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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干世界，变幻无穷，但有一点是永恒的：那就是民以食为天。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衣食永远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为改善人民生活，党和政府基于我国国情，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
战略，千方百计地为人民谋福祉。
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农业战线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世世代代困扰人们
的温饱问题，已经较好地得到解决：实现小康目标，也正指日可待。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旨在促进农业
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快农村改革的步伐，这标志着党和政府又把“三农”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优先
发展的课题，从而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在外国，不少国家也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建设农村、改善农民生活
的方针政策。
其中，有不少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例如，日本的“一村一品”，韩国的“一社一村”，荷兰和德国的合作社组织，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的
农民教育，美国和加拿大的农业机械化、信息化和科技兴农，荷兰和巴西的环保措施，等等，各有千
秋，别具一格。
若遵循“洋为中用”的方针予以借鉴和参考，对我们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将是很有意义的。
    鉴此，笔者参阅了大量资料，并根据自己所闻所见，编写了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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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春光，北京作家协会会员，1945年生，山东鄄城人。
1969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曾做过翻译、人事干部、劳动人事部处长，劳动部外事司副司长
兼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劳动科学院副院长兼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研究员。
曾著有《中国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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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日本“三农”多亮点  ·农业生产备受重视  ·积极调整作物结构  ·重视农业科技创新  ·全面推行放
心食品  ·集约化水平相当高  ·加速信息化建设  ·农业人口高龄化  ·新农村建设有成效  ·农村工业
比比皆是  ·农协的作用更加明显  ·令人瞩目的“一村一品”  ·兼职农户越来越多  ·大兴农业观光
旅游  ·农民生活颇自在以色列“三农”创奇迹  ·令人赞叹的以色列农业  ·正确的农业政策及相关措
施  ·先进的科研成果和技术推广  ·别具一格的以色列农村  ·农村组织结构在变化　·以色列农民挺
幸福　·农民乐于“自我充电”　·农民善于交际　·农民的文体活动和其他爱好韩国“三农”赶先
进  ·政府高度重视农业  ·注重农业科学研究  ·加强农业教育  ·发展环保型农业  ·卓有成效的“新
村运动”  ·别开生面的“一社一村”  ·受人注目的农业协会  ·多方便民的科技网络  ·农民种田无
后顾之忧  ·农民生活舒适方便  ·农民老龄化日趋严重  ·新农民正在出现印度“三农”正崛起  ·农
业今非昔比  ·“四色革命"见效  ·因地布局农业生产  ·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注重科研成果  ·农村
综合发展计划见效  ·农业合作社惠及各家  ·开展计算机革命  ·逐步解决“如厕难”  ·农村社会保
障英国“三农”现“后劲”德国“三农”享盛誉法国“三农”喜与忧荷兰“三农”多“第一”巴西“
三农”甲一方美国“三农”也“超级”加拿大“三农”有潜力澳大利亚重“三农”埃及“三农”今胜
昔后记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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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就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
理系统，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贮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又开发了农业技术情报网络系统，借助公众电话网、专用通讯网、无线寻呼网，
把大容量处理计算机和大型数据库系统、互联网网络系统、气象情报系统、温室无人管理系统、个人
计算机用户等联结起来。
同时，政府十分重视农村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不惜以发放补贴的形式来鼓励农户购买电脑。
　　日本富山县山田村，坐落在著名的富士山脚下，它就是日本最先出现的电脑村。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村428户家庭以及村委会、中小学就有了电脑，村里还有了自己的网页。
　　在电脑村初建阶段，由于村民对电脑了解不多，认识不足，也曾有过一些风言风语，说什么买计
算机还不如买些割草机。
但为时不久，大家便彻底改变了观念。
后来，家家都用上了可视电话，还为老年人建立了健康保健站。
由于自家的电脑与可视电话相连，老人给亲友打电话，电脑屏幕上会出现对方的面庞；健康检测数据
传到保健站的电脑上，那儿的医生就会给予保健指导。
　　有了电脑，缩短了山田村和世界各地的距离。
如今，村民们不但用电脑来科学务农，还把村里的旅游资源对外宣传，进一步振兴旅游业，增加更多
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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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外“三农”面面观》掌握国际农业动态，适应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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