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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提
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在广大农村的综合体现。
要顺利完成这一重大的战略任务，培养一支扎根农村、贴近农民、服务农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善管理的村级组织带头人至关重要。
因此，充分了解农村干部培训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干部培训，是基层党校搞好农村干部培训
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在农村干部培训的教学过程中，往往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用、可行的
教材。
现行的培训教材，一般讲政治理论、形势任务多，教实用技术、工作方法少，与希望获得新知识、新
技术的村级组织带头人的要求相去甚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好农村干部培训工作，重要的一环是要有一套适应本地农村经济发
展特点、适应农村干部需求的好教材。
为了满足农村干部学习的愿望，落实上级关于实施农村干部素质工程的意见，我们组织有关教学研究
人员和实际工作者，根据新时期党对农村工作的要求和农村工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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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教材融党的农村政策法规、各地改革实践和现代农业新科技于一体，内容丰富翔实、技术先进、
信息权威，突出实用性、时效性和规范性，注重总结农业生产实践中的经验，实现知识与技能的有机
结合，达到既能使农村基层干部掌握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知识，又能触类旁通，扩展知识面，切实提
高自身素质，增强工作能力的目的。
这套教材将极大地方便各地党校的教学培训工作，同时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农村和谐，进而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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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上述管理要素在实际管理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我们就可从一
般意义上来概括管理，即管理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人们在认识事物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
基础上，确定管理目标，并通过对人力、物力、财力和各个活动环节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
制等活动，从而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行为。
　　管理具有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管理的自然属性，是指管理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它反映劳动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
要求，表现为指挥生产、组织和协调生产过程中各种活动的职能，处理再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物与物
的关系，即生产力的组织。
　　管理的社会属性，是指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在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它的管
理必然要涉及生产关系性质方面的问题，同时要和一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及意识形态发生联系。
其中生产关系问题包括各部门、各环节、各地区、各企业之间以及他们同国家之间和他们内部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此外，还要适时采取某些措施调整上层建筑。
　　要正确理解管理的含义还必须理解管理的五大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
　　（1）计划　　这是管理的首要职能，它对未来事件作出预测，以制定行动方案。
计划工作是为事物未来的发展规定方向和进程，重点要解决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目标的确定问题，
如果目标选择不对，计划再周密具体也枉费心机，这是计划的关键；二是进程的时序，即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可以同时做什么，均不能错位，这是计划的准则。
在管理科学中，研究的是计划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说，要研究计划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过程，从而探索
制订计划的一系列科学程序和方法，为管理提供科学的计划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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