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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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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工作思路的升华和重大转变，对

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协调城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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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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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

涉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系统思路，意味着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教育、文化、医疗、

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也将获得快速发展，农村面貌将发生历史性巨变。其内涵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发展，收入增加  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前提，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农业自身

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农民收入增加有利于提高其生活

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综合发展，社会和谐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以往有

关“三农”问题的政策或措施，主要着眼于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对社会发展关注不够。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注重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

要组成部分。  

 



      管理民主，环境优美  建立在村民自治基础上的农村民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民主管理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农民的利益和需要。环境优美既包括村镇规划、住

房改造、村容整治等生活环境，也包括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  

 
      以人为本，提高素质  农民是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既是生产主体，也是利益主体。要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障农民的各种利益，其中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是解决“三农”问题

的根本所在。  

 
 
 

因地制宜，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其中大部分人居住在农牧

区，从事农牧业生产。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但与国

内外发展水平相比，农村仍是少数民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农牧业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作为

民族经济基础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广大少数民族的利益，影响着各民族的共同

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的

意义。在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把握历史机遇，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落到实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政府在总

结以往农村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十一五”期间农村工作提出的总体要求和长远目标。对农牧

业人口比重高、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它

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从广义讲，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和

乡村道路、广播电视、水电设施等，它们直接关系着农业的产出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和供给不足是制约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今后应通过多种渠道，区别轻重缓急，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牧民收入  增收减负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点，目前在取

消农业税、教育实施“两免一补”的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发展生产，扩大就业渠

道。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有利于“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财政要向农村

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居民的差距，实现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以及

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权利等方面的平等。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特点，近期应把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险

制度建设放在首位。  

 
      搞好村镇规划和布局，体现民族特色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分布和居住相

对分散，不利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使用。今后应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情况，在建设村镇时，坚持



以人为本，突出与自然和人类居住环境的和谐。在规划中应突出民族特色。  

 
      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牧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三个文明”一

起抓，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倡导健康和谐的社

会风尚。农村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要扬弃不利于民

族发展的部分，推动反映时代要求、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建设。  

 
      深化改革，完善农村管理体制  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发展和创新。近几

年，在坚持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土地的流转和适度集中试点取得了

积极的成效，在农村民主制度、产权制度及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

应该看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国内其他地区具有共性的同时，又存在着差异性，这就要

求农村管理制度的改革应符合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实际，不能“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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