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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B8_82_E9_c66_227331.htm 顺义区铁匠营村是

毗邻首都机场的一个小村庄，俗话说，靠山吃山，机场周边

经济的发展也带给村民们更多的就业渠道。村附近万科花园

的住户多为外籍人士，需要大量家政服务人员。从去年5月开

始，家政服务培训，计算机、英语培训课成了村民眼里的香

饽饽。每到开课时，不用喇叭喊、不用老师催，村民们自觉

上课，晚上19时到21时，雷打不动。仅一年时间，大部分从

字母、拼音起步的村民，有的已取得计算机初级资格证书，

大部分人都能和老外用英语对话。 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主任

丁久库告诉记者，顺义区农民成人教育工作的根本目标是促

进农民就业，而引导农民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向二三产业转

移是核心，铁匠营村是个缩影。短期培训、成人中专、成人

大专三项教育在顺义农村受到群众欢迎。 九成受成人教育农

民就业 从28岁的梅沟营村村民陈雪静身份的变化可以窥视出

农村成人教育带给新农村农民的巨大影响。2005年，陈雪静

还是一个刚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在顺义区农村广播电视学校

就读物业管理专业。有了中专在读生身份并经学校证明、推

荐，陈雪静很快进入索爱普天公司做手机零配件组装工

，2005年，她月薪800元，今年达到2000元。再有1个月，陈雪

静就可以从农广校毕业，拿到中专证书。为了更好地适应新

岗位，她又报名参加了计算机大专的学习。 40至50岁的农民

，上有老下有小，既不适合出去打工挣钱也不能赋闲在家。

针对这一年龄段的农民，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按照区域经济



规划，将农民引导到特色种植业上来。由农广校联系中国农

业大学的专家和平谷种大桃的专家，手把手帮农家搞起了大

桃种植和采摘。大桃飘香的季节里，农民一季的毛收入在10

万元以上。 据顺义社区教育中心的统计，仅该中心直属学校

顺义区农广校培训的农民当中2005年就有500多农民取得国家

系列的职业资格证书，2006年有800多农民取证，2007年1月至

今，已有300多农民拿到证书，经过培训或成人中专教育的学

员九成成功就业。区农广校校长赵云霞介绍，龙湾屯地区几

乎村村有农家乐项目，社区教育中心牵头做起了民俗旅游系

列免费培训，对村民进行宾馆服务、环境设置、外语、礼仪

接待、餐饮服务培训。随着游客回头率的增加，村民参加培

训的积极性也逐步提高，并自觉规范经营行为。 村干部课堂

上学到金点子 顺义区“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通过3年的实

践，同样受到乡村干部的欢迎。 电大顺义分校招办主任赵德

敏说，围绕经济发展，农村干部对本村适合发展什么项目、

怎么发展有很多困惑，村干部能不能带领大家致富是做好管

理工作的基础。电大在“一村一”的实践教学环节教学中，

请乡镇能人和大学专家给大家传经，包括领导班子建设、法

律法规普及、民事纠纷化解、农村文化推进等学员十分关心

的问题。让农村干部学员走出去，到顺义北郎中、白各庄、

燕京啤酒厂、现代汽车厂等参观学习。 在学习中，乡村干部

直接获效益。北河村学员王莲凤听中国农大专家讲座后，对

本村7000亩半沙性土地重新评估，扶植农民发展名、特、优

瓜果蔬菜生产，结果该村蔬菜瓜果生产很快就成了村中支柱

产业。 2005年3月，当时还是村后备干部的史从章入学学习农

村行政管理专业。参加了区电大分校组织的一次第三课堂活



动后，眼前豁然开朗。在他的建议下，村里也搞起养猪、加

工、沼气一揽子建设。现在是村党支部副书记的他还从书本

学习中学到了实用知识。学习《土地承包法》、《婚姻法》

等法律后，很快就在本村民事纠纷调解中用上了，一些矛盾

不出村就得到了解决。 经过3年推动，顺义“一村一”工作

已覆盖了19个乡镇的78个村，首批89名学员中有79人毕业，

其中十余名干部准备继续攻读成人本科。今年“一村一名大

学生”共招收学员203人，学员都是村“两委”成员及后备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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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