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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约有60万个村民委员会，按照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计算，到今后若干年满员时，将有60
万人在岗，如按照北京一村两名的标准计算，总额就将是120万。
大学生“村官”在岗期为3年，从动态平衡来看，每年就要有20万～40万人进岗与离岗。
我们以连续十年累计，就是200万～400万人，20年为400万～800万人，30年为600万～1200万人。
这就是说，今后三十几年中，我国将可能形成一支1000万人左右，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经历过
农村工作与生活磨炼，能够能动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积极创新的大学生“村官”大军，他们将服
务在各行各业建设第一线。
从战略高度审视，大学生“村官"队伍应当成长为祖国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劲旅。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建设好大学生“村官’’队伍，概括起来需要具体做好五个环节、三个层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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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前言中央精神与政策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习近平出席全国基层党
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开通仪式综合报告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2010)学者文章重在创造大学生
下乡创业的条件大学生“村官”发展形势与时代背景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与成长平台建设大学生
“村官”的社会评价分析报告选编制度建设篇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研究关于大学生“村官”
成长成才的调查与思考从培养接班人的视角看大学生“村官”成长环境的营造大学生“村官”发展成
长的探索与实践探究大学生“村官”激励机制的建立调查研究篇对宝塔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调查
与思考让大学生“村官”真正成为建设新农村的领头人广阔天地任翱翔真情服务新农村大学生“村官
”与职业生涯设计和指导到村任职，到底谁改变了谁?大学生“村官”到底是在为谁服务经历感悟篇筑
梦者当新其利器大学生“村官”如何突破能力的瓶颈为职责尽心尽力干事业奋勇争先大学生“村官”
要在新农村建设中砥砺“五种品格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农村，大有可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青春在基层闪
光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作用加强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在希望的田野上抒写青春创业故事篇发挥大
学生“村官”优势，强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引导村民致富，促进押庄村“妇”字号经济发展普定县
大学生“村官”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案例研究自主创业辟新径变废为宝富乡民天翔奇缘从助
农发展到创业富农地方发展篇科学定位多措并举把大学生“村官”培养成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甘肃成
县大学生“村官”工作取得经验总结尉氏县大学生村干部管理调研报告湖南道县大学生“村官”创业
成才的思考大学生“村官”的现状与发展舞动青春汗撒热土网络团委：探索实现“两个全体青年”的
新途径附录附录一有感于李源潮部长为大学生“村官”指路附录二薄熙来“大学生‘村官’论”令哪
些人羞愧?附录三大学生“村官”真实生存现状调查--来自1260个乡村的实证调查附录四大学生“村官
”大事记(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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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千方百计为增强大学生“村官”创业能力创造最好条件调查表明，毕业大学生创业难度大
。
2007年零点调查公司调查，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为0.01％；2009年河北团省委调查，大学生创业成功率
为0.3 ％；2009年广东省团委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最高的浙江省，成功率为4％。
大学生“村官”资质类似于大学毕业生，直接创业的难度基本相当。
事实上，“村官”任期只有3年，因其前途未定，单独主导创业，效果有限；如果“村官”和村民共
同创立企业或组织，则有可能倾向于短、平、快项目，对项目保持长久竞争力不利。
另一方面，如果其运营良好，那么在扩大规模和升级时，继任的“村官”能否接好这支接力棒，难以
保证；如果创业失败，不仅会使村民利益受损，也会影响继任“村官”锻炼成长。
　　提高与增强创业能力是在岗阶段大学生“村官”工程建设的核心任务。
要注意正确处理好创业与创业能力提高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据以往经验，第一年或第一年的前半年，宜安排大学生“村官”熟悉村情民意，进行耐心细致地调查
研究，积累社会资源，与人民群众逐步打成一片，同时培养创业意识；第一年的后半年或第二年，在
个人熟悉农村，参加创业时机成熟情况下，可安排大学生“村官”进行具体的生产活动、产业实践与
组织管理工作，锻炼处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大创业能力锻炼的强度；第三年，根据实际发展
情况，进一步明确个人发展方向，安排进行定向实践，注意提高解决多方面问题的综合能力。
如情况较好，时机成熟，可提前安排出岗。
　　选择合适的创业项目是大学生“村官”增强创业能力的重要方面。
2010年初对现任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显示，在创业内容的意向上，31％选择养殖业创业，26％倾向
于种植业创业，239／6选择农资流通，15％选择服务业创业，15％选择商业和批发零售业，还有11％
选择其他。
此外，还有参加当地民营企业经营生产、当地合作社建设、村级产业经营管理等创业能力提高的实践
活动。
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复杂，产业经济类型多种多样，经济较发达地区可供选择的创业实践机会更多。
各地应注意结合组织部门与大学生“村官”要注意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好切人、实践性强、具有相对
独立性、稳定性、综合性的项目进行锻炼与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循序渐进，锻炼提高。
　　围绕创业能力提高中心，近期应做好以下工作：①开展大学生“村官”创业能力建设意义、创业
能力构成、如何提高创业能力问题的大讨论；②从组织管理体系、农村基层、社会各界分别努力，实
行大学生“村官”创业能力建设导师制或导师团队制；③结合地方实际与大学生“村官”本人情况，
一对一制定创业能力建设计划；④建设与使用好在岗大学生“村官”创业基金。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0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