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村职业教育发展预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乡村职业教育发展预期》

13位ISBN编号：9787504136435

10位ISBN编号：7504136433

出版时间：2006-6

出版社：教育科学

作者：徐长发

页数：4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新乡村职业教育发展预期》

前言

　　由于个人经历的原因，我一直对乡村的发展问题，有一个浓而不化的情结。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
，我曾在乡村生活、学习、工作过，也曾苦恼、追求与奋斗过。有些进步的过程是刻骨铭心的，那些
所看到的和所思考的，也许别人不曾体会到。我曾写过一本有关农村青年人生选择的书，书中，我为
农村中学生的生存与发展呼吁，这让丛书的总编辑多次流下了热泪。那本书也获得了全国第二届青年
优秀读物二等奖。我一直想把自己对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感受写出来，把自己观察和思考的东西写出来
，以期有更多的人来关心乡村，关心农民，关心乡村孩子的未来，关注孩子们的梦想。没有人要求我
这样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念。　　作家莫言曾说过，长期生活在城里的人写农
村、农民，好像隔靴挠痒，得不到要领，没有在那种文化中浸泡过的人，是很难体味到那种文化的底
蕴和真谛的。基于这样的认同感，我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关注着那片土地所发生的故事，关注着农村
、农民、农业问题，也特别关注着农民的命运与未来。这是永远难以割舍和难以放下的。那里有我的
理想生成元素，那里有许多城里人生命的根。许多人走出来了。可是有千千万万的人留在那里，仍在
重复着自己和老祖宗的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的力量有限，也需要关注和关爱。教育不是万能
的，但是教育能开发他们的潜能，在城乡壁垒还不能彻底打破的政策作用下，只有教育能改变他们生
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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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家莫言曾说过，长期生活在城里的人写农村、农民，好像隔靴挠痒，得不到要领，没有在那种文化
中浸泡过的人，是很难体味到那种文化的底蕴和真谛的。基于这样的认同感，我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
关注着那片土地所发生的故事，关注着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也特别关注着农民的命运与未来。这
是永远难以割舍和难以放下的。那里有我的理想生成元素，那里有许多城里人生命的根。许多人走出
来了。可是有千千万万的人留在那里，仍在重复着自己和老祖宗的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的力
量有限，也需要关注和关爱。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是教育能开发他们的潜能，在城乡壁垒还不能彻底
打破的政策作用下，只有教育能改变他们生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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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第六节　需要深度关注的问题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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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2005年9月24日上午，由共青团中央会同有关部门主办的
“关爱务工青年、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优秀进城务工人员报告团向全国进城务工青年
发出倡议：争当学习模范、创业先锋、守法公民、致富骨干。他们提出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
术，学习城市文明成果，提升工作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和重要组成部
分。①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归属的问题，全国总工会宣教部副部长盛明富说：“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也是工会工作的重点对象和关爱的重要对象。维护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是工会的责任。”②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心。“农民
工”仍是农民。由于城乡政策不统一，其社会身份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虽然他们从业的范围变了
，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文化环境变了，但社会地位并没有彻底改变。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健全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
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作出了
具体部署，在党的中央全会上第一次提出“要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这说明党中
央是非常重视农民问题的。此外，党中央还提出了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减少城乡贫困人口
等一些政策措施。　　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保障务工农民的权益。国家需要加快户籍、社会保险、
义务教育、劳动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修订，以建立起平等的、全面的、长效的机制，使务工农民真
正享有产业工人的待遇。劳动法不单是城市人的劳动法，应是全体国民的劳动法。扩大养老等社会保
障的覆盖面，做实个人账户，提高统筹层次，妥善解决农民工保险账户可流动问题，使工伤保险、医
疗保险、养老保险在农民工中得到普及。　　“2002年上海与全国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3250
元和2476兀，过去7年里，城市地区年均收入增长了8％，而农村地区则只增长4％。1987-2001年被占用
的耕地面积约为16000平方公里，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少有3400万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
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目前是农村居民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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