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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 ,说明了农业循环经济原则是指导新农村建设的理念, 然后论述了发展农业循环经
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最后阐明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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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 the main constructing contents of newsocialist rural were proposed inthe article and that agricultural circulation economy’s principle
was ani dea of guidance inthe construction of newrural was analogised .And then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circulation economy
was come up with. Lastly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irculation was the inevitable ch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rural was ex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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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 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四位一体的内容 , 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综合概念。它不仅

涵盖了以往我国政府在处理城乡关系、解决“三农”问题方面

的政策内容 , 而且是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 提高农民生

活水平和农村自我发展能力, 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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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形成新农民、新社区、新组织、新设施、新风貌为目标, 以加强

农村道路、水电、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农村教育、卫生

等社会事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村综合建设计划。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和新农村建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能

体现国家在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方面的重大战略方针 , 是这

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农业循环经济是农业发展理念的问题 ,

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 , 环境问题和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全

球发展的焦点问题。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 尽管它对国民

经济GDP 的贡献份额大幅度下降, 但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

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作用程度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传统农

业生产一方面对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 另一方面, 资

源的利用效率比较低。基于减量化、资源化和再利用为原则

的农业循环经济主要通过减少农业生态系统有毒有害物质

的进入、农业生产非目标性产品的资源化利用 , 根据生态系

统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按照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

环的原理建立资源多级利用模式, 以此提高资源的利用效

率, 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历史及关系中可以看出, 农业生产

的指导理念、生产手段、生产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推动农业生

产效率的提高, 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道路、房屋、桥

梁、科技、教育、文化和娱乐等基础设施和精神文明建设。农

业循环经济原则是指导新农村建设的理念, 是新农村建设中农

业资源高效利用、环境保护和农产品清洁生产的基础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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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 .1  农业循环经济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虽然农业

循环经济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名词, 但在发展农业循环

经济方面 , 我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生态专家王如松指

出:“循环经济是中国人创造的, 我国具有7 000 余年发展历

史的传统农业就是一种典型的循环经济。”他的论述表明, 国

内具有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良好基础, 在中国农村与城郊发

展农业循环经济大有作为。

2 .2  发展循环经济是加快我国城郊融合的需要 在我国城

市化进程中 , 尽快实现城郊融合,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发生了

历史性的巨变, 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 农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受城区经济飞速发展的影响, 郊区经济结

构大部分已实现由第一产业为主向二、三产业为主转变。但

是,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 与农争地的矛盾将越来越突

出。土地的使用和土地的收益问题已成为“三农”问题的新

热点, 尤其是农民失地失业问题日益严峻, 农村社会保障制

度不健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以循环经济为理念, 从统筹城乡协

调发展的高度, 通过优化生产要素,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合理

利用土地资源, 延长产业链, 增加就业岗位, 发展生态农业。

2 .3 农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改善需要发展

循环经济 近年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

度。但是,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

的同时, 存在着严重的高能耗、高物耗和对环境的高污染问

题。由于多年来片面地追求实物产出量和经济效益, 带来的

消极面是农业生态环境、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已严重制

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要改善修复这种脆弱的生态环境 , 必须积极走循环型生

态农业、生态城市之路, 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农业体系方面 ,

要求以“绿色种植”和“有机种植”为主, 推广使用有机肥、生

物杀虫技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

盾, 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促进区域内经济与生态的协

调发展 , 逐渐走向生态文明,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 .4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 按照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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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目标 , 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未来的20 年里再翻2 番 ,

然而按照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 能源、资源和环境都无

法支撑这一目标的实现。为此必须寻找新的发展思路 , 开发

资源与能源利用率高的发展模式。而循环经济的核心就是

节能降耗, 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与能源。因此, 我国政府以

循环经济作为发展的基本国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农业循环经济是以农业资源循环利用为途径, 以保护环

境, 节约资源、能源为重点 , 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为

原则, 把农业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农业资源—农产品—再

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的生产模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促

进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 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3 .1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为新农村建设夯实经济基础

3 .1 .1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有

利于农业生产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 加快农业产业结

构的调整, 提升农村的生产方式 ,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促进农

业生产发展。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求农业生产的现代化, 实

现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 , 进而增加农民

收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求农业生产的生态化, 提倡资源

的多级循环利用和适度的外部投入, 农产品产量和质量都会

有极大的提高, 既保护了生态环境, 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3 .1 .2 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农业循环经济要求农

业生产是产业化的生产 , 形成一个良性运转的“产业链”或

“产业网”。这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人才资源配置效率, 增

加了农民就业机会。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还扩大了劳动密

集型的园艺、畜牧、农产品加工等优势产业的规模, 可以吸纳

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

3 .1 .3 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 就必须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观念和生产方式, 对传统农

业进行改造, 推进产业的生态转型, 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走各种模式的循环链式发展之路,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绿色

农业、观光农业, 带动相应的加工业、旅游业的发展。通过发

展农业循环经济, 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永续利用, 以实现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 .2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3 .2 .1  可以有效保护和利用农业资源。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有利于农业资源的保护, 它按照“无害化、低排放、零破坏、高

效益、可持续、环境美”的思路, 统筹规划农业各产业发展, 为

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提供坚实基础。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能

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优化农业投入结构, 进一步保护耕地

等自然资源 ;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在农业生产中推行清洁生

产, 避免了耕地污染、土壤质量下降, 促进资源的永续利用。

3 .2 .2  可以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按

照循环经济的再循环原则对农业和农村生态系统的物质流

向实行综合治理, 对农村土、水、种、肥、药等各种生产要素进

行统筹考虑 , 深度利用农村种植业、养殖业产生的废弃物和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城市工业及乡镇企业产生的废弃物 , 化害

为利, 变废为宝, 使农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3 .2 .3  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业循环经济将农业

系统内部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将农业及相关产业生产

的产品或废弃物通过交换而相互衔接, 延长了农业生态产业

链, 并形成了协同发展的产业链。这个链条首先从经济利益

上将单个的农民联系起来, 进而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

系和沟通渠道, 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为新农村建设中

的民主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

要求,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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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质奖励和通报表扬 ; 而对于不负责任的治安联防人员,

要给予批评教育。

3 .4  适当的法制宣传与治安防范技能教育相结合  各村、

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 , 如召开村组干部、职工、群众

大会 , 广播、标语口号、横幅等多种方式宣传法制与治安防

范的重要性。孙本文说 :“好的宣传并不是人类社会控制他

人思想行为的唯一方法。在不必采取宣传时 , 固宜采取教

育方法。”[ 4] 各级党员、干部要深入群众, 做好农村社区治安

防范技能教育工作 , 培养群众的治安防范责任意识、科技创

安意识和联防意识 , 以保证群防群治的治安联防工作顺利

进行 , 形成“人人管治安 , 个个得平安”的浓厚氛围。

治安联防点建设由点到面, 形成治安防范网络 , 以科技

创安和联防措施为主线 , 发动群众, 开展社会治安群防群治

工作 , 努力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以保证农村社区治安状

况稳定好转。治安联防点的建设是党和政府对农村社区治

安建设高度重视的结果 , 其创新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对

其他农村社区治安建设有学习和借鉴作用。治安联防点建

设深化了党群干群关系 , 稳定了农村社区的治安状况 , 为进

一步实现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打下了法治基础 , 对于构建“法

制社区、和谐社区”乃至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作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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