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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乡村发现（总第7辑）（2007年12月刊）》一直坚守着“立足三农一线”的承诺。
这份执著源于对中国乡村的深度关注与质朴情怀。
作者既有身处一线、感同身受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百姓，也有日理万机、公务繁忙的商贾政要；既有刚
刚入门的大学生、研究生，也有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既有血气方刚、充满朝气的激情青
年，也有洞透人生、暮壮伏枥的稀耋老者。
他们的笔耕不辍，鞭策和推动着《中国乡村发现（总第7辑）（2007年12月刊）》朝着“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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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目标。
农业大县保留了很多好传统，但也存在很多陋习。
如人情往来，有些地区家庭人情往来的花费占了收入的1／3以上，目前，这股风气有愈演愈烈之势。
赌博和封建迷信活动等陋习不改变，农民的增收也会打折扣。
此外，小农意识(主要表现为“等靠要”思想、小富即安心态、淡薄的诚信意识、脆弱的民主意识和落
后的文明意识)在传统农业大县尤为突出，它们有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所造成的，有些则是
我国“三农”政策所致。
落后的思想意识带来的必然是落后的生产生活习惯，落后的生产生活习惯反过来又带来更加落后的思
想意识，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从源头上根治弊病。
首先，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塑造新型农民。
中央和省级财政要承担起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早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的全免费，彻底改变“义
务教育不义务”、“农民教育农民办”的状况，增加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
此外，要通过技能培训班、农村党校等阵地对尽可能多的农民进行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其次，丰富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创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将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作品通过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送到农民中去。
通过送戏下乡、露天电影、广播电视、群众广场活动等形式大力宣传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着力创造一个群众安居乐业、文化生活积极奋发、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社会环境。
再次，提高宣传艺术，营造有利于鼓舞广大农民自觉加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舆论环境。
在广大农民身边挖掘各类典型，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通过榜样的力量激发他们致富的信心和文明的
意识，在群众中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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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风雨又一年。
如果说在过去两年内，《中国乡村发现》有些许意义，那就是“坚持”两字。
正是这种坚持，让我们结识了更多志趣好友，也赢得了各界好评。
一套丛书，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读者群。
在媒体细分的时代，读者定位更是图书生存的不二法门。
创办初期，我们小步前进，边走边看，当越来越多的读者发来感谢信时，我们渐渐明白自己走了一条
正确的路。
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让农民自己说话。
两年来，我们始终恪守这一编辑方针，并力图将《中国乡村发现》办成一本乡土气息浓郁的三农通俗
读物。
慢慢地，风格落成，个性凸显，《中国乡村发现》逐渐成为三农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共同喜爱的品牌。
现在，围绕我们周围的，既有农业部门的高层领导，也有三农领域的学者，既有活跃在一线的基层干
部，也有躬耕于田垄的普通农民。
虽然他们眼光不同，才情不一，但感情却都是真挚的，诉求都是相同的。
虽然有些文章观点偏激，有些论证逻辑松散，但瑕不掩瑜，正是从这一篇篇色彩斑斓、言辞朴素的文
章中，我们发现了当下农村的真实问题。
就拿乡村教育来说，如果没有一线的调查或经历，我们可能只会为乡村义务教育免费、农村高中生住
宿费减免等宏观政策的出台而欢呼雀跃，却对农村的师资状况、教学条件、学生心态和中小学校长的
生存状态等毫不知情。
国家政策确实充满关怀、令人振奋，但如果我们把目光稍微移近一点，就会发现乡村教育中的另一幅
图景。
揭露问题并不说明我们悲观，老是“挑刺”也不等于我们天生就是斗士。
批判只是旗帜的一面，旗帜的另一面是建设：提出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它。
然而批判也好，建设也罢，理性与责任是其共同基石。
2008年，改革开放将迎来30周年。
这场发轫于农村的大变局，在其展开过程中似乎离农村渐行渐远。
所幸的是，在绕了一个大弯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起点，重新谋划农村布局。
这一转变，其意义不言而喻，因为“忘记农民，就是忘记革命；排斥农民，就是排斥革命；打击农民
，就是打击革命”。
新的一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乡村发现》也将以纵横阡陌的姿态继续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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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乡村发现(总第7辑)(2007年12月刊)》中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近期目标是什么；乡镇领导干部岗
位管理的新实验；圈子中的农村生活；村庄合并后的治理难题；村官腐败的症结在哪里；我所见所闻
的乡村信访；聚焦乡镇政府机关问题；作为改革突破口的小岗村缘何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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