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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要有一批领头雁 ,领头雁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 , 带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领头雁在建设新农
村过程中起着示范、推动、辐射等多方面的作用。从转变观点、放宽政策、搭建平台、培育新型农民和发挥党员及基层组织作用等方面论
述了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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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the Bell wethers :A Strategic Choice of New Countryside
FAN fan ( College of Economics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100)
Abstract  Building the newsocialismcountryside needs a number of Bell wethers urgently .Bell wethers can effectively integrate various resources and lead
the subject-farmers to build the newsocialismcountryside .They playthe role of model ,promotion and radiationin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ewsocialism
countryside .This article explains howto cultivate the Bellwethers of buildi ng the newsocialismcountryside fromthe aspects of transforming ideas ,relaxing
policy ,building platforms ,cultivating newly typed farmers and making themplay the role of party members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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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育新农村经济建设领头雁的重要性

1 .1 现有的农村人力资源匮乏, 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

求 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极

不相称。其一, 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不适应新农村建

设的需要。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年限平均仅为7 .3 年, 其中

高中文化程度占12 .5 % , 初中文化程度占49 .3 % , 小学及以

下文化程度占38 .2 % ,2000 年人口普查 : 本科以上学历在农

村仅为0 .07 % 。其二, 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落后, 影响了新

农村经济的发展。到目前为止, 全国农村劳动力受过各类不

同层次专业技能培训的不足20 % ; 获得绿色证书及其他各类

资格证书的仅5 % 左右; 多数农民缺乏“一技之长”。全国农

业技师、高级技师仅2 .23 万人, 占技术工人总数不足1 % [ 1] 。

最近进行的一项对全国13 个省1 600 多个行政村的问卷调

查显示,30 岁以下的农村青年劳动力60 % 以上都外出打工。

74 % 的行政村已经没有青年劳动力可再继续向外转移。这

一现象给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带来了诸多困难。

1 .2 农民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需要有领导者、召集者  目

前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 主要是由于交通不便、通讯落

后, 信息闭塞, 形成了保守、愚昧、固守传统、不思脱贫等贫困

文化特征。再则我国个体的农民家庭作为市场主体的能力

缺陷导致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出现体制断层[ 2] , 市场竞争能

力非常脆弱 , 他们在与外界组织发生关系时, 只能以个人对

群体的方式进行, 双方力量的不对称使农民利益极易受到伤

害。要想把农民组织起来, 这就需要有能人来组织、召集, 农

村的优秀人才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流入其他行业, 就是留在农

村的优秀人才, 也大多以农村为基地, 搞起农业之外的行当 ,

对组织农民和农村政权建设都不甚热心。因此, 在建设新农

村过程中培养农民需要的领导者、召集者非常重要。

1 .3 新农村建设主体有愿望, 但缺乏手段和条件  农民是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这个内因作用的充分发挥, 再好的政策 , 再多的扶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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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难发挥效果。但是单有农民的积极性还不够 , 仅靠农民

自身的力量, 新农村建设难以全面实现[ 3] 。作为个体农民想

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还是有许多限制因素。一方面, 由于新

农村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显著的投资效

益, 农民把有限的资金投资于农业的积极性不高; 另一方面 ,

有的农民虽有主观愿望 , 但缺少资金, 或对选择什么项目很

茫然。有时投资项目缺乏市场调研, 没有进行可行性论证 ,

有的还出现严重的亏损。

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领头雁的构成

2 .1 有市场经济头脑 , 懂管理、善经营能人或协会组织的领

导人 ①新型农民。在农村, 长期的实践过程造就了一批有

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他们是新农村建设中优秀

的人才, 更是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源泉。②

科技带头人。有部分农民通过镇村党校、党员中心户等阵地

培训, 掌握了1 ～2 种农村实用技术知识 , 这些“乡土科技人

才”是农村的科技骨干; 县市涉农部门农技专家, 通过送教下

乡等形式, 对农民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他们是农村科技队伍

的补充。还有一部分是回乡的高中生和大学生, 他们都学到

了一些技术, 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成为业务骨干。③农村经纪

人、协会领导人。他们上联市场, 下接农户, 外联城镇, 内接

乡村, 接受新事物较快, 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 , 积极为农产品

和经销商牵线搭桥 , 拓宽销售渠道。农民经纪人、协会的领

导人大多是头脑灵活的本地经济能人、致富带头人。

2 .2 有志于投资农业和农村建设的工商业主  近年来 , 随

着农业税的取消, 国家出台了一些鼓励到农村创业、投资的

政策, 许多城市工商企业开始涉足农业领域, 他们投资农业

生产或农产品加工业或农产品流通流域。这部分人有资金 ,

投资项目可行性高, 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的资源优势, 在创造

效益的同时, 也促进了农村经济建设。

2 .3  部分到农村就业( 创业) 的大学生、回乡及分流干部  

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途径之一。据

统计。目前我国中部和东部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比例是5 %

～12 % , 全国每年到乡镇及村的大学生在25 万左右。他们有

知识、有技术, 思想解放、视野开阔, 这部分人已经成为农村

经济发展的一股新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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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农村的党员、基层组织永远是新农村建设的领头雁  

农村干部、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最前沿, 他

们具有与群众贴得最近、接触最多、联系最紧的优势 , 促使他

们自觉地肩负起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责任, 成为党密切联

系群众的桥梁, 担当带领农村发展的“领头雁”, 他们成为农

民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组织者和引领者 , 成为农民群

众致富的带头人、执行政策的明白人、社会稳定的维护人、文

明新风的倡导人、村容村貌的管护人。

3  培育新农村建设的领头雁的战略举措

3 .1  充分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的领头雁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的强大动力  新农村建设的领头雁实现了农民小生产与大

市场的对接, 发挥了连接市场的中介作用。他们通过组织和

农民专业协会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 形成规模效益, 降低

了生产销售成本, 拓宽了产品销售空间, 增强了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 避免了分散农户之间的无序竞争, 从一定程度上

统一和稳定了农产品价格。

新农村建设的领头雁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形成了特色

产业。农民专业协会在推广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新信息和

扶持资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专业协会通过示范

引导, 以“一户带十户、十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业”的形式, 推

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新农村建设的领头雁发挥了知识孵化作用, 培育了新型

农民。近几年来, 农民专业协会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技术培

训班, 逐渐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

3 .2  放宽政策, 鼓励城市优秀人才带资金、技术、知识投资

农业 把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教育、信息资源导入农村, 采

取每位专家带若干核心农户, 长期跟踪进行技术指导、咨询 ,

再通过这些农户把技术、观念传播给其他农户[ 4] 。充分发挥

农林院校、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优势, 鼓励学生回乡创业, 把

回村高中( 中考) 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退伍军人、致富带头人

培养成党员 , 列入村后备干部培养, 同时由工作经验丰富的

村干部与他们“结对子”, 搞好传帮带。

鼓励城市优秀人才投资农业, 可以借鉴用发展工业的理

念谋划农业。工商业主发挥资金优势 , 以领头雁为载体, 帮

助扶持领头雁成长, 双方结成发展共同体。政府为投资创造

好的环境, 为农业企业保架护航 , 吸引工商业投资, 吸引农民

( 尤其是青壮年农民) 返乡。

3 .3 为乡土人才创业搭建平台, 发挥乡土人才的示范作用

 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为乡土人才创业搭建平台。

农村有许多土生土长“致富能手”、“土专家”、“田秀才”和各

种能工巧匠, 要采取多种方式鼓励他们创业, 拓宽增收渠道 ,

充分调动农村乡土人才的积极性, 积极宣传“外出一人 , 致富

一家 , 带动一片, 影响一村, 促进一乡, 致富一方”的致富

观[ 5] 。所以, 有效地开发乡土人才, 努力营造良好的乡土人

才创业环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充分发挥农村经纪人、协会领导人的作用。他们在农村

经济建设中起到表率作用, 是农产品转化增值的中坚力量 ,

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民致富观念的转变。通过搭建协会

组织、经纪人示范工程服务平台 , 使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

然资源重新组合, 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从而达到优化农村经

济结构 , 改善区域内人才结构 , 提升乡土人才的示范效应。

3 .4 造就和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新

型农民队伍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要改善农村的面

貌, 农民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 , 农民素质得到提高 , 建设新

农村就有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6] 。要动员高校或科研单位与

自然村挂钩, 培养新型农民,“包干到院”, 利用大学生下乡活

动、专家挂职等形式, 制定自然村新型农民培养的战略目标

和规划方案 , 有步骤、有针对性培养带动农民整体素质的提

高。只有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的总体素质, 才能满足未来新农

村建设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因此, 要造就和培养一批“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队伍。

3 .5 充分发挥党员及基层组织的带头作用  “村看村、户看

户, 群众看支部, 党员看干部”。建设新农村, 既需要广大农

民群众的埋头苦干, 更需要农村干部的引导与带领。

要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 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科技素

质和经营管理能力, 积极鼓励和引导基层干部做创业的先行

者, 以带头富和带领富为目标; 这就要求农村基层干部不仅

要认真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现代经济管理知识 , 还要学习法

律, 了解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 不断提高法制意识和执法水

平。使农村党员干部真正成为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有较

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的新型干部, 发挥农村基层

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带头、示范作用, 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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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易于管理和操作, 已成为地理信息系统中构建小城镇三

维模型方面应用很广的一个平台。Arc View 在构建小城镇

三维模型方面具有强大的功能 , 在实现地形的可视化方面

也具有很大的潜力。该文成功构建紫阳县城镇三维模型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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