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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人力资源
现状分析及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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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农村人力资源的数量、身
体素质、文化水平、科技素质、思想观念和结构等方面的现状,发现当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着诸如中

小学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村医疗保健事业发展滞后、农民的自我开发意识不强等问题,并
就有效开发当地农村人力资源提出了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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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里杜鹃风景区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与

大方县交界处,因辖区内盛产杜鹃花而得名。百里

杜鹃风景名胜区是2007年7月被贵州省委批准成

立的正县级单位,受大方和黔西两县委托,管理大方

县普底乡、大水乡和黔西县金坡乡、仁和乡以及大

方、黔西两县部分乡镇所涉及的村(组),共计54个

村(居),其中,普底乡、大水乡、金坡乡和仁和乡是整

体划入。该辖区内山多地少,总面积近500平方千

米,其中耕地面积为7288公顷,以种植玉米、马铃

薯、烤烟为主。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作为贵州省的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较低,要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关键在于对当地农村人力资源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

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地农村人力资源进行有效

开发。
在有关人力资源的表述中,吴中伦[1]认为人力

资源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

总和。余文华等[2]根据资源的一般性界定,认为人

力资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人力资源是一个

社会经济单位可开发利用的,未经劳动加以改造过

的、现存的各种形态的劳动力的总和。本文所指的

农村人力资源是狭义的农村人力资源,即在一定的

时空范围内,能够推动本区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具有智力劳动能力和体力劳动能力的农村适龄劳动

人口。结合当地实际,笔者把农村人力资源的对象

定义为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不包含该年龄段的

在校学生、军人及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2008年7-8月,笔者组织了18名大学生志愿

者前往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以所辖大水乡、普底乡

为主要调查点,对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人力资

源的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以农户为调查对

象,通过现场访谈填写调查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

卷162份,问卷有效率为95.29%;以16~60岁农

村劳动力为调查对象,通过现场访谈填写调查问卷

760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 746 份,问 卷 有 效 率 为

98.16%。

  一、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人力
资源的现状

  1.农村人力资源的数量状况

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共有人口93813人,其中

农村人口92204人,占总人口的98.28%。根据调

查分析得知,2008年,162户农户家庭中共有人口

883人,其中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为462人,占家

庭总人数的52.32%。依此来估算,2008年,百里杜

鹃风景名胜区约有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48241
人,也即该辖区农村人力资源的数量为48241人。

2007年,所调查的162户农村家庭共有耕地

63.1公顷,经计算,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人均耕

地面积为1367.35平方米,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均

耕地面积少933.8平方米(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

农业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人

均耕地面积为2301.15平方米[3])。加之,百里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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鹃风景名胜区所种植的作物都是一年一季,土地闲

置时间较长,农村劳动力可以参与耕作的时间和我

国中东部地区相比要少。因此,虽然百里杜鹃风景

名胜区所辖乡镇少,农村人力资源的绝对数量不多,
但相对数量依然较多,农村劳动力存在绝对剩余或

相对剩余。而且,根据调查分析得知,2008年,平均

每户农村家庭拥有16岁以下潜在劳动力的数量为

1.83个,如图1所示。因此,当地农村人力资源相

对数量较多、劳动力存在剩余的现状会在今后较长

的时期内存在。

图1 2008年农户家庭中拥有16岁以下潜在劳动力的数量状况

  2.农村人力资源的身体素质状况

近些年来,当地农民收入水平有所增加,虽然生

活条件有所改善,但与我国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一

定差距。通过调查分析得知,2008年,所调查的162
户农户家庭中以玉米为主食的有119户,占73.5%,
以大米为主食的有43户,占26.5%(在当地,生活

条件好的家庭以大米为主食,生活条件差的家庭以

玉米为主食);蔬菜则以土豆和白菜为主,饮食结构

单一,营养供给不足,难以满足提高身体素质之所

需。通过对当地746名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进

行调查,得知身体十分健康的占15.0%,身体健康

的占41.0%,身体一般的占28.4%,身体比较差的

占13.7%,身体很差的占1.9%。可见,当地农村人

力资源的身体素质比较差,亟需要提高。2008年,
家庭成员得了病后,有40.7%的农户家庭把“不买

药和打针,硬挺过去”作为最先选择的处理方式,而
且,其中有48个农户家庭出现过因病致(返)贫现

象,占被调查农户家庭的29.6%。当地政府需设法

提高农户家庭的纯收入,使农户家庭用在提高身体

素质上的投资增加,进而跳出“身体素质差→家庭

收入低→没钱看病→身体素质更差”这一恶性循

环。

3.农村人力资源的文化水平状况

根据调查分析得知,2008年,百里杜鹃风景名

胜区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5.2年。其中,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当中文盲、半
文盲的比例占26.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7%,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7.6%,高中文 化 程 度 的 占

5.5%,中专文化程度的占0.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

度的占0.3%。可见,当地农村人力资源的受教育程

度普遍偏低。而且,当地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接

受培训的机会很少,通过调查得知,没有接受过培训

的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占所调查人数的73.7%。
由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加

之平时接受培训的机会很少,使得16~60岁的农村

劳动力观念更新很慢,掌握外界信息特别是掌握和

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的能力不足。根据调查

分析得知,2008年,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当中根

本不了解《宪法》的占55.8%,根本不了解《农业法》
的占57.0%;当被问及“您认为应用农业新技术和

新品种的难易程度如何”时,有8.7%的16~60岁

的农村劳动力认为“很难”,认为“难”的占20.7%,
认为“比较难”的占38.4%,也即对应用农业新技术

和新品种感到有难度的占59.1%。可见,当地农村人

力资源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且这一现状严重阻碍

了当地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

4.农村人力资源的科技素质状况

当地农村人力资源在接受中小学教育期间,基
本上没有涉及种养殖及其他技能的教育。离校返乡

后,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村人力资源对科技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存在着很大困难。同时,受各种客观条

件的制约,当地农村人力资源接受相关技能培训或

教育的机会也很少。根据调查分析得知,2008年,
当地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或初

级)的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只占22.8%,接受过

中长期(或中高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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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而且,当地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当中,没
有特殊技能的占66.8%,掌握了工 业 技 能 的 占

9.4%,掌握了建筑业技能的占5.6%,掌握了服务

业技能的占4.2%,掌握了驾驶技能的占6.9%,掌
握了农业专业技术的占5.3%,掌握了其他技能的

占14%。通过访谈得知,劳动者运用这些技能的能

力尚处于初级水平,还不是很熟练,不能满足从事相

关工作的需要。

5.农村人力资源的思想观念状况

调查显示,当地农村人力资源的思想观念与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要求的新观念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一些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依然存在。主要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1)思想保守。当地不少百姓思想

陈旧、保守,小农意识比较严重,缺乏参与市场竞争

的意识、勇气和魄力。(2)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在当

地,凡是所谓婚丧嫁娶的“大事”,甚至连小孩和老人

过生日都会大操大办;一些家庭相信算命先生、风水

先生,生病后不求医问诊,而是烧香拜佛,祈求神灵

保佑。(3)法律意识有待提高。(4)“重男轻女”思想

严重。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导
致超生问题严重,越生越穷。

6.农村人力资源的结构状况

人力资源的结构包括人力资源的性别、年龄、学
历以及就业结构等。2008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

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的性别和年龄构成如表1
所示。数据表明该区农村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年
龄结构比较合理。而在学历结构方面,如前所述,当
地农村劳动力的学历结构极不合理,文盲半文盲农

村劳动力的比重过大,占26.9%,小学及以下学历

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占65.6%,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

村劳动力人数仅占6.7%。在就业结构方面,2008
年,每个农户家庭中平均拥有2.85个劳动力,其中

平均每个农户家庭有0.94个劳动力在外打工,占农

户家庭劳动力的比例为32.98%。由于当地基本上

没有乡镇企业,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绝大多数从事农

表1 2008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16~60岁

的农村劳动力的性别和年龄构成

类型 组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89 52.1
女 357 47.9

年龄

16~35岁 219 29.4
31~45岁 355 47.6
46~60岁 172 23.0

业生产,其中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占90%以上,其
余劳动力则主要从事林业和畜牧业。可见,当地农

村人力资源的就业结构也不尽合理。

  二、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人力
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加大了农村人

力资源的开发力度,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该区义务教育阶段收费全面取消,保证了农村适龄

儿童能够接受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问题;当地政府逐步

开展了一些针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农民的就业技能;当地政府积极组织当地农村

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

入。但与此同时,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人力

资源开发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

1.中小学教育状况不容乐观

虽然国家和当地教育部门加大了对当地农村中

小学的资金投入和师资队伍的补充,但当地中小学

教育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费投入依然不足。当地实施了九年义

务教育以后,学生免交学费,国家按每个小学生300
元/年、每名初中生500元/年的标准向学校划拨教

学办公经费。由于学校硬件和软件的基础薄弱,经
费的增加幅度还远没有满足为提高教学质量而增加

硬软件的需要。对办学条件更为艰苦的非公办小学

来说,学校的教学办公经费还承担着给占了“半壁江

山”的代课老师发工资的任务,经费更显不足,严重

影响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其次,师资不足,教学质量较差。近年来,每年

都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当地中小学任教,壮大师

资队伍,但当地的师资依然不足。下面以大水乡所

辖小学为例,如表2所示,在教师的构成中,公办教

师有59人,代课教师有39人,代课老师所占的比例

为39.80%;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35.71%,只
具有初中学历的占47.96%,占了近“半壁江山”。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措施,有些教

师教学积极性不高,平时上课迟到早退,课余时间不

认真备课,而是热衷于喝酒、打麻将、赌博等,导致教

学质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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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7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大水乡小学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公办教师 代课教师

教师学历构成情况

本科 大专 中专 高中 初中 其他

大水中心小学 355 24 0 1 15 4 1 3 0
箐山小学 327 6 2 0 1 4 1 2 0
炉山小学 235 4 3 1 1 0 1 4 0
鞍山小学 191 4 3 0 3 0 0 4 0
大石小学 262 3 3 0 3 0 0 3 0
大慈小学 140 3 3 0 2 0 0 4 0
高潮小学 224 8 3 0 5 2 0 4 0
营山小学 216 3 3 0 2 1 0 3 0
半坡小学 125 3 5 1 0 1 0 6 0
兴田小学 71 0 2 0 0 0 0 2 0
箐脚小学 131 1 3 0 0 1 0 3 0
平江小学 125 0 3 0 0 0 0 3 0
坪小学 97 0 6 0 0 0 0 6 0
合计 2499 59 39 3 32 13 3 47 0

  资料来源: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教育局提供。

  再次,课程设置不合理。当地中小学由于缺乏

师资等原因,课程设置上主要以语文、数学、(中学还

包括英语、物理、化学)为主,农业科技、劳动技能培

训等实用课程根本没有涉及,而初中学生毕业后大

部分没有继续升学学习深造,对他们而言,初中毕业

就要走向社会,成为劳动者。不合理的课程设置使

未来农村劳动者农业科技素质难以提高,不利于当

地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因而在中小学阶段开设农

业科技课和劳动技能课很有必要。

2.农业科技投入不足

长期以来,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经济发展水平

落后,该区几乎没有乡镇企业,只有几个小型煤矿。
经济落后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有限,有限的财政收入

致使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稀缺。
在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所辖的四个乡中,农业科技

推广人员数量十分有限。2008年,该区具有初级职

称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为20人,具有中级职称的为

4人,没有具有高级职称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平均

每千名农村劳动力拥有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数量为

0.5个。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数量不足,对农业科技

服务的力度较弱,也无法对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技能

培训。农民渴望技能培训,根据调查分析得知,2008
年,有55.7%的农村劳动力希望获得农业科技方面

的培训,28.2%的农村劳动力希望得到外出务工技

能的培训,但是科技投入不足导致对农村劳动力的

技能培训不够;而且,有高达74.1%的农村劳动力

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而且参加过技能

培训的农村劳动力仅仅获得过农作物栽培等方面的

简单培训,培训时间较少,培训内容单一,不能满足

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3.农村医疗保健事业发展滞后

通过调查分析得知,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的医

疗保健事业发展缓慢,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对农民身体素质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1)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普遍存在。在当

地,农民收入普遍偏低,很多家庭生活上虽已解决温

饱问题,但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如果家庭中没有

成员得病,生活还可以为继;如果家庭有成员得病,
就会出现有病不看、看病致(返)贫的现象。根据调

查分析得知,2007年,平均每个农户家庭用于医疗

保健的开支为1136.5元;家庭成员得了病后,有

40.7%的农户家庭把“不买药和打针,硬挺过去”作
为最先选择的处理方式;有48个农户家庭出现过因

病致(返)贫现象,占被调查农户家庭的29.6%。虽

然在当地农村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看病

可以报销,但由于报销比例不高和报销不及时,农民

“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医疗卫生条件差。2008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

医疗卫生组织分布状况数据如表3所示。该区每千

人拥有卫生院0.043个,病床数为0.31张,卫生员

0.30名。而2008年,全国农村平均每千人拥有卫

生院0.054个,病床数为1.17张,卫生员1.49名。
可见,当地乡卫生院的床位数和乡卫生院卫生人员

的数量都很少。而且,由于乡卫生院卫生人员的文

化水平、医务水平普遍偏低,加之卫生院的医疗设备

少、医疗设备老化,导致乡卫生院只能开一下药方,
看一下小病,大病则看不了、不敢看。当地每个农村

虽都有一个村级卫生室,每个卫生室有1~2名医务

人员;但卫生室里的药品数量和品种都很有限,而且

村级卫生室的医务人员基本上都是“赤脚医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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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更是偏低。(3)当地农民生理卫生的知识极

度匮乏。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民的文化水平低,掌握

生理卫生知识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计生人员

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农民对有关生育、优生以及

妇女怀孕期、哺乳期的生理保健知识的缺乏,进而影

响到育龄妇女的身体健康以及新生婴儿的身体素质。
表3 2008年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医疗卫生组织分布状况

乡镇
名称

乡卫生院

个数 床位数 卫生员人数

村级卫生医疗组织

个数 卫生员人数

大水乡 1 4 8 9 9
普底乡 1 10 7 22 22
仁和乡 1 10 6 12 16
金坡乡 1 5 7 10 25
总计 4 29 28 53 72

 资料来源: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提供。

4.农民的自我开发意识不强

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政府、社会、农民的共

同努力。农民是农村人力资源的主体,农村人力资

源的开发,需要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让农民通过

自主学习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进而提高农村人

力资源开发的效果。但是,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

民的自我开发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农民接受新知

识、新技能的主动性和紧迫感不强,参与市场竞争的

意识较弱。调查得知,有83.4%的人想过发家致富

的门路,但是由于思想保守、缺少资金、缺乏技能等

原因,并没有将致富的想法付诸实践。农民自我学

习意识差,自我开发意识不强,使农民不能主动学习

新的知识和新的技能,而只能被动掌握农业生产技

能,严重影响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速度与效果。

  三、有效开发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
农村人力资源的对策

  1.巩固和完善农村基础教育

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农
村基础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农村未来劳动力的基

本素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促

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第一,加大资金投入。在

保证义务教育经费及时下拨的前提下,当地教育部

门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学校用于购买教学

仪器设备、校园环境美化以及学校的基础设施改造

等,改善中小学教学的基本条件。第二,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针对当地中小学教师缺编的现状,百里杜

鹃风景名胜区应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纳高校毕

业生特别是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当地中小学任教,并

于其签订一定年限的工作合同,期间表现优异的,可
以在职称评定、工资待遇等方面给予倾斜,确保高校

毕业生“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在增加当地中小

学教师数量的同时,还需要努力提高他们的业务能

力和教学水平。第三,优化课程设置。结合当地实

际,农村中小学应增开农业科技和劳动技能课程,将
基础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合,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农

业科技和劳动技能知识,为今后回家务农或外出务

工打下良好基础。

2.分级分层开展农村成人教育及培训

笔者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当地中小学的场地资

源以及远程教育这一媒介资源,采取“金字塔”式的

模式分级分层地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开展农村成人教

育和培训。首先,由于当地小学以下学历的农村劳

动力占了65.6%,因此,应该针对这一部分人群重

点开展脱盲教育,如识字教学,基本的文化、医疗卫

生、法律知识的讲授等,提高这部分人群的基本文化

素质;其次,针对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普通农村劳

动力开展农业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外出务工技能等

方面的培训,使他们具有基本的农业科技素质;最
后,应该针对农村当中极少数具有一定技术特长的

人员进行强化培训,培养其成为农业生产技术骨干

和农村致富带头人。

3.加强农村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村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应该做到三

个“一批”。一是留住一批。当地政府应该提高现有

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以的工资待遇,让其安心从事农

业科技推广工作,同时应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让农

业科技推广人员有针对性地培育一批农业生产能

手,充分发挥能手的示范和带头作用。二是培养一

批。在当地农村选拔一批具有初中以上学历、有一

定的农业技术基础、具有奉献精神和干劲闯劲的青

年,由政府出资,把他们送到农业院校或者职业技术

学校进行学习或培训,把其培养成农业技术骨干,学
有所成后返乡加入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三是引进一

批。当地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吸纳高等农

业院校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农

业科技推广人员,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使他们

最大化地发挥自身优势为科技兴农服务。

4.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第一产业比重过大,
第二、三产业比重偏低,绝大多数劳动力都集中在第

一产业中的种植业,导致农村解决劳动力就业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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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限。因此,当地需要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
化农村人力资源配置。首先,要依托该区特有的杜

鹃花景观,大力发展现代旅游业。依托高校、科研院

所对杜鹃花进行品种改良,延长花期;同时,邀请园

林规划方面的专家对杜鹃花区进行整体规划和开

发,提升杜鹃花的附加值,延长旅游产业链,使旅游

业成为当地主要的创收产业。其次,要扩大辣椒、漆
树、核桃、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要积极发展

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辣椒等经济作物,提升产品附

加值,增加劳动力就业。第三,要充分挖掘少数民族

的文化内涵,大力发展具有当地少数民族特色的刺

绣等产业。

5.提升农民的自我开发意识

开发人力资源,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自我

开发意识。首先,要增强农民的教育投资意识。当

地政府应设法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意识,让
他们充分认识到对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是
回报率最高的投资。要通过政策宣讲、入户访谈等

多种方法途径改变农民对子女接受教育的忽视和冷

漠,确保农民对子女基础教育的投入,并制定激励措

施鼓励农民让子女继续学习,接受中等、高等教育。
其次,要增强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当地农民的市

场意识较弱,经济行为的随意性、短期性、从众性比

较突出。当地政府应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培养农民的风险意识、品牌意识、质量意识,掌握参

与市场竞争的本领。

6.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贯彻广覆盖、保基

本、多层次、可持续原则,加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当前,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还很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

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方式层次单一等。结合当地

实际,笔者认为促进当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应着重

做好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当地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投入,建立

覆盖面广、水平较高的最低生活标准,将当地贫困人

口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二是完善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当地政府在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覆盖面的同时,应该设法简化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看病报销程序,提高大病报销比例,使好的制度真

正落实好,最大限度地方便农民,减轻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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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conductedthequestionnairesurveyonthestatusquooftheruralhumanre-
sourceanditsdevelopmentinBaiLiAzaleaScenicSpot.Thispaperalsoanalyzedthestatusquoofthe
ruralhumanresourcesthroughquantity,physicalquality,education,qual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i-
deologicalconceptandstructureoftherurualhumanresouces.Theresultsshowedthatseveralproblems
existedintheprocessofdevelopingruralhumanresource,suchaspoorconditionsinruraleducation,in-
sufficientinvestmenton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backwarddevelopmentofruralmedicalcare
andshortofconsciousnessofself-developmentbyfarmers.Finally,itputforwardsomerelevantcounter-
measuresonhowtoeffectivelydeveloplocalruralhuman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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