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锻造优良党风政风、确保改革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时的讲话（2018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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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平易近人的理论力量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
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
文明程度。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
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
神风貌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州
市马庄村考察时这一形象表达，不仅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方向，也
对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
要求，是做好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的根本遵循。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
振兴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
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也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
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随着农
村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有了
更高更多的需求。但也要看到，一些
农村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尚未养成，
陈规陋习仍然影响着一部分农民群众
的思想和行为，制约着农村的全面发
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现实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要在解决了“富口袋”
的同时，加快“富脑袋”，使得群众的物
质、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富足，为实现乡
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加快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持续较快
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
展农村经济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加

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营造宽
松、文明、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环境，
增强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有利
于凝聚精气神，点燃干事创业的热情，
增强农民群众团结一致、努力拼搏的
信心。对于贫困地区而言，文明乡风
能够激发内生动力，进一步调动农民
群众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
农村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当前，农
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
统上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受到了巨大冲击，各种矛盾凸显，各种
利益之间的协调平衡也更加困难。有
的农村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欺骗欺诈
等现象屡禁不止，是非、善恶、美丑界
限混淆；有的地方农村封建迷信活动
泛滥，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解决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的这些矛盾和
问题，既要靠政策、靠发展，更离不开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有助于改变广大农民精神风
貌，使农村更加充满生机活力；有助于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和谐有序的
社会环境；有助于形成健康文明的生
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

如何加强新时代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
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
求。要坚持从农村和农民实际出发，
坚持不懈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教育，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坚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引导
农民群众发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发扬与时俱进、改
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增强发展意识、效
率意识、竞争意识，使村村谋发展、家

家忙致富、人人思创业蔚然成风。深
入开展民主法制教育，帮助农民群众
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推动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以诚实守信
为重点，积极倡导良好的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促进农
村形成团结互助、扶贫济困、平等友
爱、融洽和谐的良好风尚。

传 承 发 展 提 升 农 村 优 秀 传 统 文
化。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根 和 魂 ，保 留 着 许 多 农 耕 文 明 的 基
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是我国
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
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
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要积极开展
各种乡村文化节庆活动，打造特色乡
村文化品牌，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优秀
传统文化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加
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整合利用，深入
挖掘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美学观念、
道德规范、人生智慧，使优秀民间文化
兴起来、活起来、传下去，让乡村更具
情感寄托，提高村民归属感，同时结合

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乡村文化展现
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深入开展“我
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开展丰富多彩、
积极健康的民俗文化活动，引导人们
在辞旧迎新、慎终追远、缅怀先贤、阖
家团圆、孝老敬老中弘扬文明新风。
保护和发展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捍卫乡村记忆。
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抓紧把
有历史文化等价值的传统村落和民居
列入保护名录，着力保护古村落和古
民宅。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载体建设。精
神文明只有通过一定的载体以一定的
方式呈现，才能为人们所感知和接受，
这种载体必须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看
得见摸得着的、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
力的。要广泛开展创建文明村组、和
谐村组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在发展经济、告别
贫穷、走向富裕的同时，努力提高文明
素质，告别愚昧，走向文明。要广泛开
展“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等创
建活动，营造崇德向善、孝老爱亲、爱

国爱乡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典型的
示范作用，通过培植一批群众看得见、
摸得着、信得过的身边文明典型，激励
人们比学赶超、向上向善，使讲文明、
树新风成为农民群众的自觉追求。

开展移风易俗行动。“风俗，天下
之大事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
让，一国兴让”“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风必偃 ”⋯⋯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是新时代开
展移风易俗行动的重要抓手。要持续
深化移风易俗行动，健全完善乡规民
约、红白事理事会等，广泛开展道德评
议、村民评议等活动，推动形成勤俭节
约、尊老爱老、崇尚科学的文明生活方
式。发挥农村优秀基层干部、乡村教
师、文化能人等新乡贤的带头示范作
用，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淳朴乡风。
运用农民文化礼堂、道德讲堂等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等
活动，不断提升农民的道德修养和科
技文化素质。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按照有
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
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县
级公共文化机构辐射作用，推进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现乡村
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提升服务
效能。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公共文化
资源要重点向乡村倾斜，为广大农民
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产
品和服务。支持“三农”题材文艺创作
生产，鼓励文艺工作者不断推出反映
农民生产生活尤其是乡村振兴实践的
优秀文艺作品，充分展示新时代农村
农民的精神面貌。培育挖掘乡土文化
本土人才，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引导社
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文化建设。活跃
繁荣农村文化市场，丰富农村文化业
态，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监管，抵制腐朽
落后文化侵蚀，以弘扬先进文化和优
秀传统文化为引领，深入推进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执笔人：姜海涛，内蒙古农业大
学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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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州市马庄村调研时强调(2017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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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

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早在 2014 年 6 月十八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
总书记就高屋建瓴地提出：“加强党的
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
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此后，
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

“政治生态”的重要性，“政治生态”已
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关键
词之一，成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形象
化色彩浓、使用频率高的政治学概念。

那么，什么是“政治生态”？毫无
疑问，“政治生态”是一个比喻性概念，
它是生态学理论在政治领域的创造性
运用，主要基于生态学的特有观念来
分析中国政治生活中影响极大、却又
极易被忽视的隐性问题。简单地说，
生态就是指生态系统的存在状态，包
括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和无机环境的
存在状态，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各环
境要素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
依存、相互作用关系。相应的，所谓政
治生态也就是指整个政治体系的运行
状态，它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的运行状
态、政治主体的生存状态和政治文化
的发展状态以及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
关系。

“政治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意义
重大，它表明中国的政治建设已经走
过了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
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的硬件建设阶
段，转而日益重视政治文化、政治环境
等软实力建设。

政治生态的易污染性

生态系统极其脆弱，一个微小的
扰动，都会引发蝴蝶效应，造成整个系
统新陈代谢过程的失衡或紊乱。与此
相类似，政治生态也极易被污染。首
先，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如果

“纸老虎”“稻草人”式的制度太多，或
者多数制度执行不力、形同虚设，就会
导致人心思贪、“潜规则”盛行，“体制
性腐败”如影随形；其次，如果官员信

奉“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位思想，就
会使其信仰迷失、立场异化，腐败和特
权肆虐，吏治腐败难以避免；此外，如
果公民一味仰仗“父母官”为“子民”做
主的“清官”政治，缺乏主动参与政治、
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积极性和责任
感，就会使其丧失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力和控制力，使政府官员缺乏应有的
监督和制约，走向行为失控。

由此可见，政治体系中的各个要
素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在
相关问题上处理不当，就会牵一发而
动全身，打破政治生态平衡，危及整个
政治体系的良性运行。

政治生态污染的恶劣后果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
可以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用
错了就会沦为个别官员中饱私囊的工
具 。 领 导 干 部 只 有 把 好 用 权“ 方 向
盘”，系好廉洁“安全带”，心存敬畏、慎
独慎微、勤于自省，守住第一道防线，
才有可能为政清廉、造福一方。很多
改革明星、“打黑英雄”之所以会沦为
铁腕贪官、涉黑贪官，其原因就在于自
身的党性不强、自制力薄弱，经不起权
色诱惑，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湿
鞋”“洗脚”到“洗澡”，从“微腐败”到

“巨贪”“恶霸”，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
渊，最终沦为阶下囚。

古人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
沙在涅，与之俱黑。”在政治体系中，一
旦滋生污染源，即使是小官的小贪小
占行为，也会产生巨大的腐蚀力。如
果不能及时发现、及时清除，腐败现象
就会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染、扩散、蔓
延，由个体性腐败行为演变为“一挖一
窝子、一提一串子”的集体沦陷、塌方
式腐败“窝案”，致使整个政治生态日
趋恶化。

孟子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济天下。”但是倾巢之下，焉有完卵？
事实上，如果整个政治生态污浊，从政

环境恶劣，个人想洁身自好、做个好
官、清官就会困难重重。不良官场就
像个大染缸，个别曾是清正廉洁的好
官员也常常会被“拉下水”、同流合污，
或被视为另类、异端，被排挤、被孤立、
被边缘化，甚至会被官场游戏规则逆
淘汰掉。

如何修复和优化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系统性的，修复或优
化时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必
须通盘考虑、系统诊治。修复和优化
政治生态，必须坚持破立结合、标本兼
治、预防优先三大基本原则。它要求
我们既要高压反腐、猛药去疴、重典治
乱，彻底清除污染源，肃清其思想遗毒
和恶劣影响；又要增强“四个意识”，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和党
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并认真践行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建立和完善权力
制约和监督的长效机制，构筑习近平

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
制”。

具体来讲，首先要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
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
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
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
我们应该进一步查缺补漏，扎紧民主
法治的“制度牢笼”。纪委监委作为
政治机关，对一个地区形成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担负着特殊使命和重大
责任。2018 年 3 月 20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新鲜出炉，规定我国
实行监察官制度。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建立了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
败工作机构，并赋予其充分的独立性
和权威性，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
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它通过实施组织制度创新，整合反腐
败资源，实现了反腐败工作对行使公

权 力 的 公 职 人 员 监 察 全 方 位 覆 盖 、
360 度无死角，势必将有力地推动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净
化政治生态。

其次，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
少数”作用，形成“头雁效应”。目前，
在干部提拔任用方面，我们仍然存在

“伯乐相马”的人治遗毒，这是滋生部
分领导干部只对上级领导负责、不对
群众负责，欺上瞒下，搞政绩工程、走
形式走过场，拉关系走后门，搞圈子文
化、拜山头，买官卖官的根本原因。我
们必须彻底改革选人用人制度，基于
制度规则、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选贤
任能，才能促使干部树立正确的发展
观和政绩观，造就对人民负责、为人民
谋福利的“人民公仆”。作为“关键少
数”的领导干部若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必然会形成头雁领飞、“最大多数”
紧紧跟上的壮美景象。

此外，民主是实现权力制约和监
督的基础。1945 年在延安的一个窑洞
里，黄炎培先生就直问中共领导人毛
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

“ 其 兴 也 勃 焉 ，其 亡 也 忽 焉 ”的 周 期
律？毛泽东坦言：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才不敢
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进一步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鼓
励公民通过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
民主、社团民主和政策民主等多种形
式来参与政治、影响政府决策，使人民
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源”，
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有效的权力制约和
监督，防止权力的腐败和异化。

政治生态的修复和优化，不可能
一蹴而就，必须长期培育、持续建设。
对此，我们必须要拿出愚公移山的劲
头，以昂扬奋进、永不放弃的姿态，推
动中国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整体好转，
最终营造出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国泰
民安的良好政治生态。

（执笔人：李小艳，内蒙古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