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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
　　旧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现在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
更重要的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太低。
人多地少，交通不便，靠天吃饭，抗御水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足，摆脱贫困的任务仍然极其艰巨。
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谈不到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全国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农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民成了自己生活的主人，生产和生活的条件有了相当的改善。
但是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差距还在拉大，绝对贫困的人口仍然有几千万。
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根本的还要靠亿万农民自己的奋斗。
农民都成为现代农民，才能建设好现代农业、现代农村。
这就需要花大力气来帮助农民掌握新的知识、新的观念。
为了推动农民读书，文化扶贫委员会倡导出版《万村书库》，为农民提供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的
好书，帮助农村建设了八万余所小型图书室，连续十年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民日报社、中国文
化报社组织了全国农民读书征文活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从征文中选取部分优秀作品，出版了《攀登书山的欢歌》、《书海唱游》两本文集，现在的这本
《新知识新观念新农民》是第三本。
从入选的这些朴实的体会文章中，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农民眼界比过去更开阔了。
　　他们不但热心追求各种对他们有用的新技术，而且关注各种经营管理的知识、市场的知识、法律
的知识、生活的知识、卫生的知识、文化的知识、处理人际关系的知识、教育子女的知识。
他们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们要促进自己生活的现代化。
他们已经开始转变为新型的农民，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或者正在准备走出农村，成为新市民，成为工
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
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通过读书吸收营养，吸收智慧，吸取力量。
以书为友，以书为师，读书就是他们通向新的成功的阶梯。
　　如今，条件已经比过去有利得多了。
国家大力推广“农家书屋”工程，几十万所小型图书馆在广大农村星罗棋布，大批适合农民阅读的好
书送到了农民家门口。
　　我们希望这些书能够被广大农民真正读起来、用起来。
过去在农民读书活动中尝到甜头的先行者的体会、心得应该对更多的农民兄弟有参考和启发的作用。
用新的知识、新的观念武装起来的新型现代农民大量涌现，农村的面貌一定能够日新月异，富裕、文
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农村建设也就更有把握了。
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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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知识·新观念·新农民》（作者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办公室）一书为《全国农民读书征文选
》系列第三本。
　　《新知识·新观念·新农民》收录了《从读书到写书》、《大哥的科技促销生意经》、《党员带
头科技富民》、《读书使我致富又成才》、《互联网帮我致富奔小康》、《科技铺开富民路》、《莱
州农民“持证上岗”》、《老支书带头苦学老特产重获新生》、《捧着文凭当新娘》、《让嘲笑过我
的人为我喝彩》、《让更多的农民具备“科技眼”》、《书本取代财神像》、《四只大箱搭成流动图
书室》、《土家山寨的“新三族”》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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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土专家”的读书情曹桥农民热衷泡“书吧”邓州八百农民建书屋读书全家乐保险合家欢读书学科
技建设新农村读书引种惠乡邻读书让表哥的日子步步高老房申村的年轻人“致富经”送农户《苦菜花
》读出甜生活从读书到写书大哥的科技促销生意经党员带头科技富民读书使我致富又成才互联网帮我
致富奔小康科技铺开富民路莱州农民“持证上岗” 老支书带头苦学老特产重获新生捧着文凭当新娘让
嘲笑过我的人为我喝彩让更多的农民具备“科技眼”书本取代财神像四只大箱搭成流动图书室土家山
寨的“新三族”新世纪书屋，OK！
 求知和求富致富诸葛自强让梦想远航小山村里的大变化新天地新风貌“二把刀”成了林果技术员范美
朋和他的循环经济模式鱼跃龙门，共奔致富路山乡追梦人知识，开启了心灵的那扇门书伴人生一路坎
坷一路情读书创业富乡村乡里乡亲情意浓半坡橘子红致富不忘奉献的农家女地毯加工让她走上致富路
群众致富的领头雁养鸡致富的“女状元”一个勇于超越自我的人创建绿色家庭的典范科技让她把日子
过得更好从鸡蛋摊到电脑房大老李的致富情结“泥腿子”勇闯国际市场变化自强自立的致富女强人“
奥运”给我生活的动力《思想录》前的沉思爱里有阳光表哥当方言翻译别开生面的老年之家陈冶仙的
“文化大院”从木匠到记者，人生因读书而精彩懂法律使我成为乡亲们心目中的“英雄”感悟读书感
谢读书借书记趣平凡的世界伟大的人生书改变了我的生活书为媒躺着读书的农民“拣”来的乡村图书
室“三办”农民张德新七旬老农乐当乡村“保洁使者”八旬老人办“报”惠乡邻花甲夫妇办“报吧”
读书让我知荣辱二叔学讲普通话甘当文化大餐的“小作料”老闵头的家庭书屋老支书的“革命传统教
育小屋”“刘福海文化大院”兴文惠民11年农场里的夫妻书店。
前岗村有个“周末小舞台”山村传播文明五十年山旮旯里的读书人为草原带来甘霖的“文化使者”我
这30年新野有个“一人说唱团”义务送书员老赵立下“和谐规矩”从小树立荣辱观享受读书一张借书
证一位农民放映员一个乡村女兽医的故事富而思乐的带头人情系三农“读”出文明新赵村“一家两制
”奔小康和谐温馨一家人家父“环保”二三事嘉祥农民：书香伴新年看杨俊山如何经营图书馆清风拂
面沁人心让书报发挥更大作用涉县“乡村书吧”见闻桐乡20万农村妇女学科技王妈妈作词乡土味我的
电脑迷父亲我在村里开了个小河图书馆小推车推起益民书屋杏花村里说“杏花”咱是当家人“泥腿子
”淮剧团的“文明长征”“田园文化”的兴起“文化户”——乡村文化发展的新形式菜园里办书画展
单老村：先进文化喜上墙当好领头雁带动一大片好朋友文化娱乐团看“白戏”不白看美德在农家民俗
演唱队活跃博物馆木门劲吹读书风扭痒了心唱醉了人舞红了村农家顺口溜演绎农村新生活农民剧团展
风采羌山盛开“羊角花”乡风文明看工联村庄稼汉舞文弄墨也风流与新农村同行和谐宁静的家园农民
要有自己的歌唱家乡变样了张大婶的红薯情婚育新风进农家一个村民的美满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故乡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深山明珠社会保障撑起人民的“保护伞”尊老敬老四世同堂老田和他的业余评剧团
书籍丰富了村民生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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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浙江省常山县东案乡田畈村党支部书记郑雨良谁都知道他只读过4年书。
可他却有浙江省农函院大专毕业证书，有县政府颁发的《农民高级技师》证书，有市科委颁发的“市
级科技示范户”，有市、县级“优秀共产党员”荣誉奖状，更有广大农民送给他的“土专家”的称号
。
　　郑雨良9岁上学，四年后因家穷交不起学费辍学回家放牛。
晚上，他钻进大队的“农民夜校”，回来还把书上的知识讲解给爸妈听。
3年后，因他会写文章，当上大队会计。
21岁当生产队长时他把田野里的野辣椒等五种植物合煎用来治稻瘟病，被作为“高效省钱”的技术推
广到全县应用，同时连续五年义务上山采摘松树针叶合剂给全村儿童喝，预防流行脑膜炎疾病，效果
很好，得到全村人的一致称赞。
　　1980年全村村民一致推选他当大队长，他首先巩固“农民夜校”，增掭设施、教室，聘请了四位
老师、落实了报酬，自己兼任校长，每逢星期三、六、日晚上上课。
后来，学生由原来的56人增至137人。
　　到1994年，15年当中夜校为905名农民扫除了文盲，每人识字500个以上，基本上会看书写字。
　　1985年他在“农民夜校”里，成立了按他自己的话说叫“农业难题研究所”，自己任所长，物色
了5名有一技之长的青年农民加入，主要针对农业上碰到的难题进行研究探讨。
1987年，“研究所”研究出金针菇栽培配方，使金针菇配方由原来每袋0.52元下降到每袋0.27元，5年
为菇农节约资金39万元。
　　1989年“研究所”用当地的石灰合煎硫磺，制成水剂，防治柑橘、胡柚病虫害效果好，成本低，
使3个乡46个村2833户农民受益匪浅。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1988年他任村党支部书记，并报考了浙江省农业函授学院，成为全县第一个村干部学员。
毕业后，他在夜校里。
在田头、在橘园，手把手细致地把在学院里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农民，使70％的农民掌握了种植优质柑
橘、胡柚的技术。
　　1998年村两委会决定将党员活动室与夜校合并，投资1.5万元扩建活动室增设设施，将各类书刊集
中到一起，新购图书1050册，还增设了凳、桌、电脑、音响等设备。
开设课程不但有农民急需的技术知识，还有法律常识、国家政策、时事政治，2000年新增家庭保姆班
。
夜校扩大了，学员越来越多，就连从贵州、河南、四川等地来打工的农。
民也进来学习。
夜校毕业的学　　员涌现出的胡柚、柑橘种植大户328家，黄羊养殖户3家，山鸡养殖户8家，胡柚柑橘
加工户14家，每年可为农民人均增收700元之此外，每年培训家庭保姆76人次，挣回资金60多万元；学
成后外出打工成为厂长、经理的21人，农业技术骨干29人，这些学员经县政府考核，获得了“农民技
师”证书而被外地用人单位聘用。
　　揭德群　　浙江省常山县东案乡文化站　　钱塘江北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镇，2004年撤乡改
建为曹桥街道。
这里实现了村村建立文化中心（室），成为平湖市率先全面普及村文化中心（室）的街道，去年获得
平湖市村级文化建设工作一等奖。
随着村级文化中心（室）的建立，村里建起了藏书在两千册以上的图书室和农民读书会分会，图书室
成了农民们的好去处。
　　“以前遇到种植技术上的难题就找街道农技人员，可人家平常工作忙，服务对象多总是顾不上我
们。
现在村里有了图书室，看书方便多了，我从图书中也能解决一些问题，真是受益匪浅。
”日前正在勤安村图书室查找蔬菜种植技术的该村农民葛炳其高兴地对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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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炳其是当地有名的蔬菜种植大户，自去年村里建成图书室后，老葛一有空就到图书室查资料，
不但解决了很多生产上的难题，还得到了许多致富信息。
一本《无土栽培》新技术的书使他爱不释手，利用无土栽培种植番茄、黄瓜等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
　　石龙村养猪大户李海根也是图书室的常客，他经常去翻阅、有关养猪技术的书籍，为自己提高专
业养殖技术充电补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型农民。
　　百寿村党支部书记陆叶根告诉笔者，村里图书室里的书籍内容以实用、通俗为主，因为有了图书
室，现在村里的文化中心成了农民求知的好地方。
　　不少人丢掉麻将扑克走进图书室，每到晚上或休息日、图书室里人就更多了。
村里农民兴起了读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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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为了推动农民读书活动开展，切实帮助农民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更新观念，各地文化扶贫
委员会连续10年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民日报社、中国文化报社组织了全国农民读书征文活动，
其中一些稿件已刊登在《农民日报》、《中国文化报》，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另外，编者从征文中选取部分优秀作品，相继出版了《攀登书山的欢歌》、《书海唱游》两本文集。
《新知识·新观念·新农民》（作者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办公室）是第三本，计142篇，22万余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知识新观念新农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