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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三农”问题是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业基础地位

较弱，农村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较落后，这一国情现实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今年是实施“十五”规划的最后一

年，也是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我们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认真谋划“三农”发展的

大计，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  

 

  我省已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  

 

  广东省较快、较好和率先解决“三农”问题，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经过25年来的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我省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目前全省GDP总量已达1.6万亿元，

人均GDP折合为2500美元，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达2000亿元。产业结构逐步向高级化和重型化方向

转化，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二三产业占了经济的大部分，城市化进程加快，目前城市

人口比重近四成；市场经济日益完善，要素市场进一步发育；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法治水平不断提

高，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稳步发展。这表明我省现代化进程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具

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改革，我省农村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2004年呈现新的亮点，粮食生

产保持稳定，农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实现农业增加值1262亿元，增长4.2%；农民收入实现较

快增长，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366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是6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县域经济发

展步伐加快，全省67个县全年实现生产总值4098亿元，增长11.7%；农村教育、卫生、文化、扶贫

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快。这表明农村现代化进程加速，对工业、城市发展提出了反哺的要求。我省一

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创造和积累了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经

验。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农村发展的不利因素和存在问题。从我省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处在全

国前列，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收入增幅慢和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较突出，农村教育、卫

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大大落后于城市。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6年的2.56：l扩大为

2004年的3.06：1，珠江三角洲人均GDP相当于两翼的5倍和山区的7.4倍。这种城乡差距大的状况若

不尽快扭转，不仅严重制约全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

现，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对“三农”发展既要充满信心，积极主动，抢抓机遇；又要正视问题，实事求是，

科学决策，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  

 

  从实际出发，制定我省农业农村“十一五”发展的新思路  

 

  一是在指导方针上，要改变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

农民”的“三重三轻”传统观念，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全局意识。  

 

  二是在基本思路上，要扭转局限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惯性，确立通过综合



办法解决问题的系统观念。真正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总体部署，既要挖掘农业内

部潜力，调整结构增加效益，又要突破农业局限，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村富余

劳动力寻找出路，增加非农业收入；既要在农村发展和改革上下功夫，更要跳出农村圈子来解决农

村问题，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大开放力度，从根

本上为农村、农业注入新的活力。  

 

  三是在发展路径上，要消除把“三农”工作停留在口头上的畏难情绪，确立以规范化、制度

化、法律化、科学化从根本上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维。  

 

  着力提高农业农村综合生产能力  

 

  我们要抓住当前全党上下统一认识、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有利时机，坚持“多予、少取、

放活”的方针，以增加农民收入水平和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着力提高农业农村综合生产能力，增

加投入、深化改革、加强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三农”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  

 

  ——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才能保持农业的强大生命力。要围绕农民

增收这个主题，大力发展效益农业，搞好农业内部“三化”：推广育种良法，实现种养良种化；围

绕花卉、水产品、名优岭南水果等优势农产品产业，以加工流通组织为龙头，发展一批区域化、专

业化程度高的农产品产业带，实现生产规模化；面向市场拓展加工流通，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实现

营销市场化。  

 

  ——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是保证农业、农村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

要抓好农田基本建设；抓好全省水利防灾减灾建设；抓好农业物质装备能力建设，加快推进农业机

械化；抓好农业科技创新；抓好农村各类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大力推进农村“三化”进程。推进农村“三化”进程是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力度的具体体现，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距，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永葆农业农村发展旺

盛生机的重大举措。一是要从实际出发逐步推进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发展农产品

加工和资源型工业，增强工业促进农业、带动农业的能力。二是抓好城乡规划，完善中心城镇建设

和农村市政建设，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三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大力度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

组织发展，提高农民市场化、组织化程度，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增强其带动农户、开拓市场、争创

效益的实力；创新经营管理和农户联结机制，形成强大的龙头企业群体；不断改革完善农村合作经

济组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商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开拓市场

能力。  

 

  ——大力深化农村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加快市场化步伐，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

制。要立足改革增动力，创新机制促发展。一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落实“一免三改革”工作(乡

镇免征农业税，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县镇财政体制改革)。二是因地制宜、从

实际出发，抓好县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建立高效的农村服务体系。三是抓好农村信用社改

革工作，努力解决农民缺资金、难贷款的问题，把农信社建设成为服务“三农”、支持县域经济发

展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四是抓好全省供销系统的改革，焕发新的活力，使其成为农产品流通、农用

物质供销、技术服务的重要渠道。建设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劳务市场、农产品批发市

场体系；加快开通整车运输鲜活农产品的“绿色通道”，保证农产品运销畅顺；促进城乡要素和产

品的流动。  

 

  ——大力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谐广东，实现富裕安康，关键在农村，必须加快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推动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要增加财政对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搞好农村

环境保护和市政建设，解决环境脏乱差问题，建设农民新居和新农村；加强公共管理，强化农产品

质量管理、乡镇企业生产安全管理、土地使用管理；加大扶贫力度，重点解决农村“一保五难”问

题(“一保”是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做到“应保尽保”，“五难”是农村住房难、读书难、

吃水难、行路难、看病难问题)，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同时解决好农民就业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妥善做好土地开发工作，依法维护农民利益。要切实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



步的成果，安居乐业。  

 

  ——大力加强领导。各级领导要进一步提高对“三农”工作积极性的认识，切实做好“三农”

工作。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要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夯实执

政基础；提高农村管理干部的素质，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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