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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

农村建设。胡锦涛同志指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战略快调整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业

效益、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举措，一定要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带全

局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由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了农业经营体制，有利于发展区域化布局、规

模化生产、标准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新型规模经济，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新农村建

设必须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抓手。 

  一、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生产发展是夯实建设新农村物质基础根本前提，提高劳动生产率则是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提

高劳动生产率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但是，千家万户的小规模生产，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推广

和使用。例如，小规模生产限制了大型综合性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分散的农户获取信息技术的渠道

比较狭窄，个体农户的素质使农民接受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差，资金的缺乏使农民承担使用新技术的风

险能力不强，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农民使用新技术的动力不足，等等。而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则克

服了小规模生产的种种弊端。龙头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各种科研机构，加强与科研单位的合作，加快新

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通过培训班和实地指导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应用能

力。在这方面，广西贵港扬翔饮料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使养猪业户接受现代养猪的技

术，该公司十分注重对广大农民的技术培训工作，采取举办培训班、设立技术服务网点、印发资料等

方式，开展面向农民的技术培训和上门现场技术指导服务等工作，全面提高农民的养猪技术水平，收

到了显著的效果。 

  可见，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了农业经营机制，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极大地提高了

劳动生产率，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的“生

产发展”打下了必要的体制机制基础。 

  二、农业产业化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是新农村建设的落脚点。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仅提高了农

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农民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解决了农产品“卖难”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农

业产业化经营把农业的生产空间扩大，延伸到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使广大农民除了稳定获得种植

业、养殖业的正常收入外，还可以分享到加工和服务业的部分利润，使农民增收的空间扩大，可持续



 

性也大大增强。贵港市各级龙头企业在搞好企业经营的同时，积极做好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工作。龙头

企业和基地(农户)之间通过采用订单、最低保护价收购、利润返还、技术指导、种苗扶持等不同形式

的利益联结机制，密切企业和基地(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实践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在确保农民增

收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使农民“生活宽裕”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三、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是确保新农村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

而提高农民的素质是充分发挥这一主体作用的前提。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组织形式，

更是广大农民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其它经营、管理知识的“农家课堂”，通过学习培训，培养了一

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引导农村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倡导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是促进农民提高素质的好平台。 

  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能够充分发挥帮扶作用。一般来说，经济合作组织和协会的

组织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经济能人、科技示范户和经纪人、村干部、党员以及热心村中公益事业的

人。这些人或者有充足的资金，或者有丰富的技术，或者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或者有较大的号召

力和凝聚力。他们关心村中的公益事业，乐于助困扶贫，帮助村民增收致富，是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

新型农民，对培育新农村建设要求的“乡风文明”起到了表率作用。 

  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 

  进一步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了一大批专业村、

专业屯。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在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协调下，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从本村(屯)

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市场优势出发，组成专业生产联合体，建立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一乡

一品、一村一品，逐步发展成为种植或养殖的专业村、专业屯。专业村和专业屯的农民，人均收入比

较高，人的综合素质也比较高。富裕起来的农民组织起来，通过集资、捐资等形式，统一改房、改

水、改路、改厕，极大地完善了农村的基础公共设施，使农村道路畅通，房屋整齐，饮水安全，能源

清洁，环境卫生。贵港市港南区满村屯，大力发展产业化，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基础上，实施“六

改”，即改房、改路、改水、改厕、改灶、改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容整洁”。 

  五、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基层民

主的前提。农业产业化在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

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完全是自我联合、自我服务、自我

管理，体现了农民的主体作用和地位，培养了农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

规范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序，从而有利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桂平市西山镇前进

村积极拓宽广大农民民主参政的渠道，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管理权和监督

权。同时，不断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在公开内容、公开程序、公开机制上下功夫，使村务公开经常

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如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扶贫项目款发放、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使用等

等。在管理方面，积极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组织，如成立了无核黄皮协会、花卉协会等等。通过积极

培育农村各种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完善农业经济协会结构，整合协会资源，选派能人到协会

工作，使协会在技术服务、生产环节和销售市场上分工协作，做大做强。同时，抓好对协会会员的实

用技术、生产管理知识培训，培养一批会管理、懂技术、善经营的会员致富代表，发挥龙头作用。这

 



一例子说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产生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合作组织，达到

了新农村建设中“管理民主”的要求。 

  （作者系贵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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