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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纵横码输入法 提高农民计算机应用水平 

北京市昌平区教委职成科    郭连生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计算机作为信息化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我们学习、工作

乃至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熟练运用计算机知识，是检验我们的学

习能力、工作效率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常说说：不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不会应用

计算机就是未来的文盲。由此可见，现代信息技术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推广和普及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能势在必行。小平同志曾提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几年来，特别是“十一五”期间，现代信息技术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得到广泛普及，青少年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得到普遍提升。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与任务，如何完成报告中提出的“培育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是各级政府的重

要职责与任务。据 2008年末统计，全国总人口 13.28亿，其中农村人口 7.2亿，占总人口的 54.3%。

在农民中推广和普及现代信息技术知识任重道远。 

昌平区区域面积 1343.5平方公里，辖 15个镇、2 个街道办事处，按照《北京城市发展总体

规划》，昌平作为重点建设的 11 个新城之一，承载着分散中心城区人口的功能，随着回龙观和

天通苑居住区的投入使用，推进了城市化进程。目前我区实际居住人口达到 150 万，户籍人口

为 51.2万人，户籍人口中仍有超过 50%的农业人口。 

几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把提高居民素质作为重点工作内容，通过实施全民素质提高工程、

新农村建设工程等具体落实。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区教委把提高农民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和水平，纳入农民培训的重要日程。现就以推广纵横码输入法为切入点，不断提高农民的计算

机应用水平做如下汇报，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高度重视，把农民计算机培训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 

昌平区委、区政府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培养新型农民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 

一是建设村农民成人学校计算机教室。2007年区政府投入 660万元，为 66个新农村建设试

点村成人学校，配备了拥有 10台电脑的计算机教室。同时，在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为新农村

建设整体推进村成人学校装备了计算机教室。到目前为止，我区拥有 10台以上计算机的村成人

学校达到 92个。为提高农民的信息化水平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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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设农民教育大讲堂。2008 年，我区在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开设了以法律法规知识、文

明礼仪、健康知识等培训内容的农民教育大讲堂，并把计算机知识作为重要培训内容之一，共

投入 270万元，培训农民 4470人。 

三是开展农民计算机应用技能培训。今年，在认真总结农民教育大讲堂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2009年启动农民计算机应用技能培训，并将 66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农民计算机培训列入区政府

为民办实事项目，其重点培训内容就是推广横码汉字输入法，提高农民运用计算机的基本技能。 

二、采取措施，确保培训工作取得实效 

昌平区横码汉字输入法的培训始于 2005年，当时新农村建设刚刚起步，昌平职业学校结合

新农村建设在部分镇、村开始了免费培训，由于基础实施、硬件配备以及农民的认识水平等方

面的局限，培训工作面临了诸多困难。“万事开头难”，当年只有 200 名参加培训的职业学校学

生取得了“达标证书”，但尽管如此，为我们今后开展培训奠定了基础。 

2009年，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农民计算机应用培训，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由政府买单、

区教委具体负责组织实施。为确保培训工作取得实效，我们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深入调研，把握需求。今年 3 月，为做好农民计算机基础技能培训工作，区教委召开

镇（街）主管领导、培训单位和部分农民代表座谈会，对培训工作开展基础调研。各培训单位

深入到培训的村和农民家中，深入了解农民对信息化和计算机技能的了解和掌握情况，并形成

了调研报告。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目前，计算机在农村家庭拥有率不足 20%，农村劳动力

35-55 岁的妇女居多，90%以上的人员不了解计算机知识，不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通过调研，

增强了我们纵横码汉字输入法培训工作的信心，我们深刻认识到，学会基本的汉字录入方法，

是农民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前提，是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基础，更是提高农民素质，推进新农村

建设的保障。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广大农民朋友渴望学习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对掌握计算机

运用技能有需求，为推广培训奠定了基础。 

（2）广泛宣传，营造氛围。计算机技能培训在我区的农村大规模开展必定是首次，如何得

到广大农民的认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点课题。我们深知，认可意味着参与，没人参与，

再好的项目也是“零”。对此，我们通过创建学习型城区、农民教育大讲堂、科普知识宣传栏、

印发画册等形式，广泛宣传信息化和计算机基本技能知识，通过通俗易懂的画面和语言，提高

广大农民的认识，激发参与培训的热情。 

（3）全面分析，制定方案。根据培训对象的实际，我们确定了六步训练法的培训工作方案，

即：一是课件演示，让学员通过课件直观了解纵横码输入法的特点，激发学习兴趣；二是指法

训练，正确掌握小键盘的指法操作；三是笔形训练，牢记“四句口诀”， 熟练处理笔形与口诀



 3 

之间的关系；四是单字取码，掌握取码规则；五是词组录入，熟练掌握二字词、三字词到多字

词的取码规则；六是章节操作，基于以上训练基础，突出循序渐进、由简渐繁的原则，提高参

训人员的操作水平。 

（4）强化师资，确保质量。师资队伍建设是培训工作的基础，为保证农民纵横码汉字输入法

培训工作取得成效，我们注重加强了培训师资的培训。一是系统总结近四年来培训工作，积累

经验，二是选派骨干力量参加市级培训，拓宽视野；三是坚持研训一体，确保实效。 

（5）精心组织，提高成效。培训工作的组织是提高培训实效的前提和基础，纵横码汉字输入

法的培训，为农民兄弟了解现代信息技术知识、掌握计算机技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确保培

训取得实效，在培训工作上，我们采取了以下工作策略：一是扩大参与，调动农民参训者的自

觉性；二是培优带动，通过优秀学员的表现带动培训者参训的主动性；三是竞赛拉动，9 月 12

日，我区举办了“新农杯”纵横码汉字输入法技能大赛，带动了昌平区农民学习和掌握计算机

应用知识的热情和渴望。 

三、及时总结成效不断加强纵横码推广力度： 

1. 求真务实 不走过场 

2009年 4月我们开始在 66个新农村试点村，开展农民纵横码汉字输入法培训工作。在培训

中我们本着求真务实，不走过场的原则，半年来已培训村民 1267人次，每个参加培训的村民都

基本掌握了“纵横码汉字输入”方法。到目前为止已有 11人获得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教育考试

院颁发的计算机纵横码汉字录入“优秀证书”，337 人获得计算机纵横码汉字录入“合格证书”

（标准：优秀 50字以上/分钟，合格 15字以上/分钟）。其他村民汉字录入也在 10字/分钟左右，

目前测试工作还在进行中。 

由于纵横码汉字输入法，简便易学，使很多村民经过一周的系统培训和本人刻苦练习，就

从“一窍不通”的“电脑盲”，成了基本掌握计算机操作的“爱好者”，从而丰富了生活内容，

提高了工作效率。 

旧县村委会工作人员展顺，男，60 岁。一直原来都是自己手写一些合同、通知等材料，再

让别人帮助打印，学习了纵横码汉字输入法之后，就可以自己打印了。现在基本上每分钟可达

到 30至 40字，展老高兴的说：“纵横输入法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我也能用计算机打字、上网

了，给我带来了无穷乐趣。” 

北邵洼村委会会计刘秀娥，女，53 岁。由于拼音不熟悉，工作中又需要计算机进行网上上

报数据。以前遇到汉字录入都是找人帮助完成，自从参加纵横汉字输入法之后，她完全独立完

成录入工作，运用纵横汉字输入法编辑文件，打印报表，大大提高了财务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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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邵洼村学员刘春梅，女，36 岁，个体经营户，有家庭计算机，但是由于不会汉字输入，

一直不动计算机，自参加纵横输码输入法培训之后，勤学苦练，成为骨干学员，现在已达到每

分钟 60字左右。可以随时上网了解一些信息，为经营提供帮助。 

2. 以点带面 全面推进新型农民培育工作 

农民计算机基础知识培训工作的成功开展，调动了村民学习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区新型农

民培养工作的全面展开。 

在积极开展农民纵横码汉字输入法的同时。2009年我们在 52个文明生态村和 24个整体推

进村继续开展了“农民教育大讲堂”培训工作。到目前为止共开设了农业科技知识、法律知识、

环保知识、文明礼仪、村民道德、营养配餐、健康知识、手工艺制作等 10个内容的培训，培训

村民 5600人次。通过培训极大提高了村民的整体素质，受到了镇、村两级领导的肯定。 

在北京市教科院职成教育研究所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在兴寿、百善、阳坊、崔村开设了

“农民骨干师资”培训班，到目前为止共培训农民骨干 120 人。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为将来新

农村农民培训工作起到带头、组织、传授自身技能等作用，目前此项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效

果待来年才能显现。 

随着昌平区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加快，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日益增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经

济合作组织必须加强财务管理。于是，我们在市农广校的大力支持下，以兴寿镇成人学校为中

心开办了农民财会中专培训班，目前共招收学员 197 名。毕业后即有会计证书又有中专证书。

为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培养财会人员。 

为了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2009 年我们在马池口镇开办了仓库管理、计算机软件

应用农民培训班，在流村镇开办了家政服务培训班，在兴寿、百善、长陵、南口等镇开办了烹

饪、民俗旅游、手工编织等农民培训班。到目前共培训农民 450 人，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打

下了技能基础。 

总之，在新型农民培育工作中，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其他兄弟区县相比还

存在很大差距，由于我们“纵横码汉字输入法”培训工作系统培训比较晚，村民学习成绩还很

不理想。我们的培训工作还受到设备、培训经费、师资不足等因素的困扰。但是我们有信心不

断总结成果与经验，把推广纵横码工作作为一个“提高农民应用计算机水平”使农民进入信息

时代的重要抓手，把新农村建设、农民大讲堂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