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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农村开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教育 ,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科普 , 全面理解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 ,准确把握我国农村科普方向与目标 , 积极开拓农民群众发展新思路 , 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科学素质 , 充分
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 ,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良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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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Guiding Thoughts and Objectiv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in Our Countryside
JIAN Hong-jiang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efei , Anhui 230009)
Abstract  Carryi ng out the overall , coordinate and eternal educ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side was a basic require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ountryside , peasants and agriculture . Lead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in our countryside by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
overall understanding the scientific meaning of creating the newsocialist countryside , accurately mastering the direction and objectiv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in our countryside , actively opening up the peasants’new ways for development , constantly i mprovi ng the peasants’scientific
quality , completely embodying the scientific developing ideafor the human being , offered a better environment of the nature and human beingfor construc-
tionthe newsocialist countrys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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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农村科普战略指导思想, 已

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 现实的必然要求。因此 , 将科学发展观

贯穿于农村科普的始终, 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观对农村科普的

指导作用,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保障。

1  科学发展观是农村科普战略指导思想

1 .1  科学发展观的涵义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

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

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科学发

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 要

坚持以人为本, 转变发展观念, 创新发展模式, 提高发展质

量, 落实“五个统筹”, 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轨道。至此, 科学发展观理论已趋于成熟, 即: 以

人为本 ,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 就是科

学发展的核心, 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 , 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

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 全面发

展, 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

设,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协调发展 , 就是要统筹城

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

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 可持续发展 , 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

的和谐,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坚持走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 保证一代接一

代地永续发展。由此可见, 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

般规律认识的深化,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指导发展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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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1] 。

1 .2 科学发展观对农村科普的统领作用

1 .2 .1  经济建设是农村科普的中心环节。农村科普必须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 紧紧围绕经济建设, 广泛深入开展农村科

普, 开拓农民发展思路, 提高农民科技生产技能, 为农村经济

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农村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没有农村经济的强劲发展, 就

没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固后方, 同时 , 农村市场也

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 , 在农村进

行民主法治教育、科学思想传播、科技生产方法应用与培训

等都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 坚持发展经济毫不动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2] , 为此 , 只有加强农村经济的繁荣

发展, 才能确保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 不断完善

农村其他各项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不断解放和发

展农村生产力, 不断提高、完善与更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能

动因素, 确保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

的跨越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要求, 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的根本要求

和可靠保障[ 3] 。目前 , 集中精力发展农村经济, 排除任何不

利于农村经济建设的因素干扰, 不断总结农村经济建设中的

各方面经验 , 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 大力开展农村

科普事业, 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可见, 正确处理好

农村经济建设与农村科普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

1 .2 .2 “以人为本”是农村科普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为

本, 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是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

必然要求 ,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新农村建设

这一伟大实践中,“以人为本”就是以农民为本, 以农民为本

包括以农民的价值为本 , 以农民的尊严为本, 但最终则必须

要落实在以农民的权利为本上来[ 4] 。因此, 农村科普要体现

农民的根本利益, 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 都

要紧紧围绕农民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来开展农村科普工作。

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是广大农民早日过上小康生活的必然途

径;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中国特色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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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是实现农民参政、议政的根本保证 ; 繁荣农村文化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 从根本上展示了中华民族丰

富的文化底蕴。所有这些都必须体现农民的愿望与要求, 实

现农民的价值与追求。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 %

以上, 农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以实现的生力军

与同盟军, 是小康社会的主体。因此, 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

的聪明才智 , 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一切积极性 , 确保农民群

众充分享有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民主、法制、自然环境等

方面的权利 , 抓住农村科普的有利时机,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和谐氛围中 , 不断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1 .2 .3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是农村科普的主要内容。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

的基本观点, 因此 , 我国农村科普工作也应遵循, 将农村经

济、政治、文化、人口、资源等自然与人文要素, 更好地利用、

协调起来, 推进我国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

会文明建设与发展。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是我们始终不

变的方针, 然而 , 不可等视或无视农村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

发展, 因为农村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

发展, 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与精神支柱, 为

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稳定环境, 为农村经

济发展注入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因此, 随着农村物质生活的

丰富, 农民的精神生活需求不断增强, 我们必须要加大农村

民主法制、文化思想、健康安全、科技教育、卫生、社会就业、

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社会管理、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体制、机

制建设与发展。当前, 要特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

与培训, 加快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

件, 广泛开展农村民主法制教育, 不断加强农村科学知识普

及, 弘扬科学精神, 全面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②协调发

展的科学内涵本身就包含了外部协调与内部协调, 因此, 农

村科普应始终把握这一思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 农业

是城市发展的依托 , 没有强大的“三农”后方,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其他各项事业就会失去源泉, 为此, 实现“以城带乡、以

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

保障, 为农村科普增添了力量。同时 , 以农村科普为传导, 加

强协调不同区域发展, 特别要加强以东促中, 以中带西的发

展, 形成一个东—中—西互动的双向发展链条; 实行不同区

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协调不同区

域共同富裕, 加大对老、少、边、远、穷等区域的各项投入; 以

治理环境问题为契机, 积极采取有利措施, 保护农村环境, 将

农村环境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任务, 努力打

造宜人、可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环境。以农村科普为引导 ,

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改善农村生产关系, 不断加强

农村经济基础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不断协调农村经济、政治、

文化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建设与发展。③可持续发展观是

农村科普最根本的任务, 因为自然资源可持续性以及人与自

然协调和谐地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依托。因此, 在农村科普中

要不断扩大可持续发展观的宣传与教育, 将加强保护农村自

然资源放在农村科普中突出位置 , 以确保农村经济的稳定发

展; 将农村科普与农村计划生育、环境法律法规、资源保护有

机结合起来, 不断协调好农村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发展。

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导向的农村科普就是要求保护好环境, 利

用好资源, 创造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 从而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可见, 可持续发

展、农村科普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科普的战略目标

2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科学内涵

2 .1 .1 重大意义。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才能不断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为农业现代化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只有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才能不断繁荣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为

农民早日致富提供有效途径; 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才能

为农村构建和谐家庭、和谐村镇提供有利环境, 为构建和谐社

会储备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要素; 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才

能缩小城乡差距,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有利条件。为此,

必须牢固树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意识。

2 .1 .2 方针与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十一五”时期

重大战略举措之一,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按照“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协调推进农

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5] ,

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新时期农村工作的主要抓手。

2 .1 .3 保障与措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全民的事

业, 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普惠“三农”的事业 , 在《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 , 就切实把

建设主义新农村落到实处做了8 个方面的规定: 统筹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 ,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现代农业

建设, 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 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加强农村基础

建设, 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 加快发展农村

社会事业, 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 全面

深化农村改革, 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 加强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

制; 切实加强领导 , 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显然, 所有这些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

供了必要的物质与精神准备[ 6] 。

2 .2 农村科普的战略目标 

2 .2 .1  生产发展是农村科普的首要任务。生产发展就是要

在农村传播科学思想, 更新农民传统生产观念 , 提高农民的

科技生产素质, 将农村经济增长速度、质量与效益有机统一

起来。因此, 只有开展农村科普, 才能直接向农民传播科学

知识、生产技能 , 广大农民才能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

中的重大作用, 认识到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种

田方法与生产技术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现代

农业生产工具、播种方式、施肥方法、种养结构的嵌套连环模

式方可落到实处; 只有开展农村科普, 才能将农民从传统的

生产习惯中解脱出来, 改变农牧业生产的落后方式, 用科学

的思维方式, 从事农业生产, 构筑现代农业产业结构 , 改变农

业生产的单一性, 走向多元化生产模式 ; 只有开展农村科普 ,

才能向广大农民传播农、林、水、电、牧诸业基础设施建设的

科学方法, 建立现代农业生产设施, 确保农业稳定生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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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农村科普是扩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思维空间与视野范围

的必要途径 , 是切实把握人—生产—自然界相互关系, 从根

本上转变农村现有经营方式, 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水平的有效

方式。

2 .2 .2 生活富裕是农村科普的基本要求。农民生活富裕是

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着力点。因此,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

上, 农村科普要瞄准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 按照统筹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 加大政府对“三农”的扶持力度, 不仅要

加大现有扶贫开发力度,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完善农业

补贴政策等 , 而且更要加大农村科普力度, 让农民形成市场

经济观念, 以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迅速

占领市场有利位置, 不断增加收入; 以农村科普为窗口, 充分

发挥农村劳动力的优势 , 不断提高农民科技生产能力, 挖掘

农村致富潜力, 培育、扩大农村种养新增点, 积极发展绿色生

产、生态农业, 努力实现农民由富“脑袋”到富“口袋”的转变 ;

以农村科普为平台 , 积极拓展农村对内对外两个市场的相互

带动作用, 广开农民增收渠道, 将发展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

济与农村经济有机结合起来, 不断壮大县域经济, 为农民增

收致富创造有利环境。

2 .2 .3 乡风文明是农村科普的内在要求。乡风文明是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因此, 农村科普要以提高农民的思

想、文化、道德水平为精神尺度, 形成崇尚文明、热爱科学、社

会风气健康向上 ,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不断发展的

有利局面。同时, 通过农村科普不断提高广大农民民主与法

治观念, 逐步形成一个民主与法治建康发展的氛围; 将农村

科普作为提高农民精神境界的有力保障, 不断清除陈规陋

习、愚昧落后的思想在农村的市场, 自觉防止封建主义、资本

主义等不良习性的侵蚀。农村科普设施建设是农村乡风文

明改善提高的先决条件, 为此, 要不断加强县、乡( 镇) 、村广

播 、电视、文化站( 所) 、医院、计生、卫生站( 所) 、图书馆( 所) 、

博物馆、科普画廊、科普园地、科普基地、科普学校等科普设

施的建设; 不断加强与完善广大农村科普组织与队伍建设 ,

扩大农村科普书刊、报纸、杂志的宣传覆盖面 , 从而为农村科

普提供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乡风文明提升创造有利通

道。可见, 只有通过农村科普, 才能不断加强农民思想道德

建设, 弘扬公民道德规范 , 树立科学文明新风尚; 从而形成一

个遵纪守法、和谐团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良好局面。

2 .2 .4 村容整洁是农村科普的直接体现。村容整洁不仅能

反映出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风貌, 而且更能表现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成就。为此, 农村科普要紧紧围绕

农民的切身利益与要求, 不断提高农民热爱生活的情感与创

造生活的品位, 将生活与美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然, 把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合理规划农村发展作为农村科普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村容整洁的必然要求。因此, 农村科普要不断加强农

民对保护大自然的教育 , 增强农民热爱大自然、保护环境的

意识。将大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

作为村容整洁的主要目标, 不断提高人居环境的质量。从而

使农村道路硬化, 居住环境绿化、美化、村庄建设集镇化以及

农村水、电、通讯等设施不断改善与完善成为村容整洁的主

要内容。可见, 村容整洁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

要求之一 , 而且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所

以, 将农村科普与村容整洁有机地结合起来, 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直接体现。

2 .2 .5  管理民主是农村科普的意识方向。管理民主是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保证, 管理民主就是在农村基层组织

的领导下, 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等村民

自治机制, 不断增强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 , 让广大

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等。因为 , 农

民的切身利益只有在充分享有民主的基础上, 才能得到切实

保障。因此 , 农村科普必须以加强和完善农村民主法制建设

为纽带, 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使农民得到实实在在

的物质利益[ 7] , 积极创造和谐的农村发展环境。这就从根本

上要求农村科普将科学、民主与法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农村

各级党政群组织应以科学的思维方式, 不断创新农村民主管

理形式, 不断增强农民法治观念 ; 同时 , 将民主与管理有机地

统一起来, 做到民主的透明性与管理的有效性 , 从而形成科

学、民主与灵活的管理机制。可见 , 农村科普必须以管理民

主为意识方向, 积极引导农民现有观念 , 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广泛的政治基础, 最终形成一个

崇尚科学、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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