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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媒体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作用
王在全    黄钟钡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与其他战略不同的地
方在于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在农村、主力军是农民。媒体作为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如何
引导农民、调动农民，使政策受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并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尤为重要。乡村振兴
战略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宣传、政策引导的过程，媒体要提高政治站位、创新传播内容、贴近乡土民情，
发挥好媒体舆论的积极引导和规范作用，实现农民主体的认同自觉，精准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  媒体  农民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乡村是全国亿万农民安身立命之所，是具有自然、

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也是我国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

媒体如何与农民沟通，如何引导农民、调动农民，使政

策受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并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尤

为重要。

在乡村振兴中要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与媒体的关键

作用

一方面，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是农民的家

园，是一切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的根基。乡村

振兴，是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场变革，农民

是这场变革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揭示，任

何社会实践活动的成败取决于人而不是物。在“三农”

建设中发展乡村经济，如果得不到农民群众的拥

护、参与和创造，如果只依靠政府的行动而忽视了农民

主体的重要性，中央的决策将难以变成农民群众自觉的

经济实践活动，中国广大的农村可能仍将延续传统的乡

村经济模式，乡村振兴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党的各项涉

农政策只有通过农民的行动才能得以实现，党的意志只

有和农民群众的意志高度一致，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在

产业、生态、乡风、治理上的目标，实现质的飞跃。因此，

国家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牢牢牵住“农民主体”

这一关键要素，加快培育农民的主体自觉意识，释放农

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另一方面，要调动和规范媒体的积极引导作用。在

当今社会，媒体作为农民了解外界事物和国家政策的“桥

梁”和“纽带”，如果不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提供正

确的政策解读，及时化解农民的错误认识，会导致农民

产生错误的观点和认知，不良思想泛滥。例如，错误的

形势预判，将导致农民对农村发展的信心不足，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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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乡村振兴的进程 ；混淆的政策指向，将造成农民误读

误解中央战略，降低农民重视程度，偏离科学振兴路径；

歪曲的价值理念，将导致农民参与方式不科学，乡村发

展单一化、庸俗化，等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并视之为治国理政和定国安邦的大事。

因此，作为宣传推广国家政策的“左膀右臂”，媒体如何

在保障人民利益、尊重受众、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

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提升农民的思想意识，冲破群众

的思想障碍，既是媒体宣传工作的要求，也是稳步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必不可少的支点。

要发挥好媒体在乡村振兴中“舆论导向”的支撑

作用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民的强有力参与和支持，但现实

中人们容易受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影响，导致思想意识

多元化，舆论导向复杂化。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大的国

家战略，为确保得到有效推进，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

媒体应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来保

驾护航，凝聚社会共识，并引导各阶层为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首先，媒体应创造积极的舆论氛围。舆论是一种意

识形态的反映，它直接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声音，媒体作

为社会舆论的引领者，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

机结合，建设健康友好的舆论环境，对实践中出现的优

秀典型或案例及时加以宣传报道，对现实中出现不良现

象和错误观点，应及时加以批评指正。对于乡村振兴进

程中的事实和事件，媒体应当体现高度的责任和担当，

在深入调查采访的基础上以真实案例和权威数据及时传

递正确、客观的声音。

其次，媒体应第一时间调整和化解群众的错误认知。

在当前农村地区，仍存在农民无法正确理解乡村振兴战

略的现象，甚至抱有相当程度的错误认识。比如，有农

民不理解“土地流转”的动因和目的，误把通过“土地

流转”集约化经营理解为“地主雇长工”。针对农民对政

策的错误认识，媒体应及时深入采访农村政策专家，以

权威的政策解读加以正面回应报道。同时，媒体应充分

考虑到农民群体的信息接受能力，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

把政策讲清楚，使用群众语言，坚持群众路线，确保事

实充分客观、舆论导向正确、政治站位准确。

要发挥好媒体在乡村振兴中“政策指向”的支点

作用

乡村振兴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着力点，媒体要

在深刻领会乡村振兴战略要义的基础上，创新传播方式、

解读政策细节、提高受众黏性，实现受众的认同自觉，

调动受众群体的主观能动性。

媒体应全面学习和领会乡村振兴战略要义。首先，

媒体作为舆论思想引领者，要把提高政治站位作为首要

任务，充分理解乡村振兴政策的政治意义。乡村振兴战

略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二是

解决城乡发展和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三是解决新时代

中国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立

足于农村发展现状，通过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和积极解决

“三农”问题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媒体在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宣传前，应该明确

自身宣传的政治站位和政治格局，把乡村振兴作为具备

重大政治目的的国家大事来宣传。

其次，媒体在开展乡村振兴政策宣传过程中，应认

识到乡村振兴战略并非只是乡村经济的单方面振兴，而

是涵盖乡村经济、乡村文化和乡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全

域振兴，要不断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来实现全面振兴。因此，

媒体应关注乡村经济建设、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乡村社

会和谐发展等，通过全面舆论引导，助力城市一元驱动

向城乡二元驱动、农业发展向农业农村系统发展、实现

收入增长向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三大转变。

最后，媒体应深入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的是

防止农村凋敝、避免农村“游离式”发展，以政治建设

带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构建农民发展共同体，实现

村民个人富裕和农村集体发展同步，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因此，媒体在舆论引导过程中，一方面要把关注重点放

在乡村发展和农民主体建设上，另一方面要发挥监督功

能，对典型错误范例进行报道，发挥“警钟功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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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

媒体应重视和提高农民的信息接受能力。互联网

的高速发展大大拓宽了群众获取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实

现足不出户便能知晓天下大事的简单便捷。社会受众对

信息内容和呈现形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不仅要求信息

内容“走心”，还要形式可人、文字可亲。在广大农村，

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策理解能力参差不齐。针对这一现

状，媒体应在充分研判的基础上加强自身信息建设，使

信息内容与农民的信息接受能力匹配起来。媒体在开展

乡村振兴项目宣传时，不但要确保农民爱看会看，也尽

可能参与信息分享和信息磋商，确保农民群体对党和国

家的政策能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实现农民对政策

的执行和兑现能力。其中，农民信息接受能力是影响工

作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有媒体曾报道“第一书记喊你回家”系列活

动，该活动是由某第一书记临时党支部策划实施的。他

们采用写信、制作微信专题、拍摄专题片等方式，借助

各种媒介渠道广泛传播，深受群众喜爱，取得巨大成功。

活动在广大农村群众的热烈推动下，先后打动了 77 位在

外经济能人，促成他们回乡创办 62 个扶贫项目，带动就

业近千人。该案例表明，受众思维是当下舆论宣传中必

不可少的要素。从舆论营造的角度上看，该活动的成功

经验可归结于其在宣传中融入了受众思维。因此，媒体

在宣传乡村振兴政策过程中，应灵活有效地把活动的目

的融入于事前、事中，从而得到期盼的事后。这种创新

性的舆论推介方式显然有别于单纯告知的做法，其效果

也必然优于后者。

媒体应致力于端正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价

值取向蕴含在思想信念中，直接影响并指引人的工作态

度和实践行为。媒体通过舆论引导，使广大干部、农民

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既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的应有体现，也是构建乡村振兴舆论基础的保证。

首先，媒体要引导农民群体树立传承保护意识。比

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的地方简单地模仿城市建设，

热衷于搞大牌坊、大广场、大草坪 ；有的地方弄巧成拙，

硬把石板路改成水泥地、黄土墙贴上白瓷砖等。这一系

列错误做法导致乡村的农耕文化和乡土风貌荡然无存。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

富。因此，媒体作为文化的集聚中心和策划中心，应鼓

励农民负责介绍村规民约、传统工艺、乡村习俗、农耕

文化等，带动农民一同参与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实现

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发展的有机结合。

其次，媒体要引导农民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在乡村振兴战略实际推进过程中，由

于农民缺乏生态科学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导致乡村振

兴偏离环保、科学路径，存在农民以环境污染、生态破

坏为代价谋取利益，实现富裕，背离乡村振兴中的“生

态宜居”要求。媒体应引导和监督农民在生态文明和绿

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严格遵守生态经济法则，实现“经

济发展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永续性”的有机统一。

作为乡村守望者和监督人，媒体应该充分发挥意识引导

和监督作用，以乡村环境污染现状、土壤环境保护、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乡村环境整治等作为宣传重点，加强

保护生态环境宣传。

总的来说，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是

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也是有效破解发展中国家“中等

收入陷阱”问题，统筹推进城市、农村协同发展、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农”创新战略。该战略离不开强

有力的政策宣传、政策引导，这就需要媒体提高政治站

位、创新传播内容、贴近乡土民情，防止误读和扭曲战略、

确保战略实施质量，充分实现农民主体的认同自觉和参

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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