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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实践及其经验分析——以靖

边县红墩界镇尔德井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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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尔德井村把生态建设、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商贸业及农村能源

建设组合成一个产前产后、投入产出相互依存转化，无废物、再利用的循环产业

链,取得了生态与经济共赢的良好效益。创立了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式，在西北风沙区具有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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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省山川秀美办公室、省水保局为了探索全省山川秀美水保生态环

境建设的新路子，在榆林市靖边县海则滩成立了治沙示范基地。并把与该基地相

邻的红墩界镇及其尔德井村作为治沙基地首批辐射带动的镇、村。确立了发展生

态型农业循环经济，建设风沙区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新农村示范村。靖边县抢

抓机遇，充分利用省市定点支持的条件，超前谋划，高点起步，倾斜政策，加大

投入，积极落实各项配套政策，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尔德井村经济、社会和生态

建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实践证明，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型新农村建设之路，

完全符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念，为我国西北地区风沙区的生态环

境治理与新农村建设探索出了一条极具推广意义的新路。  

  尔德井村创立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是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模式。它是

运用循环经济原理和生态系统“闭路控制”原理，将生态环境建设，种植业，养

殖业，加工业，商贸业以及农村能源建设组合成一个互为前提和基础，产前产后，

投入产出互相依存和转化，无废物、再利用的大循环产业链环，谋求生态与经济

的内循环，良循环，实现生态环境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共生双赢目标。  

  一、尔德井村的六个新景象  

尔德井村距县城 32 公里[1]，全村辖 11 个村小组，257 户，1247 人。总土地面

积 21 平方公里，耕地 3100 亩，人均 2.5 亩，林地 1700 亩，草地 6200 亩（其中

水地种草 2000 亩），属于靖边北部典型的风沙区，自然条件恶劣，2003 年前人

均纯收入只有 900 元，是个环境卫生脏乱，民居条件破败的贫困村。经过三年的

建设（至 2006 年） ，社会经济和生态成效显著，出现 6个新景象。  

  一是生态环境实现新变化。他们采取“大封禁，小治理”的思路，实施山、

水、林、草、景、田、园、路、村、镇“十位一体”的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治理

面积达 1000 多亩，营造三北四期防护林 2800 亩，建成侧柏基地 2000 亩，栽白

皮柳 1万株。并对 1.12 万亩林地进行了全面补植和封禁治理，人工种草 6200

亩，使植被迅速恢复，覆盖率达到 58％。  

  二是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实现新突破。2003 年以来，共投入资金 650 万元。

其中争取国家项目资金 300 万元，群众自筹 350 万元，几年来，共打机井 130

眼，购置变压器 35 台，架高压线 10 公里，低压线 40 公里，实施农业综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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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3000 亩，造地工程 310 亩，修自来水厂 3处，新修硬化村组道路 10 公里，

实施 1000 亩农田自动喷灌节水装置。实现了通水，电，路，电话和有线电视的

“五通”。  

  三是生产方式实现新转变。以万丰泉小组为试点，积极探索农业生态循环经

济发展模式。为 17 户农民每户建成一个“一池三改”沼气池，即沼气池加改厕、

圈、灶。为 10 户农民安装了太阳能、风能并联发动机。形成以沼气为纽带的“粮

（草）—畜—沼—加工—商贸”完整的产业链。即通过发展粮食和草产业，为畜

牧业创造条件；通过畜牧业转化优质牧草、作物秸秆和剩余粮食而实现鲜肉、奶、

羊皮加工增值；再反哺种植业。利用牲畜粪便发展沼气，解决农村能源；沼液沼

渣还田又为种植业提供有机肥料，同时又解决人畜粪便污染环境问题。这就是生

态农业循环经济，它使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四是农民收入实现新跨越。尔德井村以“草，畜，薯”作为三大产业。羊子存栏由 2000 只

发展到 2005 年的 6000 只。2003 年万丰泉机砖厂破土动工，83 天建成，年产 1200 万块砖，

不但解决了本村小组居民住房用砖问题。而且带动其他三个村小组于 2006 年联营合建年产

2000 万的砖厂一处。2004 年尔德井村人均收入达到 2100 元，其中万丰泉小组农民收入达

3600 元。2005 年万丰泉村小组，人均收入可达 1 万元。  
  五是村容村貌呈现新亮点。该村以万丰泉自然村为试点，把改善农民人居条件，整治村

容村貌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来抓,它是让农民能看得见的，可以学习的榜样，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目前万丰泉自然村 17 户农民每户都兴建了一栋“欧式”别墅式双层住宅楼，每栋 220 平

米，人均 50 平米（以每户 4 人计）。街道绿树青青，丝柳垂拂，街道的主路面为水泥路面，

通户路是极具中国明清风格的青砖路。万丰泉自然村彻底告别了世代居住简陋土窑的历史，

也彻底告别了脏、乱、差、穷的生活方式，过上了让城里普通人也难企及的现代田园加别墅

式的文明生活，真正成为长城沿线风沙区一颗亮丽的明珠。  
  六是社会事业实现新发展。生态改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伴之而来的是村风的改善

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村委会修建了中心小学，98％的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修建

了村委会办公室、文化站、科技馆、卫生所、兽医站。加之“通电、通讯、通电视”后，外部

现代科技文化的信息扑面而来和“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全面开

展，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讲文明，破陋习，树新风逐渐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  
  二、尔德井村的主要经验  
  尔德井村是省市县共建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型新农村的典型，在其建设之初（2003 年），

中央还没有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明确理念。但现在看来尔德井建设的思路和模式，完全符合中

央的决策，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方向，符合新农村的建设要求，且创造了一种适应中国北

部长城沿线风沙区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型新农村的建设模式，是超前的，科学的，具有开局

性，创造性的意义。因此，该典型受到省市县各方面的重视，多次在这里召开现场会，他们

的建设经验和以后努力的方向，也被各级政府不断进行理论升华。这里，仅引用原省水土保

持局局长周万龙的“八个坚持”和原榆林市委周一波书记“七点值得重视”作以概括。   
  周万龙认为尔德井村的示范建设三年内取得如此巨大成效，是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做到了

“八个坚持”：  
  第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真正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

的终极目标，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二，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发展生态新产业，转变生产新方式，夯实新农村建设

的物质基础。  
  第三，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通过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靠和调动农民自主

创业积极性。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建设主体，也是直接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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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坚持超前谋划，高点起步。——以战略眼光，超前思维，超前规划；在建设过程

中，可以量力而行，分步实施。不做低水平反复拆建的事。  
  第五，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发展。——制定了《总体规划》，8 个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和 32 个项目实施方案，把生态建设，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融为一个系统工程，一张建设

蓝图。 
第六，坚持树立样板，狠抓典型。——抓出了万丰泉自然村这个亮点，让农民学有样子，奔

有盼头，干有劲头，榜样的示范效应，比千万句说教更为有力。  
  第七，坚持依靠科技，提高效益。——大力开展农耕思想、种子和耕作制度的“三大革

命”，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  
  第八，坚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市、县成立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市县主要领导

和主管县长深入现场，协调领导。各级干部带领群众，真抓实干搞好这一经典工程。  
  周一波书记对尔德井村示范区的建设总结了“七点值得重视和今后要发扬光大”的经验。

一是靠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指针。二是农民群众是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力量。三是科学规划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前提。四是加快发

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一要务。五是选准发展路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环

节。六是改善条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程。七是加强基层组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根本保证。  
  两位领导都以精辟的哲理性语言概括了尔德井示范村的成功经验昭示的以科学发展观

为统领，在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基础上，依靠科学技术和发挥农民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规律。  
  三、几点建议  
1、关于建设统万城—尔德井—古柳区旅游区的建议  
在靖边县境内，有匈奴民族政权大夏王朝故都统万城遗址。尔德井村距统万城遗址不过 10
余公里，一个呈现的是 1400 年前大夏王朝的雄风犹在，一个呈现的是 21 世纪现代大漠人用

现代生态理念和循环经济的科学手段创建的现代化新农村奇迹。一条柳丝夹道的公路连通了

这历史的时空隧道的两头，形成一个对比如此鲜明而又浑然融为一体的大漠风光游览景区。

此一景区内统万城遗址区大有历史文化遗产的文章可作，乃至可以开发成作为奴匈民族政权

唯一故都史博物馆，或北部大漠电影城之类的文化产业大手笔。而尔德井村示范区的田园别

墅群式的民居风情区可以作为与统万城遗址历史文化区相呼应相补充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加

之与尔德井距离 5 公里的千年古柳区，有隽秀、雄奇、空灵、怪异、千姿百态的古柳二、三

百株，更是文人墨客吟之不尽，画之不竭的永恒主题。这一兼历史人文与自然生态风光为一

体的旅游景区应该成为我省北部红色加绿色旅游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成为榆林市和

靖边县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2、应大力宣传和推广尔德井村生态建设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经验  
在该市“以工兴农”整体思路的基础上，推动榆林北部风沙区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的财政支持条件下，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的思路，实施项目带动、产业

推动战略，建立符合风沙区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循环型，环境友好型的成区

连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群落。  
3、应大力宣传陕北尤其是榆林北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成就 
榆林北部地区（包括榆阳，神木，靖边，定边等北六县），经过几代人半个世纪的奋斗，尤

其是自 1999 年退耕还林（草），封山（沙）禁牧以来，防风治沙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旅行

者或考察者一路走来，远眺横亘天边的沙梁，已经染上青青的黛色，近看道旁的沙丘、沙包，

被一墩墩的沙蓬，沙蒿，沙打旺，柠条等宜沙草灌紧紧抓住，昔日的满目荒沙代之以满目绿

色。由旱柳和小叶杨组成的田间林带更是以小叶杨的深碧和旱柳的嫩绿交辉相映，色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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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绚丽。车行其中，人在车上，满眼晃过的是不尽绿色。虽然也还有沙丘露头，但更有林

间草间的良田万顷，种植着榆林的“粮、薯、杂”特优品种。这一带的林草植被覆盖率在 43—60
％之间（市农、林局及县上的统计数据不尽统一）。给人的感觉是至少不低于 50％。然而，

陕北生态治理的成绩宣传不够，在许多东部学者的眼里（他们并不曾来过）和心里，陕北就

是风沙肆虐的黄土高原和大沙漠的代名词，是华北沙尘暴的沙源。对生态环境治理持悲观态

度，甚至是否定态度。陕北整体生态的改进和尔德井村新典型的出现，有力地说明了尽管整

个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修复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甚至不能排除无法根治之说，但只要理念正

确，尊重规律，科学运行，我们是可以顺天势，应人事，借助大自然的自我恢复之力，做我

们顺应规律之事，整体遏制，局部治理。治好一处是一处，建好一村是一村。经过几代人的

努力，一个天蓝地绿水青山秀的新榆林、新陕北、新西部必定是会逐渐变成现实的。   
让我们用一首改造过的信天游表达我们对尔德井，对靖边县，对榆林市的不尽敬意和良好祝

愿：“唱不完的信天游，喝不醉的泸河酒，看不尽的满眼绿，吟不够的塞上柳！  
 
[注释]  
本文所引资料数据均来自 2006 年榆林市和靖边县为陕西省政府参事室调研组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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