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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表示要持续全面推动乡村

振兴。扎实推进农村生产、人才、文明、生态、组织振

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莱州市想要进一步发展，离

不开人民，离不开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乡村振兴背景

下，也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的带领来振兴乡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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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挑大梁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从人口

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维度设计

调查问卷，深入全面的分析莱州市农村人口素质的整体

水平，在丰富完善农村人口素质理论成果得同时，对于

认识农村演变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于莱州市而言，准确分析

莱州市农村人口素质状况更有利于促进其经济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农村人口随着身体素质的提高，不断接触新

事物，提高了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经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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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继续全力推动乡村振兴，逐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促进农业与农

业现代化。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策略之一，要开展好乡村振兴人才的项目，首先就要培养新兴职业农民，以提高农

村的人口素质能力，从而吸纳更多的人力资源投入农村发展中。为及时掌握与分析莱州市农村人口素质的发展状况，

以减轻并避免农村因人口素质的分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促进农村区域人口的平衡发展，通过问卷调查法对莱州市

农村人口素质进行模糊综合评价，进而为提高莱州市农村人口身体素质水平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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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0th report highlights the continued full-scal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system, mechanism, and policy framework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alent revitalization is one of the strateg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 is essential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projects aimed 

at enhancing rural talent. One of the initial steps is to cultivate emerging professional farmers to enhance the human capital 

and capabilities in rural areas, thereby attracting more human resourc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To timely grasp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population quality in rural areas of Laizhou City, with the goal of alleviating and preventing 

social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opulation quality in rural areas and promot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this paper employ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fuzzy evaluation of the 

population quality in rural areas of Laizhou City. Subsequently, the paper provides scientifically soun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physical fitness level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in Lai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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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可持续发展出一份力。

一、研究综述

1. 人口素质的内涵及外延

大部分研究中都涉及身体素质这一维度。张爱莲等

人从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三方面进

行指标体系的构建，但未涉及思想道德素质方面。而衣

艳芳则是分成了四个方面，在身体、心理、文化以及道

德素质四方面，更是强调了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的重要

程度远高于身体和文化素质，并初步探讨了人口素质的

重要制约因素。马芒等人主要从农村人口的文化、经营

管理、思想道德和身体素质几个方面对安徽省农村人口

的整体素质进行分析。

2. 人口素质研究方法研究综述

在评价方法上，学者们使用了多种主客观方法。运

用因子分析法的张小平和郭斌，确定了四个与人口素质

密切相关的因子，计算因子得分，得出人口综合评价指

数。屈云龙则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省的人口素质水平

进行计算与评价。武洁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还运用聚

类分析法研究中国 30 个省份（不包括西藏）的人口素质

差异。

3. 人口素质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人口质量也被引入到适

度人口研究中。舒尔茨认为，相对于人口数量，人口质

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此外，人口结构、人口分布

以及人口的消费能力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同时，

经济发展也会对人口的就业结构、分布、质量水平等产

生反作用。

王维国利用因子分析法和协调分析方法分析人口素

质和经济系统运行的关系，得出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人口素质

提高的速度的结论。包芳探析了社会性别对人口素质的

影响，认为男女并无优劣之分，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差

异。耿修林在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描述体系的基础上，

测评我国人口素质变动的状况，探究经济发展因素影响

人口素质的变量。

二、现状及存在问题

本研究以山东省莱州市农村居住的农民等为研究对

象，以农村人口素质为主题，分别从人口身体素质、科

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维度进行问卷的设计与

调查。问卷回收共 305 份，其中有效 286 份，占回收问卷

的 93.8％，根据问卷调查分析问题。

人口素质指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人口构成和组合状

况所显示的不同社会特性和影响力，包括身体素质、科

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道德素质。人口素质的三个方面之

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自然要求和

社会物质基础，而科学文明素质和思想文化道德品质则

是人口素质好坏的主要标准。科学精神品质与思想道德

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而身体素

质的提高，也为培养科学技术精神品质和思想道德品行

创造良好的环境。

1. 身体素质

莱州素来被称为“长寿之乡”，农村人口平均寿命较

长，除了区域饮食习俗的影响，逐渐向好的经济社会水

平、医疗改革方案的出台等原因也会延长农村人口平均

寿命。与此同时，莱州市农村人口寿命的长短也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体质、遗传和生活水平的影响。随着以后医

疗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提升，可以预见

莱州农村人口身体素质仍有较高的发展潜力，农村人口

平均寿命会不断提升。

随着经济发展，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上

学工作，并且随着经济压力增大，更多的年轻人拒绝结

婚拒绝生二胎，导致新生儿的出生率降低。村里长寿的

老人也逐年增多，人口少子老龄化严重，社会赡养负担

加重，劳动人口减少，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死亡率也

呈上升趋势。死亡率高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老年人的幸

福感指数不高，在医疗方面，缺乏完善的医疗设施和普

及的医疗保险给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一定的保障；在

文化生活方面，缺少使老年人生活丰富多彩的村镇老年

人活动场所。

医疗卫生方面是每个区域的重中之重，人生老病死

都需要与医院医疗卫生挂钩，好的医疗环境在一定程度

上能增加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各方

面的发展，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与市区

相比，还需要不断完善，医疗队伍也需要不断的壮大，

致力于提高农村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

2. 科学文化素质

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几年莱州市农村平均受教育年

限不断增加，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度较高，人们的受教育

意识较强，家庭条件也能够保障青少年完整的上学年限。

这与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和支持力度也息息相关。但仍然

存在初中生辍学的现象存在，除了个人教育意识的问题，

父母的素质教育和学校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农村考上大学、研究生的学生越来越多，但

中等学历和高等学历发展不够充分，高等学历的发展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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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努力，还需要加以重视。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不断的

人才输出，尤其是高等教育人才。高等教育人才不仅能

够提高每千人拥有大学（大专）以上学历的综合得分，

而且能通过其所学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

展。要在持续保证九年义务教育优势的同时注重保证中

高等学历人口的均衡发展。农村大学生和研究生增多的

同时也面临着人才外流的威胁。农村发展相较于市区和

大城市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完善，就业机会较少，与

此同时政府政策不对应，大学生出走的推力大于拉力，

所以人才流失比较严重。

莱州市农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文化支出较少，农村兴

趣班的缺乏导致农村孩子从小学到高中的兴趣班支出较

少。相对于市区家庭来说，农村不仅仅是教育基础设施

的缺乏，更重要的是意识的不重视，以解决温饱为目标，

未追求精神上的愉悦。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缺乏带动作

用，导致农村学生在课外教育中不占优势，在与市区学

生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莱州市农村人口文化素质

的不足之处需要予以重视。

莱州市农村文盲人口较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能够达到

识字的水平。与此同时逐渐丰富的乡村文化生活的对于

文盲率的提高也有促进作用，莱州市农村持续改善农

民文化生活环境使文盲率在已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

降低。

3. 思想道德素质

经济社会不断向好发展，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也逐

渐得到满足，幸福感增强。学校的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提

高思想素质。莱州市农村人口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发展势

头良好，居民安居乐业，政府反腐倡廉宣传到位这些因

素都能够降低犯罪率。但 21 世纪以来，诈骗，传销、网

络犯罪等大幅增长，尤其诈骗，是近些年来，数量增长

较多的一类案件，在保证降低普通犯罪的同时，也需要

在此方面制定政策防患于未然。

三、建议及优化路径

1. 降低出生缺陷，提高人口素质

想要提高莱州市农村的人口素质就要从源头抓起，

减少先天性病残儿的出生率，保证人口质量。首先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水平加大普及

推广，从而利用科技提高生育水平，做到优生优育。重

视观念潜移默化和网络宣传工作，提高妇女的生育健康

意识，发挥网络媒体的正向宣传作用，从源头制止。妇

联要加强婚前、孕前和孕期三个过程的全程保健服务工

作，组织县乡镇按时对女性以及孕期妇女进行免费的医

学检查，逐步建立免费生育制度，提高人口素质。第二，

人口素质的提高离不开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乡村振兴更

重视新农村的建设，健康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

逐步产生健康的生活理念，家家户户随着文化素质的提

高更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从而形成一个美好的农村居

住环境，实现乡风文明的目标，为人口素质的提高提供

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大财政投入和

技术支持，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也要重视优育和计生服

务的完善。

2. 保障老年人生活，积极应对养老压力

二十大报告指出，把维护人民身体健康摆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完善民生保健促进政策，优化人

口发展战略。莱州市农村的老年人口逐年增多，社会养

老压力增大，政府应完善养老基础设施，建设老年活动

公园等公益性的老年场所，充盈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增

强老人的幸福感。建设公益性为主的养老院，为无儿女

赡养或者患重大疾病的老人提供优质的晚年生活。大力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形成

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一条龙。

3. 保持义务教育普及优势，鼓励接受高等教育

与人口素质最直接挂钩的就是教育，教育投入力度

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人口综合素质的高低。

莱州市农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体现出其重视九年

义务教育的发展，应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的

优势，合理配置区域的教育资源，适当的向教育基础设

施落后、教育人员欠缺、教育投入经费不足的地区倾斜，

制定相应的补助政策。

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促进教育公平。政

府在提高对教育投入和重视观念的同时，需要建立财政

性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制定相关的规定来规范政府

投入行为，保证教育财政的准确投入，因地制宜，防止

墨守成规，随着莱州市的发展而实时变化进行调整。给

予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方面一定的倾斜，资金奖励、称号

奖励等，确保比例对科技与文化、教育进行投入，增加

人均科技费用支出，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事业的服务体

系，合理均衡配置区域间公共教育资源。

4. 大力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提高人口身体素质水平

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规范民营医

院发展。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

和社区，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将老百姓最关注得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提上日程，确保群众有最基本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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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民性得医保，人人享有；同时尽可能将更多符合

条件得老百姓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优化卫生资源

配置，向医疗条件薄弱的地方施以援手，加大补助补贴，

使人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形成村区医疗网；大力发展

卫生医疗基设施，提高卫生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加强

软实力和硬实力。

5. 净化社会环境，降低犯罪率

民族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准的提高受到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建设的影响，开展中和治理工作，进一步提高人

民的素质教育。净化周围社会环境，加强管理，创造一

个不利于犯罪的环境，排除邪恶思想的侵蚀，比如多布

置摄像头、多安排警力、缩小巡逻间隔时间。对于违法

犯罪坚持长期严厉打击，宣扬见义勇为、好人好事的社

会风尚，保护好人、惩治坏人，切实有效地保护人们的

权利和健康。政府也应在全社会开展教育普法，特别是

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把法学教育和青少年教育有

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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