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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粮→馒头、窝窝等类的熟食

泔水 ┈┈┈┈ → 刷锅水

格蔫 → 枯萎：地里的棒

子苗都～了。⑵因失水而变

得不新鲜

骨朵儿 ┈┈┈┈ → 花蕾

褂衩儿 ┈┈ → 短袖上衣

逛游 → 散步，悠闲地走

滚热 ┈┈ → ( 水 ) 非常

热，又是也说“滚烫热”。

夹板子 ┈┈ → 木制农

具，夹在驴骡等牲畜脖子的

两侧，并用粗绳连接要拉动

的农具。与【套】类似。

去年中央 1 号文件指出：要

“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

才，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

培训。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

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

力度，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

管理水平。”今年中央 1 号文件再次

强调：要“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的教育培训

力度。”加快培养现代新型职业农民

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

所谓现代新型职业农民，是指

与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要

求相适应的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的人员。深刻理解其内涵，应注意

把握四点：一是农民，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活动；二是职业化，专门从

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三是新型，

不同于以往农户经营情况下的农民

概念，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要求相适

应；四是现代，不同于传统农业范

畴内的农民概念，与推进新型农业

产业化、现代化要求相适应。按照

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具体从事的

实际工作，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可以

细分为农业经营人员、农业管理人

员、农业服务人员、农民种养能

手、农业科技人员、农机作业人

员、农业营销人员等。

加快培养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对

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非常重大

的意义。首先，现代农业是建立在

专业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

加快培养现代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

农业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客

观要求；其次，适度规模经营是新

型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加

快培养现代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农

业规模化种养的内在需要；第三，

提高农业管理水平是提高农业综合

素质和经济效益的基本保证，加快

培育现代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农业

企业化管理的根本选择；第四，没

有高素质的经营者、管理者和生产

者，就不可能合理配置、有效利用

各方面的资源条件，加快培养现代

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农业集约化经

营的有效途径；第五，构建现代新

型农业产业体系是推进新型农业现

代化的重要任务，加快培育现代新

型职业农民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开发

的重要举措。第六，推进新型农业

现代化必须坚持科学决策，加快培

养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经

营人员素质，是促进农业科学化发

展的关键措施。概而言之，没有大

批合格的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就难

以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规

模化、企业化、集约化、产业化，

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

代化。加快培养现代新型职业农民

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围绕培养

“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现

代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必须采取一

些列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重点要

在健全“四个机制”上狠下工夫：

下转 C3 版

加快培养现代新型职业农民
本报特约评论员 谢存海

东阿大桥镇老年大学里，老人们在打太极拳。 张萌 摄

办学头三年，四处借场地； 2011 年，政府出钱盖楼

东阿大桥镇老年大学的故事
于秀萍，东阿大桥镇张山村的

农民，她是大桥镇老年大学的首批

大学生。上了岁数，于秀萍告别了

农田耕作，闲了下来，但她闲不

住，总想找点事做。从小于秀萍就

爱好文艺， 2008 年 7 月 1 日，大桥

镇老年大学成立，大学开设了很多

文艺课程，听到信儿，她立马报了

名。

在农村，很多像于秀萍一样的

老人，或爱好文艺、或喜欢书法，

老年大学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今年 7 月 1 日，大桥镇老年大

学将迎来 6 周年校庆。 6 年来，老

人们在这里学习，陶冶了情操； 6

年来，老年大学丰富了农村老人的

文化生活。

“老年大学发展到现在，不容

易。”东阿大桥镇老年大学校长张

长亮说。

老人自娱自乐

还能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现年 74 岁的张长亮以前是一

位美术教师，退休后，张长亮萌生

了办老年大学的想法。

“农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农

村老人越来越需求文化生活，这是

我办学的想法。”张长亮说。
6 年来，每周一天的课，抖空

竹、书法、绘画、太极拳、健身广

场舞、相声、小品……位于乡镇的

大桥镇老年大学所开设的课程全

面，满足了老人不同的需求，丰富

了老人的文化生活。

不需要大型乐器伴奏，语言风

趣幽默，表演诙谐动人。快板书的

这些特点吸引了于秀萍，成为了她

在老年大学的“主修专业”。

经过多年的学习，于秀萍的快

板打得越来越好，成为了当地的草

根明星。

于秀萍的快板涵盖了农村生活

的各个方面。接触快板后，于秀萍

就处处留心，注意观察每一个有用

的词汇。她平时笔和纸从不离身，

每当看到自己感觉有用的新词汇，

都会认真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

上，这些日常积累成为了她创作快

板的主要素材。

在老年大学学习，打快板，于

秀萍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每次表

演，听到观众的掌声，她都无比自

豪骄傲。

像于秀萍一样，老年大学生成

为了当地文艺活动的活跃分子。

现在，老年大学成立了 12 支

文艺表演队，这些文艺表演队经常

深入农户村庄、田间地头，义务为

农民演出，老人们在自娱自乐的同

时也极大丰富了当地的精神文化生

活，展现了老年人们“老有所学、

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的绚丽风采。

搬了十次

找到稳定教学场所

现在，大桥镇老年大学在校生

有 50 多人，每周五上课的时候，

还有很多老人来“蹭课”，能为老

人们提供一个学习娱乐的场所，张

长亮十分高兴，但是作为一个校

长，张长亮的压力却也不小。

“大学搬了十次了，以前都是

这里呆一阵，哪里呆一阵。”张长

亮说。 2011 年以前，大桥镇老年大

学一直没有固定的校址。
2008 年，老年大学成立在一所

幼儿园里，幼儿园开学后，老年大学

搬进了一家养老院，随后的那几年，

老年大学先后在多个小学内办学。

“一直是在借地方，镇里和村

里帮忙给协调，借给我们地方的单

位也挺支持。”张长亮说。

虽然没有固定的教学地点，老

年大学的课一直没有耽误，“但终

归是不方便，办学条件也不好。”

张长亮说。

“老年教育是一个良心工程，

不能将老年教育仅仅定义为‘进学

校’，而是要致力于为老年人创造

更丰富的学习、活动机会，为老年

人创造更好的条件，实现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东阿县大桥镇党

委书记宋强说。
2010 年 5 月，大桥镇投资 200

余万元建起了占地 15 亩、建筑面

积 9 0 0 平方米的高标准综合文化

站、老年大学，配备了大型的 LD

显示屏、电脑、投影仪，建立多媒

体培训室、图书阅览室、文化资源

共享室、棋牌室、书画室、多功能

排练厅等活动区域。东阿大桥镇老

年大学终于有了固定的校址。

相关链接：
日前，《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修订草案)》正式公开征求

意见，《草案》首次规定，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把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

育体系，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投入，

支持社会办好各类老年学校，鼓励

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发展

老年教育。

本报记者 张中民 通讯员 张萌

欢迎加入《农村大众
聊城新闻》QQ 群：616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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