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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奔赴北京京郊农村建设一线。作为北京的首

届大学生村官，他们将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和村委会主任

助理工作。这些“村官”中有76名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作为

全国法学院的知名学府，中国政法大学一次走出76名上任“

村官”，在业内引起不小的轰动。法学专业毕业生走向乡村

，是破解“就业难”的对策，还是“ 人才培养和新农村建设

的双赢之举？”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为他们这种敢于探索

，勇于担当的职业精神而喝彩。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他们

的到来，农村基层法制建设将充满活力。 法律毕业生当“村

官”引发的思考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处处长 李秀云 今年中国政

法大学有37名毕业生志愿到西部地区工作。13名毕业生参加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2名毕业生参加“第三届首

都大学生基层志愿服务团”。76名毕业生到北京基层农村就

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以上各项合

计148人。虽然148名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同学只占中国政法

大学2006届毕业生的5%，但由于有76名本科毕业生选择到北

京通县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这个事实的

存在，一方面开我校学生到中国最基层农村就业之先河，另

一方面也使我校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比去年增幅达到50%。 

其实大学生选择到西部到基层就业的事例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只是像北京市今年这样如此有组织成规模的招聘毕业生到

最基层的农村就业而与此同时又有如此多的大学生对这一项



目表现出空前的参与热情，不能不说明一些问题。 首先，大

学生将就业的目光转向西部和基层，是社会就业市场的需求

决定的。多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集中在东部地区、经

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而基层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由于

长期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分配制度的影响，基层人才匮

乏，成为制约广大基层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加剧

了人才分布地区不均的结构性矛盾。大学生选择面向基层就

业，是避免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途径；也正是基于

基层人才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一五”

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

目标，将大学生就业的空间和舞台延伸到广阔基层农村。北

京市适时推出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

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力争用3年至5年的时间，实现每个

村、每个社区至少有1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是为加快首都

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广纳人才储备人才的重要举措。正是

这一举措，将首?000多名大学生吸引到了京郊农村。 哪里有

需求哪里才有岗位，哪里有岗位哪里才会有就业。这不是一

个价值判断，但是一个事实判断。 其次，从高校毕业生规模

来看，呈现总量大、增幅高的突出特点。2004年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是280万人，2005年是338万人，2006年是413万人，

“十一五”时期全国将有2500万以上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

生需要就业。高校的毕业生日益成为社会普通的劳动者，成

为社会新增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由此得出人才培

养供大于求的结论，恰恰相反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发展对

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人才需求的重心已经发

生了自上而下的变化。也就是说基层有吸纳毕业生就业的巨



大空间。 最后，到基层就业为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锻炼舞台

，也将成为大学生职业生涯的宝贵经历和经验的积累。基层

就是国情，在基层就业，特别是在农村基层就业将有利于刚

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了解国情民意，磨练意志获取丰富实践知

识和经验难得的好机会。历史的经验证明无论哪个行业大凡

成功者都有基层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从这个角度讲在基层工

作只是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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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