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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农村的帮扶工作现已是全社会都要关心关注的事情。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高校

依托其优势对农村的帮扶作用将更为显著。高校在文化理念植入、科技平台导入、人才资源引入

三个方面可以真正实现有效、高效、高质、高量的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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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习总书记已在多

种场合强调了当下国家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在“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总书记指出，中国扶

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增加扶贫投入，出

台优惠政策措施，坚持中国制度优势，广泛动员全

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1]
。扶贫工作现已是当下全社会都

要关心、关注并要积极参与的事情，通过推进农村

建设加快扶贫工作的推进，正是这样一个契机，推

动了高校对农村帮扶工作的不断拓展。在新形势下，

高校虽然作为教育的主体，也必须积极结合自身实

际主动承担起帮扶的任务，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

最大程度的推动农村帮扶建设工作，真正实现有效、

高效、高质、高量的帮扶工作是我们面临一个新课题。 

一、农村与高校的现状特点 

由于区域及历史原因，全国各地农村发展的情

况不尽相同，此次研究，是基于福建地区规模户数

超过八百户，人口在 5000以上的部份村落，类比于

“空心村”或偏僻山区的村庄，这种规模的村庄，

总体农民的经济收入相对较高，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这样经济状况的村庄，村民的居住条件也大部分达

到住上自有自建楼房的条件，但文化理念、精神文

明建设方面却没有随之跟上，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

摇摆中介状态。当下，可以说进行新农村建设是农

村工作的重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其实早在

50 年代就提出过这个概念。确切来讲是我们社会主

义社会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

段后，不断推进农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

方面建设。其最终目标是把中国农村建设成为经济

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  

高校的四大功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

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它的主要职能与政府部门的

职能有着明显的区别，故而在帮扶工作上，高校与

行政职能部门相比有着很大的弱势，不能像政府部

门一样直接给予镇、村等行政单位直接的财力支持

或政策指导。高校与农村的关系，绝大多数人对于

二者关联的第一反应仅止于“农村的孩子考上了大

学”。往往忽略了高校的诸多优势，以及帮扶的潜力

途径。应该来说在新农村建设的大好形势下，高校

对农村的帮扶将更大有所为，帮扶的路径、范围、

方法都可以有很好的拓展。如何将高校的优势在对

农村扶贫工作中充分体出来，必须摸清家底，了解

所对接帮扶村的具体情况，然后才针对性的发挥优

势和村庄所需开展工作。  

二、农村发展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一）缺乏科学的规划 

其实每个乡镇都有按要求完成自己的规划，但

真正在实行过程中，很多规划成为只挂在墙上的图

纸。真正实用能落地的具体规划却是很多村庄都缺

乏的，村级组织虽然在乡镇的领导下，但具有很大

的自主性，加上乡镇的指导能力有限，村庄的规划

发展情况就很大程度取决于村两委班子的整体能

力。村级组织资源和能力的局限性和有限性，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村庄规划的科学性。但随着近年

新农村的发展，各个村级组织也意识到规划的重要

性，都在纷纷寻求外界力量和专业机构对村庄进行

规划，但由于村庄财力的有限或投入的有限，没有

能力从市场上直接购买村级规划服务项目。 

（二）乡村文化的衰落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现代教育和大众传

媒的影响下，村民的主体意识、现代意识增强，人

口流动使现代性因素流入农村，大众传媒的普及使

农民逐渐接触到城市的思想观念，在现代文明的影

响下，村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日趋现代化。一

方面，传统的乡土文化与现代性因素的相交，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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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逐渐接受现代文明，思维方式逐渐变得日益开放、

进取，人际交往趋于理性化、平等化。随着农村文

化的变迁，现代农民的个性和独立性增强，乡村社

会逐渐从同质性过渡到异质性，从单一性过渡到多

元性。这种新旧文化并存的过渡形态为农村社会治

理带来了极大的“供给困境”：“一方面是农村传统

文化呈现出加速萎缩之势，另一方面是城市现代文

化在农村缺乏扎根的土壤”
[2]
。如，村委换届选举，

私下“贿选”现象还存在，大则上百万，小则数万

元，小农意识的主导，使得大部分选民不是根据村

庄需求人才素质能力进行选举，完全根据收受的候

选人金额大小。农村的留守人员多因为受教育程度

低、精力有限而无心参与乡村建设管理；另一方面，

乡村文化精英的迁移使得许多乡村特色文化得不到

传承和发展，延续几千年农村的乡土文化和乡村特

色文明也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甚至引发了农村文

化生活的单一化和空虚化，使得农村精神文明日渐

下滑。 

（三）农业生产仍风险高利润点低 

随着农业的发展，教育、基础设施也相应改善。

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由于自身的弱质性和生产过程

的特殊性,在整个再生产循环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风

险，是典型的风险产业。农业风险一般具有风险面

积大、发生频率高、损失规模大、区域效应明显,而

且还具有广泛的伴生性等特点。发展现代农业,要用

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农业生产因为各地地理条件的不同，受天气影响因

素较大，一些科技成果无法普遍惠及每个小生产农

户，因此现代农业的推广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

面，小农意识占主导，各自为战比较明显，有区域

特色产品且市场反映好的镇村，合作社的运作和管

理情况会比较好，但绝大部分还是相对零散，合作

社的运营和整体经济效益情况并不理想，有的只是

空壳，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除去区域特色的原因，

青年创业带头人的缺乏也是现代农业无法推广实现

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高校帮扶农村建设的可行性途径 

（一）文化理念植入 

有效的农村帮扶，必须从思想理念和基础生产

建设两方面同时推开。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

上明确的指出，“社会的进步，是社会自己要进步的，

因为人是活的，社会是有机的，他自己自然会向前

进步。你应当以他为主，而不应当你替他包办一切。”

新时代的农民，已经远远不同于以往我们所定义的

农民，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虽然秉承了一些农民

的优点，但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局限性，

比如，由于近年来国家经济的大发展及对农村工作

的重视，在很多领域给予了农民相当多的补助和帮

扶政策，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农民“等、靠、

要”的思想，更有甚者想着办法骗补、骗保，从事

生产前先咨询国家是否补贴。国家补贴实际上只是

一个刺激和保护的手段，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农民从

事生产、发展项目，但当下许多农民的理念是没有

补贴就排斥相应的生产项目，舍弃了根本，没有从

如何更好地生产，反而过大程度地依赖外在扶持力

量，这就是使很多帮扶政策“输血”却未达到“造

血”的目的。新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组织的外部环

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农村建设除了国家更多给

予支持外，还需要根据实际条件，以农民为主体，

因此，农村基层组织的创设需要从内生性需求和内

生性动力着力
[3]
。 

这种情况下，帮扶工作一是以党建工作为抓手，

高校与帮扶村庄的党组织共建，或成立不同类别人

员的临时党支部，互帮互助，定期开展学习与活动，

宣扬先进理论，在帮助解读国家当前农村政策的同

时，推进独立自强、自主创业实干精神的树立。当

前，一些发展农村的党支部依靠挂靠党员，实际上，

这类党员有部分是大学生毕业就业时无法落到当地

党组织，而转回原籍，本人却在异地，无法发挥党

员应有的积极作用。所以，根据当地党员类别特点，

对接相应的带头人以临时党支部的平台进行传帮

带。二是可以借助专业规划、公共管理教授导师等

资源，将各项乡村问题归整起来，对乡村的领导者

要有先进的规划理念和当下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重要

决策进行宣导，使农民村委会自治，也能很好的处

理好村政，提高行政水平，促进农村科学可持续性

发展。三是面对农产品生产者、青年创业者，则可

以以高校导师或导师带团队的方式，对这些群体进

行培训、指导帮扶，将当下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

技术、手段、方式等带入农村，为农村青年创业者

们，尤其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农民传授先进的发

展知识理念，使他们在生产创业的过程中能发展得

更好更快，获取更大利润，增加收入。 

（二）科技平台导入 

梁漱溟提出要积极使农业进步必须把握三点，

其中一点就是引入科学技术。各个高校都有自己的

特点，尤其是科技研究方向都会形成自己的特色和

优势。高校科技要导入到农村中，我们要首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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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高校的资源，哪些研究方向能与农村工作有交

集。以农林研究方向为主的高校，更是要将研究立

足于农村，科技必须服务于社会。比如土壤方向的

研究项目，将基地设在帮扶村，就该地的土壤研究

申报相应的课题，可以与农村的农业发展结合起来，

在既保持水土流失的同时，提高土壤的生产能力，

使农民增产增收；又比如生物科学，可以将当地最

有特色农作物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农作物产品中的

成份，提取相应的具有更高价值的内涵分子，开发

农作物产品新的价值，发现农产品更大的价值，提

高农产品的利润空间，农民增收，经济作物得以发

展；建筑规划可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好规划作用，

使农村的资源更好的整合起来，尤其是有旅游资源

的乡村，规划组织得好，可以大程度地整合和发挥

农村资源和潜力，带动整个村庄经济的发展链条；

物流研究可以在农产品运输中下功夫，促进销售，

直接提高农民收入等等，都是对农村建设有着直接

作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农业进行改革改良，促进

工业化农业建设的发展；运用科学技术提高生活水

平，技术改革生产就会发展，生活也得到改善，反

向对先进科学技术提出了更强烈的要求。科学技术

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相互

影响促进。这种高校智库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是促

进学校实现服务社会职能的体现，本身也可以反哺

和推进高校科技的发展
[4]
。 

（三）人才资源引入 

帮扶科技要落地，必须要有专业人才。对于先

进文化的宣扬，可以充分引进大学生人才资源，借

助高校假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等活动导入，结合

当地农村特点，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来丰富农

村的精神文明生活。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借

助文化下乡带动、节庆促动、民营企业助动等多种

方式，开发地方文化特色，扶持并推进农村业余文

化队伍和文化团体建设，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网络等大众传媒，引进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思想

文化，积极营造新农村建设所需的文化氛围内化于

村民。高校还可以借助高校工会的平台，为帮扶乡

村旅游地区组织客源。帮助推广宣传地方政府和村

委会，利用节假日，举办庙会、节庆等具有地方特

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吸引游客，并帮助宣传推广，

提高其知名度，培养潜在客源。 

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高校的发展应是学

校内在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协同发展中寻求共赢的过

程，应该通过二者的共振效应形成双赢的发展格局
[5]
。

新中国的农村，其实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在这

片天地里，高校这个“阳春白雪”与农村“下里巴

人”如何更好的共舞，还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来推

动，二者之间有着更好互动的平台和机会，我们在

推动高校帮扶农村的路途上更应该多探索“双赢”

的渠道，这样才会更加持续健康地发展，也能取得

更好的效果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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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ffective ways for college to assist the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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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ssist the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our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new rural area, colleges’ assistance to the rural area will be remarkable. Through the implantation of 

culture idea, the leading-i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tform, the drawing in of talent resource, colleges can make 

effective, efficient, quality and high assistance to the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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