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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通才
,

以利国土的治理和利用

杨 纪 坷

(安徽省人 民政府 )

我在 19 忿2丰第 5 期的 《水土保持通报》 上发表 了一篇题为 《治理和利用国土的迂回战略》 ,

其结论是
: “ 为 了正本清源

,

确保国土和大地资源
,

必须在党中央 的领导下
,

一靠裕 民政策
,

二

靠教育科技
,

然后 齐之以 爱国的忍想
,

绳之以 严正的法律
,
以 宽济严

,
以养及教

。

采用这样的过

回战略
,

十年生聚
,

持之以恒
,

其成功是可 以 预 卜的
。 ”

在那篇文章中
,

关于裕 民政 策讲得较多
,

关于教育科技谈得较少
。

这几年 中
,

我国的 大 农业

由于裕 民政策而 大大地有所发展
,

因此有必要对教育科技如何在使农村富裕起来
,

同时也使国土的

治理和利用也得到相应的 发展
,

谈谈合乎国情的讨策
。

教育和科技在治理和利用国土这个问题上的作用有两个
: 一是直接对广大 农民教育宣传治理

国土的重大意义
,

并介绍有关吟科技知识
,

这是直接的
; 二是教他们 以经济

、

管理
、

法律
、

商贫等

一般知识
,

并介绍生财
、

聚财和用财之道给他们
,

使他们更快地富起来
,
以 收间接之效

。

我看后

者更为重要
。

广大农村的中心在小 中集镇
,

在 小中集镇中如果有 了一定数量的运才
,

他们起 着带头和示范

的作用
。

每个通才会在无形中带动着成千上万 的 农民知识水平的提高
。
因此对在 全国小集镇中通

才的培养应成为国家当前教育工作的重点
。

先提出有科学依据的改变方案
,

并经过同样范围的论证
、

通过
。

这样才能保证生产和建设的持续

性
、

科学性
。

这项工作是最重要的农业基本建设
,

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第一课
。

没有这

一条
,

我们就仍然处于零打碎敲
、

无计划建设阶段
,

仍然是手工业方式
。

因此
,

要下工夫办好
,

这是一本万利的智力投资
。

各类地区应有一个实验点 ( 以县为单位 )
,

全面实施整体规划
,

做出样子
。

在点上
,

严格按科学办事
,

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和建设需要的规章
、

制度
,

组织各类科学家

协同攻关
。

这种点是科研与生产结合的基地
,

科研成果组装配套搞中间试验的基地
,

两个规律一齐抓和两

个文明一齐抓的基地
。

因此
,

它又是检验各项政策是否正确和相互协调
、

各部门工作是否正确和

相互协调的基地
,

也是发现和研究新问题
、

新情况的基地
。

办好 了
,

它又成为培训干部的中心和

学习的场所
。

有了它
,

就可以有阵地的前进
。

这是新型的点
,

是过去没有过的
,

也是相当难办的
。

省地领导要亲 自抓
,

统一使用各部门的

人财物力 (应该给的部分 )
,

协调各方面的工作
,

真正实现有计划地而且综合地建设新农村
,

真

正解决条块之间各自为政与互相扯皮等问题
。

办好这样的点
,

取得这样的经验
,

对于我们建设社

会主义农业和农村
,

是极其重要的
。



在我国知识界 中
,

专家较 多
,

通才较少
。

但在今后 的半个世纪里
,

全国 小中集镇的建设却在

只很 大程度上有赖于能起骨干作用的通才
。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

位得大家的关心和教育家的研究
。

我国的智力资源历 来从 农村 和 小 中 集镇外流到大中城市
,

形成文化水平城 乡两极分化的恶
一

性循环
。

目前在小 中集镇 中很难找到大学毕业生
,

具有通才的 大 学毕业生在小 中集镇中更是凤毛

麟 角
。

如何使此循环化为良性
,

从而使智力资源也能
“ 离土 不 离乡” 地迅速丰富起 来

,

也是教育
`

家和领导 同志的重要课题
。

目前在大专院校里
,

由于学科的分支单一化
,

教师的专业单一化
,

和学生的志向单一化
,

使
·

崇尚学院式的教育
,

循 狭隘的科举式 “ 三士”
(学士

、

硕 士
、

博士 ) 道路之风依然存在
。

这就大

大限制 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众多既有学问和 见识 又有应 变和释难能力的通才的产生
。

故
,

高等教育的 经费花掉不 少
,

所得效果似乎很不 理想
。

这无疑是我国知识界 目前存在着 的 一 大 弱

点
。

自从全国 农村推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并鼓励两户一体大搞 多种经 营以 来
,

全国农村和小集镇的

经济形势发生 了重 大变化
。

其中最 为显著的 变化是勤劳致富的专业户越 来越 多
,

从中涌现 出了一
.

批既有知识 又会经 营的中青年知识分子
。

象安徽休宁县养鸡专业户曹 )能祥这样的高中毕业 生 各地

都有
。

这样的人才全国需要 多少呢 ?

建设小 中集镇是我 国经 济建设和稳 固社会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
。

如果每个集镇都要实现
“ 一

乡一品 ” 以 促进其经济繁荣
,

如要使各个集镇的
“
拳 头

” 产品畅悄国内外
,

就至少需有十种行业

去支特它
。

这十种行业就是种植业
、

养殖业
、

贮藏保鲜业
、

加工业
、

运偷业
、

贾易推悄业
、

信息

邮 电业
、

科研创新业
、

咨询业 ( 包括经济
、

会计
、

法律
、

技术等咨询 ) 和服务业 ( 包括 所 有 饭

店
、

旅馆
、

交通
、

文娱
、

修缮等服务行业 )
。

人 口 专家们预计在 2 0 0 0年 以 前
,

全国 农 村 陆 续 有

1
.

1亿个劳动 力从务农转业务其它行业
,

使务农人 口 占总人 口的 比例从 目前的 80 %下降到 50 %
;

还有 0
.

7亿个少年陆续成长为适龄的壮劳力
; 故 总共将有 1

.

8亿个新增劳力投入劳动市场
。

这样一

支极其庞 大的劳动 大军是大中城市所绝对吸收不 了的
,

也是全 民所有制企业所绝时吸收不 了的
,

使他们
“
离土不 离乡” ,

到 附近中小集镇在上述十种行业中自谋职业
,

应属上 策
,
已成为我国一

项 重要的战略部署
。
以 全国大约 6 万 个中小集镇计

,

平均每个集镇需吸收 3 , 0 00 个从事于上 述 十

种行业的壮劳力
。

每个行业如有 3 个已达大学毕业 水平的通才作为骨干
、

示范户或带头人
,

就能

在剧烈的 竞争中因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得 以 健康地发展
,

合力使 “
拳头

” 产品成为名 牌货并保持其

名 牌不 坠
。

所 以说
,
全国需有 1 80 万这样的通才

。

这支骨干智力队伍必须在九十年代之前培养好
,

否则就谈不上 小 中集镇的经 济建设
。

屈指时

间很紧
,

只 有 6 年
,

决不能磋蛇过去 了
。

换 句话说
,

全国从今年起
,

平均每年要培养30 万个为建

设中小 集镇之需的通才
。

这桩大事应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项 战略重点 来考虑
。

培养的对 象是谁值得研 究比较
。

我看最佳方案无过于从回 乡的具有高中毕业水平且 已在一定

程度上因善于 经营而致富的专业户中去选拔
。

因为照我的调查结 果
,

他们最有学到实用本领的劲

头
,

最有学好这些本领 的知识基础
,

最有把知识融合起来的社会经验
,

也最有把所学用之于治理

和利用 当地国土资源的务实精神
。

培养他们不会增加国家时政支 出
,
因为他们 愿墩学费

,
而且也

像得起
;
也不需要国家

“ 包” 他们的 “ 分配 万 ,

给他们什么 “
铁饭碗

” ,

因为他们的手中都 已捧

着
“
金饭碗 ” ,

不希罕
“
铁饭碗

” 了 , 更没有一心拥向大 中城市的念头
,

因为他们在集镇里安家

落户致富后
,

所谓 “ 有恒产者有恒 心 ” ,
已经 离不开那里 了

。

所以 说
,

从全 国 2
, 6 00 万 回 乡 高 中

毕业生 中和从 全国 3 ,

00 0万专业户中选拔 出 7 %和 6 % 忧秀专业户的 高中生进行通才培养
,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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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励
』

忠先

(杭州大学 )

一
、

山区在我国的战略地位

万里副总理说
:“ 山区建设到底怎么搞

,

对我们来讲
,

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必然王国
,

许

多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
。 ”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

山地占国土总面积的 70 % (包括山地
、

丘陵
、

高原 )
。

山区农业人

口 占全国农业总人口的 5 9
.

2%
,

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5 5
.

2%
。

山区
,

从陆地到水流
,

从地上

到地下
,

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资源
。

这各种各样的资源
,

都是现实的或未来的劳动对象

和劳动资料
,

都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客观源泉
。

山区
,

不仅对我国农业 (包括种植业和林牧渔副各

业 ) 的发展
,

而且对工业各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许多山区
,

曾经

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
、

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根据 地 ; 我 国 是 大

国
,

边境线很长
,

不少山区是我国和外国接壤的地方
;
而且

,

从全国来看
,

大部分山区又是我国

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
。

所以
,

研究山区
,

开发山区
,

发展山区经济
,

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

而

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

建国以来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
,

我国山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

山区农民的收
、

占、 、夕、 、 S 、 、 S 、 、夕、喀 、 、 S 、义 , 、、肠
、

之扒义 , 、 、 S、巧入
、占 、吧扒

、 S 、火 S、 、占 、 、石入勺夕、唱讯、 S 、 、 S 、巧入、
岛巧入

、占 、 、
占

、
占、巧、 、

匀
、 S、 、夕、 ,

汾 、、汾、 、夕、 、夕、场六
、占八、占卜巧 、呜、

项可 行而有效的时 策
。

培养好 了他们
,

预期 的效果可能有 以 下数端
:

一是经济效益 高
。

他们越有综合的学识和经营

理财 的 才干
,

就越能使个人
、

集体和 国家共同致富
,

这应 无疑义
; 二是社会效果好

。

他们如平均

每人带动 1 00 个劳动力从事于止述十种行业 中任何一种 活动
,

社会将因 充分就业 而 更 加 安 定 团

结 ; 三是国土资派利用佳
。

他们懂得宏砚经济并遵守各项环境保护和增植 自然资源的法令
,

不会

干杀鸡取蛋或揭泽而 渔式的蠢事 , 四 是知识普及快
。

他们的示范必然带动一大 片
,

所以 就必然提

高当地的 文化水平 ; 五是人才分布匀
。

他们分散在小 中集镇里
,

一 变过去知识分子东也成堆
、

西

也过剩
,

但需要的地方却 又寥若晨星的不合理现象
。

我主张为他们兴办函授 大学
,

除 了专业课外
,

还应授之以 法律
、

经 济
、

管理
、

商业等实用课

程
。

如 各开 4 门课
,

总共学 2。门课程
,

全部及格后 发给 大学毕业证书
。

这样
,

教育与生产且与国

土 的治理和利用紧密相 结合
,

效果定可 预 卜
。

之所 以办 函授
,

是考虑到他们 没有整块的时间
,

只

能 作 “ 见缝擂针 ” 式的学习
。

函授的 附带优点是
:

不需要大兴土木盖许 多校舍
,

不需 要 多请 教

师
。

至于 经费
,
由于他们必 然踊致参加

,

愿维学费
,
故 除开办费外

,

国家可 以不 费分文
。

由此看来
,

对优秀专业户的高中生作大学水平的通才教育
,

收益既大
,

所费又少
,

合 乎 国

情
,

适应需要
。

既 可裕民
,
又能保土

。

扣此好事
,

何乐不为? 有识之士
,

愿共商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