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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结构正逐步 由单调的 自然经济向多成份的现代商品经济转化
。

随着商

品经济的不 断发展
,

农村商品生产和农 民生活对第三产业 的依赖性也 日益增强
。

从我们对遭县

调查的情况来看
,

当前农村第三产业落后的状况 已成为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的重要障碍
。

迅速发展农村第三产业 已成为振兴农村经济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当务之急
。

一
、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后
,

大盆的剩余劳动力和闲散资金招要
“
消化

” 和吸收

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
,

随着劳动率的不断提高
,

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正在和将要从农业

生产上分离出来
。

据有关专家测算
:
到本世纪末

,

我国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将有

30 一 40 %
。

澄县 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有 37
.

41 万
,

按上述比例推算
,

全县将有 1 3
.

09

万剩余劳动力
。

如何安排如此众多的剩余劳动力
,

这个问题将 日益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

笔

者认为
,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
“

消化
”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
。

近几年
,

澄县第三产业有所

发展
, “

消化
”
容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 5 万多人

,

占全县农村劳动力 43
.

89 万人的 12
.

08 %
。

他们当中
,

有的
“

鱼上离乡
” 到外地和县城经营 , 有的

“

鱼土王魔乡
”
在本地经营 ; 有的则

“ 不离土
” ,

只在农闲时间从事第三产业
。

大量的农民进入第三产业
,

不仅促进了农村产业

结构的调整
,

而且冲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
,

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据统计
: 这些

农民 19 8 4年共实现产值 2
.

59 亿元
,

税后利润 2 , 7 84 万元
,

相当于全县农业纯收入的 8
.

9 %
。

澄澹

乡樟柳村有农户 41 3户
,

人 口 1 ,

81 4人
,

耕地而积 l ,
7 37 亩

,

其中水 田 78 6亩
,

早地 9 5 1亩
。

过

去全村的劳动力都束缚在人均只有 0
.

95 亩的耕地上
,

劳动生产率极低
,

经济十分落后
。

实行

责任制后
,

许多农 民开始从事加工麻索和铁扫帚
,

至今已发展到 38 0 户
,

占全 村总 户 数 的

92 %
。

随着加工业的发展
,

扩大了黄红麻和铁扫帚苗的需求量
,

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

调整
。

19 8 4年全村调出棉地 6 01 亩
,

改种黄红麻 24 1亩
,

改种铁扫帚苗 3 60 亩
。

同时
,

涌现出了

36 0人的运销队伍
。

由于这个村的产业结构布局合理
,

劳动力被充分利用
,

从而提高 了 劳 动

生产率
,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

19 8 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 2 4 6
.

6 4万元
,

比 1 9 8 3年增长 5 4
.

6%
,

是

1 9 7 8年的9
。

5倍
。

户平均产值和纯收入分别为 5 , 9 72 元和 3 , 1 66 元
,

人平均产值和纯收入分别

达到 1 , 3 60 元和 721 元
,

成了富裕村
。

当前
,

由于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
,

农业剩余劳动时间甚

多
。

澄县 43
.

89 万农村劳动力中
,

从事农业的占85
.

26 %
,

从事乡村工业的占 1
.

8%
,

从事第三

产业的占12
.

94 %
。

大量的劳力还是束缚在人均只有 1
.

3 9 亩的田地上
,

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

是个尚未开发的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

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

然而
,

要求一下子把大量的

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上调整出来是不现实的
。

目前除逐步调整产业结构
,

发展第三产业消化剩

余劳动力之外
,

更重要的是利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遭县平均每个农业劳

动力负担耕地只有 3 ,

34 亩
,

据调查
,

耕作这3
,

34 亩地
,

全年只需投入五分之二的劳动时间
。



按 全县也业劳功力总数 3 7
.

4 2万计算
,

剩余劳动时间相当寸 2 2
.

4 4力 个劳功力
。

同时随着农业的发展
,

农民手中的钱 也还年增加
,

九一部分资金闲置在农民
二
扣 !

; ,

需要

补找出路
。

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大量 吸收这些闲散在农民手中的资金
,

发挥其资金效益
。

从

澄县调查的情况来看
,

目前第三产业吸收闲散资金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

一是农民直

接从事第三产业
,

把自己的资金包括以前从事农业和其它行业的资全都转移投向第 泛产业
。

全县 5 万多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投入资金 2 , 1 53 万元
。

二是农 民本身不从事第花产业
,

通过

参加集资入股把资金投入第三产业
。

从 19 81 年 以 来
,

全县信用社
、

供悄社共吸收农民股金

的
.

1万元
。

三是农民将资金用于第三产业劳务和娱乐性消费
,

促进了第 二产业的发展
。

二
、

农业生产的发展
,

播要 多成份
、

多渠道
、

少环节
、

开放式的农副产品流通体制

近儿年
,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

促进了农副产品产量和品

种增多
,

商品率提高
。

1 9 8 4年遭县几种主要农副产品都比 19 8 1年增长儿成
:

粮食产量 1 22
, 7 6 1

万斤
,

增长 4 0
.

4 7% ; 棉花产量 35 9
,
352 担

,

增长 15
.

招 % ; 食用植物油产量 6 15
, 8了6担

,

增
一

长

17
.

83 % , 甘蔗产量 66
, 0 26 担

,

增长 6
.

35 倍 , 湘莲 (壳莲 ) 2 ,

幻 2担
,

增长 8
.

8 8倍 ; 柑桔产量

1 6 , 3 3 3担
,

增长2
.

6 9倍
, 生猪出栏 3 4 7 , 0 4 4头

,

增长 1 4
.

5 6% , 蚕茧 3 , 0 5 0担
,

增长 1
.

6 7%
。

产量的增 长
,

带来了农副产品上市总值和数量的大幅度增长
。

1 9 8 4 年农 副 产 品收 购 总 值

1 8 , 9 2 9万元
,

比 1 9 8 1年增长 2 7
.

5 9%
。

几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量
:

粮食 3 4 , 9 22万斤
,

比 2 9 5 -

年增长 85
.

89 % ; 棉花 3 2
.

5 8万担
,

增长 1
.

21 % ; 食油切
.

01 万担
,

下降 1 7
.

1% ; 生猪 2 0
.

16 万头
,

增长 16 % , 柑桔 13
, 4 40 担

,

增长 6
.

22 倍
。

大量的农副产品仅限于国家收购
。

农副产品收购的

主渠道— 粮食
、

商业和供销等收购部门
,

由于近年来收购网点建设发展慢
,

仓储
、

运输能

力不足
,

已不适应 目前农副产品上市数量大
、

时间集中这一新特点
,

不能及时把大量的农副

产品收购上来
,

调运出去
。

这就造成了农民跑远路
、

排长队交售农副产品的困难局面
。

从根

本上解决农民
“
卖难

” 间题
,

仅依靠粮食
、

商业和供销等收购部门扩大规模是不行的
。

除主

观原因外
,

进一步扩大收购部门的规模在客观上也缺乏必要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的保证
。

因

而
,

必须解放思想
,

打破老框框
,

走国家
、

集体
、

农民个体一齐上
,

收购
、

仓储
、

加工运销

一齐发展的道路
,

建立一个多成份
、

多渠道
、

少环节
、

开放式的农副幸品流通体制
。

国营商

业
、

粮食企业和供销社在资金
、

设施
、

技术和人员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

三个部门应深入进行

体制改革
,

压缩行管人员
,

充实收购力量
,

充分发挥本身的优势
,

疏通主渠道
`

。

集体
、

个体

和各种联合体具有经营灵活的特点
,

对主渠道起着补充和促进作用
。

特别是本地相对过剩的

农副产品
,

通过他们深购远销
,

长途贩运
,

解决当地 “ 卖难
” 问题

。
1 98 4年

,

澄县从事农副

产品长途贩运的农民个体和联合体有3 , 1 00 多人
,

仅下半年就外销蚕豆 800 万斤
,

大米 2
,

80 0万

斤
,

大麦 1
, 。00 万斤

,

粉丝 32 万斤
,

篇果 6 00 万斤
.

黄红麻 1
.

5 万担
,

菜油 3 万担
。

1 98 5年生猪

取消派购任务后
,

集体和个体收购调运和收购杀卖生猪的由去年的 3 00 来家
,

增加到 1 ,

00 0多

家
,

很快就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
“
卖猪难

”
的问题

。

促进 了养猪事业的发展
。

预计全县出

栏肥猪 30
.

5万头
,

将比 19 8 4年增加 4
.

3万头
。

同时也促进了国营肉食部门改善了服务态度
,

改

进了经营作风
,

顺利地实行转体经营
。

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也是搞活流通
,

建立开放式的商业流通体制
,

解决农民
“

卖难
”

问题的重要环节之一
。

当前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人们对农副产品

消费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
。

过去由于农副产 品产量低
,

为
“
饱肚子

” ,

大多数农副产品是以



粗糙的初级产品进入消费领域
,

无形地限制了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

近几年
,

由于生产的

大发展
,

许多产品
“ 相对过剩

”
起来

,

加上人们对农副产品消费需求不光是
“ 饱肚子 ” ,

而

且要求营养丰富
、

色鲜味美
,

这样就为农副产品多层次加工精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

农村发展

农副产品的加工业
,

可以就地转化生产过剩品
,

解决农民
“

卖难
”
问题

。

遭县遭阳乡
、

白衣乡
、

澄澹乡新建的四个较大规模的酒厂
, 1 9 8 5年 6月都先后投产

,

年生产啤酒
、

抽酒能力各 1 , 5 00

吨
,

合计 3 ,

00 0吨
。

每年可转化粮食 70 0万斤
。

有些农副产 品容易腐烂
,

旺季能及时加工或冷

冻
,

可以推迟上市季节
,

减少损失
。

澄东乡农 民历来有种植瓜果
、

蔬菜的传统
,

产品除在市

场上销售一部分外
,

大部分不是作猪饲料
,

就是 白白地烂掉了
。

1 9 8 5年乡里引 进 蜜 饯 生 产 技

术
,

办起了邓家滩蜜饯厂
,

仅正式投产后的一个多月里
,

就加工销售黄瓜
、

葫芦
、

银耳
、

莲子
、

冬

瓜
、

生姜等多种蜜饯 4 ,

00 0多斤
。

不仅解决了全乡旺季瓜果
、

蔬菜腐烂损失的问题
,

而且收到

加工增值
、

收入增加的效果
。

在农村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
,

就地加工农副产品
,

还可以减

轻 对 仓 储
、

运输部门的压力
。

大多数农副产品经过不 同程度的加工后
,

体积和重量都大大的
“

浓缩
”
了

,

在商业流通领域中所 占用的仓库和运输能力都大量减少
。

此外
,

加工后的副产品
,

诸

如糠
、

饼
、

糟渣等
,

可直接用作当地发展畜牧业的饲料
,

不 需要再 占 ITJ 商业仓库和运输能力
。

三
、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褥要市场信息指导和科学技术服务

过去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

其主要原因是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
。

合理的产业结构的载

要标志之一是产品适应市场需要
。

要使整个社会产品适应市场需要
,

就必须有传递灵敏
、

准

确
、

及时的市场信息网络
。

1 9 8 5年澄县市场信息服务发展较快
,

县委
、

县报社
、

县广播站
、

县农行和供销
、

商业等单位
,

以及农民联合体都开展了信息服务工作
。

其中
,
已经成立专门

的市场信息网络机构
,

并创办了信息刊物的有两家
。

一个是
“
官

”
办的

,

由县委办公室主持
,

并创办 了 《信息集萃 》
。

整个信息网络聘请了全县各级党政机关
、

企事业单位兼 职信息 员

1 03 人
,

并聘请全国各地澄县籍信息员 123 人
。

1 9 8 5年 3 月创办 以来
,

共出《信息集萃》 g 期
,

发出的工作动态
、

市场行情
、

粮食生产
、

致富指南
、

乡镇企业
、

产品供求等方面的信息 1 37

条
,

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信息
,

对农 民发展生产进行指导
,

收到 了一定的效果
。

19 8 5年年初

各乡政府纷纷筹措资金准备大办乡镇工业
。

为了防止盲 目投资
,

县委办公室信息组专门组织

了有关技术人员对拟投资兴办项目产品的市场进行了综合分析
,

并通过 《信息集萃》 向各乡

发出信息
,

有效地指导 了乡办工业的发展方向
。

甘溪滩镇政府看到第九期的 《信息集萃 》 上

刊登的化工原料— 轻质碳酸钙产品过剩
、

市场滞销的信息后
,

便把准备兴建轻质碳酸钙厂

而筹措起来的50 万元资金全部转投开采本地煤矿
,

避免 了一次盲日投资
。

另外一家信息网络

机构是
“ 民” 办的

,

由车溪 乡农民王登高发起
、

成立 l约 “
致富佳音 协会

” 。

这个 协 会 在 全

国各地有会员 60 人
,

在本乡建立了新品种试种联合体 11 户
,

多个订有各种经济
、

信息
、

科技等

方面的报刊杂志 1 10 种
。

1 9 8 5年元月成立 以来
,

共从会员和报刊
_

!二收集有关农村商品生产等

方面的信息 3
,
1 00 多条

,

先后通过会刊 《致富佳音 》 为 4 ,

00 0多户农民提供信息 9 00 多条
,

同时

还引进
“
密阳23

” 、 “
早香 17 ”

等十种优质稻种 8 00 多斤
,

为指导农民生产经营
、

改 良粮食

品质起到了促进作用
。

这个协会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
,

通过福建省的协公会员
,

从福

建引进 t’5 2 7), 早稻 良种 1 00 斤
。

在本乡的花园
、

拓茨
、

陶家三个村的三个新品种试验联 合户迸

行试种
,

每户一亩单产平均达 96 0斤
,

比早熟品种
“ 湘 7 ” 增产 2 00 多斤

。

为此
,

车溪乡政府

决定将三户生产的 3 千来斤
“ 5吴7 ” 全部用来作 良种

, 1 9 8 6年 庄陶家村全而推 J
’ `

,

计划在 1 9 8 7

, 1 1 ,



年将种植而积扩大到 8, 。00 至 10
, 。00 亩

。

遭县的市场信息服务工作还只是刚刚起步
,

市场信

息来源少
,

传递不灵
,

指导面小
。

许多农民
、

专业户重点户和乡镇企业仍然缺乏信息指导
,

盲目

进行生产
。

特别是取消统派购任务后
,

发展生产不知所从
。
1 98 5年年初永丰乡听说黄红麻好销

,

急忙调进麻种 1 ,

00 0 斤
,

后来看到县报上刊登棉花好销
、

黄红麻滞销的信息 后
,

马 上 退 了

70 0多斤麻种
,

并将已种黄红麻的 3 00 多亩改种了棉花
。

实际上全国棉花是供大于求
,

结果既

损财又损力
。

由此可见
,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信息指导
,

各个职能部门要加强市场

信息工作
,

及时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比较准确的市场信息
。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农村商品经济中的促 进 作用 越 来 越

大
。

农民学科学
、

用科学的热潮也不断高涨
。

农民渴望得到科技服务
,

帮助他们发家致富
。

澄县农业科技部门 1 9 8 4年进行 了体制改革
,

成立了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
,

下设 5 个片站
,

在 43 个乡中建立乡站 37 个
,

其余的 6 个乡也派有专人负责推广先进技术工作
。

1 9 8 4年各乡站

普遍根据农业季节定期给农民上技术指导课 4 一 5 次
,

听课人数达功。万人次
,

发技术资料卯

万份
,

并实行有偿技术服务
,

技术承包粮田 32 万亩
,

棉地 4
.

8万亩
,

果木
、

蔬菜 1
.

2万亩
,

为农民

提供整套的生产技术
,

产量比一般未承包户高二至三成
,

很受农民的欢迎
。

新洲乡黄林堰村一

组
,

21 个农户中有 18 户参加了推广站的技术承包
,

承包面积 1 32 亩
,

每亩交技术指导费 0
.

50 元
。

1 9 8 4年早稻有 7 5
.

2亩发生僵苗
,

推广站经过逐块测土后
,

指导 18 户农民按比例补施了磷钾肥
,

促进了秋苗生长
,

早稻平均亩产达 7 80 斤
。

而未参加技术承包的 3户
,

12 亩稻田早稻发生僵苗 4
.

8

亩
,

由于没有技术指导
,

任其自
、

然
,

结果早稻平均亩产只有 5 00 斤
。

早晚两季稻谷
,

三户亩产只有

7 90 斤
,

而 18 户亩产达 1 ,

30 0斤
,

每亩多产 51 0斤
,

相当 3 户的一季早稻产量
。

现在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的科技服务仅仅限于粮棉等单调的农业生产上
,

技术力量也有限
,

整个机构只有 1 43 人
,

不

能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

现在许多农民都懂得党中央提倡富
,

政策允许富
,

他人有

技术正在富
,

可惜自己得不到技术
,

只有望富兴叹
。

少数农户因缺乏科学技术指导而遭受损

失的情况依然存在
。

甘溪地区在 1 9 8 5年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中
,

调整棉花面积 7 ,

00 0多亩
,

改种烟

草
,

单产烤烟都在 1 50 至2 00 斤左右
,

但由于农 民烟叶烘烤技术不过关
,

烤烟质量比较低
,

卖不出

价
。

从 目前收购的 2 00 来担价格来看
,

均价只有 35 元
。

如果仍种棉花
,

每亩可产棉花初多斤
,

交

花可收入 1 00 元
,

再加副产品 (油饼 )收入 30 元
,

每亩可得 1 35 元
。

如果不考虑生产烤烟成本大于

种植棉花成本的因素
,
19 8 5年种烤烟比种棉花每亩要减少收入 1 00 元

。

全区按 7 , 0 00 亩计算
,

减

收 70 万元
,

人平减收 12
.

5元
。

农村科学技术落后的现状应迅速解决
。

解决的办法应是长短结

合
,

在短期内
,

要采取切实措施
,

提高现有农业科技人员的水平
,

迅速更新知识
,

扩大知识面
,

以适应现代农业的新要求
。

同时
,

积极引进农业科技人才
,

扩大农业科技服务队伍
。

从长远观

点来看
,

要扩大加强农业专业学校教育和农民业余教育
,

迅速普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农副

产品加工技术
,

提高整个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
,

这也是振兴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所在
。

四
、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摇要提供更多的商业性
、

劳务性服务和文化娱乐设施

近几年
,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

广大农民开始富裕起来
。

富裕农民除了对食物和生活用

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
,

还要求有更多的商业网点
,

买东西不走远路
;
要求提供劳务性服

务
,

生产资料能送货上门
,

农副产品能到户收购
,

农机具
、

家用电器坏了当地可修理
,

子女

能入托
;
要求有更多的文化娱乐设施

,

新电影能
“
看新

” ,

老戏能
“
老听

” ,

学习有图书室
,

娱乐有文化馆
。

总之
,

要求有更多的社会服务
,

帮助个人增加业余时间
,

同时
,

又要求有更



多的文化娱乐设施
,

有效地
“
消耗 ” 业余时间

。

目前的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
。

遭县

共有4 4个乡镇
,
乡村 7 0 5个

,
户数 2 1 6 , 6 0 2户

,

其中农村户 2 1 4 , 5 1 4户
,

人 口 9 0 6 , 5 0 7人
,

其中

农业人 口 89 6 , 7 2 3人
。

全县农村拥有商业零售机构 5 , 9 92 个
,

乡平均 1 36 个
,

村平均 8
。

5个
,

其

中
,

国营商业机构有 6个
,

供销社 4 69 个
,

其它部门
、

乡办企业和个体有证商店 5 , 5 17 个
。

农

业生产资料供应商店 71 个
,

乡平均 1
.

6个
。

农副产品收购网点 2 76 个
,

乡平均 6
.

27 个
。

全县农

村饮食业网点6 29 个
,

乡平均 1 4
.

3个
。

旅店 20 5个
,

乡平均 4 个多 ; 修理
、

理发
、

照像等其他

服务业 64 4个
,

乡平均 1 4
.

6个
。

全县有影剧院 82 个
,

乡平均 1
`
8个

。

电影放映队 32 个
,

乡平均

0
。

7 3个
。

县级剧团 1个
,

乡镇剧团 9 个
,

各种业余文娱团体 97 个
。

县图书馆一个
,

乡镇图书

室 2 3个
,

文化专业户 1 , 1 5 0个
。

1 9 8 4年全县放映电影 6 4 ,
7 6 0场

,

观众 3 ,
7 1 7

.

2万人次
,

人平均

41 次
,

其中农村放映 49
, 3 61 场

,

观众 2 ,

93 4万人次
,

农村人平均 3 2
.

7次
。

演出各种戏剧 4 , 8 57

场
,

观众 3 , 6 2 3
.

8万人 次
,

人平均 39
.

9次
,

其中农村演出 3 , 1 60 场
,

观众 3
, 3 04 万人次

,

农村

人平均 3 6
.

8次
。

农村幼儿园56 3个班
,

接纳幼儿 1 4 , 8 33 人
,

占学龄前儿童总数的 24
。
9 %

。

五
、

科学技术的发展
,

姗要发展教育事业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首要条件是需要有文化的人去掌握

它
,

应用它
,

否则再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会成为先进的生产力
。

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
:

遭县农村劳动力中
,

文盲
、

半文盲占22
.

8%
,

小学文化占 5 1
.

1%
,

初中文化占20
.

6%
,

高中以上

文化占 5
.

5%
。

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造成这种文化落后现状的主

要原因是长期 以来教育事业不发达
。

全县共有小学 6 95 所
,

普通中学 63 所
,

在校学生 1 9 7 , 9 81 人
,

冲占7至 17 岁人 口 2 6 7 ,

50 0人的 7 4%
。

目前主要问题是中学不足
,

大部分学生小学毕业读不成初

中
,

初中毕业读不成高中
。

1 9 8 5年年初共有小学学生 1 51
, 1 78 人

,

七月毕业 2
.

8万人
,

升入中学的

只有 1
.

1万人
,

升学率只有3 9
.

3% ;初中在校生 39
, 9 84 人

,

毕业 8 , 0 00 人
,

升入高中只有 2 , 4 00 人
,

升学率只有 30 % ; 高中在校生 6 , 8 19 人
,

毕业 2
,

03 3人
。

按目前的升学率推算
,

农村劳动者的文

化结构比例
,

即
,

小学
:

初中
:

高中文化比例将是 7 : 2 : 1
。

这显然是极为落后的结构
。

现在国家对发展教育事业非常重视
,

增加了教育经费
,

但由于过去欠帐太多
,

一时很难发展起

来
。

遭县现在涌现出乡村企业出钱办教育
、

私人开学堂的新事物值得提倡和支持
。

码头铺镇牛

桥村位于澄县边远山区
,

过去村办小学校舍规模小
,

质量差
,

农民子女读书难
。

1 9 8 4年村里从村

办企业利润中拿出资金 15 万元
,

建起了一栋三层的教学大楼
,

共有 15 间房
, 1 ,

3 50 平方米
,

可容

纳学生 4 50 人
,

同时还添置配齐了必需的教学设备
,

改善了教学条件
。

现在不仅解决了本村儿

童入学难的问题
,

而且缓解了邻村儿童上学紧张的局面
。

甘溪滩镇陈湘岳等 4 位退休教师
,

看

到本乡中学不足
,

部分农民子女不能念中学
,

便发挥 自己有文化
、

懂教育的专长
,

与另聘请的

9名教师一起
,

在本县的闸口乡办起了一所私立中学
。

1 9 8 4年 3 月初正式开学
,

共开设了三个

初中班
,

招收新生 1 05 人
,

经过一学期的实践后
,

在十月份
,

县教育部门通过考察
,

正式批准命

名为澄县私立凌云中学
。

现在这所学校越办越好
,

为边远 山区的农民子女提高文化水平创造 了

良好条件
。

如果澄县各乡
、

村都象牛桥村那样从乡村办企业利润中拿钱办教育
,

全县再多办

几所私立学校
,

将会尽快解决农民子女读书难的问题
,

整个农村文化落后的状况将迅速改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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