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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纲领,承载着党和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

略使命。在这一重大战略实施进程中,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培根铸魂、凝心聚力的关键作用,既是驱

动乡村产业升级、人才振兴、文化繁荣、生态优化、组织建设的精神引擎,更是构筑乡村振兴战略思想

根基的核心要素。立足新发展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深刻认识当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以问题导向为指引,系统谋划创新路径,通过强化思想引领、深化价值培育,持续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稳健

推进注入精神动能,夯实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 

[关键词] 乡村振兴；思想政治教育；农民 

中图分类号：S731.7  文献标识码：A 

 

Exploring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ozhe Mi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tands as the overarching guiding principle for the work concern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rural residents in the new era. It shoulders the significant strategic mission of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ntrusted b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omentous strategy,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sumes a pivotal and 

irreplaceable role in nurturing the spiritual ethos and rallying the populace. It serves not merely as the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propelling the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talent, the prosperity of cultur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cornerstone in fortifying the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is 

new developmental phase,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must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ractical challenges confronting r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By adopting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hey should systematically devise innovative pathways. Through intensify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deepening value cultivation, they can continuously infuse spiritual momentum into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reby solidifying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ideolog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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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在农村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扎实

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政治保障、精

神动力和智力保证。[1]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布局中,农村思

想政治教育是贯通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与组织振兴的重要纽带。面对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深入

剖析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内涵,系统梳理当前工作中存

在的难点堵点,对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深度嵌入乡村振兴各

环节,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实践指

导意义。 

1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

值意蕴 

1.1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的思想保证 

乡村产业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不仅是农民稳定

增收、迈向共同富裕的坚实依托,更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

关键引擎。农民作为乡村产业建设的“主力军”和成果共享的

“受益人”,在盘活乡村土地、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构建现

代化乡村产业体系的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农村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在基层的延伸,正是激活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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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动力的“金钥匙”—通过强化农民的责任担当意识,激发其

投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为乡村产业兴旺

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思

想保障。 

1.2强化农村人才培养的重要蹊径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为战略推进提供根本支撑。若

缺乏人才保障,乡村振兴将陷入发展困境。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以

其独特的教育引导与价值塑造功能,成为培育高素质乡村人才

队伍、筑牢农民价值根基的关键抓手。从政策传导角度看,它是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渠道,能帮助乡村人才精准

领会惠农政策、把握农业农村发展方向,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际

生产力；在价值引领层面,通过鲜活的话语表达与思想传递,它

持续强化乡村人才的道德素养,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激

发投身乡村建设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1.3赋能乡村治理有效的强劲引擎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贯彻执行党的“三农”政策、团结动员

农民群众、引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在农村基

层党组织中,乡镇各级领导班子以及村委会成员等党员干部扮

演着“领头雁”的角色[2],在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方面发挥着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关键构成,思想政治

教育是淬炼涉农干部政治素养、培育忠诚担当品格的重要载体,

更是引领新时代“三农”事业行稳致远的思想航标。面对世界

格局演变、国家发展转型及党的建设新要求,我国“三农”工作

重心实现战略转移,在此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始终将思想政

治教育置于突出位置,持续为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注入思想

动能,筑牢政治根基。 

2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

实困境 

当前,我国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农民学习内驱力

不足、农村不良风气滋生、基层组织落实乏力、政策保障根基

薄弱等困境。这些现实梗阻容易使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陷于

空心化、边缘化的窠臼,是开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不容

忽视的重要现实问题。正确审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

代困囿,是增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前

置性条件。 

2.1农民思想认知差异明显,学习内驱力不足 

当前,农民群体思想认知差异显著、学习内驱力不足,已成

为制约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的关键因素。首先,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基础设施薄弱与信

息获取渠道不畅,使农民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认知环境,导致其

知识更新缓慢、理解能力参差不齐,难以有效吸收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其次,农民生产生活节奏紧密,高强度的劳动负荷挤占了

学习时间,削弱了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最后,部分

农民存在实用主义倾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知存在偏差,

将其视为与生产生活脱节的“虚功”,甚至产生排斥心理。这种

思想误区不仅抑制了农民主动学习的意愿,更使得思想政治教

育难以触及心灵深处,进而影响教育实效,掣肘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进程。 

2.2农村不良风气滋生,掣肘文明乡风建设 

乡风文明是衡量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成果的重要维度,其建

设成效与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呈双向促进关系。但当前农村社会

中,部分不良风气正逐渐侵蚀乡村精神文明根基,成为基层治理

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障碍。这些不良现象不仅冲击着传统乡村

伦理秩序,更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形成挑战,严重制

约着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振兴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如期告竣,农村整体精神风貌也有所改观,但

部分农村地区不良陋习泛起、农民思想道德滑坡等现象依旧存

在[3],成为妨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阴影”地带,严

重制约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由此而言,农村中存在的

不同程度的不良社会风气严重侵蚀着农民的心灵,乡村社会道

德风尚亟待改善,推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道阻且长。 

2.3基层组织落实乏力,迟滞思政教育进程 

新时代以来,我国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虽取得阶段性成果,基

层党组织思想建设持续深化,但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期,部分地区仍暴露出教育效能不足、推进迟缓等问题,[4]当下,

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执行力度仍显

不足。其一,部分乡村干部知识储备有限、理论素养薄弱,难以

精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义,在政策宣讲、理论阐释过程

中往往照本宣科,导致教育内容与农民实际需求脱节,难以激发

共鸣；其二,“重经济、轻思想”的惯性思维仍未彻底扭转,基

层党组织将大量资源倾斜于产业发展与民生工程,在思想政治

教育的阵地建设、队伍培养、资金保障等方面投入不足。教育

方式依旧依赖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模式,缺乏对短视频、直播

等新媒体技术的运用,难以适应信息时代农民的认知习惯。 

2.4政策保障根基薄弱,体制机制亟待完善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质量推进,离不开健全的政策

体系与科学的体制机制支撑。然而在实践中,基层领导班子对思

想政治教育缺乏统筹规划,政策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需求存在

脱节,尚未形成系统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一方面,现有政策多

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针对农民认知特点与现实需求的细化方

案,未能充分考虑农村群体文化水平差异与接受能力不同,导致

政策执行时难以精准对接农民关切,教育内容与实际需求“两张

皮”现象突出。另一方面,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创新不足,

数字化、互动化教育平台建设滞后,传统单向灌输模式难以适应

新时代传播规律；同时,考核评价、激励约束等配套机制缺失,

尚未建立起覆盖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的全链条管理体系。 

3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

化路径 

3.1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示范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和政府在乡村的“形象窗口”,既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实施主体,也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动力源泉。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强化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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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基层干部队伍。其一,

在筑牢农村思想阵地的实践中,基层干部需以高标准锤炼自身

思想道德修养,将政策精神转化为农民群众可感知、可践行的生

动实践。其二,基层党组织应将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作为首

要任务,构建系统化、常态化的教育培训体系。通过定期开展专

题学习、组织红色教育基地参观、推动跨区域挂职锻炼等方式,

帮助基层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养。[5]其三,聚焦农民

群众这一教育工作的核心对象,基层党组织需推动干部主动下

沉一线,深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3.2强化农民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 

面对农村地区仍存的不良风气与意识形态领域潜在风险,

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成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突破

口。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需紧扣乡村振兴战略核心目标。

通过系统阐释政策内涵,引导农民明确自身在农村经济发展、农

业强国建设中的责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产生

活,凝聚起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要创新

宣传形式,提升教育实效。农村基层党组织需主动适应信息时代

传播规律,用接地气的语言、生动的案例,结合农民喜闻乐见的

形式开展宣传。[6]同时,借助新媒体技术扩大传播覆盖面,让主

流意识形态以更鲜活的姿态融入农民生活,增强宣传教育的吸

引力与感染力。 

3.3坚持守正创新,立足农民需求革新体制机制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长期系统工程,面对战略

实施的新要求,亟需从体制机制层面实现突破。破解教育难题的

关键在于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构建长效化工作体系。一方面,基

层党组织需建立动态调研机制,通过常态化走访、设立意见反馈

平台等方式,精准把握农民在理论学习、政策理解等方面的实际

诉求。另一方面,应推动教育机制创新与理论发展同频共振。鼓

励基层探索“理论+实践”“线上+线下”融合的教育模式,运用

新媒体技术开发适农化学习载体；同时完善全链条培养机制,

从政策制定、过程管理到效果评估形成闭环,推动教育资源向农

村一线精准下沉,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扎根乡土、服务农民。

总而言之,全面推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机制改革,要集

中力量抓好办成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7],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

成果。 

4 结语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提高农民思想政治素养、汇聚党

心民意的关键所在,始终与党在农村的工作使命、发展重心同频

共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乡村振兴的时代逻辑为根本遵循。通

过深化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充分释放其正向引导和激励效能,能

够有效唤醒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意识,为农业强国建设凝

聚起农民群体的内生动力。概而言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路径,唯有持之以恒强化这一

工作,才能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基础,助力“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早日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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