、合理摄入营养 ,并落实于日常的一日三餐之

中 ,养成良好习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 ,相对于

发展农村经济 ,改善道路、住房等立竿见影的“硬件”

工程 ,农村健康教育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就属于日

积月累的“软件”工作。随着农民在外饮食消费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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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如果无法及时实现健康的饮食方式及科学的生

活方式 ,新农村建设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6. 可靠的卫生、医疗方式

从整体上看 ,当前农民的健康意识普遍缺乏 ,健

康行为普遍缺失 ,健康状况普遍令人担忧。一项包

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城乡居民最新健康状况影响因素

调查显示 ,农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有上升趋势 ,农民

应住院而未住院率高达 32. 42 %[4 ] 。同时 ,尽管农

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 ,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

住院更贵的问题依然很严峻。这种现状和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建设新农村一方面要引

导农民摒弃不良卫生习惯 ,从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引

导农民逐步形成卫生健康的行为方式入手 ,另一方

面还要通过全覆盖式的医疗保障体系 ,为农民提供

可靠的医疗方式 ,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 ,让农民分享

到国家发展的成果及社会福利的恩泽。

7. 有效的养老方式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养老是个全社会的问

题。很长时期以来 ,农村讲究“养儿防老”,也就是所

说的家庭养老方式。但现实的情况是 ,随着打工潮

兴起 ,农村老年人的赡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多

儿女自顾不暇 ,无暇奉呈孝心。在“老汉抢劫为养

老”、“入狱为求医”等社会事件的背后反映了当前农

村传统道德体系受到的挑战 ,也暴露了农村养老方

式的落后。

农民的养老问题如果解决不好 ,势必对全面小

康社会的建设造成不利影响。尽管当前最低生活保

障及养老保险等制度在部分农村地区有所实施 ,但

覆盖面并不广。从长远看 ,必须让农民自身的“养儿

防老”与政府提供的“社会养老”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

产生相辅相成的功效 ,形成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合

力 ,从而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养老方式。

8. 文明健康的闲暇方式

随着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 ,基础交通设施的改

善 ,农民的闲暇时间也在增多。但由于受地域环境、

经济发展状况、公共服务设施欠缺等因素的制约 ,基

层农民看书难、读报难、看电影难 ,欣赏文艺演出、参

加体育锻炼更难 ,而那些因地制宜的赌博、喝酒、封

建迷信活动则大有市场、活跃非常。在春节等传统

闲暇节日 ,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较平时丰富 ,会有演

出、地方戏、电影、灯会等活动形式 ,但时令性强 ,且

商业利益成分大过精神娱乐。

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携手共进的今天 ,精神

家园的建设是任何社会阶层所必须的 ,文明健康的

闲暇方式应是进一步全面提升当代中国农民生活水

平的深层动力。闲暇时间的各种休闲娱乐、精神文

化活动及体育运动 ,不仅可以增进农民发展农业生

产的科技文化知识 ,开阔农民的视野、更新观念 ,而

且能够使农民在经常性的文体娱乐活动中增强体

质、愉悦身心 ,使农民尽可能快地从落后的乡村文明

中走出来。

　　三、农民新生活方式的实现途径

摒弃现有生活方式中不合理、不文明、不健康的

成分 ,打造知性、科学、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实现

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 ,需要生活方式主体的主观能

动性 ,也需要来自外界的推力与扶持。这需要多方

面的努力 ,既需要发展经济 ,又需要有相应的政策保

障 ,同时也离不开合理的教育引领。

1. 发展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带动农民生活方式

变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同样也决定一个人或

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塑造新

的生活方式 ,就必须首先从夯实经济基础入手。而

对农村而言 ,这恰恰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按照“十

一五”规划的既定目标 ,每年农民增收幅度均应达到

6 % ,但实现难度很大[ 5 ]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

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 ,但受多种因素制约 ,农民增

收依然十分困难 ,现阶段农民增收乏力是不容忽视

的现实。

2009 年 ,中央一号文件再度聚焦三农 ,为进一

步强化惠农措施提供了有力指引。笔者认为 ,促进

农民增收还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1)促进农业产业化 ,全局盘活农业。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认为 ,中国还是要两

条腿走路 ,一边推进城镇化、工业化 ,给农民创造更

好的进城条件 ,另一边还要加强新农村建设 ,发展新

农业[6 ] 。因此 ,需要利用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市场流

通观念 ,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从农业的种植源头

到消费者终端 ,建立畅通的农业产业链 ,拓宽农业资

源利用的空间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以对接广大城

乡的消费需求 ,必要时可引入外部资金 ,如风险投

资 ,以加快这种大循环式的农业产业链建立 ,优化现

有的农业产业组织结构。

(2)鼓励农民以新的运作模式、新的市场需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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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寻求创业的商机。要转变传统“农民个体户”的传

统致富模式 ,向规模种植、加工储藏、涉农服务等新

型经营模式转变。在经济低迷、大批农民工返乡的

情况下 ,国家已采取应急措施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

业 ,从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等方

面予以支持。但农民创业并不是简单的事情。项目

怎样定夺 ,资金投向如何把握 ,规模依据什么控制 ,

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创业的成败。因此 ,要请专家智

囊团为农民创业群体出谋划策 ,要以新的运作模式、

新的市场需求点来寻求创业的商机。

(3)倡导农村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在国家倡导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政策导向之下 ,对农村废弃物的科学处

理与利用也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选择之一。广大

农村的废弃物也是一种总量可观的宝贵资源 ,如果

白白地丢弃 ,相当浪费 ,如农作物秸秆、塑料地膜、部

分生活垃圾等 ,通过成本较低的处理方式 ,很多农村

废弃物品可以变废为宝 ,变身为工艺品、美术品、装

饰品、保健品、家居用品等 ,这样可以挖掘新的经济

增长点 ,促进生活方式的变革。

2.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助推农民生活方式

变革

享受社会保障覆盖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

个人的生活质量 ,因此它是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

一个话题。当前农民生活有两大后顾之忧 :医疗和

养老。只有不再为看病和养老发愁 ,农民的生活质

量和农村的居住面貌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

此 ,必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切实解决农民

老有所养、病有所治、贫有所济等民生问题。

2008 年 10 月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

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贯彻广覆盖、保基

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 ,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笔者认为 ,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方面 ,还

应注意如下几点 :

(1)进一步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国民所享有的

社会保障是由政府提供的。据相关报道 ,当前我国

社会保障全部支出中 ,只有 11 %的比例用于占全国

人口 70 %的农民[7 ] 。就目前农村现状而言 ,党政组

织系统完善 ,社会保障网络的构建不是问题 ,关键在

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

(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做到有法可

依。在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统领之下 ,应完善与之相

匹配的其他单项法规 ,如农村社会保险法 ,以形成一

个健全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 ,才能将社会保险逐步

纳入法制轨道 ,使其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压器”。

(3)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事业。从总体上看 ,现今

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力度还远远不够 ,农村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必须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

条件 ,办好“水电路气房”,让广大农民群众同样享受

到原本属于城市居民特权的公共服务 ,使农民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后顾之忧。

(4)改革现行农村管理和福利制度。有专家认

为 ,城乡之间的真正鸿沟在于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

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

格局[8 ] 。只有废除城乡二元体制 ,让农民和城市居

民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 ,城乡收入差距才能

真正缩小 ,城乡一体化也才能奠定最坚实的民众

基础。

3. 发展农村教育 ,引领农民生活方式变革

从根本上说 ,提升农民生活方式的根本动力在

农民自身。由于受历史原因和其他各种条件的制

约 ,农村发展长期处于一种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 ,

导致农民的主体意识还不够强 ,整体素质还不够高。

正是由于这种主体能动意识的缺乏 ,尽管理论上人

们可以利用各种渠道主动地参与各种教育活动 ,但

大部分农民对文明、科学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接纳还

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

因此 ,新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型 ,既要靠政府的倡

导、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农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 ,也要靠积极合理的教育引导。

(1)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通过就业方

式变革来带动生活方式的转型。开展农民函授教

育、电大、夜大、远程教育、专题讲座、学习观摩等多

样化的、针对性强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将有利于

拓展农民职业选择的界面 ,使就业类型多元化、外向

化 ,同时也使农民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紧跟社

会的潮流趋势与价值导向 ,从而拥有现代社会的精

神内涵 ,不再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

(2)在农村学校教育中注入新生活方式的教育

内容。良好生活方式的养成教育要从小抓起。在促

进农民群体向更高文明生活形态演进以及农民家庭

的代际进步方面 ,现代教育无疑承担着重要的历史

使命。在农村中小学校教育领域 ,可借助于学校教

育的大平台 ,融入新生活方式教育的内容 ,包括生活

技能教育、学习方式教育、消费习惯教育、环境安全

教育、饮食健康教育、运动健康教育、人际交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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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娱乐教育等 ,让农村学生为今后打造良好的生

活方式奠定基础。

(3)丰富农村社区教育 ,营造新生活方式氛围。

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可让居住较为松散、联络较为

随意的农民群体拥有更丰富的接触与交流。借助图

书站、培训室、休闲公园、健身广场、学校、专家讲堂、

专题展览等各种社区公共服务资源或宣传手段 ,可

以帮助农民有效地利用农闲时间 ,从内在方面提高

自己的科学文化乃至全面素质 ,树立科学的、文明

的、健康向上的生活观念 ,使腐朽、落后、迷信的生活

观念逐渐退格至边缘地位乃至最终销声匿迹。此

外 ,社区教育的亲和力较强 ,可通过文明生态村创

建和“文明户”评选等活动 ,建立适当的激励和奖

励机制 ,树立广大农民身边的先进典型 ,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 ,激发广大农民提升生活方式的热情

和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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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notation of Farmers’Ne w Life

Style and the Way of its Re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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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rmers are t he main force in t he const 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 ryside. Only the way

of farmers’t hinking and behavior change can t he new socialist count ryside come t rue.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help farmers to build a new way of life , which should be positive , harmonious ,civilized and

healt hy. In t his paper ,farmers’new life style has been discussed in detail ,such as t he employment ,con2
sumption ,st udy ,intercourse and so 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change of farmers’life style ,rapid eco2
nomic develop ment is very important ,and a corresponding policy and reasonable educational guidance are

necessary as well .

Key words 　const ruction of the new count ryside ; farmers ; new lif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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