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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家召唤新乡贤，乡村期待新乡贤。 新时代，社会大众在对传统

乡贤的认知，对国家之于新乡贤要求的理解和研究者对新乡贤理想角色的构

建基础上形成了新乡贤的角色期待。 新乡贤应在社会大众对新乡贤的一般性

角色要求基础上结合个人特色开展角色实践，满足社会大众的期待。 为培育

符合不同乡村发展需求的新乡贤，地方政府应坚持以激发内生动力为主、外部

激励为辅的基本原则，协同乡民、基层政府、乡村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协
同优化新乡贤资源，协同发展在场和不在场新乡贤，促进新乡贤群体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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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期待是社会大众对处于某一特定社会位置的角色所应具备的行为标准的期望

和要求。 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期待。 在“积极发挥新乡贤作

用”的国家召唤下，亟需厘清社会大众的新乡贤角色期待，明确新乡贤的实践要求，从而

为地方政府精准培育新乡贤提供路径参照。

一、新乡贤的角色期待

新乡贤的角色期待是社会大众在对传统乡贤的认知、对国家要求的理解和研究者



的倡导基础上形成的。
（一）对传统乡贤的认知是建立新乡贤角色期待的基础

客观公正地认识传统乡贤是对新乡贤建立积极角色期待的基础。 传统乡贤是古代

社会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鼓励后人而授予立足乡村、为乡村移风易俗做出突出贡献

的士人的一种荣誉称号。 自古以来，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得到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

一致认可。 传统乡贤作为一种“善”的力量存在并发挥作用，是传统社会“皇权不下乡”
以及长期以来中国“贤能政治”的客观产物，更是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为实现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而竭力打造的“贤人”形象。
周代王置六乡，由三老掌教化；汉代每乡设三老，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

古代社会，国家倡导乡贤治理乡村，目的在于推行善治、促进社会教化。 在这样的角色期

待下，传统乡贤贞其身、破旧俗、树新风，实现了教化大众的作用。 如“文翁在蜀，道著巴

汉；庚桑琐隶，风移碨磥” ［１］６０８，滕县乡贤曹褒“以礼理人，以德化俗” ［２］１１，刘梁“儒化大行”。
传统乡贤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满足了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角色期待，得到

了乡民的信任，获得了朝廷的肯定。 故传统乡贤死后都会由地方推举上报朝廷以嘉奖并

入祀乡贤祠享春秋祭祀，即“国家诏天下郡邑设立乡贤祠，凡乡有善行者，既卒，请于朝而

祀之” ［３］２３２。 如汉末“乡先生殁则祭于社”；隋唐时期“营立祠宇，以时致祭” ［４］２３，“置一祠

宇，量时致祭” ［４］２４；明朝时期发布诏令要求天下学校各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右祀乡贤，春
秋仲月进行祭祀；清朝时期“入乡贤祠，春秋致祭” ［５］２５１。

一般而言，某一社会角色“虽时有更改，而其角色期望则很少变动” ［６］１５７。 传统乡贤

与新乡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传统乡贤到新乡贤，是我国乡村治理秉承选贤用贤

理念的体现。 无论是传统乡贤还是新乡贤，其基本的品性应该是一致的。 如必须是善

的、有道德的人，具有自觉、奉献、正义、传承的乡贤精神；必须是公众人物，能为社会大

众服务，拥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有责任、有担当。 所以，新乡贤

是“传统乡贤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新乡贤角色期待是在传统乡贤角色期待基础上

的更新和完善。 当然，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和乡村人民群众对于生活愿景的转变，新乡

贤所承载的角色期待又有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基于乡贤所必备的基本要求的，与时

俱进的特殊性要求。
（二）对国家之于新乡贤要求的理解是建立新乡贤角色期待的主要依据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国家对于新乡贤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自 ２０１５ 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

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７］后，国家大力推进乡贤文化融入乡村治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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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连续三年在一号文件中提到乡贤文化和新乡贤，包括“培育新乡贤文化”“建设新

乡贤文化”“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 ［８］等。 在国家的号召和传统乡贤文化的激励下，各地新

乡贤不断涌现，初步形成了“敬乡贤、学乡贤、当乡贤”的良好社会风尚。
当前，国家对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如新乡贤必须拥有“新思

想”，引领文明乡风、优良家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拥有“新技术”，有效创新农业科

技、农产品流通方式，治理农业生态，指导农民科学种植。 新乡贤处在社会现代化发展

的新时期，必须掌握能够帮助农民增收的“农业技术知识”，构建农村对外开放的信息化

渠道，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的方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了，对于物质、文化的追求更高了，需要更多元化了，而乡村社会基础设施不完

善、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导致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新乡贤必须与

时俱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应用到田间地头” ［９］，“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加强农村科

普工作，提供农民科学文化素养” ［８］，“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１０］，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三）研究者对于新乡贤的理性思考和建议是建立新乡贤角色期待的参考标准

近年来，关于新乡贤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者分别从乡村治理、乡贤文化、乡村社会

等方面对新乡贤进行了关注，一致认为新乡贤未来的作用可期。 主要观点包括：颜德如

提出新乡贤应该“继承和光大古乡贤的精神遗产” ［１１］；王先明认为“‘新乡贤’和‘乡贤文

化’扮演着乡村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角色” ［１２］；吕霞、冀满红认为新乡贤应起到

“破解（乡村治理）困境，重立规范” ［１３］的作用；林志友、胡爽认为“新乡贤是农民身边的

榜样和模范，深得农民的认可，对农民具有难以替代的影响力、号召力和感召力，无疑是

当代乡村社会传播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想人选” ［１４］；张兴宇、季中扬指出

“新乡贤在一定意义上承担着城乡文化互动的纽带作用”，应“从城市中获取更多的资源

来反哺乡村社会发展” ［１５］。
总之，新乡贤是社会大众积极期待的角色，以上这些都为社会大众更好地形成新乡

贤角色期待以及新乡贤理解角色期待提供了参考。 由于各地乡村发展现状及乡民的需

求不同，现实之中，新乡贤角色期待必然会不尽相同。 但新乡贤是“贤”的主体，其所承

载的道德引领、行为世范等角色期待是不变的。

二、新乡贤的角色实践要求

角色实践是与角色期待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在对自身践行角色要求

的认识基础上所做出的行为。 清晰的角色期待，是一个人完成角色行为的最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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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当前，新乡贤的有关论述比较零散且停留在表面，且对新乡贤缺乏相应的政策

引导。 为帮助新乡贤明确社会大众的角色期待，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应根据新乡

贤的不同初始身份及其在乡村可能发挥的不同作用，提出普适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

要求。
（一）普适性要求

新乡贤是新时代响应国家召唤，自主、自愿奉献自我、服务乡村建设的一个特殊群

体，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的象征，是勇于奉献、心持正义的代表。 对于新乡贤而言，
普适性的要求是一般要求，是人人都需要满足的基本要求。

１．道德要求

较好的道德品质是新乡贤满足角色期待的基本条件。 人固以地而生，地亦因人而

胜。 乡贤来自乡村，乡村也因乡贤而更富魅力。 从传统乡贤到新乡贤，他们的角色中都

暗含着成为乡村社会的标杆、榜样、教化力量、精神支柱，为维系乡村社会稳定、提高乡

村人民生活质量、促进乡风文明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等积极期待。 新乡贤是新时代

“贤”的代表，是当代社会的道德标杆，为振兴乡村成为乡民道德发展的引导者、乡村文

化建设的推动者。 新乡贤在角色实践过程中应从自身做起，做文明乡风的代言人，做尊

贤重贤的典范，担当起讲道德、明是非、守纪律的“传声筒”和“广播站”。
新乡贤是乡村德治的主干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需“加强农村基层基础

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现实困境的呼吁和政策引领下，
乡村德治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而新乡贤作为乡村德治推进的重要角色，无论是在

继承与弘扬传统道德文化还是在助力当下乡村德治方面，都将成为破解乡村治理困境

的新力量。 现代乡村社会，依然保持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人与人之间本身就有

一定的约束关系，面子、信誉等依然是乡村人重视的方面。 当代乡村的改革发展给乡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随着互助方式的变化，乡民已经从原有简单的工具互助、资金

互助发展成为精神互助。 新乡贤参与乡村自治，要求新乡贤在乡村做好普法教育和德

治工作，从而促成利己助人、遵纪守法的乡村新风貌。
２．能力要求

较高的能力是新乡贤满足角色期待的关键要素，心有余而力不足者难成合格新乡

贤。 乡村为新乡贤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服务社会的渠道。 能够运用自身能力服务乡

村、建设乡村、解决乡村实际问题是乡村发展对新乡贤的基本要求。
新乡贤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实现角色期待的水平和程度。 从能力要求来看，

能不能统筹好个人的人脉资源，能不能学以致用、将理论用于实践，能不能推动知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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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进步，是检验新乡贤服务社会能力和水平的途径，也是新乡贤用知识、技术成果

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表现。 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化，新乡贤可以探索“乡贤＋”工作模

式，按照自身的能力和特长，组建新乡贤智囊团、调解队、艺术团、宣传组等服务群众的

自治组织，发挥不同领域新乡贤在服务本地乡民、调解矛盾纠纷、促进乡风文明等方面

的作用。
３．了解乡村社会的要求

当前我国新乡贤主要是“出生于乡村，成就于城市；成长于乡土，弄潮于商海” ［１６］的

有特殊城乡内在关联的一批人。 虽然新乡贤有乡村成长的经历，但较传统乡贤而言，他
们融入乡村的难度会更大。 我国乡村有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特点，即使是本

乡新乡贤，也大都离开家乡时间较久，再次回到家乡，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融入家乡的新

生活。 非本地的新乡贤，或“在场”或“不在场”，与乡民的关系还不够亲密，很难获得乡

民的认同。 新乡贤要在乡村发挥作用，必须要深入了解乡村发展现状，熟悉地方风俗，
尽快适应、融入当地生活，即入乡随俗。 这是由乡村社会发展的新特点以及新乡贤的工

作内容和性质决定的。
乡贤的乡村治理有别于政府的乡村管理。 新乡贤的工作方式应有别于基层人民

政府。 新乡贤必须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深入了解乡村社会、村民，注重引导示范，坚守

人民利益至上，以获得乡民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 新乡贤的示范引导容易

引发乡民的共鸣，使得乡民感同身受，产生认同感。 “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沟通形

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我－他”的关系；而“治”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沟通形式，
深入群众一线，与民同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我－你”的共生关系。 现代乡村社

会治理必须激发乡民的内生动力。 我国传统的农耕社会构建的是以封建小农经济为

主导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就满足了，所以传统乡贤所做的

“修路筑桥兴水利” “捐资助学办学校”等善行义举，直接让乡民受益，解决了交通问

题、孩子的上学问题等。 新乡贤的任务和使命在于发展乡村社会，带动乡村人民脱贫

致富。 因此，新乡贤必须深入了解乡村社会，主动为乡村发展号脉，找到制约乡村发展

的瓶颈。
了解乡村社会才能做到知农、爱农，扎根乡村。 新乡贤需接地气、有乡气。 乡贤返

乡首先在于他对乡村有充分的认同感。 但是，新乡贤是否能在乡村顺利地开展工作，取
决于他们能不能和乡民打成一片，能不能获得乡民的情感认同。 “乡贤的回归本身是为

了弥合乡村共同体破裂的鸿沟，缓解乡村精英流失的现状，而要建立这一共同体，就必

须要认清乡贤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桥梁作用” ［１７］，深入了解乡村社会是新乡贤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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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基本前提。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无论是传统乡贤还是新乡贤，服务乡村、维护乡村人民的利

益必须坚持公益性，具有奉献精神。 传统乡贤为民请命，新乡贤为民谋出路。 道德的、
能力的以及了解乡村社会的要求对新时代新乡贤的基本要求。

（二）特殊性要求

传统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获得了当地人的认

同，增强了地方社会的凝聚力。 按照不同乡村的需求，新乡贤亦可划分为道德新乡贤、
资金新乡贤、技术新乡贤等不同类型。 新乡贤角色实践中的特殊性要求主要是针对不

同类型的新乡贤和乡村而言的。
不同类型的乡贤应发挥不同作用，形成合力，共同建设乡村。 目前，我国乡村发展

呈现趋同化，这就造成了一定的同质竞争和资源浪费，甚至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

实施。 同一地区的新乡贤应凸显“特色增长极”，即新乡贤应根据所在地区的特色，形成

具有地方特色的内生增长发展模式，通过合理的资源统筹，发挥符合地方特色的新乡贤

作用。 例如：在旅游特色明显的地区，应让旅游新乡贤充分发挥作用；在非物质文化传

承地区，应让非遗新乡贤充分发挥作用；在传统技艺地区，应让技艺新乡贤充分发挥作

用。 通过形成“特色增长极”，避免过去同质化发展带来的不良竞争，改变外界对乡村的

固化认识，凸显各类乡村的发展优势和内生特色。 不同类型的乡贤在特色发展过程中，
能够为乡民点出特色发展的重要性，指明特色发展方向，避免乡民为追求短期利益造成

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不利于当地发展的短期行为。
不同类型乡村的新乡贤应根据所处乡村的发展模式，统筹自身能力与外部资源，变

身为乡村社会真正意义上所需要的新乡贤。 针对不同乡村发展状况，国务院指出未来

我国将形成城郊融合类村庄、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搬迁撤并类村庄等四

类乡村［１８］。 城镇化程度越高的乡村，其组织构架、公共服务标准越接近城市，其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也越成熟完善。 城郊融合类村庄对新乡贤的要求以精神层面的需求为主，
期待新乡贤能够带领乡民摆脱过去落后沉重的小农思想，实现真正意义的自我蜕变；集
聚提升类的乡村要求新乡贤具备吸引资源的能力，为乡村带来人力资本、财力援助等，
还要求新乡贤具备维护社会组织、聚拢人心的能力，带领村民实现乡村的跨越式发展；
特色保护类的乡村对新乡贤的要求离不开特色二字，新乡贤应了解特色、掌握特色、保
护特色，在促进当地特色发展方面贡献个人力量；搬迁撤并类的乡村中的乡民将离开故

土，重新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新乡贤的任务相对复杂而繁重，从初始的参与搬迁撤并

的村民意见征求与反馈，到劝导乡民响应国家号召、及时搬迁，再到搬迁后帮助乡民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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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融入新环境，都是其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与履行的义务。
共同的利益是寻找契合点的起点和基准。 面对复杂环境，新乡贤应在自身与乡村、

乡民之间寻求发展的共通点，以达到思想和行动的契合。 在此基础上，乡民诉求和新乡

贤自我发展的定位将达到一种巧妙的均衡，实现共荣共存，共同发展。 从关注民生、解
决基本生活到听取民声、脱贫致富、提高生活质量，追求精神生活，新乡贤应在新形势下

乡民需求的改变升级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技能等，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做
到想乡民所想，供乡民所需。

三、新乡贤协同培育的路径

为培育符合不同乡村发展需求的新乡贤，地方政府应坚持以激发内生动力为主、外
部激励为辅的基本原则，鼓励乡民、基层政府、乡村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同优化

新乡贤资源，协同发展在场和不在场新乡贤，促进新乡贤群体健康发展。
（一）新乡贤的培育原则

自觉担当的乡贤精神［１９］３５决定了新乡贤的培育过程应以激发内生动力为主、外部激

励为辅作为基本原则。
１．内生动力

乡贤这一社会群体的存在和延续离不开其所在的乡村社会环境及其自身的社会资

源，因此其内生发展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影响：首先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乡贤群体

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和生活经历。 良好的基础教育和专业的职业技术技能教育背景能够

为新乡贤服务乡村提供基础保障，而丰富的生活阅历也能够保证新乡贤在复杂的乡村

系统里获取更多认同。 其次是初始地位，这里的初始地位是指新乡贤父母的地位或是

自己原先的职业地位。 培育新乡贤，要充分考虑到培育目标在所在乡村组织中的初始

地位，这一内生因素将决定培养的时长和培养难易程度。 正确引导乡贤的代际传承，有
利于促进新乡贤内生发展，节约社会培养资本。 最后是社会联系，新乡贤的社会联系的

广度决定了其能够接触到的资源范围。 人力资本、社会初始地位以及社会联系都是影

响新乡贤内生发展的重要因素，直接决定了新乡贤的社会地位、权威地位、职业地位甚

至是所在区域乡民的收入。
　 　 ２．外部激励

从现状来看，个体通过乡贤这一身份获取直接利益的可能较小。 按照马斯洛的需

要层次理论［２０］ ，新乡贤已经是社会精英、成功人士，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声望以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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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经济收入等，其参与乡村服务是一种自主、自愿的无私行为，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而做出的选择。 因此，对新乡贤的引导、培育不能够只通过简单的物质激励，还应该通

过对新乡贤行为的社会肯定，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彰，如给予一定的荣誉称号、
专题表彰以及新乡贤事迹表彰，大力宣传新乡贤文化，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加入新乡贤

的队伍。 显然，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也将促进新乡贤的个体发展，社会声誉的提高

不仅仅能够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而且能够带来更多的辐射效应。 例如：企业家作为

新乡贤可以提高企业美誉度，促进产品销售和市场开拓；官员作为新乡贤可以提高

自身知名度，为自我晋升获得更多政治资本。 总之，新乡贤群体在社会的认可和激

励下，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相应的服务，做到主观为乡民需求而服务，客观实

现自我和乡村的共同提升和发展。
（二）新乡贤协同培育的路径

１．多元主体协同培育

新乡贤由乡民、乡村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等多元主体协同培育。 应着力于新乡贤

群体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及其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分析乡村社会发展结构，厘
清所在区域发展需要新乡贤具备的技能、知识、文化权威等资源要素。

新乡贤的角色实施质量取决于当地乡民的认可度。 乡民是新乡贤培育的主导力

量，也是新乡贤群体的重要来源之一。 要从乡民培育角度出发，构建以乡民需求为核心

的学习机制，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服务平台、知识共享平台等各类学习平台，
促进乡民与社会组织、企业、科研院所等社会机构高效交流，并鼓励乡民通过社会网络

资源系统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乡村自治组织扎根基层，是培育新乡贤不可忽视的重要支持力量。 国家对乡村自

治组织寄予了“推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２１］ 的厚望。 乡村自治组织可以从情感、互利、
社会交换、制度和新兴的信息技术出发，获得乡民的认同，同时又能够与其他乡村组织

建立相互联系，通过自身努力获取更多社会资源，使得不同的乡村区域之间，内、外部发

展要素之间产生协同发展效应。
基层政府可以通过政府专业孵化、企业参与扶持以及社会组织协助，选拔大学

生村官、扶贫干部、企业技术骨干下乡，借助于社会组织援助等渠道，针对特定乡村

地区派出相应乡贤，充分发挥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职业技能等，使其较快

地融入当地发展之中，大大缩短新乡贤的自我成长时间。 同时，基层政府还可以以

村委会、社区为单位，构建有效学习机制，提升政府的知识文化调控能力，结合当地

特色文化，有目标地培养本地特色新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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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乡村社会的治理愈加复杂，仅仅依靠甘愿成为新乡贤的个体搭建平台摸索前

进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新乡贤气候。 将乡民、乡村自治组织、基层政府以及社会其他各

类力量集合在一起，积极推动各类培育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行为走向制度化，充分发挥

各自的优势，以基层政府为主导，整合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技术、经济力量，共同构建技

术、人才和资本的支撑，以村委会、社区为落脚点，优选培育，定点培养，才有望更快、更

好地培育出适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乡贤。

２．新乡贤资源协同优化

新乡贤是在乡村发展中各种矛盾的激化和新旧力量的角逐下形成的。 为符合角色

期待，新乡贤在工作中必须摒弃原始身份所承载的权力、欲望，以乡村发展所需要、乡民

迫切期待的角色身份开展服务。 基层政府、乡村自治组织应根据不同身份新乡贤所承

载的不同资源优势，将新乡贤进行合理配置，形成一个比例得当、结构合理的新乡贤团

队，以优化新乡贤资源，更好地服务乡村经济、文化等的建设和发展。

当前，新乡贤的原始身份比较复杂，结构不合理，有待进一步优化。 如 Ｙ 市的 Ｋ 街

道，“乡贤入榜人数达到 ３００ 人，其中 ４８％的身份头衔是属于第一类（党政机关干部），

４６％属于第二类（工商界人士），仅 ５％属于第三类（科教文卫人才）” ［１７］。 显然，科教文

卫人才比例偏低。 为让新乡贤切实满足乡村治理的需要，基层组织应充分调研区域内

的乡村实际发展状况，挖掘发现对于新乡贤人才的道德修养、文化教育、资金扶持、科学

技术及医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提供的帮助，通过新乡贤的自身素质与乡村具体需求的

匹配，形成由文化新乡贤、资金新乡贤、技术新乡贤等组成的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新乡贤人才队伍（如图 １）。

图 １　 新乡贤资源协同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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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场与不在场新乡贤协同发展

根据新乡贤的场域，当前乡村社会的新乡贤包括两种：“一种是在场乡贤，另一种是

不在场乡贤” ［２２］。 与传统乡贤的“在场”不同，新乡贤不仅包括在场的家乡人，还包括

“在场”的“外人”。 “在场”的“外人”，指的是并非生于斯、长于斯，却服务于斯的新乡

贤，如以帮扶乡村发展为目的进入乡村的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及创业的“外人”。 “不
在场”的乡贤指的是在外工作甚至定居，但心系家乡发展并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的家乡

人，如官员、学者、企业家及海外华人、华侨。 当代社会，通讯、交通便利，虽然人不在家

乡居住，但是却可以为家乡出谋划策，贡献智力资本和物质、资金、技术等资源，支持家

乡发展。 在场与不在场的新乡贤，有着各自的优势。 若能在在场与不在场的新乡贤之

间搭建一个畅通的互动交流平台，二者便可以更好地协同发展（如图 ２）。

图 ２　 在场与不在场新乡贤协同发展图

在场新乡贤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搭建平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 在场新乡贤利用

在场的关系深入调研乡村发展的现状及需求，通过在场、不在场新乡贤互动平台发布乡

村的相关需求信息，参与沟通协商。 另一方面，在场新乡贤的作用还突出表现在道德引

领方面，包括凝聚人心，促进乡风文明；宣传国家政策，助推政策落地；普及法律知识，促
进法治建设等。 不在场新乡贤虽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但可以通过文化工程、建设项目等

方式发挥智力优势、资源力量，投资公益事业，传播正能量，帮助村民解决就业问题，促
进乡村经济、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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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场的新乡贤进一步继承传统乡贤的经验和做法，不在场的新乡贤弥补传统

乡贤的不足，实现新乡贤的新功能。 在场乡贤与不在场乡贤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
联系机制，将乡村发展的短板、乡民的需求等共享，从而全面有效地解决乡村发展的

难题。

四、结语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

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

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２３］８８乡贤正是构筑这一“脊梁”的重要力量。 传统乡贤

是先驱，新乡贤则是继往开来者。

新乡贤是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人才支撑，是解决乡村振兴发展难题的重要力量。
新乡贤必须深刻认识到国家的厚望、乡民的期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跳了龙门的

人不能忘本，应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各类资源，为家乡人谋出路，带动更多的家乡人进

步、富裕；选择了投身乡村建设的外来新乡贤们同样也应以身作则，投身到乡村振兴浪

潮中，了解乡村、融入乡村，在提升自身价值的同时带动乡村、乡民走向更为美好的未

来。 这是新时代乡贤的自觉精神和社会责任。 与此相应，为培育更多满足乡村发展需

要的新乡贤，地方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物质、政策保障，多维度盘活人才流

动机制，畅通人才的输入和输出，促进新乡贤群体的多元、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１］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下［Ｍ］．罗文军，编．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 王政修，王庸立，黄来麟．滕县志：卷七［Ｍ］． 刻本．道光二十六年．

［３］ 许实．宜良县志点注［Ｍ］． 郑祖荣，点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８．

［４］ 陈梦雷，蒋庭锡．古今图书集成：卷二四八 ［Ｍ］．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４．

［５］ 沈丘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沈丘县志： 校注本［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６］ 张华葆．社会心理学理论［Ｍ］．中国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６．

［７］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４－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５－０２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１３０３４．ｈｔｍ．

１６第 ４ 期 王彩霞等：新乡贤：角色期待、实践要求与培育路径



［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０４－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８－０２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６３８０７．ｈｔｍ．

［９］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 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０４－２０］．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５７６９８５８３７７２５３２０１２＆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

［１０］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０４－２０］ ｈｔｔｐ：∥ｗｅｎｍｉｎｇ．

ｃｎ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 ／ ｗｈｃｃ ／ ｃｃｆｚ ／ ｙｗ ／ ２０１７０２ ／ ｔ２０１７０２２４＿４０７８００１．ｓｈｔｍｌ．

［１１］ 颜德如．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Ｊ］．理论探讨，２０１６（１）：１７－２１．

［１２］ 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４－０８－２０（０１）．

［１３］ 吕霞，冀满红．中国乡村治理中的乡贤文化作用分析：历史与现状［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９（６）：

６３－６８．

［１４］ 林志友，胡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代际价值观差异及其引领［Ｊ］．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６）：

２４６－２５１．

［１５］ 张兴宇，季中扬．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和实践方式：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Ｊ］．南

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８）：８２－８７．

［１６］ 陈寒非，高其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分析与规制引导［Ｊ］．清华法学，２０２０（４）：５－１７．

［１７］ 陈君，李传喜，林婷婷．从缺失到回归：新中国成立以来乡贤文化变迁与制度考察———以浙东 Ｙ

市为例［Ｊ］．辽宁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０（２）：７３－７９．

［１８］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ｆａｒｍｅｒ． ｃｏｍ． ｃｎ ／

ｚｔ２０１８ ／ ｚｘｇｈ ／ ｔｔ ／ ２０１８１１ ／ ｔ２０１８１１０９＿１４１５６４２．ｈｔｍｌ．

［１９］ 王彩霞，杨晓云．传统乡贤文化的教育价值探寻［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０］ ＭＡＳＬＯＷ Ａ Ｈ．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Ｊ］．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９４３（１）： ８５－９２．

［２１］ 谢俊贵，陆珍旭．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发展［Ｊ］．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６）：２２－３３．

［２２］ 张兆成．论传统乡贤与现代新乡贤的内涵界定与社会功能［Ｊ］．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６（４）：１５４－１６０．

［２３］ 鲁迅．且介亭杂文［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

（责任编辑：楼启炜）

２６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１ 年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ｒｏｌ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ＷＡＮＧ Ｃａｉｘｉａ１， ＷＡＮＧ Ｐｅｉｐｅｉ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 Ｃａｄｒｅｓ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３５７，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３５７，Ｃｈｉｎａ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ｌｏｏｋ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
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ｓ ｗｈ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ｌｉｔｅ；ｒｏｌ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ｒｏｌ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３６第 ４ 期 王彩霞等：新乡贤：角色期待、实践要求与培育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