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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7_94_9F_E6_c25_20274.htm 7月22日我们工程学院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小组一行14人来到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

村，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周家村的五

天中，我们开展了许多活动，和小学生联欢、与当地青年座

谈、为小学生义务辅导功课，深入农民之中调查研究等等。

在农村里，我们学到了好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同时也看

到了一些问题。这是我们这些大学生第一次如此热衷于农村

问题，并且如此深入地思索农村问题。其中大家关心最多，

也是讨论最多的，就是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 进入二十一世

纪，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

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对农业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经济

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发展的更快一些、更好一

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基础是否稳固。只有加强农业

基础，确保农产品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只

有加强农业基础，开拓农业市场，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

增长。 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

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全局。"十五"

计划纲要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

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

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靠天吃饭"是几千年来中国农

民祖祖辈辈唯一的谋生手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

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

农业生产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市场风险增加。在经



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根

据***同志?quot.三个代表"的思想，周家村两委在调整农业和

农村经济结构，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上做文章。吸

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带领全村人走上了致富之路在

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必须对农

产品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面向市场，依靠科技，进一步加

强优质品种的引进、选育、繁育和推广工作，尽快淘汰和压

缩劣质品种，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

种植业。他们为村民们联系了南韩的育种辣椒和西瓜，辣

椒2000元/亩，西瓜4000元/亩，西葫芦5000元/亩,环绕村子还

重了5000棵柿子树，每棵树收入200多元，年人均收入3800元

。 虽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但村两委并没有固步自封，他

们清楚地知道"地，也就种成这样了，要想再发展农村经济，

还是要想办法，上项目。"我觉得要想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领域，还要在以下三点上想办法： （一）发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 鼓励农民服务组织创新，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农业质

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建设

，加快制订或修订农业行业标准和重要农产品质量标准，推

广采用国际标准，创建一批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

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计划地兴建或扩建一批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和科技、劳务等要素市场。搞好农业服务，大力推广

优良品种，引导农民发展优质高效经济作物；搞好对农民的

科技教育和培训，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农户，及时为农民提

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

业化经营，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规模经营和农

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



带动力量。 1、鼓励采取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

。要采取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重点龙

头企业发展。从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为龙头企业搞好服

务，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引进

、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

企业和科研单位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发展特

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推进农业机械化

，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2、提高农产品

加工水平和效益。农产品的转化主要是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

殖业。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水平还很低，通过运用高新

技术，实行对初级产品的深加工，还可以为农产品的增长提

供极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要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的引

进开发，发展农产品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积极促进初

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不断开发名、优、特、新品种，搞

好优良品种的繁育。 3、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创汇农业。"十

五"期间，我国将加入世贸组织，要以此为契机，千方百计引

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农产品结构调

整优化和升级。建设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重点扶持和扩大

畜禽、水产品、水果、蔬菜、花卉及其加工品等劳动密集型

产业、特色产品和有机食品的出口。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

，参与国外农业开发、水利工程承包等。 （三）积极有序转

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从种植业向多种

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

由之路，也是使农村丰富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多渠道

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需要。 1、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引导农民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重点

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等行业，加快改造传

统工业，积极发展商业、运输、饮食服务、旅游等劳动密集

型产业。 2、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通过深化改革

，完善机制，充分调动投资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引导乡镇

企业加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加快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

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名、优、特、新产品，加快农村富

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能力。 3、

加快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是转移农民的基地，是二、三产业

的载体，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有选择的培

育一批重点的中心集镇，努力在城镇投资体制、土地使用制

度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小城镇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点。 4、鼓励、支持和组织农民开展劳务输出。采取多

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到大

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务工经商，加快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

产业转移步伐。 这次"三下乡"活动虽然早已结束，但它给我

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使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也开始关心"

窗外事"。它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在生活着九亿多农民的广大

农村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问题，那里的经济还

不够发达，那里的政治体制还不够健全，非常需要我们这些

大学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为

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作出自己应做

的一份贡献！ 7月22日我们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小

组一行14人来到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开展大学生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周家村的五天中，我们开展了许多活

动，和小学生联欢、与当地青年座谈、为小学生义务辅导功



课，深入农民之中调查研究等等。在农村里，我们学到了好

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是我们

这些大学生第一次如此热衷于农村问题，并且如此深入地思

索农村问题。其中大家关心最多，也是讨论最多的，就是农

村经济的发展问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步

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对农

业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国民

经济能否发展的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农业基础是否稳固。只有加强农业基础，确保农产品供给，

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开拓农

业市场，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农业效益和农民收

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全局。"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必须高度

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

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

标。 "靠天吃饭"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唯一的谋生手

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

的需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业生产受到资源和市场

的双重约束，市场风险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

国农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根据***同志?quot.三个代表"

的思想，周家村两委在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拓宽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上做文章。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带领全村人走上了致富之路在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产品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

，面向市场，依靠科技，进一步加强优质品种的引进、选育

、繁育和推广工作，尽快淘汰和压缩劣质品种，全面优化农



作物品种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种植业。他们为村民们联

系了南韩的育种辣椒和西瓜，辣椒2000元/亩，西瓜4000元/亩

，西葫芦5000元/亩,环绕村子还重了5000棵柿子树，每棵树收

入200多元，年人均收入3800元。 虽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

但村两委并没有固步自封，他们清楚地知道"地，也就种成这

样了，要想再发展农村经济，还是要想办法，上项目。"我觉

得要想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还要在以下三点上想

办法： （一）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鼓励农民服务组织创新，

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

检验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加快制订或修订农业行业标

准和重要农产品质量标准，推广采用国际标准，创建一批农

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计划

地兴建或扩建一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科技、劳务等要素市

场。搞好农业服务，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引导农民发展优质

高效经济作物；搞好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训，组织技术人

员深入到农户，及时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二）大

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在坚持家庭承包

经营基础上推进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加

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 1、鼓励采取公司

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要采取财政、税收、信贷等

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从信息、技术、

资金等方面为龙头企业搞好服务，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

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引进、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科研单位带动农户进入

市场，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合理调

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



的生产格局。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

品生产成本。 2、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农产品的转

化主要是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

业水平还很低，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实行对初级产品的深加

工，还可以为农产品的增长提供极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要加

快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开发，发展农产品销售、储

运、保鲜等产业，积极促进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不断

开发名、优、特、新品种，搞好优良品种的繁育。 3、扩大

对外开放，发展创汇农业。"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入世贸组

织，要以此为契机，千方百计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

理经验，促进我国农产品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建设农产品

出口创汇基地，重点扶持和扩大畜禽、水产品、水果、蔬菜

、花卉及其加工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特色产品和有机食品

的出口。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参与国外农业开发、水利

工程承包等。 （三）积极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农村

富余劳动力逐步从种植业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

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也是使农村丰富劳

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需要。

1、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引导农民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

，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

鲜、运销等行业，加快改造传统工业，积极发展商业、运输

、饮食服务、旅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2、发展个体私营企

业和乡镇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充分调动投资者

、经营者的积极性，引导乡镇企业加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

，加快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名、

优、特、新产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乡镇企业



的科技水平和竞争能力。 3、加快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是转

移农民的基地，是二、三产业的载体，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

强大的带动作用。有选择的培育一批重点的中心集镇，努力

在城镇投资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小

城镇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4、鼓励、支持和组

织农民开展劳务输出。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把农

村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到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务工经商

，加快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步伐。 这次"三下乡"

活动虽然早已结束，但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使我们这

些"读圣贤书"的人也开始关心"窗外事"。它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在生活着九亿多农民的广大农村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这

样或那样问题，那里的经济还不够发达，那里的政治体制还

不够健全，非常需要我们这些大学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

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尽自己

应尽的一份力，作出自己应做的一份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