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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服务体系建设与农民素质提高》主要讲述了：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
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
人民全面小康。
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具有现代农业发展理念、现代乡村管理驾驭能力的高素质新型农民，因此
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农村社会化服务管理的水平，广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新时期推进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一体化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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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重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化
服务体系调研分析及建议  关于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分析及建议  对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两个
市场建设、保障两个权益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稳步健康发展相关问题的调研分析与建议　对近期农民工
返乡相关情况的调研分析与建议　关于农民创业培训的调研分析　关于拓展农业内部就业潜力实现农
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的调研分析与建议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与研究　关于
对全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培训项目实施情况的报告　农
村实用人才队伍培养与建设模式的研究实践第二部分 农民素质提高的实践与研究　对培养新农民服务
新农村相关问题的调研分析　沂蒙革命老区发展农村远程教育的实践与对策　对多层次开展农村科技
教育培训工作教学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处理好六个关系促进农广校全面发展　对当前出现的“民工荒
”和临沂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相关问题的调研分析　关于赴苏、沪、浙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
训情况的考察调研报告　加快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加快致富奔小康步伐的重要途径　
对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农广校应承担的历史责任的认识　发挥农广校农村实用人才
培训主渠道作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调研分析　扎实开展好农民科技教育培训 为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浅谈当前加强对农广校中专教学改革的看法　赴法国进行农民远程教育与证
书制度培训的考察报告　多措并举强化措施切实抓好农民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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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农村社区化服务产生的背景分析　　1.农村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为农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了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区和乡（镇、街道）驻地
，一些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生产、生活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
城乡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上，更多地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文化教育
、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产品上。
城乡公共服务的失衡，使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影响了他们的生
存和发展。
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2.村庄合并推动了大村制、农村社区化服务的发展。
以临沂市为例，2004年全市为了整合资源，减少基层管理人员，减轻农民负担，根据“五个不变”的
要求，由9 544个行政村合并为7 128个行政村。
村庄合并后，膨胀了规模，增强了实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是在运行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合并村存在着“貌合神不合”，村干部之间相互扯皮，互不服气，部
分村干部权利意识大于责任意识，工作不配合，工作效率低，村庄管理混乱，村级社会服务事业发展
缓慢等现象。
部分村宗族性、家族性矛盾仍较突出。
合并村强弱互补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民心不顺。
近年来中央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增加，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村庄合并过程中坚持土地合同、债权
债务、农业税负等不变的要求已不适应，需要探索一种新的管理服务机制来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
　　3.农村对能力型带头人的需求是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催生的内动力。
农村中一个好的带头人能带动发展一个产业，一个好的班子能致富一方百姓。
目前，全市农村基层组织中具有驾驶市场经济的能力，懂经营、会管理，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农村领导
班子所占的比例不高，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不能成为农村发展的领导核心，农村集体经济积累弱化，
不良债务化解不利，农村中“看家型”、“守业型”干部多，开拓型、创业型、能力型的农村带头人
、农村干部所占比例少。
好的书记、好的班子带头发展的富村，会受到周围村群众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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