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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7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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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培育和践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有效切入点,必须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核心价值观。基于27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结果表

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上赞成并拥有时代精神;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体因素等是影响新生代

农民工时代精神的主要因素,其中,网络媒体环境、个体价值观和创新性、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的影响较关键

且具有正向作用。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精神,应积极、正面、客观的报道社会事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加强

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价值观的引导和个体创新性的培育;整合教育资源,丰富家庭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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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倡导”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全新概括,要求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精髓,弘扬时代精神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1-2]。因此,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有内在理论的一致性,弘扬时代精神有助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
新生代农民工是产业工人队伍的主力军,深入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此

基础上思考如何通过对时代精神的塑造来培育新生

代农民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关系到新

生代农民工的精神追求、道德培育和自身幸福,也影

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为此,学术界对

此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是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的研究。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价

值观发生了明显变迁。大多数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

工的价值目标趋向务实和价值观念多元化[4],他们

的主人翁意识较强,注重生活品质,积极进取,勇于

追求梦想,渴望融入城市但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5]。
究其影响因素,学界主要从2个角度来研究:从社会

宏观环境角度看,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社会的极速

转型,以及市民化进程中城乡文化的激烈碰撞导致

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的变迁[6-9];从教育角度

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位,政府管理因素是造成新生

代农民工消极观念产生的因素[10]。
二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引导研究。新

生代农民工自主意识增强,受西方社会思潮和我国

社会转型期的影响,出现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甚至滋

生了一系列错误的思想观念。基于此,不同的学者

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首先,思想教育引导,进行科学

文化培训和积极的宣传引导,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

思想教育[11];其次,需求机制引导,以马克思需要理

论为基础,从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层次、需要功能和

需要类型出发,创建条件,进行引导,满足新生代农

民工的实际需求和长远需求[12];再次,完善法制,发
挥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完善相应的法

制法规建设,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教育[13-14];
最后,进行社会关系网络强化,农民工思想建设需要

依靠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本的支撑,思想建设的

真正有效性是城乡一体化的形成[15]。
三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培育的研究。学

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时代精神培育。首先从时代

精神的特征及影响要素角度分析,指出时代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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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要关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

带来的影响,还要紧密联系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探索

改革的发展趋势、提炼出时代的先进文化[16-17];其次

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共同

理念角度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加强理想

信念道德教育以及实践教育,增强认知、情感、行为

3个方面的认同[18-20];最后从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性的角度分析,指出时代精

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精髓,家庭文化因

素、社会生态环境、网络环境对其有重要影响[21-22]。
以上研究成果都为本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时代

精神和其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实践。但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研究还较

少,研究对象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军人群

体,没有实现时代精神培育的“去精英化”;同时基于

时代精神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
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新生代农

民工现实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基于问卷调研数据

和一定的访谈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寻找培育路径,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一

定的理论依据和可行性建议。

  一、数据来源与基本特征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地点为湖北武

汉和江西南昌,调查对象为S集团武汉分厂和南昌

分厂共34个生产车间的员工(主要是新生代农民

工,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1980年以后出生,
离土又离乡的从事非农产业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劳动

群体。即本文中所调查的员工为S集团1980年后

出生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工群体)。S集团作为

我国的品牌肉类加工企业,为了因地制宜,充分配置

和吸纳本地资源和劳动力,在全国各个省区基本上

都设有分厂。湖北和江西作为中部大省,拥有大量

的劳力资源,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主力大军,且武汉

分厂和南昌分厂的员工规模大于S集团其他分厂规

模,以这2个分厂为例,一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是有利于调查组的人力物力整合,便于数据调查

和收集。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

卷27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1.3%。

2.样本基本特征

调查样本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未婚者居多

(占56.9%)。此特征与本研究所界定的调查对象

基本吻合,也符合前者已有的研究,即调查对象主要

是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第二,具有较高的学

历水平(中专及以上占55.1%)。较之旧一代农民

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具有开放意

识。第三,男女性别比例接近。男性(占56.2%)稍
多于女性(占43.8%)。第四,政治面貌以普通群众

(占66.4%)为主。但与旧一代农民工相比,中共党

表1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n=274)

类别 特性 人数 占比/% 类别 特性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154 56.2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42 15.3
女 120 43.8 中共党员 35 12.8

文化程度

文盲 1 0.4 民主党派成员 6 2.2
小学 32 11.7 预备党员 9 3.3
初中 90 32.8 群众 182 66.4
中专 93 33.9

婚姻状况
已婚 156 56.9

高中及以上 58 21.2 未婚 118 43.1

员和共青团员比例有所上升,两者所占比例达到总

样本的28.1%。第五,父母文化水平多集中于小学

和初中2个阶段,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

  二、结果与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基本现状

时代精神的核心是改革创新,具有时代性、先进

性、导向性、发展性和民族性,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方

向。时代精神源于社会实践,是被广大社会成员所

接受和认可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取向,也是

社会精神风貌和风尚的综合体现,可将其分为开拓

创新、改革开放和与时俱进3个衡量维度。
借鉴里克特五分量表法,在问卷各个问题选项

下设置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

和完全同意5个答题项,对5个答题项进行赋值,其
值分别为1、2、3、4、5。总的来说,在274名被调查

者中,有182名认为时代精神是每个人都需拥有的,
所占比例为66.4%;而92名则对时代精神持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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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不同意的态度,所占比例为33.6%。这说明整

体上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对时代精神给出正确客观的

评价,且具有强烈的拥有意愿。表2数据说明,开拓

创新、改革开放和与时俱进3个维度的得分均值在

4.05~4.31之间,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整体拥有

较高的时代精神认知度,其中认为自己有创新意识

的占79.6%,乐意学习新理论的占75.9%;赞同国

家应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占80.0%;认为应该保

持思想和行为与时俱进的占78.5%,认为不与时俱

进就会被社会所淘汰的占76.3%。
表2 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现状统计(n=274)

指标类别 问题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均值
完全不同意 6 2.2 2.2 2.2

开拓创新

学习新理论

比较不同意 11 4.0 4.0 6.2
不确定 49 17.9 17.9 24.1 4.08
比较同意 97 35.4 35.4 59.5
完全同意 111 40.5 40.5 100.0

具有创新意识

完全不同意 1 0.4 0.4 0.4
比较不同意 11 4.0 4.0 4.4
不确定 44 16.1 16.0 20.4 4.18
比较同意 101 36.9 36.9 57.3
完全同意 117 42.7 42.7 100.0

改革开放

国家应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完全不同意 4 1.5 1.5 1.5
比较不同意 21 7.7 7.7 9.2
不确定 28 10.2 10.1 19.3
比较同意 86 31.4 31.4 50.7 4.19
完全同意 135 49.3 49.3 100.0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必要的

完全不同意 3 1.1 1.0 1.0
比较不同意 15 5.5 5.5 6.5
不确定 18 6.6 6.6 13.1
比较同意 95 34.7 34.7 47.8 4.31
完全同意 143 52.2 52.2 100.0

与时俱进

思想、行为与时俱进

完全不同意 6 2.2 2.2 2.2
比较不同意 16 5.8 5.8 8.0
不确定 37 13.5 13.5 21.5
比较同意 80 29.2 29.2 50.7 4.18
完全同意 135 49.3 49.3 100.0

不与时俱进会被淘汰

完全不同意 9 3.3 3.4 3.4
比较不同意 16 5.8 5.8 9.2
不确定 40 14.6 14.6 23.8 4.05
比较同意 96 35.0 35.0 58.8
完全同意 113 41.2 41.2 100.0

  从样本特征和新生代农民工对时代精神的认知

现状中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受过相对较好的教

育,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高,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把握

时代精神的内涵,但仍有约1/3的新生代农民工对

时代精神持有不同意或不确定的态度。那么,是哪

些因素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时代精神持不同意或不

确定态度呢?

2.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影响因素应是多方面

的,考虑到家庭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因
此本文将影响因素归纳为3个方面,即个体因素、社
会因素和家庭因素。

首先利用 KMO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来判断

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于家庭因素的分

析,采用的是社会学的计量方法,只能定性分析该

因素)。
(1)社会因素的因子分析。在Spss软件中进行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

等于0.808(>0.700),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

P=0.000(<0.050),这表明社会该因素的所有问

卷数据具有相关关系,满足进行因子分析的条件。
接着,在检验结果中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表

3的3个灰色阴影部分),分别取名为:网络媒体环

境、外在力量、内在榜样,这3个主成分涵盖了该因

素10个总变量的67.823%(见表5),基本具有

效度。
(2)个体因素的因子分析。KMO检验和巴特

利特球体检验的结果显示 KMO=0.866>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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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低于显著性水

平0.050,这说明个体因素的所有问卷数据之间具

有良好的相关性,满足因子分析所需条件。在检验

结果中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表4的3个灰

色阴影部分),分别取名为:个体价值观、个体创新性

和个体道德,这3个主成分涵盖了该因素14个总变

表3 社会因素因子载荷

因子 F1 F2 F3
支持“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 0.764 0.120 -0.217
同伴、先进榜样的行为影响我 0.710 0.305 --0.055
对时代精神的看法 0.688 0.351 0.115
时事报道对我有感触 -0.501 0.669 0.213
我经常讨论时事报道消息 -0.298 0.659 0.242
非常气愤个别领导无视群众的行为 0.402 -0.716 0.015
个人崇拜的人物 0.234 0.348 0.698
日常消费行为常受同伴的影响 0.481 0.004 -0.563
职业技能培训需求 0.465 0.215 -0.081
清楚自己现在的需要 0.458 0.186 0.264

表4 个体因素因子载荷

因子 F1 F2 F3
对自己是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0.829 0.048 0.247
热爱中国民族文化 0.805 0.270 0.116
相信共产党能建设好国家 0.609 0.337 0.224
有必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 0.587 0.405 -0.156
实现人生目标的方式 0.501 0.295 0.134
热爱传统节日 0.444 0.427 0.190
有着明确的生活目标 0.065 0.744 0.106
不受定向思维影响 0.273 0.697 0.019
不害怕遇到挫折 0.120 0.613 0.333
大胆尝试新方法新技巧 0.129 0.611 0.178
工作中有强烈的创业精神 0.409 0.492 0.051
新方法解决问题 0.360 0.482 0.085
乘车主动让座 0.122 -0.031 0.839
赞成参加公益活动 0.233 0.092 0.779

表5 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因子载荷和积累解释方差量

因子 问题描述 因子载荷 因子命名 积累解释总方差/%

个体因素

热爱中国民族文化
自豪自己是个中国人
有必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
相信共产党能建设好国家

0.885
0.839
0.696
0.762

个体价值观 73.825

不受定向思维影响
新方法解决问题
大胆尝试新方法
工作中有强烈的创业精神
不害怕遇到挫折
生活目标很明确

0.735
0.635
0.575
0.639
0.647
0.661

个体创新性 68.314

乘车主动让座
赞成参加公益活动

0.879
0.879

个体道德 77.302

社会因素

个人崇拜的人物
日常行为受同伴的影响

0.707
0.707

内在榜样 65.041

时事报道对我有感触
气愤个别领导无视群众的意愿
经常讨论报道消息

0.872
0.773
0.710

网络媒体环境 68.106

支持“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
同伴、先进榜样的行为影响我
时代精神的看法

0.825
0.819
0.834

外在力量 68.242

量的73.825%(见表5),基本具有效度。

3.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影响因素检验

这里将外在力量、网络媒体环境、内在榜样、个

体道德、个体价值观、个体创新性6个变量分别设为

单一自变量,其余5个变量为控制变量,利用偏相关

分析法测量每一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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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个体因素、社会因素与时代精神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开拓创新 改革开放 与时俱进

个体因素

个体价值观
0.523(0.000) 0.681(0.000) 0.672(0.000)

-0.059*(0.332) 0.290*(0.000) 0.241*(0.000)

个体创新性
0.748(0.000) 0.679(0.000) 0.682(0.000)

0.581*(0.000) 0.321*(0.000) 0.290*(0.000)

个体道德
0.207(0.000) 0.283(0.000) 0.253(0.000)

-0.014*(0.822) 0.073*(0.235) 0.043*(0.481)

社会因素

内在榜样
0.288(0.000) 0.343(0.000) 0.280(0.000)

0.093*(0.127) 0.117*(0.056) 0.005*(0.934)

外在力量
0.514(0.000) 0.560(0.000) 0.599(0.000)

0.074*(0.226) 0.053*(0.383) 0.144*(0.018)

网络媒体环境
0.394(0.000) 0.427(0.000) 0.539(0.000)

0.037*(0.546) 0.077*(0.210) 0.269*(0.000)

  注:带*的为在有控制变量情况下的偏相关系数,与简单相关分析相区分。括号里的数据为在5%水平上的显著值。

系,在有无控制变量两种情况下,个体道德等变量与

时代精神的皮尔森相关和偏相关分析如表6所示。
(1)个体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根据

表6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3点。

①个体价值观和开拓创新(0.523,-0.059*)
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个体价值观和改革开放

(0.681,2.290*)正相关;个体价值观和与时俱进

(0.672,0.241*)正相关,这说明个体价值观影响新

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个体价值观对

改革开放和与时俱进思想的影响上。

②个体创新性和开拓创新(0.748,0.581*)正
相关;个体创新性和改革开放(0.679,0.321*)正相

关;个体创新性和与时俱进(0.682,0.290*)正相

关。表明个体创新性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

③ 个 体 道 德 和 开 拓 创 新 之 间 (0.207,

-0.014*)几乎不存在相关性;个体道德和改革开

放间(0.283,0.073*)几乎不相关;个体道德和与时

俱进之间(0.283,0.073*)几乎不相关。
(2)社会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根据

表6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3点。

①内在榜样和开拓创新之间(0.288,0.093*)
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内在榜样和改革开放之间

(0.343,0.117*)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内在榜样

(0.288,0.093*)和与时俱进之间(0.288,0.093*)
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

②外在力量和开拓创新之间(0.514,0.074*)
也几乎不存在相关关系;外在力量和改革开放之间

(0.560,0.053*)不相关;外在力量和与时俱进之间

(0.599,0.144*)几乎不相关。

③网 络 媒 体 环 境 和 开 拓 创 新 之 间(0.394,

0.037*)几乎不相关;网络媒体环境和改革开放之

间(0.427,0.077*)几乎不相关;网络媒体环境和与

时俱进(0.539,0.269*)正相关,即社会因素中的网

络媒体环境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这种主要

体现在对是否拥有与时俱进思想的影响上。
(3)家庭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家庭

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一般意义上,家庭

作为“人类发展的总部”,是社会人员进行社会化的

第一个场所。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在家庭这个“人类

发展的总部”中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来获取基本的

生存技能、社会知识和行为规范。可以说家庭作为

个体与社会的纽带,其教养模式和教育行为,影响着

个体特有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的形成。但是,人们

往往会误入泥潭,认为社会成员的成长仅仅是后天

的学校教育或社会经历与磨炼的结果,忽视了家庭

这个最微社会系统在社会成员进行社会化中的重要

作用。此外部分人也意识到了家庭对社会个体的指

导性和重要性,认为家庭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可以划

分为丰厚的家庭文化资本和非丰厚的家庭文化资

本,然后着重阐述丰厚家庭文化资本对社会成员的

教育和指导作用以及非丰厚家庭文化资本对社会成

员的不利作用,却未充分证明那些非丰厚文化资本

家庭中的成员是如何从家庭继承文化资本中获取成

功的。
表7显示,超过半数的父母文化水平集中在小

学和初中阶段,政治面貌为群众的父亲、母亲分别占

77.3%和85.8%,远高于党员等群体数量;关系和

谐的家庭占77.4%,家庭关系不和谐的只占5.2%,
说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家庭环境氛

围比较轻松和谐,有利于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同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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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因素统计 (n=274)

分组 父亲 母亲

文化程度
文盲25(9.1%),小学66(24.1%), 文盲37(13.5%),小学103(37.2%),
初中102(37.2%),中专64(23.4%), 初中97(35.4%),中专20(7.7%),
高中及以上17(6.2%) 高中及以上17(6.2%)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55(20.2%),预备党 员2(0.7%),其 他 党 派

5(1.8%),群众212(77.3%)
中共党员30(10.9%),预备党 员2(0.7%),其 他 党 派

7(2.6%),群众235(85.8%)

关系和谐 非常和谐121(44.1%),比较和谐91(33.2%),一般48(17.5%),不和谐7(2.6%),非常不和谐7(2.6%)

子女教养方式 严格管教61(22.3%),比较严格94(34.3%),一般55(20.0%),管教和自身意愿结合52(19.0%),放任不管12(4.4%)

数的家庭对子女的教养方式比较传统,严格管教子

女的占56.6%,只有极少数家庭的教养模式是父母

管教和子女意愿结合的开放模式。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出身农民家庭,父母政治素

养程度、文化水平和就业层次都较低,较之丰厚文化

资本的家庭,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是较为劣势的

智力文化资本,但他们继承了父母的踏实刻苦、勤劳

诚实、淳朴真诚等为人处事的优良品质文化资本,比
较倾向于抓住后天的发展机遇和机会,凭借人格魅

力、优良品质和道德风尚在事业和生活等方面取得

成功。一般来说,从家庭中继承了优良品质文化资

本的新生代农民工,主人翁意识、集体意识和责任感

较强烈,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更有可能去主动关心社

会,关心政治生活,这为其认识、培育和践行时代精

神提供了可能性。由于问卷设计不周,不能对家庭

因素对时代精神的影响进行定量论证,这将在日后

的研究中加以改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庭文化资本

的代际传承深刻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方方面面,
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塑造离不开家庭的情感支

持和精神指导。

  三、结论与建议

  1.结 论

通过对S集团27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分

析,归纳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整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对时代精

神给出正确客观的评价,且具有强烈的拥有意愿,但
仍有将近1/3的新生代农民工持不确定或不同意的

态度。
第二,社会因素中的网络媒体环境正向影响新

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网络媒体积极正面客观的报

道和健康的社会舆论氛围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

具有积极导向作用。
第三,个体因素中的个体创新性和个体价值观

均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新生代农民工

的个体价值观越正确,其对时代精神的认知度、认同

度和践行度就越高,其价值观就越趋向于核心价值

观;创新性越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学习新理论和与

时俱进的意识就越强。
第四,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新生代农民工

时代精神具有深刻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文化

资本越丰厚,文化传承越顺畅,其时代精神更明显,
更趋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2.建 议

时代精神的培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切入点。在时代精神嵌入下,新生代农

民工的价值观将更倾向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

此,有效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发挥时代精神

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主

要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第一,积极、正面、客观地报道社会事件,正确引

导社会舆论。充分发挥网络等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

和教育功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导向,传播正面积

极的信息,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科学人生观和世

界观。
第二,注重个体价值观的引导和个体创新性的

培育。政府和社会应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

难题,营造适合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激发

其创新意识,促使其创新行为;同时外界应充分认可

和肯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
在赋予其安全感的同时提升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归

宿感,有效激发他们的时代精神,强化其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认可、践行。
第三,整合教育资源,丰富家庭文化资本。对于

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家庭来说,只有让子女接受足

够的教育,才能从事非体力劳动,才能让家庭文化资

本积累得更深厚。因而,应实施政府和社会的惠民

政策和民生工程,应消除文化阶层的主体差异,使新

生代农民工享受更多更公平的教育和培训,从而强

化其对社会核心价值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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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CurrentSitua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
oftheNewGenerationofPeasantWorkersZeitgeist

———BasedontheSurveyof274NewGenerationofPeasantWorkers

LIKai,LUODan,LIUYa-ping
(CollegeofMarxism,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Astheessenceofthesocialistcorevaluesystem,thespiritofthetimes,aneffective
breakthroughpointforthenewgenerationofpeasantworkerstocultivatethesocialistcorevalues,must
bevigorouslypromoted.Surveysshowthatthe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generallyadvocates
andpossessesthespiritofthetimeswhicharechieflyinfluencedbythesocialenvironment,thefamily
backgroundandtheindividualfactors.Amongthesefactors,theenvironmentofnetworkmedia,individu-
alvaluesandinnovativespirits,and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familyculturalcapitalaredecisive
andpositive.Therefore,tocultivatethetimespiritofthenewgenerationofpeasantworkers,sociale-
ventsshouldbepositivelyandobjectivelyreportedtoguidethepublicopinions,theindividualvaluesand
innovativespiritsshouldbestrengthened,theeducationresourcesshouldbebetterincorporatedandthe
familyculturalcapitalshouldbeenriched.

Keywords spiritofthetimes;thenewgenerationofpeasantworkers;coresocialistvalues;spiritu-
alandculturallife;thesystemofcoresocialist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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