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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内容广泛而翔实。
除了“综合报告”概述了大学生村官的基本形势、主要成就与经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外，还编
入了中央领导同志有关大学生村官的讲话、专题研究、优秀调查报告、地方经验、乡村创富典型、村
民贴心人榜、媒体报道精选、大学生村官大事记等。
堪称是当代中国大学生村官的“百科全书”，不仅对大学生村官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为今后大学生
下乡展示了前景与要领，而且为党和政府研究建立大学生下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施展
才华的长效机制，调整和完善大学生村官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还为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做好这
项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营养，必然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综合报告”中，提出“部分村官下不去”、“隐性流失现象抬头”、“与群众期望存在差异”、
“出岗留任职责待明确”四个问题及建议，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并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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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学生村官任重道远——《2012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序前言中央领导讲话与政策李源潮：到农
村去拜人民为师，在广阔天地锻炼成长中组部关于做好2012年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的通知关于为大学
生村官办理重大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的通知综合报告2012年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专题研
究大学生村官隐性流失的实证分析如何建立健全大学生村官培训体系国外促进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经
验对于构建我国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的启示基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的大学生村官生存状况调查研究关
于“大学生村官”计划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的思考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的PEST分析优秀调查报告中国
农业大学大学生村官发展调查报告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基层党员科学文化素养的培育鲁城镇农村土地流
转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大学生村官面临的现实困惑及对策思考开封市大学生村官现状调查对发挥农民
在新农村建设中主体作用的思考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调查与思考对石柱县龙沙镇农村癌症
病情的调查研究地方经验凤县大学生村官教育管理工作调研与思考关于加强对大学生村官分类培养的
调查和思考统筹兼顾整合各方利益因地制宜调整村官政策甘肃省静宁县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情况
调查报告力促大学生村官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引擎”山东省临清市关于大学生村官创业情况及期满
出路的调查报告益阳市采取四项措施激发大学生村官队伍活力吉水县大学生村官及村建工作调研报告
变“输血”为“造血”建立大学生村官队伍工作长效机制⋯⋯乡村创富型村民贴心榜媒体报道精选附
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2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

章节摘录

　　1.大学生村干部的选聘机制还不健全　　农村的建设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但是理县的农村
并没有发展到相当程度，更多的还是需要懂得种植、养殖、财务、法律等专业人才，而在大学生村官
招聘中，只是依样画葫芦按全国、全省的招收标准进行“一村一名大学生”的数量招聘原则，对于质
量没有做出明确要求，这为选人的盲目性埋下隐患，聘进大量不适合本地农村建设发展的专业类型人
才，导致大多数村官专业知识不对口，学无所用，难以发挥自身优势，对自身和农村发展的作用大打
折扣。
　　2.个别大学生村官适应环境的能力还不够强　　村官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
有的缺乏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有的不熟悉当地农村的自然历史条件、语言、风俗习惯等；有的与村
“两委”干部难以磨合；有的把当村官作为人生的“跳板”，在其位不谋其职，一门心思准备伏击跳
槽，无所作为。
　　3.大学生村官的使用机制还不完善　　由于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或由于专业不对口，或因为难以转
变角色，或部分借调在乡镇上扮演“秘书”角色，出现“村官不在村”的现象。
多数村官也只是协助村党组书记，帮助村委会主任打杂跑腿，不能参与到农村建设发展的各项事务中
去，大学生的优势难以得到发挥。
我县更有近90%的大学生村官也习以为常地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打杂跑腿上，认为“自身能力得到了
基本发挥”。
现今，大学生村官基本上都处于“无权力”、“无平台”的状态之上，由于村官属于短期缓解型，任
期较短流动较快，造成原来的基层干部大都不愿放权，无法给予大学生村官足够的权力；加之过半数
的大学生村官是同期公务员和事业人员招考的落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甘“失败”，只是把村官当
做是“跳板”，一门心思备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对任期内的政绩缺乏规划和期望，满足于打杂
跑腿的工作，这一现象无疑既令人忧虑，也值得深思。
　　4.大学生村官普遍担忧出路问题　　党和政府对大学生村官给出的五条出路，充分体现了党和政
府对大学生村官的关怀，也体现出建立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决心。
但是，五条出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大学生村官是一个过渡性岗位，继续留任村
官工作岗位，意味着只是把过渡期延长，其尴尬的身份和微薄的收入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进入村“两
委”更是在选举法和经济收入上受到制约；二是我县行政编制的趋于饱和使得从大学生村官中吸收公
务员的能力十分有限；三是我县占68%大学生村官当选村官的原因是为享受公务员定向招录优惠政策
，加之受制于我县经济发展水平使得自主创业和自主择业道路坎坷，村官的五条出路越来越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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