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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

王文秀
,

董应龙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一5 0 一3 )

【摘 要」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体现在物质文明上能够提高劳动 生产力 ;精神文明上提高农

民的素质
,

能够更好地进行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 生态文明方面能够保护环境
,

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 发展 ;政治文明上促进管理民

主
。

【关键词」民族地区 ;农村教育 ;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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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相比
,

面临的困难更艰 知识
,

能够运用一定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
、

从

巨
,

发展的任务更繁重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 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
。

在农村生产力的构成中
,

劳

求更迫切
。

在充分肯定民族地区发展取得可喜成 动者— 农民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
,

是农业劳

绩和巨大变化的同时
,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

由 动用具的使用者
,

是农业生产对象的开拓者
。

作为

于历史和自然等方面的原因
,

民族地区广大农村还 新农村建设生产者和劳动者的农民
,

他们是农村社

比较落后
,

存在这样两个问题
:
一是生产力发展水 会的首要生产力

,

是发展农村的主力军
。

要使农民

平落后
,

自我发展能力弱 ;二是基础设施条件差
,

生 发挥主体作用
,

首先就要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
。

产生活 困难
。

农村教育能够向农民传授科学文化
、

劳动生产

农业是民族地区的主要产业
,

要想解决民族地 技能等方面的知识
,

也能够培养熟练掌握各种技能

区的问题
,

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实现广大民 的劳动者
。

农村教育促进劳动力再生产
,

为经济发

族地区农村的现代化
,

关键就要培养千千万万高素 展准备新生 的劳动力 ;农村教育为经济的可持续发

质的新时代农民
,

这就取决于农村教育
。

目前我国 展提供职业培训
,

通过训练
、

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

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
,

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

在 劳动熟练程度
、

生产技能技巧 以及劳动速度
,

缩短

民族地区加强农村教育
,

引导农民遵守法律
,

尊重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从而促进生产的进步与发展
。

科学
,

破除迷信
,

使广大农民成为
“

有文化
、

懂技术
、

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教育通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
,

为

会经营
”

的新时代农民
,

从而为推进农村产业的结 民族地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

构调整
,

增加农民的收人提供智力保障
。

这是新农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农村劳动力素质的

村建设最为关键
,

也是最为迫切的要求
。

下文将对 高低与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息息相关
。

农

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进行详细 村教育对解决
“

三农
”

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分析
。

通过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

就能掌握和使

一
、

推进民族地区农村物质文明建设 用先进的生产工具
,

认识和开发农业资源
,

为农业

邓小平说过
, “

在社会主义国家
,

一个真正的马 经济的发展创造基础和条件
,

既能在农业生产实践

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

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 中不断研究
、

总结和形成新的科学技术 ; 又能使农

力
,

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这 民及时了解新信息
、

掌握新技术
、

极大地提高了农

就是
“

物质文明
” 。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首要 目 业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利用率和转化率
,

标是
“

生产发展
” ,

这就是对于农村物质文明建设方 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快速提高
。

面的要求
。

现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要依靠科技

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
、

改造 自然的能力
。

农 进步和农民素质的提高
,

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

村生产力同一般生产力一样
,

是由实体型要素劳动 村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

是民族地区农业发

者
、

劳动资料
、

劳动对象以及附着性要素科学技术 展的首要任务
。

要实现这种转变
,

就要充分发挥农

等组成
。

劳动者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
、

劳动技能和 村教育的功能— 加强农村人力资源 的开发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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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
,

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

发展
。

二
、

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其中一个 目标是
“

乡风文明
” ,

也

就是在新农村建设中要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
。

目

前
,

农村社会结构发生 了很大变化
,

农民群众的人

生观
、

价值观呈现出复杂性
、

多变性的特点
。

特别

是在一些偏远民族地区
,

错误的价值观念
、

腐朽文

化有抬头倾向
。

农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

重视的问题
: 比如重男轻女 ;道德下滑

,

诚信缺失
,

坑害消费者利益 ;封建迷信活动十分猖撅 ;干部工

作作风简单
、

粗暴等等
。

这些社会现象
,

既是民族

地区农村落后和不稳定的因素
,

也是民族地区新农

村建设的不和谐之音
。

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

离不开广大民族地区农

村精神文明的建设
。

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是新农村

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主阵地
,

在坚持党的领导
、

坚持

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下
,

在民族地区进行农村教

育
,

能够促进当地人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

在农村以诚实守信为道德建设的重点
,

教

育广大农民遵守社会公德
,

树立家庭美德
,

促进广

大民族地区农村形成爱护公物
、

平等友爱
、

邻里团

结的良好氛围
。

开展丰富多彩的健康文化活动
,

丰

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
。

要积极引导农民

群众移风易俗
,

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

由此可见
,

民族地区农村教育是进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

要途径
,

通过民族地区农村教育
,

使健康的社会主

义文化成为广大乡村社会的主流
,

为新农村建设提

供思想保证
。

三
、

推进民族地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目标
“

村容整洁
” ,

是指

通过科学合理的布局
,

改变农村垃圾乱放
,

污水横

流
,

蚊蝇乱飞
,

村舍乱建等现象
,

逐步实现环境优

化
、

卫生洁化
、

供水供电
、

广播
、

通讯等设施配套
,

建

设农村清新美好的宜居环境
,

这既是在广大农村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

也是对农村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项要求
。

为了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

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
,

需要发挥教育的生态功能
。

民族地区的生产

发展采用的一般是粗放式发展
,

这就不可避免的使

环境和人类的发展相冲突
,

生态建设更加迫切
。

在此进程中
,

农村教育义不容辞
,

农村教育要

调整教学内容
,

增加科学发展观的内容
,

培养适应

可持续
、

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民
,

切实服务于新农村

建设
。

在基础教育中增加环境教育的内容
,

通过环

境教育
,

促使人们正确认识人与 自然的关系
,

认识

到人与 自然之间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
,

强调尊重

自然
、

合理有效地利用 自然
,

在民族地区农村中积

极倡导在发展中保护
、

在保护中发展
,

给民族地区

的农业留下尽可能多的良田
,

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

下山清
、

水秀的美丽家园
。

四
、

促进民族地区农村政治文明的建设

列宁曾经说过
: “

世界上没有脱离政治的教育
,

教育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 目标的
” 。

这说明了政

治与教育密切相关
。

政治与教育相辅相成
,

民主教

育— 实现教育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

是现代教育的

重要标志
。

教育既具有民主政治的传播功能而且

也具有创造民主政治的作用
,

是社会民主政治的发

源地
。

因而
,

教育就肩负着培养公民民主的政治意

识
、

团结和谐的民主意识
,

进而提高社会成员 的整

体素质和建立健全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职能
。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包含管理民主
,

农村教育

具有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职能
。

农村教

育的内容和根本目的就是进行民主法制教育
,

农村

教育既是广大农村青少年学习法制的主阵地
,

也是

向广大农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的重要依托
。

农村

教育担负着向广大农民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思想
,

普

及法律知识
,

养成 自觉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的重要

职责
。

发挥农村教育的重要职能
,

引导广大农民消

除腐朽落后的思想影响
,

自觉同违法乱纪的行为作

坚决的斗争
,

保持广大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安宁
,

从

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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