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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农民人口众多，加强

农村道德建设是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路

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 [1]。“乡风文明”成为乡村振兴总要求的

基本内容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中，首次将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

来进行宏观阐述。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

调，要加强新时代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形

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2]。这充分

反映了国家对于加强农村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

也深刻表明当前做好农村道德建设工作的必要

性。因此，针对当前农村道德建设现状进行考

察，对农村道德问题进行剖析，并为之找到有

效的解决路径，对推进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振

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当前部分农村存在的道德问题

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农村道德建设的重

视程度和投入力度均在逐年提升，但是受到内

外多元要素的影响，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在道德

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良风美俗遗落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必然伴随着乡风

民俗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从根本上摒

弃传统乡风民俗中的合理成分和优秀内涵，对

传统良风美俗的传承与弘扬是新时代农村道德

建设的应有之义。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传

统良风美俗遗落、歪风恶俗蔓延却成为部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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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以殡葬观念为例，全国各地不同形式的农村

殡葬改革早已开始推行，各种公益性、环保性的

现代丧葬方式不断出现，但是“畸形”的丧葬形

式在一些农村地区仍然存续。“请人哭丧”“大尺

度丧葬歌舞表演”等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杜绝，借

助亲人丧葬攀比、炫耀、敛财等行为在一些地区

依然存在，而传统丧葬仪式所承载的慎终追远、

寄托哀思的实际价值却被严重埋没。部分地方政

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出于农村道德建设和经济发

展的现实需要，以政策引导、文件规定等形式提

倡“厚养薄葬”“文明丧祭”，但是相关的措施和

规定在具体落实过程当中却并未取得理想效果。

一些地区，“薄葬”虽已广泛施行，但是“厚养”

却未真正实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核心道德观

念和价值规范在部分农村地区很难有效发挥价

值。在一些农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以此为基础订立的村规民约，经常沦为墙上的一

纸空文。唯个人利益优先成为超越道德与情感

价值判断的准则，传统的近邻之情、乡邻之谊、

集体之公、家国之大在相当程度上被束上物质利

益和金钱的枷锁，亲人之间、邻里之间因琐碎

物质矛盾、细小利益纷争而大打出手、对簿公

堂之事时有出现；传统道德观念中“以和为贵”

的处世理念和行为尺度被不断突破，弱肉强食、

“圈子山头”“家族势力”成为一些农村地区社

会改革和发展的绊脚石，也成为近年来国家打

黑除恶不断向农村深入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

立后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积极主动、奋勇争先

的干劲逐步消减，导致部分地方“扶贫难扶志”

问题多发，“等、靠、要”成为当前部分农村脱

贫建设过程中的“拦路虎”；传统的造福桑梓之

情、乡贤反哺之义被视为虚假之举，凭心向善

代之以行善为名，许多在事业上卓有成就之人

面临着回乡的惶恐，“富贵不还乡”又被很多人

重新提起。山东菏泽草根歌手“大衣哥”朱之

文成名回乡后的一系列尴尬遭遇，以及乡邻村

民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发生的巨大转变便是其

中生动的例证。

（二）家庭伦理异化

家庭层面来看，家庭关系日益“物化”，子女

教育和老人赡养问题频发，也成为当前一些农村

地区存在的现象。

夫妻家庭关系方面，现代思想和文化观念在

农村的渗透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人

口尤其是妇女思想观念的解放，男女平等、独立

自主等夫妻相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些正面

效果的背后，一些农村地区的夫妻家庭关系却呈

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传统道德观念中对于婚姻

稳定性的渴盼程度下降、婚姻责任感降低，物质

利益多少、社会地位高低成为许多农村青年男女

择偶的核心标准，出现天价彩礼、婚嫁攀比等问

题；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信任感和道德依赖度下

降，婚姻状态不稳定，出轨、离婚甚至一些不伦

恋情开始出现。

家庭老幼赡养与培养方面，一些青年人对于

自身自由度和“自我幸福感”过度强调，而对于

家庭责任和社会担当却主观忽视，导致中青年时

期“啃老”，中年以后“弃老舍小”；传统的以亲

情为纽带的“长幼尊卑”的原生秩序被打破，“以

老敬小”“过度宠溺”“父子反目”“婆媳纷争”

等现象出现，以“权、钱”为尊的伦理判断标准，

对农民的尊卑观念产生了影响；许多家庭矛盾的

最终解决，往往都是以长辈或者父母的主动让步

示弱或者付出相应的金钱代价为基础条件。人口

流动条件便利化之下，对于经济利益的过度追

求，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再加上农

村社会发展客观因素和老年人思想观念等因素的

影响，社区养老、抱团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很难

在农村社会得到根本普及，农村“空心化”“养

老难”成为突出问题。一些年轻人思想观念中仅

将赡养停留在基础的物质层面，甚至部分人为了

自身利益而跌破这种底线要求，过度强调个人发

展和自我的时间效率，导致“精神赡养”缺失严

重，“不亲不敬之风开始蔓延”[3]。

（三）乡土情怀渐失

在农村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传统社会中安土

重迁、乡土安乐的朴素情感被城市社会的灯红酒

绿所取代，并成为许多农村青年人倾心追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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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留乡务农成为许多人所不屑的事情，对于农

业生产和土地的爱惜程度下降，农村地区对于青

年一代难以形成有力的吸引，导致农村人才匮乏。

“脱离农村成为许多年轻人的人生追求”[4]。近年

来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和扶持措施不断出台，鼓励

优秀青年返乡创业、造福家乡，但是受到某些思

想观念的束缚，加上来自家庭中长辈亲人的压力，

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通过系统教育走出农村的年轻

人，对回乡发展仍然带有诸多顾虑。回乡发展的

年轻人当中，真正投身于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

人员比例仍然相对较低。部分地方传统乡土文化

中对“诚信”的推崇渐趋淡化，农业生产中存在

着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使

用药物催熟蔬菜水果、家禽养殖添加激素、农产

品交易以次充好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新时代“农

村”“农民”良好形象的建构和自然魅力的发挥。

对物质和经济效益的过度强调，对历史文化资源

的忽视与破坏，造成他乡游子“乡愁”无处寄托，

精神家园“失根”。

二、农村道德问题产生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产生，不

是一时一地、一因一果的现象，是在多重因素的

影响和多元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呈现出来的，背

后蕴含着纷繁复杂的作用因子。根据当前农村

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来看，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对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最为巨大。

（一）农村经济社会剧烈变迁造成的冲击

长期以来，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念为核

心，以农村社会中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依托，

以个体为中心外延所及形成的熟人社会为空间

载体，进而形成的一种平和、稳定且具有较好包

容性与延展性的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在几千年农

村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价值与

政治功用，成为长期以来封建社会维持基层社会

稳定的重要精神基石，也是社会教化实施和中华

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精神载体。在近代社会以

前，虽然传统的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具备良好的稳

定性和延展性，但是其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也并非处于一成不变的状态，始终是依循着我

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演进脉络

而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前进与推移，但是这种前进

和推移的力度正如其自身所具备的平和、稳定特

点一样，也始终保持着一种缓慢而柔和的姿态。

纵观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发展历史，这种带有

鲜明乡土特色的伦理道德观念和道德体系，几乎

没有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发生根本性颠覆。虽然

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受到一些特殊政治因素的影

响，其被试图进行某种强力革新，但是最终都在

其包容性和延展性的发挥中而渐趋消匿。这种传

统伦理道德体系的主流形态在传统社会的不同发

展阶段，始终得到比较良好地保持。

伴随着近现代以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

多方面发生的剧烈变迁，多元化的思想和文化开

始不断涌现农村，成为农村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剧

烈变迁的重要客观推力 [5]。虽然中国农村社会本

身具备某种稳定性保护屏障，但是却很难抵抗一

系列强势外力的作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维持几

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和道德体系受到冲击，传统

的稳定性与平和状态在多重动因的影响下开始被

打破，由于其自身的特殊包容性而涵盖的诸多在

以往很难完全显露的问题，开始以愈发赤裸的姿

态呈现，传统农村社会发展的诸多固有缺陷也开

始不断暴露。部分地区传统的乡村文明正在被逐

步淡忘或者遗落，新型的乡村文明正处于一个多

样态、无序化甚至荒芜式的发展状态，由此造成

的精神滑坡、信仰危机等系列问题，已经成为部

分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绊脚石。

（二）市场经济负面要素形成的多元影响

在近几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

中，农村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重外在要素

的广泛影响。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呈现

出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农村生活模式的城镇化、

农民政治身份的市民化趋势。传统与现代、中国

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等多元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正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

农村经济社会产生的剧烈冲击，使得传统几千年

自耕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保护屏障被突

破，导致其未能按照自身所能承受的发展演进速

度和变化强度实现平稳的现代化转变。这种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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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其传统状

态下所能承受的力度和强度，在尚未完全做好

现代化准备的情况下，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大外

在作用力而使其在过短的时间内被动地承受起

各种激烈的冲击和竞争。

在这种冲击之下出于自身生产发展的需要，

以及其他一些“自然人”的原始本能，而不得

不采取一些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产和经营方式

来应对这种竞争与挑战。例如：为了获得更好

的市场竞争力，在农业生产中不得不通过使用

农药、化肥等方式来提高产量、提升卖相，并

且相关行为一旦让一些人获得了实际的收益以

后，随之就会在更多人当中蔓延开来，但是受

制于自身文化水平和鉴别能力的限制，就极容

易导致农药滥用、土地污染等问题的产生。同

样，在这种强大的外在力量的冲击之下，一些

原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存续的糟粕，如对“物

欲”的纵容以及对“性”的非理性追求等，同

样逐渐涌向农村，对于那些缺乏综合鉴别能力

的农村社会个体以及缺乏有效制度和环境“过

滤”保障的农村社会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

（三）农村伦理道德建设自身存在缺陷

对于我国农村社会而言，道德建设工作自

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是其主观动因。长期以来，

受到一些特殊历史原因和现实发展条件的限制，

农村社会发展与建设通常将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作为第一目标。这符合马克

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规律，

但从另一个层面讲，其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

伦理道德建设对于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作用。导致我国农村伦理道德建设在很长的一

个时期里面呈现为一种自发、无序的状态，或

者可以说是一种“无建设状态”[6]。相关部门对

农村社会缺乏有效的价值引导和道德守护，在

农村的现实治理和百姓生活过程中，对于一些

涉及伦理道德取舍的问题，基层领导干部“理

不清、道不明、管不动”，导致农村百姓在道德

行为上缺乏有效的方向指引，总是“我情我愿、

开心就好”[7]。

在推动农村道德建设相关具体工作过程中，

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往往出于自身政绩的考量而

大搞面子工程，建起了图书馆、垒起了文化墙，

但是对于农村伦理道德建设的真实价值却并没

有发挥出来；对于村规民约的制定照搬照抄、不

符合自身村情民况，甚至在一些道德理念上存在

自相矛盾之处，导致村规民约最终沦为涂在墙上

的一纸空文，无法有效发挥实际价值。对农村百

姓自身而言，其进行道德判断和评价往往带有

“双重标准”，甚至呈现出“伪善”姿态，面对日

常生产和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伦理道德问题，如果

问题的当事人并非自身，则会对当事人指指点

点，进行高位的道德指责；但是对于自身而言，

面对同样的伦理道德问题，却依旧我行我素、不

知自省，甚至丝毫不顾对于儿孙的教化，这也成

为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优良家风没落、家教缺

失、文化断层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农村道德建设的路径探寻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道德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不是某些简单影响因素叠加的结果，而是主客观

多重原因共同作用使然。因此，对于其出路的探

寻，也要从多个维度共同着手。

（一）重塑伦理道德准绳

对于农村社会自身而言，农村道德问题出现

的源头动因是多元道德价值观念冲击下农民缺

乏统一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标准。农村伦理道德判

断与评价标准的明晰，关乎农村百姓心中敬畏确

立，关乎农村社会价值取向选择，必须给予高度

重视。这也是我国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在乡村

振兴战略深入推进过程中，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进步、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要同步做好的一项

重要工作。

农村地区要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充分汲取传统

伦理道德观念的优秀要素，有效挖掘地域文化和

良风美俗的优秀价值。逐步探索建立以“爱”为

基础，以“情”为准绳的夫妻家庭生活尺度以及

矛盾化解原则；探索建立由爱生敬、以敬示爱、

爱敬结合、平等和谐的孝老爱亲原则；倡导建立

有宠非溺、言传身教、正德修身、尚学成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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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原则；倡导树立勤奋刻苦、成人成才、报

效国家、反哺桑梓的个人成长和发展目标；弘扬

崇尚勤劳为本、诚信致富、爱护土地、绿色生产

的农业生产和经验原则；探索重构邻里相亲、乡

人互助、真情守望、融洽和美的乡村“大家庭”

氛围；倡导建立遵纪守法、文明礼貌、情趣高雅、

向善助人的农村社会生活原则。

（二）形成坚强的组织保障

农村道德建设工作的开展与工作质量的提

升，离不开有力的平台支撑，更离不开有效的

组织保障。因此，要立足于不同农村地区发展实

际，建构起高效有力的农村道德建设的组织体

系，并以此为依托，推动农村道德建设工作的深

入开展。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

村道德建设过程中的领导力和组织力，通过广大

党员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在广大农村群众

中形成良好的道德示范作用。不断加强对农村基

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 , 提高党

性意识、党风意识、公仆意识，推动农村群众

见贤思齐。另一方面，要在发挥好县乡文化主管

部门、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的既有优势基础

上，结合不同农村地区实际，进一步完善农村道

德建设组织体系。发挥好广大农村群众的主体价

值，探索建立乡村道德建设评议委员会、农村道

德评议小组等新型农村道德建设组织；进一步挖

掘农村先进道德模范、文化名人、退休返乡定居

人士等新时代乡贤群体在农村伦理道德建设中

的重要价值，探索建立乡贤工作理事会、乡风文

明服务工作队等新型社会组织，为农村道德建设

组织体系的完善形成有效的补充。

（三）优化工作开展方法

对农村道德建设工作而言，面对当前农村社

会复杂的发展形势，要想真正激发群众热情、唤

起群众自觉、提升工作实际效果，对于内容和形

式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因此，要结合各地区实

际，不断创新道德建设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农村

道德建设的要素内涵。

一方面，要做好将“情”与“法”相融合

的村规民约的建设工作，将国家法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地区美风良俗等有机结合起来，

建立起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符合农村未来发展

需要、符合各地区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的新型

村规民约，并以此为中心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

和实践活动，不断强化村民对于村规民约的认

知与认可，发挥好村规民约道德软约束和法律

硬制约的双重价值 [8]。

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现代化文化传播和教

育平台，利用网络、文化节目等当前农村百姓喜

闻乐见的平台和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伦理道德

教育活动，将道德建设纳入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常

态化过程当中；开展好“文明家庭”“孝老爱亲模

范”“乡村好人”等评选活动；积极邀请相关专业

人士和文化名人入村开展相关的文明教育活动；

利用节假日和农闲时间组织一些符合农村实际的

文化和体育类集体活动，用正能量的形式引导村

民摆脱低级趣味；建立农产品交易内部规范，开

展优质农产品生产和评比奖励活动等。

（四）强化法律约束和制度保障

农村道德建设水平的提升，既需要从农村

内部发力，也需要加强外在约束和保障，特别

是要加强对道德问题的制度和法律约束。加强

“德治”与“法治”都是完善新时代乡村治理

体系的题中之义，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农村道德建设过程中，要在强化价值引领、

提升村民素质、重塑美好家风、优化社会关系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之配套的各类法律法

规，通过相关部门的投入和努力来净化社会经

济发展、娱乐休闲、文化生产经营等环境，对

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打击，为社会不良现象的

治理提供外在保障。与此同时，要深刻认识到

道德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特征，要树立久久

为功、常抓不懈的信念，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相关政策和方针的基础上，结合各农村地区发

展实际，逐步建立起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相

匹配的道德建设体制机制、形成完备有效的制

度体系，减少朝令夕改、突击推进等问题的产

生，为提升新时代农村道德建设水平提供常态

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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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Problems and Path of Rural Mo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IU Ze-feng

（Shandong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nan Shandong 250000, 
China）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moral construction level. 

In the current rural moral construc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ss of good customs, the 

alienation of family ethics, and the gradual loss of local feelings, which are the result combined with rapid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the absence of rural moral construct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work together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internal optimization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reshape rural ethical standards, form an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novate work methods, strengthen 

legal constraint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moral construction in constant 

effort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moral construction; rural ethic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work metho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