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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保障，乡村治理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中国共产

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现农村地区是国民党统

治最薄弱的环节，由此，中国共产党在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各苏区，广泛开展了以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农民参与苏维埃民主

政权建设、提高农民文化教育水平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工作，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新时代，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深入总

结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经验为解决三农问题，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basic guarante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level of rural governance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rural governance since its founding and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National revolutio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und in rural areas is the kuomintang’s weakest link, therefore,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oviet 

area represented by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widely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ing peasants to 

participate in Soviet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increasing cultural education level of farmers as the main content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deeply 

sum up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govern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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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建设新农村，使

其成为党的革命根据地，既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也

是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国民大革命时期

的农民运动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领导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

开展了一波波农村建设工作。

2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治理经验
2.1 开展土地革命，变革封建土地制度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

识，就如何改造与建设农村的问题，主张首先要开展土地革

命，变革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无地或少地的贫苦

农民获得土地。1927 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立了实行

土地革命的方针。随着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一场中国历史

上亘古未有的土地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

据地逐步展开。

随着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普遍开展和斗争经验的积

累，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

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

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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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政策上，还确立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在原耕地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原则。

2.2 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列宁在《两个政权》中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

家政权问题。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

工农民主专政，即实行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的各级工农兵代表

大会制度，并依此制度建立起一直到乡村的各级工农民主政

权，并围绕这个政权建立了工会、妇代会、贫农团等联系广

大工农群众的团体。苏维埃政权为了体现广大工农劳动群众

当家作主的原则，特别突出抓民主政治建设，以扩大和加强

人民民主。1931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

1934 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共

中央根据地曾进行过三次大的普选，同时妇女也享有同男子

平等的选举权利。由此，广大群众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的工作，真正地掌握了政权，

翻身做了主人。

2.3 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土地革命时期，党和政府把领导农民开展经济建设，改

善农民生活，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巩固工农联盟作为

革命根据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苏维埃地区经济是

以农业为基础的，因此，在苏区进行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就

是发展农业生产。苏区政府还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地、植树造林等，为根据地发展

农业生产创造条件。1933 年，苏区政府颁布的《开垦荒田

地办法》《开荒规则》，鼓励各地开垦荒田，扩大耕地。此外，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业、交通、邮电等事业的建设也从无到

有，获得了较快地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的战争条件

下领导开展的农村根据地的各项经济建设，不仅为红色政权

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逐渐形成了新民主

主义经济雏形 [1]。

2.4 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各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出：教育是为革命服务，强调要通

过教育为党和政府培养出有革命性的干部。苏区政府为了解

决广大农民群众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学费的问题，提出针对

工人与农民实行免费教育；但是对剥削阶级则收取一定的学

费。同时，苏区政府结合当地财政收支情况为文化教育建设

划拨固定经费以保障办学的正常运行，并给与非苏区的革命

群众和知识分子优惠待遇鼓励他们到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

苏维埃政府要求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来编订教材，禁止

教材内出现宣扬反三民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内

容。这些措施都充分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

发展。

3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乡村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各项

建设事业均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从而创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

国民党统治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农村，这为新时代我

们党加强和改善农村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3.1 坚决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和政府在各革命根据地坚持解放发

展生产力，坚决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指出：

“我们应该深刻的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

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

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

众就会真正围绕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因此，党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最大限度的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

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我们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广大农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时代，脱贫致富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根

本需求。但是，由于各地区间存在着一定差异，广大农民群

众的经济利益由此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因此，在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准确地把握各

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他们拥有更多获得感与幸福感。

3.2 把贯彻群众路线作为农村治理的基本工作方法
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土地革命时期，

我们党在各根据地积极践行群众路线，深入乡村，最大限度

地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 [2]。

新时代，我们要坚持用群众路线推动乡村振兴。各级干

部要认真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农村，扎根基层，尊重人

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聆听群众声音，汲取群众智慧，激发广

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及时发现与治理乡村振

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工作方法的正确

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处理

好与维护好广大农民群众利益，充分发挥农民群众自主参与

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3.3 动员、组织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民主政权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积极动员广大农民群

众参与民主选举，最大限度保障广大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同时鼓励农民群众对苏区政府工作进行监督与批评，使

农民群众在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学会管理国家与社会

事务，真正成为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主人。

新时代，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坚持基层群众

自治制度不动摇，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农村基层民主

政权建设的主动性，推动农村的改革和建设，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农村。

3.4 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土地革命以前，乡村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只有占

人口少数的地主、富农与资本家拥有受教育的机会。土地革

命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在艰苦条件下发展文化事业，给广大

贫苦劳动群众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教育组织遍及苏区。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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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乡村的文

化教育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3]。我

们要以培育“四有”新型农民为目标，不断加强农民职业道

德教育、法律知识教育和农业、农村有关政策等方面知识的

教育，使农民成为有觉悟、守法律的劳动者，推动农民在思

想上获得解放。同时依托产业发展对农民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富民技术，更好地助力乡村

振兴。

4 结语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农村，是我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当前存在的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

求，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

村治理经验与当代价值，为新时代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要以维护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调动广大农民群

众参与政权建设的积极性；同时，要加快推动新农村经济建

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真正做到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

之所急，推动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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