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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杨春生，李军，朱志勇
(盐城工学院院部、学报、远程学院．江苏盐城224003)

摘要：高等教育在建设社会主叉新农村方面承担着责无旁贷、义不客辞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责任，

关键是要打通毕亚生通向农村的道路，这就需要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增加和恢复原有的涉农专

业，有针对性地培养农村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在招生政策上施行倾斜、优惠政策，引导高中毕业

生报考涉农院校与专业；／t应、往届高中毕业生中实行对口定向招生，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永久

牌扎根型人才；提高去农村等艰苦地区高校毕业生的经济待遇，鼓励其到农村去就业创业；加强

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引导其到农村去建功立业，为新农村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做出自己的

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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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农

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采取一系列切实

有效的具体措施进行贯彻和落实。高等院校也积

极行动起来．投入到这一宏大、艰巨的系统工程中

来．然而实际效果并不怎么理想，这当中既有政府

政策引导不力、高校对服务农村现代化建设重要

性认识不够，工作措施不到位、也有毕业生因城乡

经济待遇反差太大而不愿到农村建功立业等众多

原因。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采取

各种切实有效的具体措葱，努力做好高校服务农

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为建设农村全面

小康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历来都是党和

政府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央关于发展现代

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树建设若干意见》

(2007年1月29日)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

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加强‘三农’工

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大任务。”⋯农村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当前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与重点，更是制约

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瓶颈和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农业是经济发展、

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

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

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

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

的现代化。”【z3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与

核心是：“振兴农村经济，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要牢固树立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把农业发展

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

来。蚪【2】‘‘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发挥农村的人力资

源优势，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全面提高

农村劳动者素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

人才智力支持。”⋯可以说，在发展现代农业，扎

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这一宏伟的时代工

程中，高等教育与高等学校承担着义不容辞、责无

旁贷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责任。然而当前高等教育

中却出现了在专业设置方面缺少农村所需要的人

才的相关专业，或者是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都

流向城市和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即使是从

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不愿再回到生他养他的农村

收稿日期：2007—04—16

作者茼介：扬春生(1952一)，男，江苏响水人，盐城工学院院长、博导、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化学分析和高教管理。

  万方数据



去。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的是受市场经济负面因

素的影响，即人向离处走，哪里挣钱多就到哪里

去，这似乎已成为大学生的一种共识；有的是受传

统的社会观念与习俗的影响，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故谁也不愿再选与“农”字沾边的高校和与“农”

相关的专业了；有的当初迫于无奈去上学了，毕业

后宁可在城市边缘流荡也要千方百计地离开农

村；有的一开始信心百倍地去农村发展，或因为城

乡文化、生活、待遇上天壤之别的巨大差异使他们

最终离开农村，或因为事业、仕途、爱情、婚姻、生

活的遭受打击、挫折或不如意使其再次选择回到

城市。这当中，既有城乡文化、生活、经济待遇等

方面的巨大差异等客观因素，也有政府政策导向

不力、学校专业设置与思想教育不够、毕业生视

“留城”为成功、“回乡”、“务农”则为失败等传统

观念影响的主观因素。这都需要我们采取各种切

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千方百计地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培养和输送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充分发挥

高校人才、科技、知识、智力的综合优势，为其提供

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进而在服务农村全面小康

社会的建设中发挥聪明才智、添砖加瓦。在为

“三农”服务方面，高校真称得上是“广阔天地，大

有作为。”当然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

高校包括农村做很多的工作，特别是政策上的引

导和激励才行。

一、在专业设置上增加和恢复涉农专

业，有针对性地培养农村建设需要的人才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跃发展，特别是

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这是一种被扭f}}i了

的虚假的市场供求变化，一方面是农村需要的大

量科学技术人才得不到，另一方面是大量本来就

涉“农”的毕业生却不愿到农村去)与制约，使得

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也越来越高端化、精尖化，而

其涉及“农”的专业也越来越少，不少原有的涉农

专业逐渐被取消了或边缘化了。如原有的“农业

机械专业”被改成“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其

名字自然也就响了很多，牌子也变得硬了很多，毕

业生的出路也变得广了，但其都流向城市的大中

型企业去了．流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去了，流向

经济待遇高的特区去了，而到农村去的即使也有，

但那只是凤毛麟角，几可忽略不计了。一些本来

涉“农”的高校也似乎被顶在头上的涉“农”的帽

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往往谈“农”色变，惟恐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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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生怕毕业生就业不了，影响学校的所谓“就

业率”，纷纷找门路、托关系，将名称改为“科技学

院”、“科技大学”等，这样一来名气大了，牌子硬

了，但f_}i此其服务农村的办学方向也就彻底转向

了，本来是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现在变成为

城市、发达地区、大中型企业服务了，然而这一变

化都是在“为市场经济服务”、“为科技经济发展

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幌子下堂而皇之

进行的，可谓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欺人之

举。尽管说这些高校是迫于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的

社会巨大压力，但也说明这些高校已经以服务农

村为低人一等和耻辱了，不得不置当棚服务于农

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醍的办学宗旨于脑后，屈从

于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其

已背离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与办学初衷。为此，

不但原来涉农的高校与涉农的专业应该恢复与保

留其原本的专业设置，以体现其服务于农村社会

主义的办学宗旨与初衷，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培

养大批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一些新办的地

方高校电应该在原有专业设置的基础上，根据地

方农业生产的气候、地理、农村产业结构等具体特

点，尽可能调整、设置、扩展一些适合地方农村经

济发展的农学专业和专业方向，努力为地方农村

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造就培养

一大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为农村的经济发展与

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人才支撑、科技服务、科技文化

与智力知识支持，使农村形成强大的发展后劲。

二、在招生政策上实行倾斜、优惠政

策，引导高中毕业生报考涉农院校与专业

当前高校招生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是

目前农村有一大批具有高中文化而且有志于农村

社会主义建设的适龄青年以为只差几分而不能进

大学深造学习。另一方面是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

生哪怕是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全都不愿到农村

去。这就形成了～个难以船释的人才培养的怪

圈。这就需要我们对现行的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

革与调整，使那些原本就有志于农村社会主义建

设的农村青年有进入高校相关专业进行学习深造

的机会，以从根本上来解决农村科技人才匮乏的

问题。在高等教育由传统的精英教育已转变到今

天的大众化教育的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可

能在招生政策上实行向广大农村知识青年倾斜的

优惠政策，如在一些涉农的专业与专业方向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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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范围内降低录取分数线的政策，使得那些

本来失去大学深造学习机会的青年人成为未来农

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材与生力军。一方面使

这些原本只差几分的可造之材得到培养、学习、提

高的机会，其会}_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深造机会，

其成才率不比那些原本高出几分的人差和低；另

一方面，这些人本来对农村的情况就比较熟悉，回

到农村后，就能使他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迅速

地派上用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可能从中产生

或培养出一批企业家式的领军人物或发家致富的

带头人。

三、在应、往届农村高中毕业生中实行

对口定向招生，培养农村留得住用得上的

永久牌扎根型人才

在招生政策上要实行定向招生、委托培养的

政策与办法措施。在招生时就强调，实行和采取

在农村的落榜生中招收一批从农村来、毕业后仍

回到农村去的定向招生、委托培养的政策与措施。

要在公证部门的公证下，由考生、考生家庭代表、

县乡政府代表、高校代表共同商定并签定“定向

招生、委托培养的人才培养协议书”，确定其学习

深造的优惠条件以及服务农村的最低年限等，以

增强其法律效应。这当中谁违背了协议书的有关

条款，谁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相应的

经济处罚。通过招生政策的改革与调整，以及通

过法律的手段与措施，以真正培养和造就一批农

村学得好、用得上、留得住的永久牌扎根型人才。

这才是治本之策。

四、提高赴农村高校毕业生的经济待

遇，鼓励其到农村就业创业

留人首先得留心。而留住人心的关键与核心

是提高到农村去的大学生的经济待遇。本来就是

“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既是自然规律，也

是人之常情。大学毕业生选择到大城市去，到经

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去，到经济待遇高的外资企业

去，这都无可非议。一方面是巨大的城乡文化、生

活之反差，一方面是强大的沿海大城市和外资企

业的高薪诱惑，对于刚从大学走向社会的年轻学

子来说，这毕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并且关系到

其整个人生命运的重要抉择，是其不能不认真思

考选择、慎之又慎和严肃对待的一个重大人生问

题。作为毕业生来说，多年读书的花费比较大，特

另0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一毕业就要承担起养家糊

口的责任和重担，因此选择一些经济待遇比较高

的地区和单位也是理所当然韵。更是无可指责的。

要引导和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政府应承担

起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要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调

控政策和激励措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提高去

农村等艰苦地区高校毕业生的经济待遇，以鼓励

其到农村去就业创业。不要说城乡大学生的经济

待遇差不多了，就是这当中的巨大差距哪怕是稍

微缩小一点点，或者说哪怕是有一点点的／1,／1、平

衡，也就会使不少大学生自愿选择到农村去扎根

创业。绝不能说我们现在的年青大学生不愿到农

村去，是其思想觉悟不高，而是城乡经济待遇的天

壤之别形成的一条难以跨越的经济鸿沟，使大学

生对到农村去望而却步。再如对大学生回乡创

业，应给予贷款方面的低息优惠与较大额度支持，

为其发展创业提供方便与支持。回乡大学生的户

口、人事关系可放在县人事局代管，在服务期满后

允许其自由流动等，使大学生解除一切工作、生活

的后顾之忧，轻装上阵，大干一番事业，争取在工

作上大显身手，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有所成就。

五、加强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引导

鼓励其到农村去建功立业

加强高校与农村的联系，打逶高校毕业生通

向农村的道路。千方百计地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这是一个牵涉到政府、高校、学生、学生家庭

和农村自身等多方面的艰巨、复杂、庞大的系统工

程，需要各个部门同心同德、齐心合力，发挥各自

部门的职能与优势，变分力为合力，改阻力为动

力，大家齐抓共管，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

使这一工作取得成效。对于高校来说，除了增设

涉农专业、恢复原本的涉农专业，坚定其为农村社

会主义建设的办学方向与宗旨．充分发挥高校人

才、科技、知识、智力的优势，帮助农村进行科技人

才培训，送科技服务到村头、田头等外，还要加大

对毕业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力度。引导和鼓励广大

毕业生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施展才干，大显身

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添砖加瓦，奉献青春，

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和聪明才智去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美好明天，实现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

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市场经济已高度发展

的今天，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的方针，既要注意提高广大毕业生到农村后的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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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待遇，更要首先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鼓

励、支持、引导广大毕业生到农村等艰苦的地方去

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要向他们讲明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道理，农村是个广

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能暂时在

经济上是吃亏的，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越是艰苦

的地方，越是需要人才的地方，越是一般人不愿去

的地方。往往是越有发展前途的地方，越是容易出

人才、出科研成果的地方，越是大学毕业生大显身

手、施展才华的地方，越是青年人建功立业的好地

方。目前就有许许多多的大学毕业生在农村干出

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典型范例，扭信其会给年

轻人以鼓舞和激励。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毕业生

进行爱家乡、爱农村的教育，引导和鼓励学有所成

的大学生到生己养己的家乡去，建设家乡，以报效

家乡故土和父老乡亲。“狐死必首丘。”俗话说：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金窝银窝，不如自

己家的草窝。”外面的世界再精彩那是人家的，郎

使个人发家致富了，那又与家乡何干?只有把自

己的家乡建设好了，早日步人全面小康社会，那才

是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功德无量、名垂千古的不

朽盛事啊!古人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吾庐独破受

冻死亦足，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的胸怀与远大志向抱负，何况我们

今天的一代有志青年怎能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于不顾，以求一己之所谓“个人幸福”、“事业成

就”呢?我们相信，通过艰苦细致、坚持不懈、深

入扎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再加上政府政策的；l导

与激励，随着未来城乡文化、生活差距的进一步缩

小，特别是农村给广大毕业生提供的施展才干、成

就事业的阵地与舞台，广大有志青年还是愿意到

农村等艰苦地区去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

己，实现人生理想的。

高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承担着前

所未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责

任，我们必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按照政府的工作

部署，充分发挥高校人才、科学知识、智力的综合

优势，积极地投身于当前的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

建设活动去，为新农村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做出

自己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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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is no shirking responsibility for“gIler education in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which is also the sacred

mission and social duty．11le key to the problem is to let graduates have acce6／l to the countryside，which唧im colleges and U-

niversities add and restore specialities concerning farming and train morc talents aiming砒the needs of building the countryside．

On the other hand，一orlty should h given to the admission p血cy．SO ae 10 911ide 6emor hi出school graduates to apply tO a商一

cultural hisIIer schools or specialties．In addition，the admission policy of enrolling senior hi曲8cheul graduates fitting in with

their vocational training or specialities and of direction should be put into force 150 that the talents，who will stay，work，and take

root in the countryside are turned out．Those graduates who work at such tOUgh areas聃countryside should have more favorable e_

conomicIreat『nlen[and be encouragedto atalrttheir P．Rlmrthere．Hence．theideology'educationofcollege graduates should bein-

tetrs／fiad in order to guide them to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accomplish great tasks in hailding a new scciahat eountrya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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