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后出现的新问题

— 南通县秦灶乡农业劳动力素质状况调查

姜 作 培

近年来
,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

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先后离开土地
,

向
_

卫
、

商
、

建筑等行业转移
,

出现了劳动素

质较低者留下务农的普遍现象
。

笔者就这个

问题在南通县秦灶乡作了调查
。

深切地感到
,

目前农村务农劳动力虽数量众多
,

但素质较

低
,

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
,

这个

间题更为严重
,

已经成为影响农业这个国民

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

对于这样

一个现实
、

普遍而又紧迫的问题
,

必须引起

各级领导及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
。

秦灶乡位于南通市郊区和南通县的交界

处
,

全乡有 16 个行政村
、

1 48 个村民小组
,

总

人口 2 1 , 0 7 1人
。

其中
,

农业人 口 2 0 ,
6 3 7人

,

集体耕地面积 2 0
,

30 4亩
,

平均每人占有耕地

0
.

96 亩
。

在农业人口 中
,

共有整 半 劳 动力

1 2 , 5 0 8人
,

其中有林牧副渔
、

乡 (村 ) 办工

业
、

建筑业
、

商业的劳动力 5
, 2 00 人

,

务农劳

动力为 7 ,

30 8人
,

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耕 地

2
。

8亩
。

所谓劳动力质量
,

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

程中综合表现出来的认识 自然和改造自然的

能力
。

一般包括两层含义
: 一是 自然的或先

天的素质如劳动者体力强弱
、

健康状况
、

智

力水平等 ; 二是社会素质
,

如劳动者所具有

的科学文化水平
、

生产经验
、

劳动技能及其

政治思想觉悟
、

道德品质等
。

秦灶乡务农劳

动力中的主要情况和间题是
:

第一
,

文化水平偏低
,

半文盲
、

文盲占

很大比例
。

劳动力的科学文化水平
,

是衡量

劳动力质量的最主要标准
。

秦灶乡的务农劳

动力 中
,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 1 55 人
,

占 3 % ,

初中文化程度的 77 1人
,

占n % ;小学文化程

度的 2 , 3 0 4人
,

占3 1% ;
半文盲 1

, 5 8 1人
,

占

2 2% , 文盲 2 , 4 9 7人
,

占 5 5%
。

另外
,

初
、

高中生中的大多数人是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

毕业的
,

他们的实际文化程度与学历相差甚

远
。

第二
,

劳动技能普遍不高
,

缺乏熟练劳

动力
。

秦灶乡的务农劳动力 中
,

熟悉和掌握

传统的耕作技术
,

具有如 良种选育
、

化肥和

农药的使用
、

病虫害的鉴别和治理等最基本

的农业科技知识
,

并在承包土地后真正能独

立经营管理的劳动力有 l , 8 27 人
,

占25 % ,

掌握一般的耕作技术
,

稍微懂得一些农业技

术知识的有 4 , 4 73 人
,

占60 % ;
不懂或基本不

J

潇传统的耕作技术
,

不会种田
、

干活
,

只能

模仿别人操作的有 1 ,

09 5人
,

占15 %
。

第三
,

科技人员严重不足
。

目前
,

秦灶

乡农技站仅有三个高中毕业的农技员
,

平均

一个农技员负担 8 , 0 00 多亩地和 2 ,

30 0多个劳

动力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工作
。

另有不脱产

的农技员 16 人
,

其中高中文化的 2 人
,

初中

文化的 n 人
,

小学文化的 3 人
。

乡和村的农

技员都未接受过专业培训
。



第四
,

老年劳动力较多
,

妇女劳动力占

绝大多数
。

秦灶乡现有的务农劳动力中
,

18

至 3 5岁的青年农民有 2 , 6 37 人
,

36 岁至 45 岁

的中年农民有 1 , 7 97 人
,

两者合计占务 农 劳

动力总数的 60 %
,

这说明青壮年农民占多数
。

但是
,

这个乡存在着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一是老年劳动力比例比较大
。

全乡 46 岁至 60

岁的有 1 ,

83 1人
,

占25 % , 60 岁以上的辅助劳

动力有 1 , o始人
,

占15 %
。

其中西安桥村
、

苏

家桥村
、

元桥村
、

弗桥村
、

马家桥村和沿河

桥等七个村
,

60 岁以上的劳动力占20 % ; 二

是男女劳动力比例失调
。

全乡妇 女 劳 动 力

5 ,

04 9人
,

占70 %
。

其 中桥北村
、

八里庙村
、

弗桥村
、

沿河桥村
、

桥东村五个村的妇女劳

动力高达 80 % 以上
。

八里庙村四小组 60 个务

农劳动力中
,

除年已 59 岁的组长外
,

其余均

是妇女劳动力
。

现在这个乡三分之二 以上的

土地都是由妇女在耕种
,

相当部分的重体力

劳动由妇女承担
。

群众说
,

现在是老人妇女

在家种田
,

年轻后生出去挣钱
。

第五
,

劳动者的健康水平偏低
。

秦灶乡

务农劳动力 中
,

身体健康
,

能够进行连续劳

动的有 2 , 7 97 人
,

占38 % ; 健康状况一般
,

不

能千重体力劳动
,

只能干一些一般农活的有

3 ,

00 5人
,

占42 % , 身体有病
,

体力较 弱
,

不能坚持常年劳动或者只能干一些轻微体力

活的有 1 , 4 96 人
,

占20 %
。

一般来说
,

36 岁至

4 5岁的中年劳动力 中
,

生活负担都 比较重
,

不少人体力明显下降
。

第六
,

务农劳动力的素质与发展农村商

品经济的要求有差距
。

是否具有搞商品经济

的胆略和气魄
,

是否懂核算
、

会经营
、

善管

理
,

这是衡量当代农民素质的最重要的标准

之一
。

秦灶乡的务农劳动力相当多数是没有

门路的老实 巴脚的
,

是农民中最不善于搞商

品经济的人
。

主要表现在
: ①思想比较狭隘

、

保守
,

缺乏发展商品生产的热情
、

干劲和进

取精神 , ②反应较迟钝
、

重经验
、

轻信息
,

对新事物
、

新技术
、

新知识接受较慢
, ③缺

乏商品
、

市场
、

价值
、

竞争观念
,

很不善于

搞经营管理
。

总之
,

从经历
、

思想
、

年龄
、

性别
、

文化
、

习惯
、

擅长等诸方面看
,

他们

是对商品经济最陌生
、

最没有经验的一部分

农民
。

群众说
:
能干的进工厂

、

会干的养蚕

种桑
、

巧干的去经营
、

死干的只种粮
。

务农劳动力的素质状况
,

是决定农业能

否得到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从对秦灶

乡的调查情况看
,

由于务农劳动力素质的低

劣
,
已经给发展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比较

尖锐的矛盾
,

主要有
:

第一
,

劳动力素质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的矛盾
。

请看以下统计表
:

1 9 7 7年一 19 8 3年农业劳动生产

率有关指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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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灶乡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 耕 地 近 三

亩
,

理应种好管好
,

使劳动生产率较快上升
,

但我们可以从上表看 出
,

该乡的农业 已出现

停滞
、

萎缩的情况
。

究其根源
,

劳动力质量不

高是个重要原因
。

没有高质量的劳动力
,

就

没有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

这个乡的凌石

桥村和秦北村的对 比
,

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

这两个村的 自然条件大体相同
,

每个务农劳

动力承担的耕地面积都是 2
.

3亩
,

但劳 动 生

产率水平却相差很大
。

最近五年来
,

两个村

粮棉单产每年平均相差 20 %左右
,

人均收入

相差 15 %
。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

在于劳动力质量不同
,

从文化程度看
,

凌石

桥村的文盲比秦北村多 30 % , 从劳动力构成



看
,

凌石桥村的妇女劳动力比秦北村多 21 % ;

从劳动技能看
,

秦北村的熟练劳动力比凌石

桥村多 18 % ;从身体素质看
,

秦北村身体好
,

体力强的一等劳动力比凌石桥村多 31 %
。

不

同生产单位之间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直接

反映出两者在劳动力质量上存在的差距
。

第二
,

劳动力素质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知识的的矛盾
。

发展现代农业
,

不但需要物

理
、

化学
,

还涉及到生物学
、

生态学
、

微生

物学
、

土壤学
、

遗传学
、

气象学等许多基础

科学理论和应用技术
,

这就要求作为生产力

主体的劳动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文化水平
,

掌

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
。

例如良种怎么繁育
,

庄稼怎么施肥
,

病虫害怎么防治
,

不同的土

质怎么进行合理的利用和改造等等
。

劳动者

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

就难以理解
、

接

受和应用这些方面的科学技术
,

即便勉强照

别人的样子做
,

也不会达到最佳经济效果
。

如秦灶乡凌石桥村社员朱水英
,

是个中年文

盲
,

去年种麦时
,

她增产心切
,

误 以为基肥

下得越多越好
,

三分 田里竟下了60 斤碳氨
,

结果造成了 t’j 巴害” ,

麦子几乎失收
。

弗桥

村三组有个社员给水稻治虫
,

把除草剂当作

农药用了
,

造成三亩多水稻死亡
。

黑鱼桥村

二组有个社员
,

去年看到棉花长势过旺
,

想

使用矮壮素进行控制
,

但他不懂矮壮素的施

用量和兑水比例
,

浓度过大
,

结果棉花只长

了尺把高
。

据该乡有人估计
,

每年因病虫害

防治不及时
,

用药不当损失的粮棉产量可占

总产量的 15 %左右
。

据秦灶乡的干部反映
,

这几年各地农药厂新制了些农药
,

防治效果

较好
,

但不少社员想用又不敢用
,

主要是怕

技术要领掌握不了
。

前一时期
,

桥东村一组

有 70 多亩棉花长势过旺
,

组长要大家用矮壮

素控制
,

但有一半农户不愿意用
,

生怕用不好

出纸漏
。

这些事实表明
,

由于务农劳动力文

化水平低
,

文盲
、

半文盲比例太大
,

已给农业

科学知识的传播
,

先进技术的推广造成了严

重的障碍
,

使农业生产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

第三
,

劳动力素质和掌握农时季节关键

性技术措施的矛盾
。

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
,

季节和关键性措施抓不住
,

往往会给作物的

生长发展带来直接影响
。

抓住农时季节采取

关键性措施
,

在得大程度上要依靠劳动者丰

富的生产经验和较高的劳动技能
,

同时还需

要有一定数量的具有连续作战能力的强体力

劳动者
。

从秦灶乡现有的务农劳动力数量看
,

确已绰绰有余
,

但因质量差的原因
,

错过农

时
,

抓不住关键措施的现象时有发生
。

弗桥

村二组共有务农劳动力 1 9人
,

其中妇女 10 人
,

老年辅助劳力 6 人
,

因女劳力和老年劳力过

多
,

前年种麦
,

直至十一月底才勉强种完
,

因未适时播种
,

结果造成了严重减产
。

今年

春天
,

凌石桥村三组的元
、

小麦普遍发生赤

霉病
,

如能及时防治
,

本来是可以挽救的
,

但因该组强劳力不足
,

务农劳动力 中懂得植

保知识
、

掌握防治技术的人少
,

未能抓住火

候及时防治
,

再加上后来用于防治的农药配

制比例不当
,

造成赤霉病情加重
,

致使元小

麦亩产只有 20 0多斤
,

而且其中50 %左右的麦

子已经霉变
。

再如今年五月以来
,

天气连续

阴雨
,

乡
、

村领导要求各农户深开棉田排水

沟
,

降低地下水
。

开挖棉田排水沟是个重体

力活
,

技术性较强
,

非一般劳动力所能胜任
,

这个乡不少村民组就因缺少这种有技术的强

劳动力
,

使得排水沟不能及时开挖
,

因而影

响了棉花的正常生长
。

第四
,

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农业机械效益

的矛盾
。

先进的生产资料
,

必须有适合这种

生产资料性质的劳动力去使用和掌握才能转

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

否则再先进的机器也难

以发挥出应有的效益
。

几年来
,

秦灶乡农业

机械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

除乡
、

村工业

外
,

现用于农业的机械共有 3
, 7 47 马力

,

平

均每马力负担 5
.

4亩耕地
,

这个水平是 比 较

高的
。

问题在于使用机械的效益不高
,

这里

固然有机械型号杂
,

不配套
,

质量差等原因
,

但农机
、

电人员的质量低
,

也是一个重要原



因
。

目前
,

该乡共有农民选用的农机
、

电人

员 2 5 6人
,

其中高中文化程度的 13 人
,

占 5 % ;

初中文化程度的 53 人
,

占20 % ; 小学文化程

度的 1 84 人
,

占72 % ;
文盲 6 人

,

占 3 %
。

而

且
,

70 %左右的机
、

电人员
,

都未经过一定

时间的基础知识和操作
、

维修
、

保养等技术

知识的专门学习
,

基本能达到
“ 三懂四会

”

的人只 占3 5%
。

在 87 名拖拉机驾驶员中
,

未

经考核
,

无证驾驶的就有 22 人
。

由于机
、

电

人员的文化知识
,

操作和维修技术水平低
,

一

方面不能充分发挥现有农机
、

电装备的作用
;

另一方面又经常损坏机械
,

影响了农业机械

效益的发挥
。

该乡农机站的同志说
,

每年用

于这方面的维修费用需要 4
,

00 0一 5 , 0 00 元
。

第五
,

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农业管理水平

的矛盾
。

农业的管理水平
,

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劳动力
,

特别是管理者的科学文化水平
、

生产经验以及有关的经济学知识
。

从秦灶乡

的管理千部 队伍的状况看
,

虽然绝大部分人

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
,

但文化程度普遍不

高
。

全乡 52 个村的主要干部中
,

高中文化程

度的只有 5 个
;
初中文化程度 17 个

,

小学文

化程度的 24 个
,

初识字和文盲有 6 个
。

在 1 50

个生产队长中
,

高中文化程度的有 2 个
,

初

中文化程度的 14 个
,

小学文化程度的 65 个
,

初识字和文盲有 87 个
。

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
,

真正懂得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经济管理知识

的人数很少
。

因此在经营管理上
,

一般的干

部都只凭个人经验
,

劳动不问工效
,

投资不

讲效果
,

生产不计成本的现象比较严重
。

据

统计
,

该乡 自1 9 7 7年至 1 9 8 2年的六年中
,

农

业产品的成本平均每亩为 5 5
.

7元
,

占农业亩

产值的 3 8
.

4% (不包括社员报酬 )
。

显然
,

成本也是 比较高的
。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一家一户是

个生产单位
,

劳力分散
,

经营项目多
,

如何

搞好管理
,

大有学问
。

例如
:

哪些项 目
、

生

产环节以及相应的生产设施宜于集体统一经

营管理
,

哪些宜于分散经营管理
;
如何帮助

和指导承包户合理用工
,

提高劳动的有效性 ,

如何把科学技术送到一家一户
,

指导农民科

学种田 ; 如何正确处理国家
、

集体和个人三者

的关系
,

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
如何签定经

济合 同和搞好对合同的管理
,

等等
。

然而
,

据

我们调查
,

在这些新的课题面前
,

秦灶乡大部

分干部至今还感到很茫然
,

许多问题不知如

何解决才好
。

这证明干部的素质与搞好农业

生产经营管理的要求很不适应
。

必须加强对

干部的培训工作
,

才能逐步改变这种状况
。

通过对秦灶乡的调查
,

我们认为当前发

展农业生产一个关键问题是必须注意提高广

大务农劳动力的素质
。

为此
,

我们认为
:

第一
,

要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
,

认清提高务农劳动力素质的重大意义
。

这几

年我国农业发展的速度较快
,

人均粮食达到

了世界平均水平
。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

近年

来农业生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党的一

系列农村经济政策的作用
。

今后农业要想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
,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来提高

劳动生产率
。

而这又有赖于农业劳动力智力

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
,

有赖于劳动力素质

的提高
。

要认识到随着现代科学
、

现代技术装

备大量武装于农业
,

随着现代科学的管理方

法
、

手段逐步应用于农业
,

随着生产社会化
、

专业化的程度在农业内部不断提高
,

农业生

产的整个过程将变得空前复杂
,

对务农劳动

力素质的要求会愈来愈高
。

否则就会损伤甚

至动摇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

所以
,

一切

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
,

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

还是在实际工作中
,

都必须把提高务农劳动

力的素质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

作为振兴

农业
、

开创农业新局面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
。

第二
,

要抓好智力开发
,

大量发展农村

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
。

务农劳动力素质低下
,

究其根源
,

一是受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的束



缚
,

二是科学文化知识普遍贫乏
。

因此要提

高务农劳动力素质
,

培养一大批具有新素质

的农民
,

必须狠抓教育
。

首先
,

要大抓扫盲

工作
,

力争二
、

三年时间内消灭青壮年农民

中的文盲
,

使他们普遍达到小学毕业以上的

文化程度
。

欲实现这个 目的
,

我们认为
,

必

须采用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

如规定青壮年文

盲应交纳扫盲费等方法
,

效果可能要好一些 ,

其次
,

要大力办好农民夜校
、

农民业余学校
。

尽可能吸收广大农民都参加学习
。

除学一点

文化知识外
,

着重传授农业科技知识
。

有的

地方在农民夜校
、

农业技术学校 中根据当地

需要
,

举办一些专业班
,

培养具有专门技能

的劳动者
。

这种方法也值得提倡 , 再次
,

目

前务农劳动力中还有一批具有初中以上文化

程度的青年
,

他们是将来农业战线上的中坚

力量
,

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希望所在
。

鉴于他

们刚走出学校门
,

对农业科技和管理都知之

甚少
,

各地应从长作计
,

对他们再追加一笔

投资
,

把他们组织起来
,

进行农业技术和管

理的专门培训
,

努力使他们能在一
、

二年内

达到中专程度
。

这不仅对他们而且对于提高

整个农业劳动力素质都将起很大作用
。

最后
,

各级农业干校应有重点地加强对农民技术员

的培训
,

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
,

以

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教育中的作用
。

第三
,

采取多样化的生动活泼的形式
,

宣传普及科技知识
。

这些形式主要有
: ①出

版部门要大力出版农业科技书刊
,

扩大对农

村的发行量
,

以满足农民学科学的需要
。

②

电台和县乡广播站要努力办好农业科技广播

讲座
,

向广大农民传授生产技术知识
,

辅导

农民搞好科学种田
。

③搞好其他形式的宣传

活动
。

如转发技术资料
,

编好社队科技黑板

报
,

组织农业技术巡回宣传
,

举办农业科技

图片展览
,

等等
。

这样努力扩大农业科技知

识的宣传面
,

在整个农村形成一个学科学
、

用科学
、

讲科学的浓厚风气
,

必将大大有利

于农民智力资源的开发
,

从而把广大农民的

科技水平普遍提高一步
。

第四
,

统筹兼顾
、

合理安排农工副等各

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比例
,

保证务农劳动力

具有一定的质量
。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进一

步调整
,

今后还将有相当数量的务农劳动力

向其他行业转移
。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 在

组织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
,

如何保证务农劳

动力质量 ? 俄们认为农村各级领导应从全局

出发
,

作通盘考虑
,

统筹兼顾地安排各业人

员
,

避免顾此失彼
。

在一般情况下 、应按农
、

工
、

副的次序作出安排
,

首先保证务农劳动

力质量
,

不能把质量较高的劳动力都安排去

搞工副业
,

从而造成目前普遍存在的
“

精兵强

将进工厂
,

老弱病残种田忙
” 的不正常现象

。

对于这个问题
,

除了要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

基础的教育外
,

还应采取其他一些实际措施
。

比如要解决好各业 人员的收入分配问题
。

许

多事实表明
,

要转变农村中普遍存在的
“
轻

农
” 、 “

离农
”
的思想

,

保证有部分较高质

量的劳动力留在农业内部
,

激发务农劳动力

学习科学种田的积极性
,

就应当采取以工补

农等手法
,

适当平衡农工副业人员的收入水

平
,

防止高低过分悬殊
。

第五
,

支持和扶植种植业专业户
,

发挥

他们在提高务农劳动力素质中的影响和带动

作用
。

这几年农村涌现了一批种植业专业户
,

一般来说这些专业户的主要劳动力大多是种

田能手
,

具有较高的素质
。

对这些专业户
,

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做好扶持工作 ; 另一方面

对那些有代表性
、

有说服力
、

影响面广的专

业户
,

我们应该给予广泛宣传
。

用他们率先

致富的成功现实和经验来教育广大农民
,

增

强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

提高自身素质的

自觉性
。

不少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
,

做好这

项工作对农民有较大的影响
、

吸引和带动作

用
,

对提高务农劳动力素质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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