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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和大学生都希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内在渴望 , 分析了农村大学生具有环境
来源、理性认识、文化知识等的独特优势, 选择投身新农村建设成为新农民是其人生价值实现的现实途径。高校要教育引导大学生立足
自身实际 , 着眼社会需要 ,勇挑重担 ,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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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of Life Value View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Countryside in Visual Angle of New Countryside
BAI Hai-yan  ( College of Law, Henan Uinversity of Technology , Zhengzhou , Henan 450052)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mand of high diathesis person with ability in constructing newsocialismcountryside and the inherence aspiration of realizing
their life value by college students , it was analyzed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had the special predominance of environment origin, logos understandi ng and
culture knowledge , etc . Selecting to devote themselves into new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to become newpeasants was a practical way for college stu-
dent realizing life value . College educators shoul d guide themto base ontheir own conditions , keep social need in mind and shoulder the load to realize
their life values by serving the so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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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

大战略, 而实现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关键在于人才。新农

村建设对人才的渴求客观上启动了大学生人生价值关系的

主体需求, 是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条件。

1  新农村建设是大学生人生价值的社会主体需求

一直以来 ,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整体不高。在我国农

村, 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 a , 农村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的仅占0 .5 % , 农村现有人力资源水平难以承担新农村

建设的重任。目前 ,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向城市转移 ,

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 长期留守农村的多是儿童、

妇女和老人, 人们戏称为“613899”兵团。留守人口只有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 没有新技术、新知

识、新理念、新信息, 更没有意识和潜力学习和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 , 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盲”。这样的人力资源结构

使本来就人才匮乏的“旧农村”,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雪

上加霜。

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和目标, 没有高素质人才不行。

目前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突显了对人才的渴求, 农村是人才

的“洼地”。要变“人才洼地”为“人才高地”, 就必须寻找新的

建设生力军,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社会

主体需求。

2  农村大学生具备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

新农村建设需要高素质人才, 但只有真正扎根于农村、

对农村有着较深情感认同的“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才能在

农村舞台上大显身手。目前, 政府承诺优厚条件吸引人才走

向农村, 但这不应成为大学生来农村的唯一目的。人们都不

希望大学生下乡仅仅是为了镀金, 成为匆匆过客。农村需要

他们, 但前提是, 他们必须真正用心付出, 力争为农村的发展

作贡献。

笔者认为 , 在诸类社会人群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家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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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最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与城市大

学生相比, 来源于农村的他们, 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 ; 另一方

面, 他们在城市接受高等教育, 有知识、有能力, 能够进行创

造性劳动, 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外出打工农村青年相

比, 其综合素质较高, 能够摆脱小农思想的束缚, 站在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上看待自己的历史使命。可见, 农村大

学毕业生是新农村建设主要人才的更合适人选。

2 .1 农村大学毕业生具有的独特优势

2 .1 .1 大学生优势。高校毕业生是整个社会中充满活力、

富于创造力的群体, 是国家的宝贵人力资源[ 1] 。他们的优势

很明显: 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

社会责任感强, 创新意识较强, 敢为天下先, 是改革的天然支

持者; 在自己的专业上研究较多, 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分析问

题。因此农村大学生比缺乏文化知识的同龄人更能适应新

农村建设的前沿需要 , 在促进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能起到更

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农村靠传统经验的

做法显然不再适用, 善于学习与创新、敏于接受新知才是最

重要的素质, 因此人们不可否认大学毕业生的独特地位和作

用。同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给农村以“渔”而不是

“鱼”,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这就需要有先进的生力军

来引导 , 而大学毕业生的作用和价值正在于此。

2 .1 .2 农村来源优势。①农村大学生从小生活在农村 , 深

知农村和农民的艰辛 , 对家乡和农村有深厚的感情。不能否

认, 现在确实有一些大学生, 从农村到了城市 , 认为自己不如

人, 思想上出现一些问题, 不认乡亲 , 不认家乡, 有些人甚至

敌视农民, 敌视弱势群体 , 急于改变自己的地位, 急于成为中

产阶级, 但是这类人只占农村大学生的很小一部分, 大部分

农村大学生都对农村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 , 同时, 农村大学

生比较了解农村, 宜于与农民沟通, 能够适应和融入农村生

活。这种直接的生活经验和朴素的情感会使他们从心底萌

发出振兴农村、建设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城市大学

生所不具备的感性基础。②在理性认识方面, 农村大学生拥

护党的大政方针, 认为党和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开展的

工作很有成效, 能够客观地看待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些问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7 ,35(13) :4066 - 4067 ,4075                  责任编辑 陈娟 责任校对 胡先祥



题[ 2] 。农村大学生对党的执政理念比较认同, 对构建和谐

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充满信心 , 对解决农村发展问题

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 制约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是

基础薄弱、投入不足、政策不配套或不落实, 为此, 解决农村

发展的主要措施应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形成农

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进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他们的

这些认识比较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应当承认, 大多数农村

大学生对我国“十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和构

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充满信心, 相信农村会

有较大发展。这种理性认同是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

想基础。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充满挑战的开拓性事业。

由于农村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相对比较困难, 养成了他们

艰苦朴素、自立自强的良好品质。他们表现出的务实进取、

强烈的竞争意识和成才愿望加上吃苦耐劳的精神, 使其一旦

选准了为之奋斗的事业方向就能不遗余力地走下去, 不会轻

易放弃。这也是农村大学生足以担当重任、舍我其谁的豪气

优势。

2 .2  回流农村是农村大学生就业的新途径 根据教育部统

计,2006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413 万人[ 1] ,2007 年预计达

495 万, 高校毕业生数字一路攀升。同时 , 根据第5 次全国人

口普查资料推算, 今后几年内, 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还会增

加, 城市就业压力巨大, 就业形势严峻。面对市场经济浪潮

的冲击, 许多大学毕业生忽视了人生价值的真正意义, 在作

目光短浅的分析后, 决定挤在大城市大机关, 盯着车子、票

子、房子, 成为物化的活物。

但在就业竞争中 , 农村生源不占优势, 难以发挥自身优

势。一方面, 他们家在农村, 在城市没有人际关系; 另一方

面, 部分农村学生由于心理和性格因素 , 不善于沟通交流, 找

工作非常困难, 在工作中被提拔的机会更少, 城市对他们的

事业并不太有利。住房是主要的物质前提, 来自城市的毕业

生, 可以靠父母积蓄买房或者缴首付房款, 而来自农村的毕

业生奋斗5 年、10 年, 可能还买不到一套住房, 两者在事业和

生活的奋斗中处于不同的起跑线。应该承认, 大多数农村毕

业生在城市生存奋斗是比较艰难的。

因此, 农村大学生应该认清形势, 找准定位。随着我国

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当前农村正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会, 党和国家史无前例的惠农政策, 以及农村

中技术人员的严重匮乏, 都给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

时到农村就业, 由于起点低, 也更容易成功。大学生在农村

就业, 困难不在于技能、资金、项目, 最大的障碍可能是面子

问题。消除了这个障碍 , 所有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作为毕业

生个人, 只要抱定信念做足思想准备, 发挥自身优势 , 选准就

业项目, 还是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的。新时期的大学毕业生要

正确认识农村的现状和未来, 满腔热情、积极主动地为基层

服务, 为农业服务, 为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新农村贡献力量。

2 .3  农村大学毕业生在农村可大有作为  农村土地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 是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前提下的最好方式 ,

这种形式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 必将走向机械化的集体协作

方式。在这种趋势下, 当代农村大学毕业生回流农村, 是实

现农村经济再次大发展的一个巨大推动力, 是解决“三农”问

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农村大学生在大城市生存可能步履艰

难, 但回到农村, 就如虎放深山、龙入大海了。

当然, 政府要在这方面提供有利条件和保障, 要出台大

的举措, 比如给回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贷放一定的创业资

金、批给基本建设项目和工业项目、甚至划拨某些专项基金

等, 确实将这些大学毕业生当作人才来对待和使用; 金融部

门和媒体等社会各阶层都要进行大力支持; 亲人也应该对他

们多理解、多支持, 赋予他们做“农的传人”的信心和力量。

确保整个社会在精神和物质条件方面为大学生到农村就业

提供保障, 以吸引更多毕业生积极主动投身“三农”。

目前社会上的高失业率构成了大学毕业生择业到农村

的外在压力, 而当代大学毕业生积极地回农村的内在动力是

大学毕业生对参与新农村建设所获得的事业感和成就感的

预期。当代大学生回流农村做新型农民, 从历史发展观的

角度理解, 它既不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有为青年到

老、少、边、穷地区支援建设的临时措施, 又有别于20 世纪

六、七十年代成千上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 3] 。适应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是21 世纪中国

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当代大学生回农村就业的选

择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大学毕业生在农村进行艰苦创业, 当

新农村建设取得成就之时 , 就是他们社会价值与个人优美

生活环境同时实现之时。

3  新农民是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现实途径 虽然农村大

学生具备了建设新农村的优势条件, 但他们在主观选择上未

必愿意去做农村建设的领军人物。有调查显示, 农村大学生

毕业后选择就业的首选率接近100 % , 但勇于服务农村、服务

农民的人数并不多 , 甚至在是否愿意“回到农村当村官”的

选择中,“不予考虑”的占到50 % 以上[ 2] 。由此可见, 影响农

村发展的人才问题短时间内还很难解决。这就要求我国的

教育要引导他们认识到满足社会主体需要是实现人生价值

的首要前提。要帮助他们理清思路, 提高认识, 从他们成功

成才的内在需要出发 , 引导其着眼社会需求立足自身优势去

实现人生价值。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端正学习目的。部

分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考大学的动机有2 个, 一是光宗耀祖 ;

二是脱离农村生活, 做一个“城里人”。这种过于实际的学习

动机不能把个人的发展同社会、国家的发展融为一体。要引

导青年大学生把承担人生责任作为自觉意识和行动, 明确自

己的行为不仅应为自己谋求利益 , 更应该为他人和社会谋求

利益。农民家庭倾其所有供养自己的子弟, 而这些子弟大学

毕业后又都奔赴城市 , 这对于农村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农村

大学毕业生也要志向远大, 坚定为农村崛起而读书的信念 ,

努力去改善农村的条件。况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

背景给农村大学生提供了人生舞台 , 这一项伟大的事业, 也

是其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机会。②确立正确的择业观。很

多大学生都认为, 只有在大城市、大单位才能体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 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 而很少考虑自己的择

业期望值是否符合社会实际, 能否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

其实,“奉献社会”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

石。要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 树立祖国的

( 下转第40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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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增量占全部从业人员增量的比重增加

1 % , 所带来的增加值增量占全部 GDP 增量的比重变化并不

明显。换言之, 河北省在这些年份中增加了一定数量的劳动

力投入 , 而其效果并不明显, 并未带来相应的产出增加。这

与弹性值为负的年份所反映的从业人员数量已经饱和的结

论是一致的。

图2 河北省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化

图3 河北省第一产业就业对GDP 增率的弹性变化

4  结论和建议

针对第一产业就业产业特性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 今

后河北省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解决第一产业就业问

题: ①针对河北是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劳动者素质

低下的现状 , 采取各种措施, 控制人口增长, 提高人口素质。

解决大量较低素质劳动者难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在三大产

业间流动 , 从而不得不滞留在第一产业的问题。随着劳动者

文化素质的提高, 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河北省第一产业的经济

效益和相对劳动生产率, 同时由于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者在

第一产业劳动力饱和的情况下, 可以相对比较容易的在三大

产业间流动, 也会有助于解决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长期

偏高的问题。②继续深入改革户籍制度, 加速城市化进程。

专家研究结果显示,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

平; 研究还表明,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 城市化水

平每提高1 % ,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下降2 .047 % 。因此, 在

当前形势下 , 加速城市化进程, 对于解决河北省的第一产业

就业问题将起到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③大力发展第

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第三产

业的许多部门对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的要求相对比较低 ,

在当前河北省第一产业存在大量较低文化程度劳动力的现

实条件下, 第三产业尤其第三产业中的社区服务、物业管理

和家庭服务等行业的发展, 对于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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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民族振兴是当代大学生人生职业选择的第一主题的

观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 新农民已是一种职

业而不再是低劣的身份 , 只有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人

才才能胜任。农村大学生用自己所学回报家乡 , 应有足够

的自豪感。建设新农村是农村大学生的根本出路 , 也是其

真正的历史使命。③加强对农村大学生的全方位培养教育

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教育他们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

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 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荣辱

观教育, 使其获得为新农村建设而奋斗的持续动力。此外,

应鼓励农村大学生更广泛地接触社会 , 开阔眼界, 掌握新农

民必备的技能和素质。总之, 学校应全方位做好农村大学

生的物质救助、能力帮扶、精神强化, 使其为解决“三农”问

题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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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缩略语
采用国际上惯用的缩略语。如名词术语DNA( 脱氧核糖核酸) 、RNA( 核糖核酸) 、ATP( 三磷酸腺苷) 、ABA( 脱落酸) 、ADP

( 二磷酸腺苷) 、CK( 对照) 、CV( 变异系数) 、CMS( 细胞质雄性不育性) 、IAA( 吲哚乙酸) 、LD( 致死剂量) 、NAR( 净同化率) 、PMC

( 花粉母细胞) 、LAI( 叶面积指数) 、LSD( 最小显著差) 、RGR( 相对生长率) , 单位名缩略语IRRI( 国际水稻研究所) 、FAO( 联合国

粮农组织) 等。对于文中有些需要临时写成缩写的词( 如表及图中由于篇幅关系以及文中经常出现的词而写起来又很长

时) , 则可取各主要词首字母写成缩写, 但需在第一次出现处写出全称, 表及图中则用注解形式在下方注明, 以便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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