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以重庆市忠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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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重庆市忠县新农村建设试点的示范研究 ,探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规律 , 并在分析建设示范点的基础上 , 探讨
了在观念、实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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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is article ,the experi ment i nthe construction of newrural in Zhong County of Chongqi ng was researched . The connotations and the rules of
newsocialist countryside were discussed . The insufficiency and the i mprovement measures inthe idea andi mplementationof newsocialist countryside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experi ment site . Some realistic experiences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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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及忠县农村社会经济状况

1 .1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  根据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精神, 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主要目的是统筹城乡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最终

实现共同富裕。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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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实推进新农

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包括6 大方面 : ①发展现代农

业; ②增加农民收入; ③改善农村面貌; ④培养新型农民; ⑤

增加农民和农村投入; ⑥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1 .2  忠县农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2006 年元月对忠县初定

的新农村建设重点村进行调研 , 其基本情况: 共调查11 个乡

镇, 45 村,303 社,31010 户 ,110 537 人。其中单家独户居住的

占调查总户数的24 .3 % ,2 ～3 户院落居住的占30 .8 % ,4 户

以上院落居住的占 44 .9 % , 居住房面积4 146 528 m2 , 空房无

人居住面积226 198 m2 , 占居住房面积的5 .5 % , 畜厕房面积

909 795 m2 ; 房屋 结构 , 砖 混占 总面 积 的 46 .8 % , 砖木 占

38 .6 % , 土木占0 .4 % 。

村人均年纯收入最高的忠州镇九蟒村2 522 元, 最低的

汝溪镇七树村484 元, 平均收入1 628 元; 主要经济来源靠农

业种植、经济作物、养殖业、外出务工; 种植收入占21 % , 经济

作物收入占26 % , 养殖业收入占28 % , 外出务工收入占25 % 。

村级公路总计543 .1 km, 能通车的公路占78 .8 % ; 人畜

饮水, 饮用地下水24 698 户, 自来水6 312 户, 自来水普及率

20 % ; 沼气净化处理1 715 户, 沼气处理率5 .8 % ; 商业网点平

均每个村5 .8 个。

1 .3 忠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①农户零星居住

的较多 , 占调查户数的40 % , 导致房前屋后荒地较多, 这样不

仅造成了土地的相对浪费, 又不利于整村的文化、教育、医

疗、自来水、道路、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配置。②农房

建设大部分没有设计或未按照重庆市农房通用图集建设, 房

屋建设材质低劣, 无风貌特色, 功能不配套, 且存在质量安全

隐患; 大部分农户人畜厕混用, 环境恶劣。③村内基础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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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滞后, 交通环境差; 公共医疗、幼教文化设施不配套 , 无

休闲活动场所, 饮用水不安全, 生活用水条件差。④部分基

层干部群众文化素质低, 思想不解放, 接受新思想、新技术缓

慢, 小农意识严重等。

2  忠县新农村建设模式分析

2 .1 组织形式

2 .1 .1 典型引路 , 示范带动 , 以点带面, 逐步推开的方式抓

新农村建设。首先在交通区位优势好, 产业发展好的石宝镇

新政村、汝溪镇七树村、黄金镇黄土村、忠州镇九蟒村等10

个村设立示范点; 并在这10 个村中重点抓一个村社( 农村居

民点) 的新农村建设, 抓示范见成效, 在全县面上推开建设。

2 .1 .2 统筹规划 , 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要

考虑城乡统筹发展[ 2] , 设施综合配套 , 以节约用地、适当集中

的原则综合规划。村庄规划应在乡镇域和村域总体规划的

指导下进行[ 3] , 村域规划中应统筹思考本行政村的基础设施

项目、水利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发展, 然后根据村域规划提出

村庄整治行动计划, 编制工程, 投资预算, 结合本村的综合经

济实力 , 分期、分阶段组织实施。

2 .1 .3  因地制宜, 稳步推进。在新农村建设方式上, 根据村

域规划, 在实施中因地制宜, 针对不同类型, 采取不同方式进

行建设, 对条件较差, 土坯房较多, 绝大多数农民有改建能力

的, 实施整体拆旧建新型 ; 对重要的交通设施建设, 重点建设

项目征用拆迁的, 实施搬迁建设新村; 配套建新型, 对那些已

基本建好的村, 采取配套完善基础设施、绿化、硬化道路、改

水、改厕等形式进行整治 ; 城郊结合建设型, 在城镇规划区结

合部, 按照城镇规划的要求, 实施统一规划管理, 配套改善基

础设施环境, 统一建筑风貌。

2 .1 .4 政府引导 , 资金扶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

艰巨的工程 , 投资较大, 初定的2 个市级小康村 , 初步测算 ,

每个村要投入1 000 多万元, 靠政府投入无法解决。应按照

“农民出一点、村集体经济中拿一点、财政匹配一点、县级相

关部门专项资金帮扶一点、社会筹一点”的原则多方筹集资

金来解决, 县上各个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 , 都要有全县

“一盘棋”的观念, 在制定发展规划、安排建设项目、增加资金

投入时都要向试点村倾斜, 对资金不足部分引导 , 投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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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筹钱。

2 .2 主要目标 2010 年, 全县完成300 个小康村的规划, 每

年启动建设10 个小康村。具体目标: 全县小康示范村规划 ,

2006 年完成35 个( 示范工程) ,2007 完成65 个,2008 年完成

65 个 ,2009 年完成65 个 ,2010 年完成70 个。完善农村基础

设施, 实现行政村路、水、电、广播电视村村通, 自来水普及率

达到80 % ,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0 % , 垃圾集中收运率达40 % 。

基本清除农村脏、乱、差现象,20 % 的村创建文明村。

2 .3 主要内容 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2010 年前要全面完

成所有乡镇的总体规划修编和所有行政村规划的制定。

2006 年应完成35 个示范村的规划编制。规划必须充分尊重

历史, 考虑可行性。规划中应注意保护祠堂和庙宇等物质和

非物质的遗产, 要严格控制占用耕地, 充分利用山地和旧宅

基地。要突出农村特色,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 , 形成不同的风

格, 防止千村一面。

根据忠县实际可分为拆旧建新型、搬迁建新型和配套建

新型三大类。根据不同类别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办法。

重点治理村容村貌, 搞好房屋改造, 实行人畜分离, 适当完善

公共设施, 搞好绿化、美化 , 建立村规民约 , 使村庄达到环境

整洁、道路畅通、功能齐全、管理规范的基本要求。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社会参与度要求较高, 只

能采取典型带动、试点引导的方式, 稳妥推进[ 4] 。政府采取

统一标准, 以物代资、以奖代扶的方式 , 引导社会资金和农民

自筹资金的投入, 发动广大农民积极投工、投劳参与建设。

以“一建二改三清”为切入点, 建设康居农户。对新建房

屋, 要推广重庆市第三次农村住宅通用图集, 对原有危旧房

屋的改造 , 要加强整治, 控制风貌。疏通排水沟渠, 开展房前

屋后污水、垃圾的清理。采取建小型自来水工程和地下水工

程等多种形式, 实施“户户通”自来水工程。完善村级道路建

设要坚持标准, 量力而行, 原则上村主干道6 ～7 m 宽, 村组

道路3 ～4 m 宽为宜。

建立村级服务中心。服务中心一般应设置村民购物、村

民教育、农资供应、农技服务、幼儿教育、计生医疗、信息服务

等服务点和休闲社交活动室。2010 年前, 全县行政村50 % 以

上建立“服务中心”。

开展“四旁”绿化。以村旁、室旁、水旁、路旁绿化为主 ,

把村庄绿化和发展庭院经济结合起来, 改善农村民居生态环

境, 实现全县80 % 的村庄绿化覆盖率达30 % 以上, 把农村建

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新农村。

2 .4 实施措施 加强领导, 营造氛围。切实加强领导, 做到

“三个到位”: 一是领导到位。县、乡两级要建立新村建设领

导机构 , 落实领导责任制, 健全“一把手”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

体抓, 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二是指导到位。

根据县发展不平衡的实际, 坚持分类指导, 强化服务 , 严格把

好新村建设定点关。避免盲目建设, 脱离实际; 三是认识到

位。新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 力量源泉也是农民, 各乡镇要

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发动, 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新

村建设, 营造党员干部带头, 群众自己动手, 建设美好家园的

浓厚氛围。

建立政策支持机制。要有完善的政策作保障, 结合该县

实际情况, 制定优惠政策, 制定完善新农村建设的相关配套

政策。如新农村建设标准, 社会主义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

助标准和补助方式以及新农村基础设施建成后如何维护管

理、农房建设审批管理等。

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和物力。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德

政工程 , 涉及范围广, 需要大量投入 , 初步预计需要23 .3 亿

元。需整合县级支农资金, 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一是要捆

绑各项涉农资金, 二是县级财政每年预算要安排一定比例的

专项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 三是积极争取信贷、社会资金等

各种基金参与新农村建设; 四是鼓励、发动农民投资投劳参

与建设新农村。

实施齐抓共管。各部门要相互配合, 整合资源, 形成合

力。特别要结合工作职能, 制定扶持措施 , 同时, 要积极动员

全社会力量 , 鼓励社会团体、自愿者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活

动, 积极提供各种帮助。

3  忠县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存在的困境

受土地政策制约 , 新村建设位置大多选择在交通便利、

地势平坦、无地质灾害的地方, 然而这些位置大多是基本农

田保护区, 无法取得合法用地 , 制约了农民新村建设[ 5] 。

受农户的制约。由于土地下放到农户, 选择集中建设农

民新村牵涉到几十个农户的承包土地, 大多数农户不愿将自

己的承包土地调整出来建农民新村, 土地问题难以解决。

小农意识制约。农户认识不到位, 仍有小农意识, 部分

农民不愿进入农民新村 , 认为进入农民新村建设投资大、要

求高、受制约, 没有单家独户建设简单方便。

受资金的制约。一是农居民进入农民新村建设, 按统一

规划设计要求建设, 少数农民建设资金筹措不到位, 导致新

村建设达不到规划设计要求, 影响整体形象; 二是农民新村

无基础设施配套补助资金, 基础环境比较差, 基础设施配套

不完善, 如路没有硬化 , 无绿化 , 水、电、通信不通, 污水粪便

直排, 导致居住环境恶劣。

优惠政策落实受制约。部门配合, 整体联动性不强 , 支

持力度不够, 落实县政府出台制定的农民新村建设优惠政策

不到位。

4  建议及关注的方向

4 .1  对忠县新农村建设的建议  农民新村建设是改善农村

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别、推进农村城镇

化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 也是忠县城镇化工作

的重点, 以农民新村建设为载体, 狠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

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 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内容、实质和目标, 做好

宣传工作, 因地制宜, 组织形式多样的新农村建设。各乡镇

人民政府要精心组织, 合理规划; 结合高山移民、农房改造、

地质滑坡、搬迁安置, 按照科学规划、集中建设的原则, 选择

交通条件基础设施较好的、无地质灾害区域布点建设新村 ,

协调村社统一调整土地, 按农民新村建设要求建设。

抓好村容村貌建设, 突出特色和地方优势。在今后的农

民新村建设中, 应重点抓规模特色效应。重点抓好新立镇施

格兰园区搬迁居民点文笔新村、高速公路拆迁白马农民新村

的规划设计建设, 凸显独具田园风光, 匹配柑桔城特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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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农民新村的风貌特征。

打破承租用地界限, 实行村社集体统收统管。规划批准

的农民新村建设用地, 由村社将集体土地承租到农户的土地

收回, 实行村社统收统管 , 对收回的承包土地暂不建的, 由村

社指定本社农户暂时耕种, 做到不荒芜土地, 需要建设应无

条件收回 , 保证农民新村建设用地。落实基础设施专项配套

资金, 扶持农民新村建设。农民新村建设是解决“农村、农

业、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 水利、扶贫、农业等部门要将国家

扶持农村的一些专项资金落实一部分投入到农民新村建设 ,

如国家投入的以工代赈资金、人畜引水资金、扶贫项目资金、

高山移民资金等。

4 .2 忠县新农村建设今后应关注的方面  目前, 忠县进行

新农村建设主要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新农村建设资金

也主要是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在变“输血”为“造血”方面

尚考虑不多。今后应考虑农业发展问题, 搞好农业生产, 同

时, 在有条件的农村, 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副产品生产、

加工等 , 使农村经济有较大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现阶段, 忠县新农村建设在选址上主要是从单个村社的

基本情况出发, 缺乏从全乡镇、全县角度来通盘考虑 , 以及在

进行新村规划时, 虽然把新村建设与城镇化结合起来考虑 ,

但在新村规模、结构、数量组合等方面存在不足。今后应从

新村建设布局、体系建设、发展机理和规律方面进行探讨, 使

新农村建设真正做到有因可寻、有据可查, 做到合理布局、协

调发展 ,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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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文化管理体制不顺, 机制不活 , 造成投入者( 财政) 无法监

督, 受益者( 农民) 无权监督。农村文化体制与农村的市场

经济不相适应 , 已成为阻碍农村文化发展的瓶颈。

3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举措

3 .1  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契机, 转换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  

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 , 未能把经营性文化和公益性文化区

别开来, 政府统包统揽 , 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长期投入不足, 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

赖政府。要么是政府或某些组织输血式的拨款给农村, 或

者是造血式的“文化下乡”; 要么就是简单地下达考核指标。

要充分发挥农民、政府、文化工作部门和文化中介组织4 个

主体的联动作用。广大农民要当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

主体 , 政府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和扶持必不可少 , 而文

化事业工作部门或团体和文化中介组织在农村文化建设中

的主导作用亦不可缺 , 要使政府的推动力与农村文化建设

的内生力有机对接。要从农民的需要出发 , 从当地的基础

和条件出发, 将政府力量作用于社会力量, 唤醒农民的参与

热情 , 调动沉睡于乡野的文化资源, 从而形成生生不息的文

化创造力, 有力地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要全面构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尽快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投入的效益评

估机制。

3 .2  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的主

体创造作用 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农村的传统文

化、乡村文化、通俗文化是原生态的文化, 是民族文化的根,

是现代文化的魂。中国社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 民

族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 , 而是体现在乡村[ 3] 。因为

只有农村才具有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 才具有内容极

为丰富的民间原生态文化, 有的民族文化就“活”在广大农

民的日常生活中。如红白喜事、庙会香会所举办的仪式和

戏歌表演 , 实质上是农民在自娱自乐 , 这不仅是农民的一种

文化生活方式 , 而且是我们民族原生态文化的生命延续。

改革开放以来 , 农村文化建设的困境 , 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忽

视了农民创造文化的主体的作用。如果在文化创造上, 农

民成了旁观的局外人、简单的劳动者 , 这种身份不仅造成农

民对文化建设的冷漠 , 而且使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没有了

源头活水。

3 .3  加强管理 , 完善农村文化市场的法律与规章  当前相

关法律与规章不适应农村文化的发展 , 更不适应调节农村

文化市场。完善农村文化管理的法律法规 , 依法进行农村

文化市场调节与管理 , 是农村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前

提。为此, 政府和文化等有关职能部门要以净化农村文化

市场为抓手 ,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 规范农村文化市场, 在制

度和政策上支持新农村文化市场建设。要遏制农村不良文

化现象蔓延 , 要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

文化活动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抵制不良文化在农村滋长

蔓延 , 需要“两手抓”, 即一手抓繁荣, 一手抓管理。一手抓

繁荣就是要用丰富多彩的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文化市场; 一

手抓管理就是要在繁荣农村文化市场的同时, 还要狠抓管

理, 对黄赌毒等不良文化给予强有力的打击。要大力整顿

农村基层党组织 , 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与先

锋模范作用。对农村家族、宗族活动要加强正面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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