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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 , 即人才稀缺。概述了农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来源、分布 , 以及他们在新农
村建设中的作用。最后 , 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 , 分析了有效培养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新生力量的措施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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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atest difficultyi nthe constructionof newcountrysi de of minority areas was the scarcity of talents . The source and distribution of minori-
ty students i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s summarized as well as their roles inthe construction of newcountryside . Fi nally , tak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 study case , the measures and practices for effectively cultivating newforces were analyzed to construct newcountryside in the
minority are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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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聚居区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相对缓慢的区域 ,

其中, 大部分是贫困地区和边疆地区。这些地区存在一些共

同点: 经济基础薄弱、总量较低 , 农业“造血”功能差, 工业反

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极其有限。为此, 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以党的政策和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 立足自身实际, 逐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发展农

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要完成这一目标, 关键在于科技和

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最为紧密的

高等农业教育, 完全有能力也应该在西部新农村建设的人才

培养、科技成果推广、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其特殊作用。在

内地高等农业院校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 如何抓住机遇, 为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

人的素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至关重要。我国少数

民族地区绝大部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 严重阻碍

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与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

要求差距很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对其冲击显得尤为

微弱。由于受传统的生产和思维模式的影响, 农民对农业科

技进步并不了解, 仍然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 沿用传统的耕

作管理技术, 再加上农民容易满足、不愿创新和突破、不敢尝

试和冒险, 极大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1] 。另外, 地方某些部

门和基层组织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职责、把党的政策落到实

处, 也不愿深入群众, 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支持。

上述问题的根源是人才稀缺,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

个: 一是加强该地区的基础教育 , 提升人的素质; 二是从外部

引进人才。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环境不佳、办学条

件差、教育结构不合理、师资不足且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使当

地文盲率高、人的素质得不到提高。尽管国务院在《关于深

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中已经明确要求推进民族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 但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必须从基础

教育抓起 , 在时间上这显然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所

以, 从外部引进智力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措施[ 2] 。

2  农业院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来源及分布

近年来, 中央加大了对民族地区教育支援的力度, 在资

金投入、招生、毕业分配等方面采取特殊举措和倾斜政策, 为

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专门人

才。这些政策不仅体现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身教育事业

有了较大的发展, 也表现在到东、中部地区就读的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学生人数的增加。

在到东、中部求学的学生中, 在农业院校就读的少数民

族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 近几年来 , 少

数民族学生人数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图1) , 占全校普通本

科招生人数的5 % ～7 % 。在少数民族学生中, 来自广西、新

疆、西藏、内蒙等省区的学生占大多数 , 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

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也是少数民族学生的主要来源地 ,

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学生分布极为广泛( 表1) 。在现有的少数

民族学生中 , 其专业分布也较为广泛, 包括种植、养殖、食品

加工、机械、经贸、管理等各学科门类。这些专业的人才都是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较为缺乏的。

图1 华中农业大学2004～2008 级少数民族学生动态

Fig .1 The dynamics of minority students i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from2004to2008

3  农业院校民族学生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分析

基于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独特的民族文化、长期形成

的生活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 笔者认

为, 只有那些熟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风土人情、生活习惯, 也

为当地群众所熟悉的大学生大量回归农村才能真正把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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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建设落到实处。对华中农业大学目前在校的少数民族学

生的统计表明 : 他们分别来自全国30 个省、市、区( 表1) , 且

大部分同学来自偏远的农村, 熟悉当地最需要的农业科技、

最主要的农业产业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和方言; 大部分学生

所学专业面向农业、农村, 更易成为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高

素质、创新能力强的人才。

表1 华中农业大学2004～2008 级少数民族学生来源分布及比例

Table 1 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minoritystudentsi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from2004to 2008

生源地区

Sources of students

人数∥人

Number of students

百分比∥%

Percentage

生源地区

Sources of students

人数∥人

Number of students

百分比∥%

Percentage
湖北省 Hubei Province    347 31.18 北京市Beijing 8 0 .7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16 10.42 辽宁省Liaoning Province 7 0 .63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内蒙古自治区 90 8 .09 山东省Shandong Province 7 0 .63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0 7 .19 吉林省Jilin Province 0 .45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河北省 Hebei Province 73 6 .56 福建省Fujian Province 4 0 .36

贵州省Guizhou Province 73 6 .56 上海市Shanghai 2 0 .18

湖南省 Hunan Province 72 6 .47 浙江省Zhejiang Province 2 0 .18

云南省Yunnan Province 56 5 .03 广东省 Guangdong Province 2 0 .18

西藏自治区Tibet Autonomous Region 40 3 .59 陕西省Shaanxi Province 2 0 .18

四川省Sichuan Province 26 2 .34 江苏省Jiangsu Province 1 0 .09

重庆市Chongqing 20 1 .80 安徽省 Anhui Province 1 0 .09

黑龙江省Heilongjiang Province 16 1 .44 甘肃省 Gansu Province 1 0 .09

天津市Tianjin 14 1 .26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0 .09

Ningxia Autonomous Region

河南省 Henan Province 9 0 .81 其他* * Others 38 3 .41

总计Total amount 1 113

 注 : 数据来源于华中农业大学教务处 ; 因学籍整理等原因 , 部分学生未填生源地区。

 Note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from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Because of clearing upthe students’school regis-

ter ,part of students sources are not filled .

  农业学院大学生拥有专业知识上的优势, 以华中农业大

学为例, 其栽培、育种、植保、肥料、园艺、林学、果树、蔬菜、畜

牧、水产、农业经济管理等几乎所有学科都是农村建设和农

业生产所急需的, 而少数民族学生基本上分布在不同专业、

不同学科内, 为日后服务于农村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

仅如此, 在农业科研以及农业高新技术领域, 高等农业院校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农业院校拥有良好的科研基础和高水

平的创新队伍, 不断推出适用的农业科技成果和生产技术。

高等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可以利用所学知识, 把学院的新品

种、新技术等在家乡推广 ,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为乡邻增收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农业院校的专家、学者从事

的工作与农业相关, 经常在农业第一线调研, 有利于获得第

一手资料, 并为相关部门提供调研报告与建议 , 成为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筹划者。他们的相关思想影响着自己的学

生, 使农科院校的学生能更加清晰的把握新农村建设的大政

方针, 国家针对农村的政策和措施在他们的指导下也更易于

落到实处。

一直以来 , 高等农业院校以其强大的农业专家阵容、丰

富的科技成果、全面的农业学科知识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

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农业高等院校少数民族学生经

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和培训后, 与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和成果

接近的机会较多, 有些学生甚至本身就是科技成果的开发

者, 这样, 农业高等院校学生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了解甚至

掌握农业科技成果。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是农业科学技术

知识的综合应用, 是理论与实践经验的高度结合。作为大学

毕业生, 他们都具备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 具有与专业相关

的农业知识, 从而便于在农村进行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的推

广工作。最重要的是, 在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中, 很大一部分

是贫困生,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他们都有

一种强烈的回报家乡的愿望, 所以主动性高、愿意回到家乡

的人较多, 这对少数民族学生参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村

建设非常重要[ 3] 。

4  思考与实践

综上所述 , 人才紧缺问题是制约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

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 ; 少数民族学生在农业院校的数量比普

通非农院校偏高, 这就使得农业院校在促进少数民族聚居区

新农村建设中具有相当的优势; 最重要的是, 农业院校培养

人才的目标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相符。所以说, 农业院校在

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方面, 是否采取科学、有效、可行的措施 ,

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村建设新生力量的培养有举足轻

重的影响。笔者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 对有效培养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新农村建设新生力量的措施和实践做初步分析。

4 .1  优化和特化课程设置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时基

础薄弱等特点, 为强化刚入校民族学生的文化知识基础, 华

中农业大学近几年来对一些基础课如物理、化学、英语等开

设了民族班 , 配备教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老师担任授课

任务。专业课的设置更加强调实用性和适用性, 并结合具体

实例进行教学 , 锻炼了民族同学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自

2003 年以来, 华中农业大学经常与内地的几所农业高校交流

商讨对民族学生的培养问题并进行了教学改革, 在农学、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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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园艺等专业的课程实习和实践教学方面增加了学时

比例。

了解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紧缺的人才后 ,

为了使得少数民族学生能够学有所长、学以致用, 华中农业

大学通识课的设置增加了利于民族学生掌握的农村政策法

规、农村调查研究法、农业推广等课程 , 为民族学生未来深入

研究农业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2 注重和强化实践教学 以植物生产类专业为例, 由相

关作物或蔬菜的知名专家、教授和骨干教师组成指导小组 ,

对不同生源地的民族学生在作物生产、农业科技等方面进行

实地培训、指导和监控。2003 年以后, 华中农业大学在植物

生产类专业如植物科学与技术、植物保护和园艺等专业都增

开了案例教学和一些综合性的专家讲座等, 使学生真正走进

地头, 掌握作物生产的实践知识, 从而能够在实践的基础上

透过讲座、报告等得到升华和拓展。

除此之外, 在每年假期针对不同民族地区拟定调研提

纲, 由当地民族学生完成调查任务, 同时反馈该地区存在的

疑难问题。

4 .3 激励、考核、评价环环相扣

(1) 学生进行课程实习或毕业实习时, 不同学院根据民

族地区气候和种植作物的特点将优良种子资源如水稻、棉

花、油菜等由民族学生带回当地推广销售, 极大地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 同时也将在校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当地的农业

生产中。学校学工、团委利用假期倡导民族学生结合当地社

会实践 , 开展农村科技调查。

(2) 结合实习成果, 给予少数民族学生相应的报酬, 实习结

束后, 按时总结、交流。对成绩突出者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

( 3) 严把考核关, 将民族学生的毕业实习、实践等环节纳

入必修课考核程序, 不及格者将不予毕业。

4 .4 宣传和成效 在宣传方面, 华中农业大学的做法是建

立社会实践、农业推广的专门网站, 及时发布调查中需要的

各种信息, 同时将服务“三农”的相关图片、文字、音像等材料

及时报道出来, 为民族学生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能力和自信心

的平台。

通过近5、6 年的实践 , 前两批毕业生已经走出校园 , 很

多少数民族学生以及他们的汉族同学都工作在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有的工作在乡镇机关, 这一部分人与新农村建设直

接相关; 有的工作在农资企业, 间接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通过近年来的新闻报道及校友反馈来看, 该实践已取得初步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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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术会议, 出版专业书籍, 编辑学术会议论文集等等, 有条

件者还可为相关厂家召开产品推介会 , 推进“企业化养刊”

进程。

3 .2  企业化运作模式 省级农业科技期刊一般都挂靠于事

业单位 , 但是, 经营期刊却和生产产品一样, 有着产前、产中、

产后类似的生产流程, 具有商品生产的特点。所以, 省级农

业科技期刊管理应该企业化, 需要研究读者定位, 涵养作者

队伍, 策划编辑选题, 确立编辑主题 ; 要有敏锐的学术触觉 ,

广阔的视野, 从更深的层次上对管理方式进行变革———事业

单位, 企业化管理。

3 .2 .1 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首先 , 应该确立两条腿走路

的方针, 在继续争取行政主管部门支持的同时 , 期刊社必须

根据市场规律, 并按照企业规则运作, 多方筹集办刊资金, 求

得刊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内部环境的调整也

十分重要。期刊社或编辑部应以期刊的市场需求为基础, 集

优势与力量于一体 , 以重拳出击, 占领市场。

3 .2 .2 提高学术质量, 增加学术影响力及人文魅力。精心

策划, 变被动编刊为主动采编。目前, 许多单位都有一种倾

向, 规定在国外重要期刊和国内名牌期刊上发表文章, 职称

评定和评奖的得分远远高于省级主办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得

分。这种政策性导向, 必然使得国家科技界的重要、优秀稿

件大量外流。面对这一现象, 省级农业科技期刊编辑更要争

取主动, 与有关专业建立密切联系, 如定期召开各专业组选

题座谈会, 建立完善的专家审稿制度及选稿标准, 积极了解

其科研动向与进度, 有针对性地组稿, 争取高质量稿件, 并在

编、审、校、印各环节上认真把关, 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 增加

其学术影响力。

3 .2 .3 树立精品意识。根据不同区域农业和农业科技、农

村社会经济和人文特点, 把刊物作为品牌来经营、塑造, 做到

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人优我特, 创名牌, 开拓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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