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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

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由李建新，邓一鸣，吴家淼编著，有六章
，主要介绍了新农村的建设等问题的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民展历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目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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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我国农村建设发展历程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农村是先
进生产力的孕育地，农村是社会变革的主战场。历史经验和农村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农村和农民问
题的妥善处理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足安康的坚强基础。在我国当前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党中央、国务院顺应历史潮流的果断抉择。　　一、历代中国农村
建设概况　　1．古代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与影响　　（1）农村的农民成为历史文明与动荡的双重源头
　　我国的农村，在世代更替的过程中，时有兴衰。最突出的是农民用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了中国古
代的农业文明。最早的历书《夏小正》把一年分为12个月，称为物候历法；古人为了治水建造了一个
个奇迹般的水利工程；古代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不断革新农具，使用牛力、水力耕种、灌溉；此外
，古人还培育五谷、驯养六畜，创造了传统的育种技术。古代中国农业的这四大发明，都是农民智慧
的结晶，是农村孕育的成果。由此，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农业的领先地位。盛唐时，我国年人均拥有粮
食628公斤，超过世界其他各国，比今天人均拥有粮食还高出近一倍。13世纪，曾有一波斯人说过，中
国的“大都小邑，富厚莫加，无一国可与中国相比拟”。　　农村和农民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来源
于无数次反抗起义，动摇了一个又一个封建朝廷，显示了无比的革命性力量。不管各个时期起义背景
多么错综复杂，起义队伍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农村，起义的主战场是农村。农民起义对中国历史的演变
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纵观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无一不是由天灾及人
祸、民不聊生所致。在国外，农民起义大多是为自由而战，而中国农民都是为生存而战。农民之所以
起义，多因受尽苦难煎熬，确实无路可走；又被封建制度和朝廷所逼，不得不铤而走险。从陈胜、吴
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
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一支支起义队伍都充满反抗暴政的精神。那些高举着“杀富济贫”、“
替天行道”的义旗，多有开官仓、解民于倒悬之义行的起义队伍，无不体现着农民善良、质朴的本质
。　　当然，在古代中国，农民起义频繁地发生都使得社会动荡、　经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并
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合　理、更合乎人道的政治经济体制。即使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农民　
领袖脱下布衣，换上的依然是龙袍，继承的还是前朝君王的专制　统治。尽管开朝之初，天下太平，
然而，另一轮苦难，往往又在　悄悄地积聚。从一定程度上说，农民起义是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造　成
的一大悲剧。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为历史留下可歌可泣的故事，　但同时又为农民的苦难生活涂上又一
层悲壮的色彩。正如元曲所　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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