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农村社会的分化整合与发展

对苏南农村社会发展的粗浅分析

吴 大 声

改革开放十年
,

社会经济发展走在我国前列的苏南地区
,

农村社会分化 日益深入发展
,

进入了新的历史性的大转变时期
。

这种分化
,

在经济
、

政治
、

思想各个领域都有表现
,

它使

相当二部份不懂如何加强社会整合功能的基层干部感到迷惘
,

无所适从
。

探讨这类地区农村

社会的整合分化
,

对加强农村社会管理
,

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和农村社会健康发展
,

有着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一
、

苏南农村社会分化种种

1 9 49 年以来
,

历经各种政治和经济运动的苏南农村
,

虽发生了重大变化
,

然而 长期城乡

分割的体制
、

单一的农业经济和封闭格局
,

使得带有浓厚的传统乡土社会特征的农村社会
,

变化并不深刻
,

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0年间
,

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
,

开始了向

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
。

突 出的是农村社会分化加剧了
。

对这种分化
,

人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

眼光打量着
:

是好 ? 是弄 ? 是喜 ? 是忧 ? 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还是先分析一下分化的表现

和种种矛盾现象吧
:

(一 ) 经济上
,

单一的公有制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
。

一部

份集体经济瓦解 了
,

一部份私人企业壮大了
。

三
、

四年前
,

当温州地区推 出以个体工业与专业市场相结合为特征的
: “ 温州模式

”
时

,

苏南的乡镇干部还以由
“
政社合一

” 年代里奠定基础的集体工业占统治地位而 自豪
。

然而近

两年来
,

在悄无声息中这里的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在迅速发展 , 致使有些地方的干部惊呼
“ 个

体经济的冲击
” 。

据苏州市统计
,

截至 1 9 8 8年 9 月底
,

全市农村有个体私营工商户 8
.

45 万户
,

从 业 人 员

14
.

1 1万人
,

这两个数字各是 197 9年的8 0倍
。

常州市农村 19 78 年个体工商户为 1 79 5 户
, 1 98 7

年底已达 4 9 3 41 户
。

上述数字
,

仅是经过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持有经营执照的
。

据典型调 查 分

析
,

登记持照的实际上不到半数
。

如吴江县金家坝群众村
,

87 个个体工业户里没有营业执照

的却有51 户
。

在有些地区
,

农村个体工 (商) 业户呈连片发展的趋势
。

吴江县的库港村
, 1 9 8 7年 4月

,

只有 4 户经营家庭丝织工业
,

到 1 9 8 8年 6 月
,

已发展到 10 2户
,

并 向附近村
“
蔓延

” 。

武 进

县湖塘镇共有织布机 2 0 0 0多台
,

其中80 0台为个体所经营
,

占40 %
。

苏南的个体工业
,

一般是在针织
、

服装
、

丝织
、

棉织
、

家具
、

制鞋
、

工艺品等行业起步
,

其有利条件是工艺简单
、

技术要求不高
,

投入资金不多
,

回收快
,

发展迅速
。

目前这类经济

在苏南农村经济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
,

较难统计
,

因为多半是
“ 地下经济

” 。

但苏州市 1 9 8 8年

底雇工 8 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已有 33 7户
,

从业人员5 8 4 5人
,

平均每户 1 7
.

3人
,

有的年营业 额



已达数百万元
。

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提出后
,

这里的中外合资
、

合作以及外商独资等所有制经济
,

也到处

都有
,

单一的社区经济分化了
,

多元化经济发展了
。

(二 )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局面的出现
,

使农村社会成员的经济地

位和经济收入发生变化
。

经济结构的改变造成农村阶级阶层的分化
,

形成农村近 30 多年来从

未出现过的不同利益集团
。

社会流动大大加速了
。

农村合作化以来的苏南地区
,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
,

人们被捆在人均一亩左右的土地

上
,

按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共同受穷
。

19 83 年起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后
,

由于乡镇工业

的兴起以及实行了以工补农政策
,

尽管工农业产品存在较大的剪刀 差
,

务农的与从事其他行

业的人员
,

贫富并不悬殊
。

1 9 8 5年起
,
乡镇企业尤其是村工业推行承包制

,

加上个体经济的

迅猛发展
,

农村社会成员收入猛然拉大差距
。

昔 日单 一 的大家捏锄把子的农民
,

如今分化成

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
,

其大体构成是这样
:

一般收入者
:

乡镇企业一般职工
、

务农户
、

部分个体工商户
;

’

中等收入者
:

一般个体工业户
、

商业户
,

乡镇企业一般管理人员
,

部分农村能工巧匠
,

』

部分专业户及农场主
;

高收入者
:
集体企业的承包者

、

各种包工头
,

少数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
,

流 通 领
一

域 的

“
倒爷

” 。

.

据我们在吴县木读镇天灵村调查
: 全村 35 0户

, 1 9 8 8年人均收入为 1 0 2 0元
,

超过这 一 水

平两倍以上的中高收入者有 73 户
,

占20 %
,

分别为个体运输户
、

石匠包工头
、

村办厂的承包

厂长
、

风尾菇专业户
、

个体商贩
、

能工巧匠 6 种人
,

前三种人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

后一种年

收入在四
、

五千到五
、

六千元之间石按当地标准
,

还有约 10 %左右人均年收入不足 45 0元的贫

困户
,

需要扶持
。

这一收入上的差异
,

大体上能代表苏南农村一般情况
。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

比城市还难改变的政企不分体制
,

还培育和造成了一批掌握乡镇政

治与经济大权的特殊阶层
,

即一部分乡镇主要领导干部
,

他们的经济生活特点是 工 资加 供

给
,

供给大于工资
,

他们的名义工资与实际收入是谁也无法弄清和测量的
,

但无疑是应当归

入高收入行列的
。

(三 ) 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与收入差距的拉大
,

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
、

生活水平乃至生

活方式
,

也出现 了重大的分化
。

在苏南农村
,

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趋向是强烈的致富愿望
,

要求自我主宰命运
。

然而怎么

富
,

各人的想法
、

途径
、

手段不一样
。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

谁都不愿务农致富
。

农业
,

尤其

是种植业在这里农村经济收入中降到很少一部分的结果使
“ 农 民不爱农

、

农民不爱田 ” 形成

一股不可抗拒的思潮
,

农业在地区经济中始终步履跳珊
。

都想走
“ 无工不富

” 的路子
,

这中

间既有头脑新颖
、

视野开阔
、

经营得法
,

怀着勃勃雄心跻身国际市场
、

办起跨国公司的乡镇

企业家
,

但也不乏借几间破屋
,

靠几只旧缸制造假农药坑农的丧心病狂者
。

震动全国的金坛

假农药事件便是一例
。

从最能反映生活质量的食
、

住两方面看
,

分化的表现也很突出
。

有人已脑满肠肥
,

声称

吃鱼吃肉吃鸡都已食之无味
,

也有人则仅够温饱
,

三月不知肉味
。

从居住看
,

去年 已是近 10

年兴起的第三次建房热潮
。

在苏南农村
,

风格与造型新颖
,

装饰豪华
,

室内陈设华奢
,

不亚

昔 日富豪居住的别墅
,

与低矮的小屋不协调地排列在一起
,

据 1 9 8 7年的统计
,

全省农村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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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为 1 1
.

5亿平方米
,

其中楼房为2
.

16 亿平方米
,

80 %以上集中在苏南
。

去年建房热的背

后
,

当然不只反映农村生活的分化
,

还有借机多占土地
,

因物价上涨造房保值等因素在内
。

人们说
: “

先造一年
,

落后三年 (指房子造型 )
,

晚造一年
,

白干三年 (指涨价 ) ” 。

但不

能否认居住历来是反映贫富差别的一个重要特征
。

(四 ) 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规范制度
、

行为模式
、

风俗
、

习惯也处在不断分化之中
。

异军突起的乡镇工业
,

以工业文明第一次冲破和改变了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养成的几乎是

凝固不变的行为模式
。

例如
, “ 日出而作

,

日没而息 ” 、

安逸自在
、

自由散漫的田园生活方式
,

不得不让位给
“ 准时上班

、
准时下班

”
有节奏

、

讲究时间概念的生活
。

学习科学
、

钻研技术曾一度兴起热潮
,

单凭体力挣饭吃的观念与行为受到轻视
。

人际关系复杂了
,

社会角色的转换多样化
,

业缘关系突出起来
,

正在冲击着以血缘与地

缘关系构成农村人际关系主体的这根纽带
。

乡镇企业接替 了原先大队
、

生产队
,

担负起政治与经济双重功能这一组织的作用
,

成为

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基地
。

然而多元经济和私人企业的出现
,

社会成员利益的分化和社会流动的加速
,

正在形成冲

击与改变农村行为规范的第二次浪潮
。

在 目前
,

还只能说是一股潜流
,

但这是一股不能忽视

的潮流
。

这股潜流的核心是围绕发展个人利益而转
。 一

例如进入乡镇企业 已不是唯一出路和致富目

标
。

相反
,

乡镇企业能人
“
跳槽

”
却屡见不鲜 , 白天干集体的

,

夜晚干自己的
,

在有些地方

已成风气 ; 人际关系上在重新组合分化
,

兵对兵
、

将对将
、

能人与能人相结合
,

自愿组合
,

家庭的生产功能提到 19 4 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
。

但最主要最根本的一点是
,

几千年来曾经

把中国人捏合在一起的处理人与人夫系的孺家伦理追语
,
早无任双柯颐有巾功

,

如兮止做以

钱为中心的关系所取代
。

(五 ) 城乡关系
、

干部群众关系中的种种分化现象
。

在这一地区
、

城市和农村中既存在

脑体分配上倒挂的现象
,

例如来自农村建筑工程队有文凭的施工员收入不如个小木匠
。
还有

种有趣现象是城乡分配倒挂
,

市里千部收入不如县里干部
,

县里干部收入不如乡里干部
,

乡

里干部收入不如企业干部
。

县
、

乡的一般于部
,

主要又是县里的小干部
,

是过清苦生活的低

收入者
。

此外
,

就是散布在村巷间里为数不少的小学教师
,

是苏南农村里的贫困劳动者
。

二
、

农村社会生活矛盾现象种种

从上述分析看
,

苏南农村的社会分化
,

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局面的出现
。

这种分化好不好 ? 是否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
,

看来这种社会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

改革开放 10 年来
,

对苏南农村

来说
,

共同受穷的局面确实消失了
,

并由温饱型开始向小康型过渡
。

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
,

郡使象苏南这样较为发达的地区
、

县
、

乡
、

村之间的乡镇工业发展也不 是 一 边 齐

的
,

至少还存在空白村
。

加上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和市场需求的多样性
,

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

的产生和发展就有其客观必然性
。

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局面的出现
,

对农村富裕程度有着重大作

用
。

常熟市琴南乡一个招商场的举办
,

使附近数十公里范围内数以万计生产服装
、

针织品个



体经济户 ( 包括私营 )的产品
,

行销29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 8 00 多个县 (市 )
,

1 9 8 7年 营业

额超过一亿元
,

日成交近 30 万元
。

富了这块地方
。

与苏南经济水平类似的南通市海门县三里

乡
,

依靠附近一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叠石桥市场
,

1 9 8 7年家庭工业发展到 7 0 0 0多户
,

从业人

员 1 万多人
,

家庭工业产值达了4 00 万元
,

占全乡总产值的52 吓
,

人均收入比 1甘8 0年翻 了番
。

由此可见
,

要求十个指头一般齐的富裕之路天概不会有
,

纯而又纯的社会主 义 也 不会

有
。

社会分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也是发展商品经济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

社会分化并不可怕
,

但社荟分化又会产生社会木公
,

分化与不公是一对孪生子
,

社会分

化还把原来平静的有序的社会生活打乱了
,

分化与动荡又是相联系的
。

国家
、

集体
、

个人以

及不同阶层
、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可避免出现摩擦
、

碰撞
、

矛盾和冲突
。

在社会生活中
,

正

确与错误扩进步与落后
,

新事物写旧事物的复活
,

往往同时并存和交织在一起
,

构成一幅错

然面居
·

一汉但稼
;庄了的宽

”
r

放
f

气界土
卜

眼里
,

土商
“
港去与过商。

外

如来待例而接。 .

面
,,来扑

`

务起
.

物
ō

业斓一事谈斑
!

新洽彩卜圳色了
。
深得强

.

去变增
,

村
、

念会农
`

观交的广放调开加单
,、

参彩识
吓

州色意广
,

少放上面开四
,ù因是察

,

的
,

面考杂一洋象出综也

从乡土社会娘胎里带乘的血缘
、

地缘关系的纽带
,

仍牢牢地拴住手脚
。

有些乡镇企业的二
、

三线人员竟高达 30 %
,

查一查
,

多半是老朋友
、

老关系
、

大舅子
、

小姨子
、
七姑

、

八舅的关

系户
,

阻滞了职工的双 向选择和劳动力的优化组合
。

“
’

一
`

二面是民主空气浓厚
,

群众比过去敢于讲话了
; 二面是缺少法制观念

,

随 心所欲 的自
卜

、
卜 , 气 , J 一 、

`

由主义日趋严重
。

盖房子木按村镇规划要求盖
,

在自己的责任亩里乱盖二气
。

不执行计划生

育这` 基本国策
,

钞票往桌上一丢
,

声言 “ 你开个价
,

我买个高价儿子
”
之类的 事 屡

’

见不

鲜
。

丫面是有商品经济头腻清算帐
,

懂得经济核算
, 一

按经济娜泽办事 ,

一切向钱看: 一木顾国家
,

’

二术顾集体
,

只要能赚钱 ;

儿钻政策的空子
,

千方百计地偷税墉税
,

逃避负担
。

`

一面是唯利是图地

什么损人利己的事都可以千
。 、

遍着法
, _

J
、 _

.

:
.

` · 、 寸

蕊鞘黯贡
恕粼

:
。

器护糯黔煮嘿
一 二面在普及料学

,

引进现代士业生产技术
, 一面是封建迷信浩动抬头

,

死灰复燃
; 一面

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

文化中心
、

影剧院遍布四乡八镇 ; 一面是赌博盛行
,

设在街头路边的

台球也成了赌博工具 , 一面讲究现代化的物质享受
,

抽水马桶
、 。

洗澡磁盆
、

快速暖水器进入

了寻常农 民家 ; 一面将大小便排向屋后池塘里甚至大路边 ; 一面是幢幢漂亮的农民新居
,

一

面是岌岌可危的小学校舍
、

七高八低泥泞不堪的村间道路
。

农村的公用设施公益事业谁都要

用但谁也不愿出力出钱去建设
。 、

一
、

一
、 -

如此等等
,

说得上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的种种矛清
,

还可以举出“ 些
。

它们是社会分化
-

过程中的产物
。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有赖于社荟的分化
,

但社会分化如果不同社会整合相联

系
,

发生交互作用
,

·

分化出的各种新因素时自行其是
,

新旧因素之间 、 新旧整合模式之间势

必发生一系列冲突
,
社会内耗剧增

,

社会将因缺乏凝聚力而成为一盘散沙
,

也就谈不上社会

的整体进步
。

从当前整顿治理和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鸣发
,

」

象苏南这类经济较为发么 社会

变化较大的农村
,

加强社会整合功能
,

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石



三
、

社会整合和社会进步

社会是在不断分化和不断整合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
。

分化与整合密切不可分割
。

但分化

具有超前性
、
原动性

,

整合则具有滞后性
、

被动性
。

要求分化整合完全同步进行
,

不 大 可

能
。

然而如果分化己达到一定程度
,

不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整合模式
,

其结来是社会将趋向棍

乱无序
。

整合的根本 目的是协调农村政治
、

经济
、

文化
、

人际关系
、

社区生活等各种关系
,

调整社会分化过程中产生的 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公
。

它应当随着社会分化的进步而不断加强整

合功能
,

调整各种关系
,

使农村社区社会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

使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

从苏南看
,

当前农村社会整合在内谷上首要的任务是宣传
、

提倡和墙养以热爱祖囚
、

热

爱家乡
、

俗守社会公德
、

助人为乐
、

勤劳致富等为基本内吝的爱国主义
、

集体主义相社会工

义公德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体系
,

相当长的一个时斯以来
,

我们在农村只是片面地宣传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米
,

至于谁先富 ? 用什么手段富了通过什么途径富了是没有明确内涵和含
棍不清的

。

头践证明
,

先富的人
,

并不都是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起积极作川的人
。

奉公守法
、

勤劳刻苦
、

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一般乡镇企业职工
、

务农户
、

技术人员
、

专业户等升没有富

或很富
。

富得流油的人往往是与投机倒把
、

巧取象夺
、

利用权力搅公肥私等不正之风相联系

的 , 这种情况的存在导致史严重的后呆是
,

白由主义
、

白私 白利
、 “

人不为己
,

天诛地火
” 、

本位王义
、

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念
,

.

在农村流行和夏延
,

一个农村社区
,

如呆缺少一种止确的

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作先导
,

社会整合就没有共 ilrJ 的总想基础
,

这个社会 自然也就不可能有

所进步
。

类;{蒸!…蒸器粼薰;{!{)笼翼{{
制度出友

,

当前必须切实解决乡镇王安于部工资加供给的不合理分配
,

这幻 扛制相压缩尚消

黄
、

转变社会风气
、

友扬艰苦奋斗精神
,

上 卜一心
,

兴反难夭
,

使社会攀析健康友展
,

是土

夭里安的事
。

再次
,

在社会整合中妥根据社会经济友展的新情况新矛盾
,

创造和建立
一

会使人们的汀

为与规鹅相协调相一致的机制私蒯度
。

一个县体的权村往区
,

社会生沽是 田社区瓜只兴问址

宫的
,

人到对本地区女栋的开友相川
,

目然土志外镜的爆护
,

小到娜价习伙
,

邻星大示
、

冰

庭生沽万武等
,

都女在服从社公整体利血的前捉 卜、 仃消动
。

如米五布八门的刊尔朱田
、

种

种皿绿夭熟 东朋夭翁 强化丁社会的飘问肤示
,

扒小位相小国体利血出痴 谷行基足
,

势

必澎响社公的金体友辰
。

汉乙
, 社公生浦钾中目传邻的冰长式近行管理相执

`山 火云抑 i剑社

区成贝的积板牡和创造性
,

也会妨碍社公现代化单进程
。

社会整合的一
`

个头反性问趣
,

是并
, 1“

洲小 使社公往不断分化中产生的不回安素 , 在整台中精成丫个整体
,

,乡成整体发展
·

上面讲的只是农村社会整合的儿点玉篆笋求
, 整合工作如何进行呢了

农村加汪社会整合
,

共做法元非一是利用原有经济
、

政治
、

社会的各种整合纽带和整台

机制
,

加张整台力童 ; 二是根据新分化囚素改造和生组整音纽带与整 口伙八
; 一

二走原笼台伙



式基本不变
,

在原有基础上修补增简
; 四是加强对原有要素的组织与整合

,

排斥
、

扼杀新分

化的因素 ; 五是听之任之
,

由新旧因素狱此消长谁占
_

L风谁为主
,

产生适应或新或旧因素的

整合纽带与模式
。

从苏南看
,

农村社会整合可在原整合纽带和机制的基础上
,

适应新分化因素
,

适当进行

改组和调整补充
,

以加强社会整合功能
。

在经济方面
,

分化情况表明
:

如果仍然推行政企不分的体制儿乎把听有的权力和手段都

集中在少数几个主要干部手里
,

权力可以转化为物质利益
,

超经济力量的分配
,

以及社区成

员在贡献与分配上由于关系模糊而带来的社会不公
,

还将进一步发展
。

反过来
,

让私有经济

无 限制地发展
,

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社会不公
。

由
“
政社合一

” “ 三级所有
,

队为基础 ” 演化过来的苏南乡镇工业
,

对发展社会经济
、

转移农村剩余劳力
、

发挥补农建农的微观调节作用
,

举办各种社会事业
、

建设小城镇等方面

的作用和贡献是巨大的
、

不能抹煞 的
,

今后还将继续发挥这些方面的作用
。

但其所有制的关

系历来是模糊的
,

所谓
“ 乡办乡有

,

村办村有
” ,

对农村社会成员来说
,

只是理论意义
,

而

没有确切的定量概念
。

政企合一
、 ·

集权过多和分配上的随意性
,

势必导致社会不公和诱发腐

败现象
。

有人主张
,

乡镇企业推行多种形式的股份制
,

确定财产权利
,

使所有者主体的成员

与企业的关系密切起来
,

对调动群众积极性
,

加强民主管理
,

排除不必要的不正确的行政干

预
,

抑制非规范化倾 向和企业短期行为
,

将发生实际作用
。

股份化如何搞? 这里不作深入的

探讨
。

笔者只想说明
,

农村改革到今天
,

社会整合只有在经济领域里消除某些不公正行为和

弊端
,

才能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开放
,

加速农村现代化步伐
。

股份化不失为一法
,

至于股份化

是否是经济上加强社会整合的唯一决定因素
,

有待于试点和实践
。

此外
,

乡镇工业还应在调

整产业与产品结构的同时
,

努力上技术
、

上水平
、

产品上档次
,

而把低技术
、

低档次的生产

让给个体工业
,

使集体与个体既有适当分工
,

又能协调发展
,

并能满足市场多种需求
,

对加

强社会整合也能起积极作用
。

其次
,

要把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建立与发展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组织
,

提到

农村社会整合的重要位置上来
。

农村基层政权在撤社建乡 (镇 ) 后
,

管理体制既没有理顺
,

也没有适应改革开放与发展

商品经济的需要
。

突出的间题一是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 (有的地方还叫合作社 ) 丧失了过

去的经济职能
,

村
、

组干部又没有新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措施
。

过去那套不发口粮
、

不记工分

和罚款手段
,

有的过时
,

有的失灵
,

社会管理上的薄弱
,

造成各种社会矛盾和社 会 问 题 蔓

延 , 二是不适应治理农村经挤秩序
,

建立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而服务的体系
。

条块分割的体

制
,

至今仍是妨碍乡 (镇 ) 政府发挥应有职能的制约因素
,

另一方面条条为农村商品经济服

务的功能也没有很好发挥 , 三是农村社会经济分化了
、

发展 了
,

但缺少与之相适应 的管理机

构和社会组织
。

有些人
、

有些事
,

政府管不了
、

社会没人管
,

势必乱糟糟
。

怎么解决 ? 不外乎从三方面解决
。

第一
,

乡 (镇 )
、

村要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职能
,

健

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制度
,

对于婚姻家庭
、

占地造屋
、

计划生育
、

税收负担
、

社会

习俗与社会治安等
,

要严肃法纪
、

健全法制
、

强化管理
。

第二
,

改革条块分割的体制
,

最基

本的一条是简政放权
,

加强与扩大乡 (镇 ) 政府的管理职能
,

根据改革精神
,

调整乡镇政权

机构
,

提高办事效率
。

第三
,

除继续发挥青
、

妇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外
,

农村适应社会发展的

形势
,

也要建立乡镇企业工会
、

个体劳动者协会以及工商业联合会等组织
,

通过这些组织
,

拍ú红n



团结和教育 由农民分化出来的新的社会阶层
,

特别要注意农村社区群众的自治观念的加强和

自治能力的提高
。

搞好社会管理
,

振兴地方经济
。

最后
,

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
,

把思想工作做深做细做活
,

是加强社会整合功能发挥深

远影响的关键
。

一个时期来
,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
,

党团组织作用没有很好发挥
。

在

新形势下
,

似乎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成了脱离现实的
“ 训沽学

” 了
,

而以个人实惠为基础

的实用主义
,

赤裸裸的自私 自利
,

则成了压倒一切的信条
,

这是无法使社会整合的
。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的一条要教育党员立党为公
。

当然立党为公是全党的事
,

不是

哪个基层组织或党员一个人 的事
,

要从上到下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

共产党员应当促进改革
、

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但不能利用发展商品经济首先捞一把
。

我们反对平均主义
,

但也反

对在不平等条件下的竞争
,

利用权力谋私利
。

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说真话
、

说实话
,

把真实

情况告诉群众
,

一是一
,

二是二
,

不要藏头露尾
,

不要文过饰非
,

要相信群众明辨是非的能

力
。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改革创新
,

内容要适应形势的变化发展
,

形 式 要 适 应时代的进

步
。

不能老一套的你听我说
,

我说你做
。

农村社会分化整合与发展
,

是事物发展过程链条上的几个环节
。

分化
、

整合
、

发展
、

再

分化
、

再整合
、

再发展
。

在这个过程中
,

传统的因循守旧的观念与事物逐渐被抛弃
,

而新的

观念与事物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

社会结构将得到调整
,

社会将在变迁中迈向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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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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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出版社出版
。

本书重点从微观上研究科

学技术的社会组织
、

人际关系和科技工作者的个人行为
,

并从社会评价
、

制定政策

和强化科技立法等方面提出如何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控制
,

努力创造有利于科技

发展的社会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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