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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农技人员生存现状调查
核心提示

近年来，随着农村市场的快速发展，乡镇农技人员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进行了转变。然而，在转变过
程中，乡镇农技推广体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线断、网断、
人散”现象。新形势下，乡镇基层农技人员缘何会出现
这种现象？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一名乡镇农技人员的情怀
秋风轻抚着大地，农田里一派忙碌景象。一位老者迈

着沉重的步子走在田埂上，不远处几只小麻雀绕着稻田飞
来飞去，刚翻新过的农田透着泥土的清新和芬芳。眼前这
一切，对这位老者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已经在这个工作
岗位上干了30多年，几乎每块田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
位老者是登封市宣化镇农技站站长景更新。

年近六旬的他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提起自己的工
作，景更新摇摇头显出了一脸无奈。他说：“我在农技这个
岗位上工作已有30多年了，负责16个村委农技工作，每天
不管刮风下雨都要下乡去考察，给农民讲授怎样种地、配
肥、灌溉等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
跑几年，不知道还能为乡亲们服务几年。”

景更新告诉记者，从他接触这个工作以来，几乎都
没在办公室长时间待过，更别说休息日了。因为乡亲们
需要他。天天待在办公室里，不去下乡考察永远发现不
了问题，培训传授技术，为乡亲们做事，他特别高兴。

“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靠的是政策，是科技，是人的努
力，我们就是农业科技的传递者。专家不通过农技人员很
难将技术广泛传递给农民，农民不通过农技人员也很难找
到专家，为了乡亲们的利益我累点儿无所谓。”景更新说。

景更新欣慰地说：“这么多年了我还真喜欢上了农
技工作，如果有一天我跑不动了，还真有点感到孤单。”

景更新回忆说：“前年，有一个同事由于身体不好病
情很重，无奈之下只好在家养病，但他心里很不踏实，放
心不下乡亲们的农作物，拖着虚弱的身体下田指导农
民。农技人员生不得病，农民太需要我们了。真不知道
我哪天跑不动了，农民找谁给他们指导。”说到这里，景
更新显出了一脸无奈。

乡镇农技人员现状
农技人员应带领农民群众走勤劳致富的道路，为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可
现如今农技人员的作用却差强人意。

登封市农业广播电视分校校长申俊华说：“乡镇农技
人员流动性大、专业人员缺乏，自1993年后几乎来就职的
大学生都不是学农业专业的，这些不是学农技专业出身的
农技人员对农业技术一点都不了解，没法和农民进行沟
通，更别说传授经验、技术，乡镇非常缺乏专业农技人员。”

申俊华告诉记者：“去年农业局分配来了一个南京
农业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她是农业局近10年来进来的唯
一一个农业方面的大学生，可就在今年她又被调到市政
府工作了。”说到这里，申俊华校长显得很忧虑。

据登封市农业局王庆祥主任介绍，农技人员离岗自
谋职业的比较多。有些人因拿不到工资，又完不成上交
任务，被迫离岗自谋职业。其中，有一个乡镇兽医站原
有技术人员10名，现有8人离岗。某镇政府，曾经从农业
院校调入5名大中专毕业生，只有一人到农口单位上班。
其他几名学生，不愿意待在农村，都到城市找其他工作。

申俊华告诉记者说：“专业大学生不愿意来乡镇工
作，只能招那些非专业人员来填补缺口。可这些人员比
较懒散、对农业知识欠缺、年龄也比较大，好像都是在应
付工作，管理起来非常麻烦。”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王庆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事农业科技推广

的人员严重不足，这是影响农业科技推广的关键因素。
由于多次乡镇机构改革，一会儿将农业机构上划，一会
儿又将机构划归乡镇。周而复始，致使农技人员始终处
于青黄不接状态，目前从事农技推广的人员，多是以前
的老人，某镇目前农技人员年龄均在 45岁以上，年轻大
学生几乎没有。农技人员知识更新慢，因受资金等条件
制约，农技人员外出参观培训机会少，知识更新与技术
发展不能同步。”

吴鲁智，这位从事多年农技的工作者分析说：“乡镇
农技推广部门普遍存在既无钱养兵，更无钱打仗的困境
之中。如某市（县级市）农业系统 40 个事业单位，685
人，年需工资总额 208.3万元。而 1995年的经费预算总
额仅有113.9万元，只占工资总额的44.6%。工资尚无保
证，农技推广经费更无从谈起。职称评定也很难，由于
长期不干业务工作，使晋升职称相当困难，从而导致了
越是贫穷的乡镇，越需要农技人员，而农技人员却最不
愿意到这些乡镇工作。如某市（县级市）西部几个贫穷
乡镇，目前还是执行 1992年的工资套改前标准，其余部
分都作为档案工资。所以，近年来这里的各站几乎没有
增加一个大专毕业生。就是在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同
样农技人员的工资也比在县城工作的少150多元。”

农技人员如何走出困境
一位高级农艺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想把乡镇农

技工作现状彻底解决必须加强管理，以市场为导向，合
理规划，根据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以优势资源定
产业，以产业定人才，围绕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制
定乡、村短期和长期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养规划。通过
帮扶、对口支援、引进技术、有偿服务等方式为开展农村
实用技术人才培训提供平台，各个县、乡要建立农村实
用人才档案库，切实做好农村实用人才的合理利用和流
动，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到农村去
发展，特别是要选荐一大批具有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大、
中专科技人才到农村担任村干部。”

吴鲁智根据多年的农技经验告诉记者：“要大力支持
农技推广工作的同时，还要对农技人员加强管理。在土地
流转、技术支持、项目立项、资金投入等方面实行倾斜政
策，支持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各类金融机构要为农村实用
人才创业提供经济支持。依法保护农村实用人才的知识
产权和合法权益，支持他们在技术引进、培训、开发、推广
和成果转化中开展有偿服务，以此，壮大自身实力，增强发
展活力和服务能力，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应落实有关优
惠政策，积极给予扶持,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 青 文

对摊贩开放街道的正面价值
街边摆个小摊，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在现实语境中，却是一些人养

家糊口的生计所在。据媒体报道，10月19日下午，许昌市政府网发布
了城管新举措，许昌市区即日起向摊贩开放23条街道，供小商小贩名
正言顺地摆摊设点。预计首批23条道路可容纳2359个摊位，全天开
放，允许流动商户自由进入。其中，市区商户基础较好的文化路、兴华
路在23个街道之列。途经该路段的105路公交车，也将改道。

一个城市开放街道摆摊，在全国尚不多见，人们在城市所见惯的
是城管与小商小贩的对抗性博弈。制度设计的缺陷，是此种窘境的主
因。城市管理者缺乏担承责任的能力，不能以诚意、诚心包容低层劳
动者，是造成“鸡飞狗跳”、城管对小商小贩乱打乱撵的根源。

一个和谐、宜居的城市，少不了小商小贩这样的人群。提篮小
卖，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是一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城
市能够容纳众多的小商小贩，是一个城市文明的表现。给小商小贩
一个觅食的场所，就是给了他们一项衣食温饱的保障。一个城市
中，哪类人群都有他们的生存权利。小商小贩自食其力，劳动是辛
苦劳动，所得是合法所得，他们的存在证明着其他人群的宽容与善
意，他们的生存尊严也关涉到一个城市的体面与否。一位行政法专
家曾说，就公共行政上的学术理论来说，执法上也是要讲究“比例原
则”的，对于社会的底层要多些宽容。摆小摊的、做小生意的多是社
会上经济能力较差的，执法就要宽松一点儿。有些事睁只眼闭只眼
就过去了，这好过让他们没有了谋生能力而要全靠政府救助。

许昌开放23条街道供摊贩摆摊，是一个城市公共行政管理改善的
信号，所释放的是利于弱势群体利益的正面价值。如果操作得好，将
是公众之福，一个城市之福。 今 语

闫德利 一个迷情年代的错乱符号
一个名叫“闫德利”的女子在博客上自爆身

患艾滋，并公布接触过的数百名男子的手机号，
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随后，被指认的闫德利
现身称，她的名字被人假冒，发生在她身上的事

“都不是真的”。(10月18日《新京报》)
闹剧扑朔迷离，真相尚待澄清。但博客上的

若干信息与被恶搞主角的人生路径倒是有几分吻
合。“闫德利，河北容城，15岁外出打工，进京。”这
些元素已构成一面镜子，隐约呈现出一个乡下进
城女孩在这个时代中可能会因循的某种脉络。

博客闫自称是为了找到三个月前分手的情
夫，现实闫是“两年来跟一个北京人谈恋爱，已不
再工作”。“这些很可能是其前男友所为”——此人
有妻有子，闫德利与其分手，对方不满，“开车来闹
事，甚至拿出一盘光碟要当众播放。”

如 果 闫 家 所 说
的 是 真 的 ，不 难 想
象，这又是一起司空

见惯的灰色情感纠纷。打工妹 PK 一个事业
有成的家室男子，这样的故事，在一些媒体的
讲述版上不计其数。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上，你背着行囊离开了
村庄，你有杜鹃花一样美丽的脸庞，工友们都亲
切地叫你阿芳”，自开放年代伊始，一个个的打工
妹怀着各种梦想进城，想挣点钱回家，给父母治
病，供弟妹上学，最初的要求或许并不高。当然，
也想着嫁给城里人，拥有一片自己的天空。

外面的花花绿绿虽让人迷茫，“机油也许可以
弄脏工作服，却改变不了纯洁的心灵”，打工妹写
下过一曲曲动人的歌声。当财富越来越多，诱惑
越来越多，选择也越来越多，迷失也渐渐越来越
多，工厂、商店不再是唯一的去处，歌厅，舞厅，娱
乐城里的委身，让“坐台”、“二奶”与某些打工妹开

始主动或被迫纠结，由此引出爱恨情仇一串串。
“嫁给一个北京人，是女儿的理想。”能够掬

一把城里的月光，也不只是闫家阿妹的追求。
不愿奋斗，不愿化蛹成蝶，“当了女婿”换来的还
算高尚，当了情夫或情妇换来的都不以为耻。

附在“闫德利”身上的剧情或许都是假的，
但其隐喻的某类打工妹的错乱之路未必就不是
真的，“闫德利”其实是一个迷情年代的错乱符
号，浮现的也是某些男人的无耻以及社会一角
飘出的叹息。

“闫德利”或是受害者，纯属虚构，但难保不
会有“王德利”、“李德利”正在经历着一场人生
劫难。诚然，对“闫德利”可以不炒作，不关注，
但这个博客出现的本身，不能不引人思考，那些
没有方向的生活方式，或比“艾滋”病毒更让人
可怕，需要阻截其蔓延传播。还“闫德利”清白
容易，还原社会的纯净，消除“艾滋女”的土壤却
并非易事。 余人月

日光浴晒的是什么
早就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在很

多方面看来都是走在风气之先的，包括生
活习惯与相对宽容的心态。最新的例证如
下：某日，有某外籍人士在上海某小区的草
坪上晒上了日光浴，旁边还有一位身穿比
基尼的女士同晒。接到业主投诉后，保安
与当地居委会轮番上阵劝说，终于把两位
劝了回去。

有业主投诉与最终被劝回去了怎还能
说是宽容？很简单，即使在劝说的时候，小
区其他业主也并未围观，而且在事后很多
业主都表示可以接受。想当年群众的眼睛
可是能够杀人的，而现在大家做看上去很
正常状，自然算是宽容得很了。至于说个
别业主投诉以及保安、居委会出头，也是要
容许个人有其他的生活态度，都视而不见
未免也就说不上价值多元与宽容了。

这件事让人觉得有意义的地方，倒还
真不在于法律是否有所谓裸露程度的相关
规定。您看，电视上一说选美必有的环节
就是泳装展示，而且都是在公共电视台上，
并无所谓分级的制度。既然在大众传播领

域是可以的，在小区里上演一下“真人秀”
似乎也并不算意外之举。

这事儿最好玩的地方应该是体现了某
种隐喻。虽然现在居委会的职能与人员构
成远非当年“小脚侦缉队”可比，但始终还
是作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而存在着，并且
还是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其中的一个作
用就是端正世风。

碰到这种场面，当然是居委会出马比
较合适。鉴于其介于正规的执法机构与民
间团体之间的地位，在这方面多少有些优
先权。因为真要是有请警方出面，必然就
会谈到法律问题嘛。而居委会尚有道德监
护的不成文责任，出面还是恰当的。

这也正好反映出一个现象：在很多情
况下，代表表面上旧有的主流的道德意识
其实已经边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与
宽容的态度早就超前于它们。居委会走在
前面的现实，就构成了我们生活中最常见
的某种冲突的样式，即在公共化的话语空
间当中，还是由这些居委会与类似于居委
会的机构管理，但实际上社会思潮与生活
习惯、文化转换的暗流早就冲开了口子。

所以，那位外籍人士被记者问到“若再
被阻止怎么办”时说：“就不理呗。”这也是
很多时候，基层管理的写照。 五岳散人

本土一些人的冷漠“病症”，让
外邦人士看不下去了。近日，一组
来自中国的照片引起了日本媒体
和公众的广泛关注。照片中，一条
受伤的小狗躺在马路中央，它的同
伴向过往的行人“求助”但无人理
会，有行人甚至掏出手机拍照……
许多日本人在看了照片后称中国
人的袖手旁观反映出他们“没有爱
心”。（10月16日《国际先驱导报》）

爱心是一种恩泽，于己而言，爱
心本身能带来恩泽，它还是推及他
人的恩泽。当冷漠成为一种“病
症”，爱心便不再存在。在生活当
中，几乎每个人都感受过冷漠所散
发的寒冷。每个人都不喜欢冷漠的
气味，但却有许多人自觉地销蚀着
作为人的主体性，成为冷漠的载体。

应当说，本土的文化基因里就
有冷漠的基因。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是这种基因，少管闲事亦是冷漠
的基因。冷漠，不是人天生所具有
的。冷漠，像学会一样东西那样，
是可以学会的。当慨叹好人难当，
又不再想当好人的时候，冷漠就学

到手了。当有人对跌倒的老人不
去搀扶，不去帮助，当人们在公交
车上对艰难的孕妇视而不见，不给
让座，冷漠就是学到家了。当然，
产生冷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有时热心帮人，却帮出了负面价
值，是挺让人心寒，但即使是这样，
也不能成为人性冷漠的理由。

冷漠感和麻木感是一对兄
弟。冷漠的人对人与事是麻木的，
麻木的人往往也很冷漠。当冷漠
和麻木成为人们身上的一个明显
符号，不但会对一条受伤的小狗不
加理会，就是对需要救助的人亦会
毫无反应。人心隔着肚皮，人心的
冷漠就藏在一些人肚皮的里面，在
遇到事儿的时候，这种冷漠才会显
露无遗。“没有爱心”不是没有根据
的指斥，而是存在着的显著事实。

爱心是人的恒久忍耐，爱心是
人的恩慈，爱心是人不求自己的益
处。没有爱心，人就失去了生活的
依据。冷漠的社会是可怕的社会，
道德麻木的社会是没有人的尊严
感的社会。 伊文

潜规则重重 职称已成中国之“累”
任职期年度考核表、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证书、民主测评汇总表、送审代表作原件……厦门市某重点
中学初三语文教师刘飞（化名）最近瘦了不少，为了参评“中
一职称”，他已经“奋战”了半个多月。“最麻烦的是一学年的
教案，全部要手写！”刘飞现在每天抄写教案就要熬到晚上十
一点多，连备课都顾不上了。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开始了。为了评职称，有人疲于奔
命，有人拉关系找人情，有人憋着不评职称，却无法得到公平待
遇。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互动百
科进行的一项千人调查显示，54.6％的人赞成取消职称评审。

教师成为最受职称之“累”的职业
哪些职业最受职称评审之“累”？调查中“教师”排在首

位，73.2％的人选择此项。紧随其后的是“医生”（64.6％）。
接下来还有：学者（41.4％）、工程师（37.5％）、作家（34.2％）、
技术人员（32.1％）、媒体从业者（26.5％）等。

“评审团到底怎么衡量我们的水平？通过论文还是看谁
把教案抄得更工整？”刘飞现在只能把疑问搁在一边，老老实
实准备。活生生的教训摆在眼前：有个历史老师，教课的班
中考成绩每年都是第一名，可他的职称评审就没过关，因为
论文不够，学校一点办法都没有。

调查中，76.5％的人意识到目前职称的最大问题是，职称
评审制度不能反映人的实际能力；74.2％的人指出，职称评审
造成寻租、作假、腐败现象严重；65.7％的人表示，名额分配中
潜规则重重，拉关系等现象层出不穷。

职称评审甚至催生了一个“论文代理”产业：承诺可以在
权威期刊上发表，甚至可以代写论文，这些都是明码标价。
记者以普通客户的名义致电一家论文代理公司，负责人徐某
表示，如果是普通杂志，发表费用 600~1000元。但现在杂志
版面都排到 12月了，要着急发，只能多交钱，一篇加急费是
400~500元，保证发出来。“我们是和杂志社长期合作的，省级
的、国家级的都有，核心期刊也有。”

徐某强调：“肯定查不出来。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做，从
来没有被查出问题。”每天都有很多老师、医生、国家机关人
员找过来，他们都是需要评职称的。以中小学老师最多，大
学教师主要联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如果按照现在的体制，林巧稚都评不上
教授职称”

对愈演愈烈的论文代理现象，一些高校已有所应对。
广东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副会长、广东商学院董福荣教授
告诉记者，广东不少高校都列出了自己认可刊物的名单，
一般都比较有公信力。还有一些杂志则上了“黑名单”，不
管评什么职称，看到这些杂志就不会通过，因为肯定是花
钱买来的。

“堵住花钱发论文的路子，也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董
教授指出，“职称评定表面上会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
示，但这仅仅是形式而已，实质上是教育行政部门把持着评
审的全过程，或者说教育的行政权力在起着主导作用，因此，
不可避免就会产生寻租和腐败。”

董教授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课题基本上被有
权、有名的人垄断了。特别是一些重大招标课题和各个省里
的课题，有的是因人而设，有的是没有任何前期成果也没有
科学论证，就能拿到课题。而职称评审和各种课题是互为因
果的，评上职称就意味着有权力可以寻租，能寻租就能搞到
课题，搞课题又是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条件。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困难的还不是出成果，而是找不
到关系。除非科研成果特别突出的那几个人。长期以来，这

种现象已经让人们感到司空见惯。”他说。
调查中 63.3％的人表示，人们为职称耗尽心力，不利于

出真正的成果。
“如果按照现在的体制，林巧稚都评不上教授职称，因为她

也没发表几篇文章。可如果整天操心职称，她也做不成名医。”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说，大家都很反感这
种职称评定。“医生又要做临床又要做研究，怎么可能呢？现在
全职去做研究时间都不够，明显削弱了医生的功能。”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学术咨询中心主任甄源泰指出，职
称评审原本是一项需要社会各界分工合作的管理工程，如今
变成“一锅粥”。由政府主导评议，为体现“社会公平”，势必
突破用人单位的界限，将鉴定工作标准作大范围的、甚至是
跨行业的横向比较。这样一来，诸如学历、学位、外语水平、
权威报纸杂志发表的论文等容易被统一标准的“硬指标”，就
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单位业绩、实际能力、工作态度等不好统
一标准的“软指标”，自然挤不上职称评议的台面。

64.2％的人赞同“职称评定应该真正体
现业务能力”

调查中，43.7％的人希望职称评审不要“一刀切”，应从各
行业的专业特点改革职称评定体制；54.8％的人表示，职称评
审不要行政化色彩太浓，不要和岗位、待遇等挂钩。

“大家都挤破头去评职称，说到底还是为了利益。评上
才能聘上，工资才会跟着上。很多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职称都是基本条件。”刘飞说。

陕西一家民企人资部负责人陈博，最近报考了“中级人
力资源管理师”，上培训班时他发现几位国企人事处老员工，
都快退休了，还在拼职称，就是为了有更好的退休待遇。

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吴春
波提出，从根本上解决职称问题，必须反思几个最基本的、也
是常识性的问题：建立职称制度的基本目的是什么？现行职
称制度设计的根本缺陷是什么？他指出，问题不在于指标，
指标只是评价工具。如果少了现在的这些指标，换一些“德
能勤绩”，职称评定会更腐败。

究竟该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人才？调查中，“业务能力和
成果”成为首选指标，90.5％的人对此表示认同。41.8％的人
认为是“理论水平”，选择“考试分数”的占27.9％，还有15.4％
的人选择了“英语或计算机等技能”。

调查中，64.2％的人赞同职称评定应该真正体现业务能
力；52.8％的人表示可以考虑引入市场化的评价体系。

甄源泰指出，职称问题不完全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一个
负责任的、有经济实力的用人单位，必然会用客观标准来要
求人才。而现在一些国企等用人单位，没有要用能人的压
力，变成了想给谁就给谁，这跟市场基本规律不相符。

“为了职称评定，浪费了多少本应全心投入工作的精力
啊？”刘飞说，现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住房等福
利待遇完全同职称挂钩，跟工作效率、工作成绩毫无关系，这
无疑会挫伤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职称，已成中国之‘累’。我
希望取消职称评审制度，重新建立一套社会和业内都认可的
职称评价标准，真正使职称反映实际能力。”

甄源泰却表示，每个人都有社会身份，根据社会身份分
配各种利益，职称是社会身份的主要标准。在这一点没有改
变之前，职称就不可能取消。因为这是对整个社会体制的一
种适应。单单废除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以局部改革来完善
职称管理体制，完全行不通。

调查中，53.7％的人认为需重新建立一套社会和业内认
可的评价标准；但也有 45.2％的人表示，目前还找不到合适
的评价标准取代职称。 据《中国青年报》

基层农技人员在田间开展调研活动（资料图片）

国家发改委指出，地方政府负债超5万亿和城投债发行规模的空前上涨或引
发信用风险和偿还风险。数据显示，城投债在今年前8个月发行量已占到过去4
年发行总量的一半以上。地方官员为升迁搞政绩工程，造成地方政府寅吃卯粮，难
道中国的地方政府没有像外国的地方政府那样有破产之虞吗？ 焦海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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