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模式

程贤禄, 王爱玲, 胡艳霞, 佟瑞平, 郭建强 (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100097)

摘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各不相同。北京市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 结合市情 , 从政策、资金、工程等角度
来推进新农村建设, 探索出一种“政策先行、部门联动、资金跟进、试点示范、折子工程、全面推进”的新农村建设推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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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

历史任务 , 也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的20 字建设方针。各地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 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北京市也采取多种措施推进新农

村建设, 已取得显著成效 , 为全国新农村建设起到示范作用。

北京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模式可归纳为2 句话,6 个方面 , 即

“政策先行, 部门联动 , 资金跟进; 试点示范, 折子工程, 全面

推进”。

1  政策先行

北京市新农村建设有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共性, 也有自己

的特殊性。为此, 北京市在全面贯彻中央精神的前提下, 紧

密结合北京实际, 针对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出台2006 年

市委3 号文件。为突出重点, 采取了“1 + 3”的文件架构。所

谓“1”, 就是主体文件, 即《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 明确北京市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导目标、指导原则、重点任务和政策

措施, 对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进行总体规划、整体布局; 所谓

“3”, 就是3 个配套文件, 即《关于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意

见》、《关于加快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意见》、《关

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意

见》。“1”和“3”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纲和目的关系, 是主体和

配套的关系, 也是未来发展方向和阶段性着力点的关系。按

照中央和市委的文件精神, 市各有关部门单独或联合制定了

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意见、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80 多

件; 各区县也结合实际, 研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意见 , 进一步

细化、实化、具体化。市委、市政府和区县相关政策意见的出

台, 为北京市新农村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2  部门联动

为更好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北京市成立了新农村建设领

导小组, 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 主管农业副市长任副组长, 成

员包括市委、市政府37 个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新农村

建设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组织制定北京市新农村建设

的工作措施, 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实施, 研

究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并且提出解决建议, 承担

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各区县也成立了相应的机

构, 形成覆盖全市的组织保障。

北京市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办公室( 简称“市

新农村办”) 。由市新农村办牵头 , 市政府30 多个职能部门

联合建立了北京市新农村建设工作平台 , 同时建立了“部门

联动、政策集成、资金聚焦、资源整合”联动机制。通过该平

台, 将北京市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与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资

金聚集在一起, 整合部门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资源, 开展

分工合作, 减少重复投资和建设, 同时提高了部门的工作效

率和政策资金的引导效率。

3  资金跟进

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部署最终都将落实到资金上。为此 ,

北京市加大了对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 市财政局设立了新

农村建设专项资金, 各部门专项资金进一步向农村倾斜。

2006 年, 市级支持新农村建设资金达到94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35 .9 % ,2007 年投入70 亿元。重点是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农村第二、三产业、新农村试点村建设、农村环境建设与整

治、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等。继续实

施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 ; 实行村级干部工资补贴制度; 建立

村级公益事业专项补助资金, 每个行政村享受市级财政补助

10 万元以上; 各金融机构也加大了支农服务力度。政策支农

与金融支农 , 联动并进, 形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公共财政投入

保障机制。

4  试点示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新阶段赋予的新任务, 没有固

定的模式, 没有统一的标准, 要在实践中摸索规律、发现典

型、创造经验。本着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2006 年在全

市近4 000 个行政村中选择了80 个村, 确定为市级新农村建

设试点村。这些村人口规模不等, 分布在近郊、平原、山区 ,

经济基础中等, 产业结构各有侧重, 代表了郊区县不同类型

的村庄。与此同时 , 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了一批区县

级的试点村。市区两级把试点村作为平台, 围绕新农村建设

总的要求, 实施政策集成、要素整合, 总结经验, 汲取教训, 检

验政策效果, 为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途径。

围绕试点村建设 , 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应通力合作, 各司

其职。北京市农委研究制定了试点村工作实施方案和综合

评估监测指标体系, 对试点的建设和评估提出了标准和要

求; 市规划委员会组织37 家规划编制单位和200 多名规划师

为80 个试点村编制了村庄发展规划 , 并帮助村庄确立主导

产业; 北京市建委根据各类型区的民风民俗, 为农民免费设

计了12 种经济、安全、适用、节地、节能、节材的新型农村住

宅图样, 供农民新建房时参考; 市发改委和交通局重点支持

了试点村的街道硬化; 环保局和水务局则从安全饮水、农户

改厕、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绿化等方面给予项目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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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5  折子工程

为实现重点突破, 北京市在调研的基础上,2006 年形成

了新农村建设折子工程108 项,2007 年形成了103 项, 列入市

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内容和各部门全年绩效考核指标体

系[ 1] 。这211 项折子工程内容涉及现代农业、第二、三产业、

科教兴农、培训及就业、合作组织、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

服务、环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党的建设、政策调研等方面 ,

明确了主要责任单位及负责人、完成时限, 并且在新闻媒体

上公布 , 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6  全面推进

为落实中央和市政府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 , 北京

市除了试点示范和折子工程推进新农村建设外, 还着重从面

上推进新农村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资源的循环利

用为目标, 本着财政资金使用的基础性、方向性和公益性原

则, 将资金聚焦到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上。为迅速改变农村面貌, 北京市从2006 年起开始实施

“让农村亮起来、让农户暖起来、让农业资源循环起来”的“三

起来”工程, 将该项工程作为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

要举措和惠农载体。“亮起来”工程主要是安装太阳能灯, 解

决农村的夜间照明问题;“暖起来”工程主要是为农户安装节

能卫生吊炕、农户住房采暖改造、推广生物质采暖炉等, 提高

农户的冬季室温;“循环起来”工程主要是通过修建雨洪利用

工程、大中型沼气站、生物质气化站、粪污治理工程, 实现开

源节流和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可以看出,“三起来”工程

的主要内容是推广新型能源利用技术, 如太阳能利用技术、

生物质能源技术。工程实施近2 年来, 共安装太阳能灯近8

万盏, 安装节能卫生吊炕近30 万铺[ 2] , 改建雨洪利用工程

350 处, 建大中型沼气站53 处[ 3] , 生物质气化站61 处, 农户住

房采暖改造约4 000 户, 粪污治理工程160 处[ 4] 。这些工程

每年可为3 .2 万农户供应生物气燃气, 开发节约能源24 .4 万

t , 增加直接经济效益8 000 多万元 , 节约支出1 .88 亿元[ 5] , 增

水900 万 m3 , 节水120 万 m3 , 减排 COD 56 万t ; 相当于减少

CO2 排放65 万t( 约为14 万辆小汽车的年排放量) , 减少SO2 、

NOx 和可吸入颗粒物1 万t 。“三起来”工程的实施明显改善

了农户的居室卫生条件和冬季室温 , 改善了村容村貌, 改善

了水环境和农村的生态环境。

7  结语

北京市推进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最大特点, 也是与其他省

市相比的最大不同, 就在于其工程部署的系统性, 推进内容

的全面性、基础性和非产业性。根据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20

字方针要求, 绝大多数省份都是从产业发展入手来推进新农

村建设。但对于农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北京市而言 , 推进

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 不在于产业, 而在于非产业。从建

立政策与资金保障机制、部门联动机制、开展试点、折子工程

和科技全方位支撑新农村建设的角度, 通过整体推进, 建设

具有北京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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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 绿色环境标准、绿色包装制度 , 绿色卫生检疫 , 并且贴

有“环境标签”, 争取国际认证 , 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 研究和

探索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进行荒

漠治理 , 根治水土流失 , 植树造林等, 把生态建设与绿色农

业开发相结合, 减少并杜绝绿色农产品在生产及其加工等

一系列过程中存在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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