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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
,

我们先后赴山东省德州地区的德州市和陵县
,

聊城地区的高唐县
,

惠民地区的

邹平县
,

临沂地区的临沂市
、

首县和平邑县
,

烟台地区的福山区和黄县
,

昌潍地区的潍城区

和安邱县
,

淄博市的周村区等七个地
、

市的十二个县
、

市
、

区对广大农民进行了调查研究
。

通过调查研究
,

我们深深地感到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由于在农村实行了以家庭承包形

式为主要内容的责任制
,

调整了产业结构
,

发展了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
,

使农民阶级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

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
。

第一
,

从他们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

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方面分析
,

具有

二重性的特点
。

一方面
,

他们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人
,

对土地
、

大型农机具
、

农田水利基

本设施等主要生产资料
,

拥有法律规定的集体所有权
,

具有直 接 的 承包使用权和经营管理

权
。

另一方面
,

他们又都或多或少地 占有一部分个人的生产资料
,

如农机具
、

牲畜
、

运输工

具
、

工副业生产工具等
,

有的甚至拥有汽车
、

拖拉机
、

厂房和机器
,

而且随着生产责任制的

稳定和完善
,

农村生产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
,

这部分农民私人拥有的生产资料呈不断增

长趋势
,

在农户经济和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越来越提高
。

现阶段农民阶级的这一新特

点说明
,

他们既是集体农民
,

又是个体农民
,

既是生产资料的公有者
,

又是生产资料的私有

者
,

是上述二者的对立统一体
。

至于具体到每一个农民身上
,

究竟哪一方面属于主导地位
,

规定他的阶级归属或阶层归属
,

应当具体分析
,

不能一概而论
。

一般说来
,

只是或主要是从

事农业生产
,

经济收入只是或主要是依靠承包经营集体土地的农民
,

他们的阶级归属应该是

集体农民
,

而主要是从事非农业生产
,

或只是从事非农业生产
,

经营收入主要不是
,

或完全

不是依靠承包经营集体土地
,

只是或主要是依靠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
、

个人的技艺
、

劳动技

能的人
,

他们的阶级归属不仅脱离了集体农民的范畴
,

而且也脱离了农民阶级的范畴
。

对土地以外的农民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

特别是对大型农机具的私人占有
,

在不同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的地区有着不 同的情况
,

似乎存在这样的规律性
,

即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高的

地区
,

集体拥有的大型农机具远比私人拥用的数量大得多
,

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低的地区
,

私人拥有的比较大型的农机具又远比集体拥有的数量大得多
。

比如烟台市福 山区兜余镇东陌

堂村
,

属于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高的类型
,

他们拥有的大型农机具几乎全是集体的
,

有汽车

40 部
,

各种型号的拖拉机 15 部
,

各种播种收打机械21 部
,

各种排灌机械 5 部
,

而私人拥有的

大型农机具只有 3 部拖拉机
。

淄博市周村区南营乡西坞村
,

属于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中等偏

上的类型
,

他们拥有的大型农机具
,

属于集体的有汽车 8 部
,

各种型号的拖拉机 12 部
,

各种

排灌机械n 部
,

属于私人占有的拖拉机 13 部
,

各种排灌机械 12 0部
。

聊城地区高唐县梁村镇孙

庄村
,

属于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低的类型
,

他们拥有的大型农机具
,

属于集体的是零
,

属于

私人的有汽车 2 部
,

拖拉机 2 部
,

电动机 10 部
,

柴油机 30 部
。

看来
,

农民阶级对生产资料占

有关系方面的这种二重性特点
,

将贯穿于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
,

受生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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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和农民阶级思想觉悟水平的制约
,

有其厉史必然性
,

我们必须全面的认识
,

正确地对

待
,

否则
,

就要犯
“
左

” 的或右的错误
。

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
,

必须毫不

动摇地坚持集体所有
,

绝对不准农民买卖或变相买卖
、

出租
、

盖私房等
。

对于土地以外的农

用基本生产资料
,

特别是大型农机具也应这样做
。

第二
,

从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方面分析
,

具有兼业性的特点
。

用社会学的社会角色概念来

说
,

他们正在由过去充当单一社会角色向充当多元社会角色
、

复合社会角色转化
。

过去
,

由

于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人民公社体制
,

贯彻执行
“
以粮为纲

”

的生产方针
,

农民阶级被死死地

捆在土地上
,

单纯地种植粮食作物
,

成了纯粹的农业劳动者
,

即所渭纯农
、

粮农
,

充当着单

一传统农民的角色
。

现在
,

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产业结构的调整
,

多种经营的发展和商

品经济的兴起
,

农民阶级这个农村经济的主人发生了很大变化
。

他们不仅是生产劳动者
,

而

且也是经营管理者
,

是这两种身份的统一
,

在经营管理者方面
,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分为集

体所有和私人所有
,

他们既是承包经营者
,

又是完全自营者
,

是这两种身份的统一
。

他们所

从事的产业分化了
、

多样了
。

即使从事农业生产
,

也不是狭义的农业生产概念
,

而是广义的

大农业生产概念
,

包括农业生产 (又分为种植粮
、

棉
、

菜
、

经济作物
、

油料作物等 )
、

林果

业生产
、

畜牧业生产
、

渔业生产等
。

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
,

农民中逐渐分化出粮农
、

棉农
、

菜农
、

林农
、

果农
、

牧民
、

渔民
、

各种各样家畜家禽昆虫养殖能手等
。

这样
,

农业生产

者
,

虽然他们各自所从事的具体生产有所不同
,

但仍然都保留着
“ 一种二养

” 这种传统农业

生产者的特点
,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

就是都离不开一个
“
土

”
字

,

即依靠承包集体的土地来

生产经营
,

一般不再从事其他产业或职业
,

故称为纯农
。

农民阶级中一些有传统技艺的
,

懂

经营管理的
,

积蓄资金较多的
,

会经商的
,

文化程度较高的人
,

逐渐离土离乡
,

或离土不离

乡
,

或名义上不离上实际上离土离乡
,

或离土不离乡而从事非农业生产
,

即从事第二产业或

第三产业
。

这些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者
,

虽然他们所从事的具体职业也各有所不

同
,

但他们也都有一个根本共同点
,

就是实际上都离开了一个
“ 土 ”

字
,

即不再依靠集体的

土地来生产经营
,

故称为非农
,

也就是说
,

这些人已经从农民阶级中转化出去
,

成为农村中

的工人
、

个体工商户
、

私人企业者和知识分子
。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

我省当前农民阶级所从事的产业分化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

即多数的人还是从事第一产业农业

生产
,

少数的人已经转化出去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
,

而相当大数量的人是从 事 兼 业生

产
。

这种兼业农民又有两种不同情况
: 一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中的

某一行业或某两个行业 ; 另一种是以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中的某一行业为主兼营农业
。

前者

谓之第一兼业农民
,

是农民阶级中的农一工阶层
,

后者谓之第二兼业农民
,

是农 民 阶级 中

的工一农阶层
。
他们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兼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阶级 的 品 性

,

既 不

完全是农民
,

又不完全是工人
,

是亦工亦农阶层
,

是由农民转化为工人或其他阶层的过渡阶

层
,

他们属于农村中的
“ 边缘阶层

” ,

或
“
边缘群体

” 。

农民阶级的这种兼业性特点
,

在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 不 同 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情况
。

经

济
、

文化发展高的地区
,

农民阶级的兼业性特点明显突出
,

即兼农阶层数量多
,

非农阶层数

量大
,

纯农阶层数量大大减少
,

而经济
、

文化发展落后的地区
,

农民阶级的兼业性特点不明

显
,

即兼农阶层数量少
,

纯农阶层数量大
,

非农阶层极少
。

这就是说
,

农民阶级的兼业性特点

同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呈正比例关系
。

我们调查的三种不同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村的

农民兼业情况
,

以及所从事的职业情况
,

颇有代表性
,

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

详情见下两表
.

艺



兰种不同类型村农民兼业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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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产业活动的这种兼业性特点
,

将存在于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是既区别于过

去的传统农民
,

又有别于将来的专业农民的一个重要标志
。

它说明农民阶级正在由
一

单一社会

角色逐渐向多元社会角色转化
,

由传统农民逐渐向现代农民转化
,

由农民逐渐向其它阶级转

化
。

这种兼业性农民的特点
,

无论是在生产方式
、

生活方式方面
,

还是在思想意识
、

价值观

和利益
、

愿望
、

要求方面
,

都呈现明显的中间性
,

即一只脚开始转向工人阶级
,

另只脚还深

深地留在传统小农的土地上
。

第三
,

从他们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方面分析
,

具有多重劳动性质的特点
。

农民阶级作为

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者
,

他们劳动的社会性质是直接由两个根本条件决定的
:
一是和什么性

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相结合
; 二是为谁劳动

、

劳动收入归谁
。

依此
,

分析山东省农民阶级的

劳动性质的演变情况使我们看到
。

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农业劳动者
,

由于他们的劳动是和生产

资料的私有制结合在一起
,

劳动产品完全归私人 占有
,

因而就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性质是私人性

的社会劳动
,

他们本人也是个体劳动者或私人劳动者
。

农业合作化后的农民劳动者
,

由于其劳

动是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结合在一起
,

劳动的产品完全归集体所有
,

而个人获得的收入
,

只是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
,

以劳动工分的形式
,

从集体那里去领取
,

这就决定了其劳动性质

是集体性的社会劳动
,

他们本人也是集体劳动者或公共劳动者
。

虽然那时的集体农民也经营

一定的家庭副业和 自留地
,

但劳动收入极少
,

只是集体收入的一个补充
,

不影响农民整个劳动

的集体性质
。

农民的劳动由私人性的社会劳动变为集体性的社会劳动
,

农民本人由个体劳动

者或私人劳动者转变成为集体劳动者或公共劳动者
,

是一个根本的质变
,

是一个由个体农民向



集体农民的飞跃
。

山东省当前的农民
,

由于他们的劳动是和生产资料的多种所有制形式
、

多

种分配形式结合在一起
,

劳动产品又归国家
、

集体和个人三方面所有
,

因而就决定了他们的劳

动性质是多重性的社会劳动
,

他们本人也是多元性的社会劳动者
。

农民劳动性质的这种多重

性的特点
,

虽然在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
,

在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经营项 目中
,

有着

不同的表现
,

但它都会贯穿于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

突出
、

易分了
。

少数农民在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劳动
,

和一些在全 民所有制或集

体所有制企业中从事生产劳动的非农阶层
,

由于他们的经营管理劳动和生产劳动是和生产资

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结合在一起
,

劳动产品归全 民或集体所有
,

因而他们的劳动性

质是全民性质的公共劳动或集体性质的公共劳动
,

只有他们本人的承包收入或工资收入才体

现了为他们个人劳动的私人性质
。

多数农民在承包集体土地劳动
,

属 于集体性质的社会劳动
,

因为它是和生产资料的集体

所有制结合在一起的
,

劳动产品归集体所有
,

至于农民承包者个人所得部份
,

则应看作是集

体付给他的工值或劳动报酬
,

只是体现了私人劳动性质
。

有人看到农民承包经营集体的土地

采取的是分散劳动方式
,

就误认为这是个体的私人劳动
,

因而姓
“
资

” 不姓
“ 社

” ,

姓
“
私 ”

不姓
“
公

” 。

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

是将劳动的社会性质同劳动的具体形式混淆在一起了
,

是

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一种表现
。

其实
,

这二者虽有联系
,

但并不是一个问
,

题
。

劳动的社会性

质属于生产关系范畴
,

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和劳动产品的占有方式
。

而劳动的具体

形式则属于生产力范畴
,

指的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主要是生产工具 ) 相结合的物质技术形

式
,

首先取决于劳动手段的状况
。

至于农民应当承担的 劳 动 积 累
,

如进行各种农田基本建

设
,

兴办各种公益事业
,

应负担的各种义务工
,

其劳动性质有的属于全民性的社会劳动
,

有

的属于集体性的社会劳动
。

多数农民在 自留地
、

三荒地
、

饲料地
、

自 留 山 上 的劳动
,

以及 自己和家庭 自营的饲养

业
、

加工业
、

运输业
、

商业等的劳动
,

则属于私人劳动的性质
,

因为它或是建立在生产资料

的私人所有制基础上
,

或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虽仍归集体所有
,

但具体的占有权
、

使用权和经

营管理权则完全转归了农民个人的基础上
,

生产经营不受国家和集体的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

的制约
,

劳动产品不计入集体产量和集体收入
,

不参予集体的统一分配
,

不负担上交国家征

购任务和集体提留
,

完全归农民个人所有和支配
。

农民的这种私人性质的劳动
,

在经济
、

文

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所占有的比重则有所不同
。

总的趋势是
,

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高的地

区
,

农民的私人劳动所占比重低
,

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低的地区
,

农民的私人劳动所占比重

高
。

这就是说
,

农民的私人劳动在其全部劳动中所占的比重
,

同该地区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

成反 比例关系
。

农民阶级的这种劳动性质的三重性特点
,

从根本利益上说来是一致的
,

但在具体利益上

又有矛盾
。

过去曾流行的关于大包干分配办法的三句话
,

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农民阶级劳动性

质的三重性特点和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
“
保证国家的

” ,

这体现了全民性质的社会劳动和国家

利益 , “
留足集体的

” ,

这体现了集体性质的社会劳动和集体利益 ; “
剩下都是自己的

” ,

这体

现了私人性质的社会劳动和个人利益
。

根据农民阶级的这种三重性劳动特点及其所体现的三

方面的利益关系
,

党和政府一方面要完善农村的劳动政策
,

协调和理顺农民阶级的三重性社

会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
,

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阶级进行国家
、

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
、

集体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

以正确认识和处理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
。



往何片面性和偏颇性都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

都会损害三者和益的兼顾
。

在当前
,

应当

在保证农民的私人劳动和个人利益的基础上
,

向加重农民的公共劳动和公共利益方面倾斜
,

尤其是在经济
、

文化发展落后的地区
,

更应该这样做
。

因为这关系到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和

农民阶级的长远利益
、

根本利益
。

第四
,

从他们的经济收入方面分析
,

具有收入方式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

由于上

述三个方面的特点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自然条件的不同
,

由于农民个人及其家庭的生产经营

能力
、

科技水平
、

勤劳程度的差别
,

农民的经济收入不仅在手段
、

方式上出现了多样化
,

而

且在经济收入数量上也出现了不平衡性
,

甚至是悬殊性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人民公

社期间
,

由于体制上的弊端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

由于经济收入的手段和方式实际上只是单

纯地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

极大地限制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主动性和创造性
,

因而使

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

农民的经济收入不高
,

生 活 水 平 得不到很好改善和提高
。

山东省

1 9 7 8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 1 0 4
.

5 6元
,

而且主要是从集体根据自己的劳动工分折算的粮

食和现款收入
。

到了 1 9 8 7年
,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就增至 5 17
.

69 元
,

提高了四倍
,

而且主要

是从家庭经营收入方面得来的
,

详情见下表
。

山东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比

人均纯收入来源及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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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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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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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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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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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元

一 4
.

6%

+ 2
.

35元

十 0
.

5 6%

农民的经济收入在 1 9 7 8年人民公社期间
,

虽然在不同地区
、

不同经济作物
、

不同劳力
、

不同技术技能
、

不同劳动强度间的农民有所差别
,

但总的看来差别不大
,

而且是在低收入水

平上的差别
,

是在单纯按劳动工分多少进行分配的差别
。

现在
,

农民的经济收入除了来源方

面多样化了
,

在手段和方式上也多样化了
,

除了劳动仍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外
,

还

出现了一些非劳动收入的手段和方式
,

如凭债权取得利息
、

股份分红
、

风险补偿
、

雇工剥削

等
。

正因为如此
,

农民的经济收入虽然现在比过去有数倍的增长
,

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

但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性
,

甚至是悬殊性的现象也出现了
。

这种经济收入上的不平衡性和悬殊

性
,

不仅在不同经济
、

文化发展不同的地区表现出来
,

而且还在同一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的

地区表现出来
。

如 1 9 8 7年山东省鲁西北地区
,

农民人均纯收入在 50 。 元以下的还占相当大的

比例
,

而人均纯收入在 1 0。。元以上的却为数不多
。

但是山东省的烟台和威海地区
,

农民人均

纯收入在 5 00 元以下的却为数极少
,

而人均纯收入在 1 0 0。 元以上的却占相当大的比例
。

即使



在同一贫困地区的农民
,

其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性和悬殊性也很明显
,

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和

富裕的农民同时存在
。

在同一富裕地区的农民
,

解决温饱的农民和冒尖富裕的农民也呈鲜明

的对照
。

我们调查的三种不同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典型村的情况
,

颇有代表性
,

很能说明农

民经济收入上的不平衡性和悬殊性
。

详情见下表
:

山东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村农民收入情况对照表

一
’

一
~ 二~ 一 ”

,i’’’’’’ 一 )’’’-
” ~ 一~

}
.’

_
’

了一
~ 一

以 .

一
.

万满画丽海痴雨疏蔽石颤
,

— —{ l ! 尸 l

— — —

_ _
_ _

_ _地区村名 } } 经济发展 } } ` n n干公I下 } ` n。 千。 z下 }
, n n n 二公 z , {

, : n n 、 ,) ,
下 { : 二 n n 、 。 I 卜

{ 方 向 } 类型 } l一立二立二二l上 }
-
立丫丫兰竺竺 i } 立丫丫兰兰尸竺

.

户代兰丫
2 目

~
’

}
二 , u , z LJ

~ 一
{ { { 数 ! 。 ` }

。 /

{ 二 ` {
。 ,

{ 二 、 }
。 , 。

二 `
l

二丁 }
~

二工
-

仄
.

厂

—
一毕, 一 {

—
卜
一 - }二竺 卫止匕竺

-

二兰 {二竺
一

}卫月二当
一
竺一 {二划

一

业一

一竺竺塑哩一 {卫
一

}兰狙 j l {
、

竺
一

}迎
一

{
~

竺竺 {-上!」一 1一兰
一

}少叫
一互

一

2竺 {
一

州
一生

一

竺燮竺竺一 }
~

`
一

兰史
~

}二一二
.

!
~

些
-

{
一

竺 {兰 }
~

-生!」一 {里旦)生{竺 {
一

坚
一

州 川竺些
烟台的东陌堂 } 鲁东 } 先 进 ! 64 0 1 ” } “ } ` 4 } “

·

8 1 4 8 17
·

5 } 5 6 9 {“ 8
·

9 } “
} 0

·

78

再从农民高档消费品的情况来看
,

差别性和悬殊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

落后村还没有一个

农户拥有彩电
,

还不知录像机为何物
,

而富裕村已有30 % 的农户拥有彩 电
,
已有 5 % 的户拥

有录像机
。

详情见下表
:

三种不同类型村农户高档消费品拥有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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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阶级对于党的富民政策是拥护的
,

对于党的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
,

允许一部份地区

先富起来的主张也是拥护的
,

对于确实依靠技术
、

技能
、

劳动而富裕起来的农民是敬佩的
,

心悦诚服的
,

是真心诚意地向他们学习看齐的
。

但是对于不少依靠邪门歪道
、

依靠权力
、

依

靠雇工剥削致富的人
,

心里有闷气
、

怒气
、

不服气
,

认为他 们 是发 的不义之财
,

是为富不

仁
,

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有漏洞
,

对他们管理不严
,

不能走他们的路
,

向他们学
。

所以
,

如

何保证农民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保持合理的差别
,

不仅是理论上应该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

而

且是实践上应该着重解决的实际间题
。

如果解决不好
,

在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
、

多

种分配方式和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
,

由于农民仍然存在着天赋的劳动能力不平等和所

处的机遇的不平等
,

那就难免不出现经济收入方面的悬殊现象
,

甚至是阶级性的两极分化
。

那

我们所进行的农村改革就失败了
,

就会走向我们愿望的反面
,

就要遭到广大农民的反对
。

第五
、

从他们的思想观念方面分析
,

具有明显的变动性和层次性的特点
。

人们的社会存

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

由于当前农民阶级具有上述四个方面的特点
,

反映在他们的思想观

念上就必然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和层次性的特点
。

这种特点既是当前农村经济
、

社会发展深刻

变化的反映
,

又是当前农村经济
、

社会进一步发生变革的动力
。

当前农民阶级思想观念方面



的变化
,

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 一是由过去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自给自足

、

抑商贱利
、

闭

关自守
、

平均主义
、

温饱知足等自然经济
、

小农经济的旧观念
,

逐渐地向商品观念和致富观

念变动
,

即为了追求富裕和商品价值而逐渐地增强了和树立了市场观念
、

时效观念
、

信息观

念
、

致富观念
、

进取意识
,

更加关心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

市场物价和周围的社会生活
。

二是

由过去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乡土意识
、

安土重迁
、

自卑
、

依赖性大等传统农民的思想特点
,

逐

渐地向自我主人翁意识变动
,

即逐渐地增强了自我意识
,

认识了自己的力量
、

利益
、

价值和

命运
,

并在党的改革开放和富民政策的诱发下
,

开始解放思想
,

扩大视野
,

增多交往
,

外出

谋业
,

建设家乡
。

三是由过去普遍存在着的墨守成规
、

凭经验办事
、

科学观念淡薄
、

轻视知

识的思想特点
,

逐渐地向知识型农民变动
,

即逐渐地增强了知识观念和科学观念
,

他们不仅

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
,

不惜重金聘请科技人员
,

而且 还舍 得 智力投资
、

积极学习文化
、

科

学
、

技术
,

渴望成才
。

由于当前农民具有层次性和不平衡性
,

因而反映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上

也必须具有层次性和不平衡性
。

根据我们到不同地区
、

不 同经济发展类型农村的调查
,

接触

各种各样的农民有一个深深的感觉
,

就是年岁大的
、

文化水平低的
、

以种植业为主的
、

经济

收入低的
、

居住在偏远山区的农民
,

比起年岁轻的
、

文化水平高的
、

以从事工商副业生产为

主的
、

经济收入高的
、

居住在城郊的农民
,

思想观念的变动就小
,

甚至没有什么变动
,

就是

说
,

在商品观念
、

自我意识
、

知识观念等现代意识上比较淡薄
,

传统的思想观念表现的比较

浓厚
。

当前农民阶级的文化水平
,

总得看来比过去有很大提高
,

但与其他阶级阶层相比
,

仍是

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阶级
,

而且还很不平衡
。

总的看来
,

一个地区农民的文化程度是与经济

发展水平同步的
。

根据我们的调查
,

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
,

农民中的文盲比重较大
,

小

学文化程度的占的比重大
,

而经济发展水平先进的地区
,

农民中的文盲比重较小
,

初中以上

文化程度的比重较大
。

详见下表
: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村农民劳动者文化水平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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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民阶级的这种思想观念和文化程度方面的差别性和多层次性

,

不仅将会长期存在

于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
,

而且还会随着我国农村的进一步改革和农村各项建设事

业的发展和变化
,

而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掌握当前农民阶级在思想观念

和文化方面的这一新特点
,

以动态的观点
,

从不同思想层次和文化程度 的农民出发
,

加强对

农民阶级的思想教育工作
,

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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