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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改革中的
“

燎原计划
”

及其实施

赵 家 骥

什么是
“

燎原计划
” ,

怎样实施
“

燎 原计

划
” ,

是当前农村教育改革中一个倍受关切而

又 尚未做出准确解释的问题
。

有的地方把它

当作农村教育计划
,

几乎罗列了教育的所有

指标
,

使人难于把握和操作
.

有的地方把它单

纯看成是增产增收的经济计划
,

使人怀疑涉

及的范围是否太大
.

那末
,

该怎徉认识和实施
“
燎原计划
”
呢 ? 这里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

“
燎原计划
”
的提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

然
,

也是农村教育改革的必然
。

农村改革的头

几年
,

党的一系列好政策
,

充分调动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
,

农业发展很快
。 “

政策效应
”

十分

显著
。

当然也有科技及其它因素
。

后几年
,

农

业徘徊不前
,

人们说是科技跟不上
。

其实是人

才问题
,

是劳动者素质太低
.

改革促进农村发

展
,

农村发展需要大量的科技成果
,

这就需要

大量的初
、

中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

需要提

高劳动者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
。 “
燎原

计划
”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

“
燎原计划
”
不是一般的农村教育事业发

展计划
,

也不同于一般的农村经济发展计划
。

其实质是以振兴农村经济为 目的
,

改革和发

展农村教育
,

探索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

的机制
。

转变升学教育为素质教育
,

大面积提

高农村劳动者素质
,

增强广大农村劳动者吸

收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
,

促进农村经济的

发展
。

“

燎原计划
”

与
“

星火计划
” 、 “
丰收计划
”

有着密切联系
,

又各有其手段与特点
。 “
星火

计划
”

是以大力开发先进的实用技术为主要

手段来发展经济的
。

它以农业开发
、

农副产品

加工
、

支农工业
、

土特名优产品及 自然资源的

开发为主立项定点 ; “ 丰收计划
”
以技术指导

的集团承包为主要形式
,

改良品种
、

推广新技

术
、

改善生产条件
,

促进粮食大面积增产
; “ 燎

原计划
”

则足于智力开发
、

提高劳动者素质
、

培养人才
,

以教育培养人的特殊功能促进经

济发展
。

三者都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 目的
。

“

燎原计划
”

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发展基

础教育的基础上
,

建立
“
三教
”
统筹和农科教

结合的新机制
。

它充分发挥教育系统知识密

集
、

智力与技术的优势
,

围绕农村开发项 目
,

开展劳动技术教育
,

开展实用技术和经营管

理的教育
,

培养新型的农村建设者
,

提高农村

劳动者的素质
,

配合农业
、

科技等部门
,

开展

以推广实用技术为主的试验示范
、

技术培训
、

信息服务等多种活动
,

通过教育这座
“
桥
” ,

使

科学技术得以推广运用
,

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
。

通 过

“
燎 原 计 划
”
的 实 施

,

建 立 一 批 教 育 与

经 济 协 调 发 展

,

两 个 文 明 发 展 较 快

,

群 众 生 活

水 平 有 明 显 提 高 的 示 范 乡 镇

,

并 逐 步 发 展 到

县

,

形 成 燎 原 之 势

。

“

燎 原 计 划

”
既 是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的 计 划

,

又 是 推 动 农 村 教 育 改 革

、

发 展 的 计 划

。

研 究 教

育 的 发 展

,

既 要 研 究 人 的 发 展

,

还 要 研 究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

。

社 会 与 教 育 的 中 介 是 人

。

教 育

培 养 的 人 作 用 于 社 会

,

决 定 着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水 平 与 速 度

。

社 会 的 发 展 进 步 对 人 的 要 求

发 生 变 化

,

从 而 对 教 育 的 改 革 与 发 展 范砰 出 要

求

。

这 就 决 定 了 实 施

“

燎 原 计 划

”

的 重 要 色 义

。

社 会 对 人 才 的 要 求 是 变 化 的

。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和 进 步

,

对 劳 动 者 素 质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3 1



,

对 人 的 数 量 要 求 增 多

,

对 人 才 规 陷 的 要 求

提 高

,

对 人 才 结 构 要 求 复 杂 化

。

因 此

, “

燎 原 计

划
”

的 实 施

,

必 然 促 进 教 育 的 改 革 与 发 展

。

必

然 促 进 人 们 教 育 观

、

人 才 观

、

就 业 观 的 变 化

,

促 进 教 育 思 想

、

教 学 内 容

、

教 学 方 法 的 改 革

。

实 践 中

,

这 几 方 面 的 效 果 是 明 显 的

,

一 是 促 进

基 础 教 育 的 巩 固 提 高

,

即 扎 扎 实 实 抓 好 九 年

制 义 务 教 育

、

学 前 教 育

、

扫 盲 教 育 等

,

从 而 为

职 业 技 术 的 培 训 奠 定 基 础

。

二 是 按 照 农 村 发

展 的 需 要 调 整 经 济 结 构

,

就 必 然 要 求 优 化 教

育 结 构

、

发 展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

开 展

“
短

、

平

、

快

”

实 用 技 术 教 育 及 相 应 的 改 革

。

三 是 促 进 农 村

成 人 教 育 的 发 展

。

四 是 促 进 实 习 实 验 场 地

、

劳

动 基 地 的 建 设

.

五 是 促 进 人 们 思 想 观 念 和 方

法 的 变 化

。

实 施

“
燎 原 计 划

’ ,

要 以 教 育 必 须 为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服 务

,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必 须 依 靠 教 育 为

指 导 思 想

。

过 去 就 教 育 论 教 育

,

就 经 济 论 经

济

,

教 育 与 经 济 脱 节

,

制 约 了 经 济

、

教 育 的 发

展

。

现 在

,

无 论 是 抓 教 育 还 是 抓 经 济

,

在 思 想

方 法 上 都 要 来 一 个 变 革

。

即 由 局 部 思 维 转 变

为 整 体 思 想

,

克 服 片 面 观 点 和 本 位 思 想

;
由 单

向 思 维 转 变 为 多 向 思 维

,

全 方 位 把 握 教 育 改

革
;
由 封 闭 思 维 转 变 为 开 放 思 维

,

加 强 各 方 面

的 联 系

;
由 静 态 思 维 转 变 为 动 态 思 维

,

坚 持 在

实 践 中 完 善

。

基 于 这 个 变 化

, “

燎 原 计 划
”
必 须 置 于 农

村 建 设 的 整 体 中

。

它 涉 及 的 面 很 广

,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 也 不 少

。

但 实 施 中 必 须 明 确 其 目 的

、

实

质

、

任 务

,

必 须 有 它 自 己 的 特 色

。

实 施

“

燎 原 计 划
”

特 别 要 强 调 农 科 教 结

合

。

经 济 发 展

、

人 才 培 养

、

科 技 推 广 要 统 筹 规

划

,

同 步 实 施

。

选 择 好 开 发 项 目 是 实 施

“

燎 原

计 划
”

的 关 键

,

也 是 农 科 教 结 合 的 重 要 条 件

。

农 科 教 的 结 合 都 是 以 项 目 为 结 合 点 的

。

为 此

,

制 订

“
燎 原 计 划
”
实 施 方 案

,

必 须 在 调 查 研 究

、

分 析 论 证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

就 乐 山 的 实 践 经 验

而 言

,

选 择 项 目 应 当 坚 持 四 条 原 则

:

一 是 因 地

制 宜

,

充 分 考 虑 当 地 的 自 然 条 件

、

资 源 优 势

、

市 场 需 求 等

;
二 是 先 进 性

,

就 当 地 而 言 先 进 的

技 术 才 是 值 得 推 广 的

;
三 是 普 及 性

,

即 能 够 大

面 积 推 广

,

能 形 成 燎 原 之 势

;
四 是 效 益 性

,

必

须 有 较 高 的 社 会 和 经 济 效 益

。

农 科 教 的 关 系 应 当 是

,

以 农 业 为 中 心

,

以

科 技 为 动 力

,

以 教 育 为 基 础

。

处 理 好 这 个 关 系

至 关 重 要

.

教 育 部 门 是 不 可 能 包 揽 一 切 的

。

实

施

“

燎 原 计 划
”
要 以 乡 镇 农 民 文 化 技 术 学 校

(或 成 教 中 心 )为 阵地
,

紧 紧 围 绕 计 划 开 发 项

目

,

实 行

“
三 教
”

统 筹

,

农 科 教 结 合

,

开 发 智 力

,

培 养 人 才

,

推 广 科 技

,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与 社 会 进

步

.

建 设 燎 原 计 划 示 范 乡 应 当 发 挥 各 自 的 优

势

,

创 造 各 种 模 式 而 不 拘 一 格

.

建 设 规 范 化 的

乡 镇 农 技 校 是 实 施

“

燎 原 计 划
”

的 一 个 目 标

,

又 是 一 项 基 本 建 设

。

应 当 把 乡 镇 农 技 校 培 训

技 术 骨 干 与 村 社 办 学 培 训

“

家 庭 技 术 员
”

结 合

起 来

,

把 教 学

、

科 研

、

示 范

、

推 广

、

服 务 结 合 起

来

。

把 农 技 校 建 设 成 以 培 训 人 才 为 主 的 多 功

能 的 基 地

。

根 据 实 施

“

燎 原 计 划
”

的 经 验

,

乡 镇

农 技 校 创 办 实 体

,

加 强 试 验

、

示 范

,

十 分 重 要

。

农 科 教 结 合 的 重 要 条 件

,

首 要 的 是 各 级

政 府 加 强 统 筹

.

政 府 领 导 下 定 决 心

,

没 有 统 筹

不 好 的

。

其 次 是 选 准 开 发 项 目

,

围 绕 开 发 项

目

,

遵 循 互 惠 互 利

,

互 相 促 进 的 原 则

,

这 样 结

合 才 能 持 久

。 “
三 教
”

统 筹 尽 管 是 教 育 内 部 的

事

,

但 由 干 传 统 办 学 思 想 的 影 响

,

实 施 起 来 十

分 困 难

.

因 此

, “
三 教

”

应 取 长 补 短
,

形 式 上 相

互 交 叉

,

内 容 上 相 互 渗 透

,

功 能 上 相 互 补 充

,

效 果 上 相 互 促 进

,

这 样 既 不 违 反 各 自 的 规 律

和 特 点

,

又 能 充 分 发 挥 教 育 的 整 体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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