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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一一关于江苏
、

上海
、

湖南
、

四川等四省
、

市农民职业教

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

冯 有 权 樊 守 衡
`

、
一

”
甲 一

;

(西北农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

摘 要

本文是笔者 1 9 8 4年对江苏
、

上 海 等四 省
、

市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情况的调查研究报

告
。

农 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兴办
,

迅速改变着农 民的智力结构
,

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产业结

构的变化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

其共同特点是
:
多层次

,

适应性强 ; 多专业
,

因需设班
;

多规格
,

易形成人才梯 队
, 多形式

,

灵活性大
;
多渠道

,

筹建较易
,

在我国走出 了一条

投资少
、

育才快
、

效益高的农民职业教育的新路子
。

本文的 目的在于探索农村职业教育

的最佳模式
。

关健饲 中国 ,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 农技校

浓 滚 浓 该

本文是笔 者继 “ :

建 立中 国式的 农 民科学 技术教育 体系 初探
”
一文 “ ’ 后的第

二篇调查研究报告
。

我们于一九八四年六
、

七月
,

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较先 进的 地区

—
江苏

、

上海
、

湖南
、

四川等四省
、

市进行了调查访问
,

所到之处有七个县九个乡
,

调查中听取了省
、

地
、

县负责实际工作的同志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情况的介绍
,

并访问

了九所县
、

_

乡级部分农民职业技术学校 ( 以下简称农技校 )
,

收集了一些第一手 资料
。

本文着重在调查资料的基础
_

仁
,

分析研究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作用及其共同特

点
,

进一步探索我国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途径
、

措施及最佳模式
, 以推动农 民教育

迅速
、

健康地向前发展
。

一
、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作用

党 , 十 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
,

在我国农村的广阔土地上出现了三级 ( 少数为四级 ) 农

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新模式
。

在短短帅几年时间里
,

这类新型的农技校不但提高了农 民的

文化科学水平和思想水平
,

改变着广大农 民和基层干部的文 化知识结构及技能结构
,

培

养出大批技术人才
,

而且影响和渗透列农村生活的各个领域
,

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表

本刊编辑室收到此稿时间
: 1 9 84年 n 月 n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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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结饱改革和农业技术改革奠定 了人才和干部队伍方面 f勺基破
。

(一 ) 迅速改变了农民的智力结构

过去
,

_

我国农民基本土是 以休力劳动为主
} ,: J劳动者

,

种田凭传统经验
.

缺少文化
,

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
。

现在
,

很多回乡知识青年虽具有一自、 文化基础知识
,

却不掌握

生产抹术
,

可以称为单纯文化型劳动者
,

他们进人生产领域
,

只能从事简单的活路
,

不

懂怎样科学种田
。

·

九八 0 年党中央
.

国务院缉明确指示
,

将农村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

农业中学
,

然而
,

改革却进展不快
。

.

据湖南省统计
,

在一九八三年
,

全省职业中学和农

中在校学生数只有 2 8 , 4 4 5人
,

其中
,

将近四分
一

的学生 ( 7,2
4 2人 ) 还是属 于城市职

质的
。

而全省各级农技校在校的学生人数则青
1, 7 2。 ,

7。 8人
,

药为农革; 职业中学学
数的六十倍

;

〔注 1 〕
。

同年
,

四川省农技校在校受训 人数也达到 2 57 万多人
。

他们

卿认过弹碘龚
.

农技校的短期技术培训
,

成为农村生产建设的有用人才
,

迅速改变着农村广大劳动
.

者的智力结构
,

使体力劳动型农民转变为智力劳动型
,

单纯文化型转变为专业技术型
,

这对于落后的中国农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

湖南省益阳地区的五所县办农 民中专
,

每
一

年至少有五百名以
_

仁毕业生 ; 一百九十六个乡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

每年能培养两万名
.

疾右初等技术人才
, 三千三 百八十八个村

,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开展 了农 民文化 技术教

育
,

全区每年受政治
、
文化

、

技术教育的干部和群众达四十多万人 〔注 2 〕 , 四川省巴

中县四年多来
,

各级农技校毕业的学员
,

经区核定为技术骨干的 有 2 5 , 0 00 人
,

经县 考核

授于一
_、

二
,

三级技术员 的 4 5 6人
〔 2 〕。

实践证明
,

这是一条较快的从根本上解决 农村 技术

人
.

员不足问题的途径
。

(二 ) 加速了农村千部的
“ 四化 ”

建设

农村的基层干部是农村各项建设事业的组织者
,

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
、

_

政治水平和

组织管理能力直接关系着农村建设的速度
。

我国农村基层干部历来多是从实践斗争中提

拔的
,

很少受过专门学校的训练
。

近年来
,

虽然补充了一批农村知识青年
, 但从整体土

看
,

仍然存在着缺文化知识
、

缺技术
、

缺管理知识和年令偏大的
“ 三缺一 大

”
现象

。

据

江苏省吴县加工公社的统计资料
,

全公社二十二个大队
、

二百一十七个生称 队
,

共有干部

八百多人
,

其中不到完小程度的占三分之一
,

年令五十岁以
一

均均占1冬7%
,

绝大多数都

没有受过专业技术训练
。

由于基层干部文化知识水平低
,

尤共缺乏专业技术知识
,

在工

作 中往往会出现瞎指挥现 象
,

给生产和工作带来损失
。

针对以 七情况
,

各地多通过农技校

提高其水平
。

所采取的办法是
:

①每年由农业领导部门和农技校出题
,

对社
、

队干部实行

农业技术统考
,

连续三年不及格者
,

进行调整 ; ②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技术班
,

实行分批

轮训 ; ③从农技校结业学员中
,

择优充实基层干部队伍
。

这些措施的实施
,

促进了干部
“ 四化 ” 建设

。

湖南南县八二
、

八三两年 已对该县的两千多名公社
、

大队干部实行农业

〔注 1 〕引 自湖南省教育厅

报表
” 。

“
湖南省 198 3年农民教育倩况统计表

” 、 “
中小学种其丽学校综合统计

〔注 2 〕引自王” .84 年 6 月湖南省益用地区农民熬育调查报告
。

介努力创办具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农民教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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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统考
,

并从县农找校毕亚学员中选拔了 1 17 名充实社
、

大队领导班子
。

该 县八 百弓

公社农技校毕业学员有 l ; g人担任大队
、

生厂队的主要领导职务
,

21 人担任 行政 管理工

作
,

基层 干部价平均年令已由或6
.

。岁降到 ,1() 岁 〔注 3 〕
。

江苏省射阳县的农技校学员有

八百人成为大队
、

生产队的干部
,

全县 4 , 5的名大队
、

生产队技术员
,

60 %为 农 技校毕

业学员 〔注 4 〕
。

四川全省社办文化技术学校结业的托万人
,

有四万人担任社队干部和

技术员
￡2 ’ 。 凡是三级农技校普遍并办的地方

,

对于该地塞层干部的调于整
、

补 充
,

对于

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提高其领导素质都起了色大的作用
。

亡兰少德进T 农业生产的斑物发晨

在农业生产中
,

农民的技术知识景养和生产经验
,

直接决定着生产发展的水平
。

据江

苏省射帕县对四个公社的四个生产队 188 户
、
4初个劳动力的抽样滴查

,

熟练拿握生产技木

的仅占 1六 B究
,

一般憧的占 , 8
.

1男
,

基本不懂的占4么 i %
。

而其中的立首二十名青年劳

动力中
,
不懂料李种田技术的竟达 5 4

.

5靛注幻
。

然而
,

回乡知青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

文容

易接受新事物
,

一经农技校增训
,

便能很快地掌握农业料技知识
。

他们热心学习外地新技

未
,

积极引进新品种
,

还能自己培育适合本地的新品种
,

在生产上巧用料学知识
,

节约

生产资料
,

降低生产成本
,

便生产获得迅速增长
。

湖南省南县八百 弓公社
,

自一九七五

牛办农技校以来
,

粮棉年年增产
。

粮食亩产由 一九七五年的七百多斤提高到一九八兰年的

一千五百多斤
,

棉花亩产由六十室七十片提高到一百二十多斤
,

油料
、

麻类也都有大瘾度

的增长
。

全社农业总产值八牟鱼翻了一 番 〔注 6 〕
。

四川省 巴中县农妆校学员王兴敏从

外地引进十八个水稻品种
,

选育成功新品种
“
矮丰二号

” 。

经在二十九个公社天面软推

广
,

获平均每亩
一 千二百多斤的高产〔注 7〕

。

凡是办了表技校的地方
,

物午稚产应用新技术

而增产增收 }。 ,事例优比皆是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

表…衙品生产巾起童要作翔的是各类专

亚户
、

重点户和科技户
,

他们是农村中新生产力的代表猛官前企在迅速发展
`

栩南省益

阳地区献专业户
、

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表户已达十五万六午七宵二十九户
,
占该区总农

户灼幻
.

。% 〔注幻
。

该区益阳县各乡农技校已成为专童户的摇篮
,

近两年
,

该县有三十

一个乡
,

二个农场办起了农校
。

学员中有六千多名成为专亚户
t 容 ’ 。

专业户
、

重 点 户生

产的目白: 是提供商品
,

他们的生产规模比较大
,

劳动生产率高
,

再品质量好
,

成本低
,

有市场竞争力
。

囱此
,

他们特别渴望学习新的专业科李钱术和科学经营音坦方法
。

他们

说
: “ 木学难专

,

木专难富
,

难 于施展本领
。 ”

为了满是专业户的这种要求
,

各地农技

校把他们列为重点招生对象
,

优先吸收他们参加学习
。

在接受专业培训后
,

他们都能充

分发挥聪明 才智
,

不仅自己料学致富
,

述能布专业
_

丘有发明创造
,

并把它传播到午家万

户
。

〔注 3 〕引自 1 9 8 3年 8 月《 栩南省农民教育座谈会材料汇编 》
,

第加页
。

〔注 4 〕引自 1 9 83年 1 月 《 江苏省农民教育经验选辑 》
,

第 4 4页
。

已注启〕同亡注 4 〕
,

第4 1页
。

〔注 6 〕引自1 9 84 年 《 湖南省农民教育现场经验交流会材料汇编 》
,

第 13 6页
。

谁于翔自欢回“省衣良教育会议材料 》 ` 实行多朴形式办李
,

加准倍养农村技术人才
” 。

。注 e 〕同〔注 2 〕,

第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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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过去
,

在 “ 左 ” 的思想影响下
, “ 以粮为纲 ” ,

其它生产一扫光
。

农民能做的不敢

做
,

想富不敢富
。

自从党中央提出
“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极发展 多种经营
”

的方针和实

现农业的
“

两个转化
”
以后

,

各地农技校为 了帮助农民开展多种经营
,

开发利用本地自然

资源
,

发挥地方优势
,

在学校中有针对性地
一

没置专业
,

聘请能工巧匠作指导
,

还开设特种

技术训练班
,

采取多种措施对农民进行培训
,

迅速促进了 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

移南省沉江县团山乡
,

出产柑桔
,

过去只是 “
俗守成规

” , “
吃抬头饭 ” ,

全乡年产量

份直徘徊在三至五万担之间
。

一九八 O 年
,

公社
、

大队
、

生产队建立了三级办学网
,

普遍推

广攒桔栽培新技术
,

总产量年年提高
。

一九 `、一年为十万担
,

八二年为十二
.

万担
,

_

八三

年达十六万担
,

家家户户 增产增收
,

人均收入已上升到六百五十元 〔往 9 〕
。

农村责任制的实行和商品 生产时发展
,

使家庭农业劳动力发生了转移
,

这种转移首

先表现为由农业转向副业
,

副业逐渐变为主业
; 其次是农民脱离农业转入集镇工

、

商等

企业
。 “

进厂不进城
” 、 “

离土不离乡
” ,

既务农又作工的农民愈来愈多了
。

乡镇企业发

展以后
,

在人员素质上出现 了 “ 三低一少 ” ( 即工厂职工文化低
、

技术低
、

管理水平低

和技术骨干少 ) 现象
,

导致产 品质量低
,

缺乏市场竞争力
。

针对这种情况
,

县
、

乡
、

村

或工厂办起了各种工业技术培训班和财务会计管理班
,

对职工
、

社员进行技术培训
,

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
。

如江苏省常熟县碧溪公社羊毛衫厂
,

由于缺乏科 技力 量
,

产品 不稳

定
。

七八年发生向外商赔款事件
。

他们针对本厂弱点
,

从办好技术班入手
,

分期轮训 了

三分之二的工人
,

为设计
、

验 收关键岗位培训出三十名技术骨干
。

现在
,

生产的羊毛衫

款式新颖
,

质量优等
,

出口选 中率为江苏省十八家羊毛衫厂之首 〔注 1的
。

江苏省沙州

县广桥乡吧子元件厂 叼普通工
_

人庞铺熙
,

经过技术学校培训
,

业务 上更加精通
,

他主持

设计叼半导体 任贮 器
,

被用
一

少我国卫星 发射控椒 中心
。

实践证明
,

农技校不但使农 民

学会科学种田
.

科学致富
,

而且经过工业技术培训
,

从事 工业生产也能 够产 生同 样效

果
。

(五 ) 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兴起

农村农业
、

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

带动
一

J
一

农村商业
、

交通运输
、

金融
、

旅游
、

文化

教育
、

医疗卫 生等各项服 务行业和政府公务事业价发展
。

农技校为适应
_

}二述 各业 的需

要
,

兴办了各种培训班
:

如财会班
、

科学管理班
、

建筑班
、

驾驶班
、

轮机班
、

缝纫班
、

电器修理班
、

幼师 班
、

农村保健医疗班等
。

只要社会和群众需 要
,

都办 训练 班
。

这种

“ 因需办班
” 、 “ 因需施教

” {
.

勺办学方式
,

由生产技术到各项服务技术的教学内容
,

使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

湖南邵东县板桥公社和泪罗县大荆公社所办的缝

纫班
,

招收 回乡高中毕业的 女青年
,

学员不仅能裁能缝
,

还懂得现代各 式服 装制 作原

理
,

形成一支既有文化又有专业技术的队伍
。

他们制作的服装
,

款式新
,

收费低
,

极受

舞众欢迎
。 _

七海松江县华阴桥公社的绘画美术班
,

也是硕果累累
,

学员的作品
,

不仅参

〔注公〕引自1 9 83年 12 月 《 湖南省农民教育现场经验交流会典型材料 》 汇编
,

第 165
、

169 页
。

〔注10〕引自工9 8 3年 1 月 《 江苏省农民教育经验选辑 》
,

第 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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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了县
、

币级展览
,

其中有时优秀作品
,

还被选送出国展出
。

以
.

上事实说明农技校山道路

是很宽广阮
,

它所培训的人才
,

不只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
,

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中亦

在大显身手
。

农民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
,

提高了工农业生产技术和 文化艺术素养
,

逐渐

缩小着农 民
、

工人之间的差别
,

这对于社会主义 国家来说
,

是具有理论意义和深远历史

意义的
。

(六 ) 促进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千百万农民群众和广大农村干部在农技校接受政治
、

文化
、

技术三结合则教育
,

激发

了他们对精 神文化生活民 需求
,

因而
,

农村的文化娱乐设施 自发达起来
。

如湖南省南县八

百弓公社
,

建成了容纳两
、

三千人的影剧院三所
,

办起多处图书室
、

阅览室
、

游艺 室
、

体育场等
。

八一 年被评为全 国文化中心先进单位
,

受到文化部嘉奖
。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

会变革的革命力量
,

在促进农村生产的同时
,

使农村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亦发生很大变

化
,

改变着农 民的精神面貌
。

根据各地总结材料大致可归纳为三点
. 第一

、

改变着小生

产的因循守旧
、

保守狭隘的传统观念
,

提高了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

他们不再墨守成

规
,

而是遇到新 问题
,

就搞科学实验
,

在实践中开拓新局面
。

不少人从普通农民成为富

有开拓精神的农 民科学家
、

企业家
、

专业技术人才和行政领导干部
;
有的跨进大城市甚

至出国兴办企业
,

进行贸易活动和技术
、

信息交流
。

第二
、

强化了广大农民的集体道德

观念
,

促进了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
,

不少农民为维护集体和国家的利益
,

抵制非法的高

价收购
,

主动交 售国家收购物资 ;
有的自己富了

,

捐资办学
、

办公益事业
,

主动扶助贫

困户
。

不忘集体与国家已成为不少农民的道德 观和价值观
。

第三
、

改变着农村落后的旧

习惯
,

旧风尚
,

促进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

由于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
,

农村的宗

教迷信观念淡薄了
;
卑视妇女

,

抵制计划生育的思想减轻了
;
讲文明

、

讲礼貌
、

讲卫生

的新风尚逐步树立
; 学文化

、

爱科学
、

兴办文体事业蔚然成风
。

这些显示出文化科学技

术教育改造落后农村的强大作用
,

亦正是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的生活方

式和精神状态
。

群众称赞说
: “

农 民教育是件宝
,

四 化建设少不 了
,

育出人牙创财富
,

两个文明大提高
,

花钱不多收益快
,

事半功倍实在好
,

这种教育我们爱
,

今后还要大力

搞
。 ” 农民从切身体会中懂得了学文化

、

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
。

二
、

四省
、

市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共同特点

在我国出现的农 民职业技术教育
,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

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

的农民职业教育新路子
,

其共同特点是
:

(一 ) 多层次 农技校实行各级办学
,

即县办中专性质的农民技术学校
,

公社 ( 乡 )

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

大队 (村 )办农 民业余文化技术学校 (班 )
,

这是与我国农民文化技

术水平低且参差不齐的情况和农村成人教育的复杂性相适应的
。

这种办学模式
,

以普及

为主
,

适当兼顾提高
。

从扫盲 (村办校或班 )
,

到初级 (社或乡办文化技术学校 )
,

再

到中级 (县农民技术学校 )
,

自成系统
,

符合教育规律
,

符合成人教育约特点
。

这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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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容纳各种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入学
。

多级办学自成体系
,

但又不是一个死板的模式
。

在条件不具备或不 完全 具备 匕勺地

方
,

不强求划一
,

因而适应性强
。

无论在粮棉油产区
、

经济特种作物区
,

乡镇企业发达

区
,

还是在山区
、

半山区
、

经济较贫穷的地区
,

都可 以力
、

不同户 校或班
, :乞种灵活的形

式能适应各地农村产业结构改革的需要
,

从而形成星罗棋布灼教育网点
,

更好地为农村

生产的专业化
,

商品化和现代化服务
。

这种教育既与国家所办的农 中
、

农
一

比中专不同
,

又与城市的职业学校相区别
。

它的性质和水平
,

与当地蛇经济结构和商品生产发展水 下
-

相适应
,

与当地的生产实际
、

社会实际挂钩
,

直接为农民的劳动致富创造条件
。

它有利

于充分开发和综合利用劳动力资源
、

自然资源
,

使科学技术直接为生产老
、

经营者掌握

而成为生产力
、

竞争力和经济振兴的杠杆
。

它肩负着广大农业劳动者
1

,
、 _

教育任务
,

成为

农村成人教言的主要形式
。

它改变着农民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

成为梦设社会主 义现

代化新农村 f自重要支柱
。

(二 )多专业 农技校开设的专业具有多样性
,

显示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口生命力和 向

综合性发展的趋势
。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产业结构改革和技术改革旧进行
,

突破 了农业
:…

.

; ,老框框
,

引起

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向专业化
、

多样化发展
,

已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
。

土海市郊区根据

人才预测
,

在
“
七

、

五
” 期间需增加 中等专业人才五万名

。

他们便新建九所农村中专学

校
,

设置 电子
、

电子仪表
、

工业机械
、

通用机械
、

工业 民用建筑
、

企 业管 理
、

金 融财

会
、

食品加工
、

奶牛畜牧
、

淡水养殖等专业
〔 ` 〕。 据四川省统计

,

各级农 技校设 置四十

多个专业
,

涉及一百多个学科
。

各地农技校时层次
、

类型虽不尽相同
,

但设置专业阴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却有共同之

点: 就是 “ 因需设班
,

因需施教 ” 。

即从各地的实际和发展商品生产
「

一

需要出发
,

充分

发挥地方优势
,

使本地的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

这是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得 以迅

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 一
。

(三 ) 多规格 与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 多层次相联系
,

在文化尚未普及
· `

_
1

地方
,

多

办业 余文化技术学校
; 在知识青年多价地方则办中级技术学校

; 经济条件好
,

学生程度

普遍高
「;

::J地方
,

则力
、

大专科技学校
。

各级学校的培养 目标不 同
,

县 价: 农技校为或社 (乡 )
、

大队 (村 ) 培训技术
、

管理人才和农技校教师
; 公社农技校培养各类技术人员及大队

、

生厂队干部或大队业校教师
; 大队 (村 ) 农技校则培训直接从事生产 丫青壮年农民

。

往

一个地区 比较容易形成各种人才梯队
,

逐步满足农业现 代化
.

。需要
。

对学 员个人来说
,

成绩优秀或有一定贡献者
,

还可进入高一级学校深造
。

(四 ) 多形式 这是指学制
、

培训内容和方式方法冲破
一

J一般学校 卜: 常规
,

在保证

培养目标闹前提下
,

具有灵活性
。

例如农技校的学制有长年班
、

短训班
,

在长年班还可

结合农时进行分段教学
,

短训班则可根据需要上课三
、

五 日
,

或一周
、

十 日甚至三个月
、

半年不等
。

学习方式方法适应农 民生产
、

生活特点
,

有课堂讲授
、

广播
、

函授
、

并给以

定期辅 导 ; 也有利用黑板报
、

油 印讲稿进行补充教学的
。

在教学内容 匕 长主班
、

短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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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内有的进行系统的科技原理讲解
,

对某种专业全面学 习 ;
有的只学一种生产工艺或单

一

项技术的
。

边学习
,

边实践
,

边推广
。

农技校的教师除少数是专职教师外
,

多数是聘请

的兼职教师
,

还有请能工巧匠或工厂退休师付直接来传授技能的
。

由于农技校能满足群

众的需求
,

办学形式又方便灵活
,

所 以
,

农民报名踊跃
,

学员 学习努力
。

各地农村的 自

然资源
、

经济状况
、

农民的文化水平千差万别
,

农技校 的多形式和 灵活性能够适应这种

差异
,

做到因地
、

因时制宜
。

(五 ) 多振道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 口 占80 % 以上的落后农业大国
。

普及农 民教育存

在着许多困难
。

但农技校普遍开花的地区
,

没有坐等条件
,

他们 以 自力更生为主
,

通过

多种渠道筹集资金
,

解决农技校的经费问题
。

各地农技校的 资金来源多是群众集资
、

集

体企业收入提成
、

再加地方和国家适当补助
。

所 以
,

它 比正规学校筹建较易
,

投资少
,

效益高
,

发展快
。

综上所述
,

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崛起
,

有力地促 进了 农村 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建设
,

其作用是明显的
。

农技校是对我国农村教育的一个改革和创新
。

我国农

业现代化建设需要一支强大的各类技术人才队伍
,

实现农业两个转化的关键 也是知识和

人才问题
。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已在我国走出了一条投资少
、

育才快
、

效益高的新路子
,

开辟了开发农村智力的渠道
。

它是商品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
。

现在
,

它已成

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支柱
。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

对农技校 已创造出来的宝贵经验应认真进行总结
,

对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找出解决的办法
,

以促其更快
、

更健康地

发展
。

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
,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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