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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有效路径探析——以杨凌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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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

举实现路径，以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

建设的重要推手，文化软实力培育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全方位推动了新农

村建设。该探索对西部乃至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借鉴和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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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民、农村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

的重中之重。而农村是“三农”问题的有效载体，新农村建设的进展程度是“三

农”问题解决的显示器。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依托自己的科技、体制、

机制优势，在新农村建设中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预期效果。该探索对西部乃

至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借鉴和示范效应。  

一、城乡和谐发展多举措，新农村建设见实效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依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并举实现路径，以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

村建设的重要推手，文化软实力培育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全方位推动了新

农村建设。  

1、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第一要务  

（1）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三农”问题解决提供产业支撑。杨凌示范区建区

前杨凌没有一个象样的企业。示范区建立后，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了示

范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目前，杨凌示范区入区注册企业已达 900 余家，其中

外商投资企业 22 家，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以上的 105 家，注册资本 1亿元以上的

4家；经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 55 家；国内上企市企业 1家，境外上市企业 3家。

先后有 1个产品获国家名牌荣誉称号。初步形成了以生物制药、绿色食品、环保

农业和农牧良种为主的产业格局。众多企业入驻示范区，既改变了示范区以往的

产业格局，又为示范区周边农民的就业提供了便利，如杨凌本香食品有限公司，

共有员工约 450 人，其中周边农民 200 人就是一例。  

（2）创新农技推广模式，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生产发

展为中心、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大力支持。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平均取得 7000 多项

农业科技成果，但成果转化率仅为 3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 20%。我国科

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仅为 4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60%~80%的水平。其原因之

一是现行农技推广体系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杨凌示范区在多年探

索的基础上，针对现有农技推广体系的弊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创新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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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家+基地+农户”等形式建立实验示范基地；以企业为龙头，探索建立的

“公司+专家+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示范带动模式，特别是自 2005 年

开始探索的既能发挥大学科研优势、又能发挥现有农技力量的“政府推动下以大

学为依托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的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已与省内外 20 多个地

市政府、企业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建立了 35 个与地方区域产业紧密结合的科

技示范基地。农业科技推广模式的创新，使农业新技术、新产品首先在杨凌推广

应用。农业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杨凌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  

（3）依托区域优势，实施“一村一品”发展模式。作为一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一村一品”，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日本大分县在发展本县经济的过

程中创造出来的。该模式建立的理念是“没有农村发展，就没有城市繁荣”。建

立的三原则是“立足本地，放眼全球”、“自主自立，开拓创新”、“培养人才”。

建立的初衷是充分挖掘或者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创造出具有地域性标志的，使当

地人引以自豪的产品或项目，并努力让自己的产品进入市场，以达到发展本地经

济，提高当地居民收入的目的。 

1997 年 7 月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立以来，针对杨凌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

施条件差，农民收入低，农村发展缓慢，城乡差别大的实际，确立了“依据市场，因地制宜，

一村一品，产业富民”的思路，充分挖掘和发挥科技优势，人文优势，传统产业优势，区位

优势，积极发展一村一品，形成了诸如上川口村的铜鼓生产、温室果蔬、名优新特杂果、苗

木花卉、良种繁育、畜牧养殖、农产品营销、运输、外贸、民俗文化、房屋出租、工农业技

工输出等 12 类特色产业，61 个各具特色的一村一品专业村，从事一村一品产业的农户达 1.5
万户，占到全区总农户的 80%。“一村一品”模式的推行，搞活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民收入。

如上川口村 2004 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 3820 元，比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2936
元高出 884 元。  
2、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推手  
杨凌示范区建立之前，杨凌没有一条象样的街道，没有红绿灯，公交车、出租车；没有一个

像样的商店和饭馆，没有超市、度假村、广场；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和病房，没有好医生，

好设备。城市基础设施甚至赶不上一般的县城。“行路难、住房难、就医难、子女上学难，

就业难，男青年择偶难”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杨凌示范区建立后，按照”功能完善、布

局合理、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的原则，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0 多亿元，建成了 40 多公

里的市政路网和水电气热通讯等配套管网，集中供热的天气热电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

垃圾处理厂和城市供热中心，以及 30 多万平方米的安居工程和 90 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房，功

能齐全的商业中心，四星级的国际会展中心，设施先进的标准高中、小学、幼儿园、水上运

动中心和高标准的医院等等，初步建成了设施较为配套，功能比较齐全的现代农科城。示范

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既为支撑科研教育和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周边新农村建设提

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  
近年来，全示范区共完成农村电网改造 148 公里，修建乡村道路 140 多公里，实现了村村通

（柏）油路，通班车，通自来水的目标。现建成生态文明村 51 个，90%以上的村庄实现了

村内街道水泥化、兴建沼气池 3000 多口，改厕、改灶 4600 户，乡乡配置了垃圾车，村村设

置了垃圾箱、垃圾台，村容村貌得到较大改观，城乡差距缩小，以城带乡，城乡共荣的发展

格局正在形成。  
3、推动科教体制改革，搭建农村文化建设平台  
杨凌示范区成立后，积极推动区内科教体制改革。1999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准，原隶属于

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的 10 家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合并组建了教育部直属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陕西省主管的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特别是由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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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等 5 家科研院所组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实现了我国教育与科研

单位的首次实质性合并。大学组建以来，外塑形象，内强素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入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建设序列，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也进入国家示范高职建设学校序列。从地理位置看，大学就处在农村之中，

是农村中的大学，离农村最近；从学校开设专业看，大多是为“三农”服务的专业，与农村联

系最紧；从地域和职业看，师生与农业、农民、农村感情最深。大学通过教授、博士等科教

服务团、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队，大手拉小手支教活动，送文化（图书）下乡，敬老院为老

人送温暖等多种形式，使周边农民深切的感受到科教人员、广大师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

科学方法和诚心诚意为农村、农业、农民办实事、做好事不图回报的赤诚之情。学校良好的

教风和学风，宽松的科学研究氛围，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师生文明得体的交往，接人待物

的行为，使他们思路开阔，观念转变，道德素质提高，并通过他们影响自己身边的人们。同

时，学校还在人、财、物等方面对文化建设给予支持。科教体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周边新

农村文化建设。目前，建成 4 所乡镇文化站和 20 个村文化活动室，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

生活。实现了村村有两委会办公室及党员活动室，近两年新建村级活动场所 28 个。村务公

开及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得到有效落实，乡村文明化程度不断提高。  
二、新农村建设应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长期过程，从杨凌示范区新农村建设实践看，关注以下几个问

题是必要的。  
1、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全国农村约有 320 万个自然村，60 多万个行政村，常住人口大约是 7.4
亿左右，占中国总人口的 58%左右，加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市

的政策，造成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基础设施落后，因此，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需要投入的资金数量巨大。从新农村建设的实际看，如村内道路一般实行“群众铺底

子，政府铺面子”的办法，一平方米道路需投资 30-38 元左右，政府补助 7 元，其余由农民

投资。再从近几年国家支农资金的实际情况看，绝对数量在增加，但比率在下降。从公平正

义、城乡统筹和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能之一计，政府应该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

体，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尽快改变目前”
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的现实。  
2、多部门参与和统筹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和国家一贯重视“三农”问题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发展观

见之实践的必然要求。为此，我国党政部门对此表示出极`大热情，积极参与。有人初步估

计，直接涉及的中央一级工作部门共 31 个单位。这些部门目前正在通过 100 项左右的“工
程”“计划”参与新农村建设。众多部门参与，表明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视，但同时也

会出现部门职责不清，职责交叉，重叠，甚至冲突，如建设部管村庄内部的道路，交通部管

村与村之间的道路建设，有些路段难以衔接。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可按中央大部制改革思路，

厘清各部门职责，减少部门，整合资源或按新农村建设的统一构想，某一方面建设由一部门

牵头，相关部门配合，整合资源，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体制优势，实现同等投入

收到更大成效之目的。  
3、政策法规对新农村建设的规范和推动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三农”问题解决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也应依法行事。随着我国社

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社会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工作方针，产业支撑

等作出了规定，是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总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生产经营体

制，粮食安全，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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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益保护，农村经济发展等作出了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发包方和承包方权利义务，

土地使用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等作出了规定。《草原法》《水法》《畜牧法》也对相关方面作

了规定。《村民委员会自治法》对村民委员会产生，权利义务，村民权利义务，与乡镇政府

关系进行了规定等。由于法律具有由国家制定、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

实施等特征，作好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贯彻实施，无疑对规范新农村建设工作，推动新农村建

设发展十分有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过程。但只要我们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

选择有效的实现路径，结合本地实际，扎实工作，“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和生态良好的社会主新农村蓝图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我国城镇化体制机制问题及若干政策建议 .新华文摘，

2008.4.26  
[2]中国商情网.1996－2007 年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均 GDP（或人均 GNI）与城市化比率  
[3]党国英.当前农村改革若干焦点问题的探讨.中国西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论文集,6~7  
[4]刘汉,翟鹏.南张楼的洋模式.http://www.chinatoday.com  
[5]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文摘,2008.9.51 
[6]我国城镇化水平接近 45%.中国剪报,2008.8.22 1  
[7]张光强. 牢记使命  继往开来  努力开创杨凌示范区建设发展新局面.在庆祝杨凌示范区成

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8]蒋建奇. 统筹城乡和谐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杨陵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办公  
室  
【作者简介】  
田义文，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