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型农民开发与新农村建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型农民开发与新农村建设>>

13位ISBN编号：9787307088368

10位ISBN编号：7307088363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燕萍　等著

页数：3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型农民开发与新农村建设>>

内容概要

　　《新型农民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是国家社科课题“培养新型农民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基于人力资
源开发的理论分析、作用机制与政策建议”（07BJY101）的系列成果。
全书共十一章，在逻辑上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
按照“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思路展开研究。
在提出问题部分（第一章～第三章），对研究问题进行总括概述；在分析问题部分（第四章～第九章
），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内到国外，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在解决问题
部分（第十章～第十一章），通过中外比较研究，提出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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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政府统筹服务　　首先，在联合组织农业、科技、教育、劳动、卫生、水利、林业、国土资源
等涉农部门的基础上，明确任务、分工负责、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建立全局开发计划，有效避免开
发部门各自为政，开发对象、开发任务、开发目标和方式重复交叉和撞车的现象。
　　其次，各级地方政府要尽快明确各部门在开发活动中的具体职责和职能，确立开发工作的目标指
标，并将其作为考察和评价政府及其部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使新型农民开发获得制度保证。
要区分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的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对于公益性服务，如动植物病虫害的监测与
防治，其投资的相对收益小且风险比较大，需要政府介入作为推广的主体，投入费用等可由政府专项
资金支持；对于经营性服务的提供应该从政府农业推广机构中分离出来，实行企业化经营；对于一些
带有双重性质的服务，要鼓励非政府机构的参与.并且给予适当的支持。
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还要对现有的技术推广队伍和用人制度进行改革，采用多种形式分流农业技术
推广的不合格人员，建立起一种激励机制和动态的人员管理机制，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资格和业
务素质。
　　最后，教育、劳动保障、农业等部门要对现有或新办的各类开发机构进行筛选，按照合理布局、
方便学员的原则，选择定点开发基地，逐步形成县、镇、村三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及开发机构网
络，确保新型农民开发工作开展关键在县，重点在乡，落实在村。
　　4.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除了政府、学校开展的系统性培训以外，以非政府培训机构为主体的新
型农民培训活动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这些培训主体包括企业与民间的各类服务组织，各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农村专业大户等
。
将政府机构培训与非政府机构培训有效结合，可以达到充分利用培训资源，更大程度满足农民自身和
市场培训需求的目的。
　　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组织参与到新型农民开发中，从本质上是属于人力资本的投资。
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可以进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使农民掌握先进的
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生产质量，从而为农业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
　　非政府组织以及部分扶贫开发组织、慈善组织等也参与到新型农民开发中，本质上属于公益性质
的投资。
减少贫困、减少文盲、提高贫困人口的生存和生产能力是部分非政府组织和扶贫开发组织等的宗旨，
通过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农民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有利于从“输血式”扶贫转为“造
血式”扶贫，这不仅能够使一个地区的农民摆脱贫困，更能够使当地的农民闯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
路。
　　无论是何种性质的社会力量参与新型农民开发，都必须要加强制度建设，对社会力量的参与行为
加以引导和规范。
例如，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新型农民开发中来，就应该有适度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对于部
分赢利性的法人性质的组织，还可以加以财政的补贴，允许参与培训的收益分配等，只有通过完善的
制度建设加以保证，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新型农民开发事业，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参与
，使新型农民开发事业打开新的局面。
　　第三节　我国新型农民开发的对策建议　　新型农民开发是一个新的课题，根据作者调研的新型
农民开发的现状来看，我国目前的新型农民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新型农民开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
一步解决，作者认为，新型农民开发，应该注意逐步实施以下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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