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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轴的新农村建设研究

———基于 １ ０２９位农村居民的调查分析

黄祖辉 　张栋梁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９）

［摘 　要］生活品质集中显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品位和质量 。农民生活品质实际上可以作为新农村

建设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可以将新农村建设的评价由外部走向农民本身 ，结合农民对自身生活品质的评

判 ，来衡量新农村建设的成效 。因此 ，农村居民生活品质与新农村建设具有内在联系 。而农民生活品质

包括的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环境生活品质五大层面及其具体评价指标 ，并结合指标的权重 ，共同构成

了农民生活品质的综合评价体系 。 １ ０２９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的调查访谈 ，为这些具体指标提供

了客观统计数据以外的农民主观认知及意愿 。在着眼于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要

以提升经济生活品质推进生产发展 ，以提升环境生活品质推进村容整洁 ，以提升社会生活品质推进生活

和谐 ，以提升文化生活品质推进乡风文明 ，以提升政治生活品质推进管理民主 。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生活品质 ；农村居民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hat Focuses on Raising Rural
Residents摧Quality of Lif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1 029 Rural Residents

Huang Zuhui 　 Zhang Dongliang
（China A cademy f or Rural Develo pment ，Zhej iang University ，H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９ ，China）

Abstract ：Quality of life （QOL ） intensively illustrates people摧s living standards ． In fact ，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an take rural residents摧 QOL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a
focus ．Moreover ，an evaluation of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erms of
their living standard so as to measur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aid construction ．Therefore ，rural
residents摧 QOL has internal relations with the construction ．The above‐mentioned QOL is judged
by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includes the contents of five aspects of economy ，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and their specific evaluation indices coupled with
related weighting ．

The survey on １ ０２９ rural residents from different rural areas provides rural people摧s
subjective cognition and wishes concerning the QOL ，besides objective statistics ．Based on the
survey ， some ideas and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regarding the major inhibiting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s of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at focuses on raising rural residents摧
QOL ：（１） improving economic QOL to promote the production ； （２）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OL to ensure the cleanness and tidiness of the villages ；（３） improving social QOL to foster life
harmony ；（４） improving cultural QOL to make the villages more civilized ；and （５） improving
political QOL to promote administration democracy ．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quality of life （QOL） ；rural residents

一 、研究背景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枠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 ２００６年中

央 １号文件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枠 ，将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概

括为 ２０个字 ：“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 ，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

济 、政治 、文化 、环境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１５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枟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枠的报告中指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 ，并首次提出

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创举 ，共同构成了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四位一体”及建设生态文明的战

略发展布局 。

生活品质集中显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品位和质量［１］
，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较为流行的民众

生存状况评价工具 。其内容涵盖了经济生活品质 、政治生活品质 、文化生活品质 、社会生活品质和

环境生活品质五大方面 ，与十七大提出的战略发展布局非常吻合 。农民生活品质实际上可以作为

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可以将新农村建设的评价由外部走向农民本身 ，由农民对自身生活

品质的评判 ，来衡量新农村建设的成效 。本研究正是以农民生活品质与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联系为

切入点和突破口 ，展开深入调研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

通过深入分析发现 ，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四位一体”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 ，与新农村建

设 、农民生活品质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具体如图 １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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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精神

经济建设  生产发展

新农村建设   

经济生活品质

农民生活品质   

政治建设  管理民主  政治生活品质  

文化建设  

四

位

一

体

乡风文明  文化生活品质  

社会建设  生活富裕  社会生活品质  

建设生态文明  村容整洁 环境生活品质

图 1 　十七大精神 、新农村建设 、农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联系

二 、基于调查访谈的农民生活品质初步分析

本次调研利用暑假时间 ，组织发动了浙江大学近两百名大学生组成“浙江大学关于农民生活品

质与新农村建设暑期社会实践联盟” ，编成 １０多支团队 ，先后奔赴 ２０多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特

征不同的农村地区 ，深入访谈千余户村民 ，共同求索新农村建设和农民的生活品质 。其中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 １ ５００多份 ，最终完成一对一访谈的有效问卷达 １ ０２９份 。

以下就问卷调查反映的情况 ，即农村居民对经济 、环境 、社会 、文化和政治五大方面具体内容的

理解和评判 ，作相应分析 。

（一）经济生活品质方面

在经济生活品质方面 ，调查问卷重点关注了农村居民的就业状况 、收入和财产状况以及消费方

式等方面的内容 。调查显示 ，农村居民的整体经济生活品质在不断提高 ，受访者对其经济生活的总

体评价趋于良好 。在对其家庭经济状况 、村集体经济发展 、村总体经济水平三项指标的评价（５分

制 ，下同）中 ，其平均值分别达到了 ３ ．２６ 、３ ．０１ 和 ３ ．１８ ，高于 ３ 分位（含 ３ 分）的人数分别达到了

８６％ 、８９％ 和 ８５％ （如图 ２） 。显然 ，追求舒适 、便捷的生活方式 ，已日益成为农村居民的一种时尚 ，

也是他们对经济生活品质的一种直观理解 。

图 2 　调查样本对总体经济生活状况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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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生活品质方面

环境生活品质主要包括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两个方面 。人居环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

息息相关 ，对人们的生活品质有着直接的影响 。 受访农村居民关注的焦点 ，也是此次调查的重

点之一 。调查问卷重点关注了农村居民的公共基础设施拥有状况和所在村村容的整洁状况等

方面内容 。

通过调查发现 ，多数农村居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比较满意 ，但对当地河水质量有较多的担忧和

不满（如图 ３） 。这说明 ，随着当地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环境有时会被作为牺牲品 ，这引起了农民

的不满 。

此外 ，在调查中 ，广大农村居民也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作了评价（如图 ４） ，其平均值为 ３ ．８７分 ，

其中 ６９％ 的村民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表示满意（４分和 ５分） ，６ ．８％ 的受访者对自身的健康状况不满

意（１分和 ２分） ，还有 ２４％ 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３分） 。

图 3 　调查样本对环境生活指标的评价
　 　

图 4 　调查样本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满意度评价

（三）社会生活品质方面

在社会生活品质方面 ，本次问卷调查重点关注了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和

保障水平等方面的内容 。

对 １ ０２９位农村居民进行的调查显示 ，受访者普遍对其社会生活品质所对应指标的评价较

好 。社会治安 、社会风气和社会保障这三项具体指标的评价 ，其平均分分别达到了 ３畅３７ 、３畅１６

和 ３畅１１分 ，其中 ３分位以上（含 ３分）的选择人数比率分别达到了 ８６％ 、８３％ 和 ８０％ ，具体如图

５所示 ：

图 5 　调查样本对社会生活指标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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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生活品质方面

在文化生活品质方面 ，本次问卷调查重点关注了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状况 、文化消费水平 、消费

方式和文化设施的配置程度等方面的内容 。

从调查中发现 ，农民所关注的教育问题中 ，收费和教学质量是最主要的（如图 ６） ：

图 6 　调查样本所关注的教育问题分布图

总体而言 ，在满意度调查中 ，有 ９２５人参与了教育满意度调查（其余因对当前的教育情况不甚

了解 ，以及其子女尚未达到入学年龄或已完成学业 ，未参与教育的满意度评价） ，其满意度平均分值

为 ３畅５７分 ，其中达到基本满意（３分及以上）的比例达到 ９２％ （如图 ７） ：

图 7 　调查样本对教育满意度的评价

（五）政治生活品质方面

在政治生活品质方面 ，问卷调查重点关注了农村居民的民主政治意识程度 、权利的享有和运用

状况等方面的内容 。

其中 ，关于村委满意度的调查显示（如图 ８） ，受访者对所在村村委的满意度评价平均值为 ３畅２

分 ，３５％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４分和 ５分） ，１６％ 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１分和 ２分） ，还有 ４９％ 的受

访者持中立态度（３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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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调查样本对所在村村委工作的满意度评价

三 、结合指标评价体系的农民生活品质评估

综合参考国内外关于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的研究成果［１ ３］
，结合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复杂性

和模糊性 ，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 、社会 、政治等方面发展的实际 ，课题组构建了具体的农民生活

品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基本步骤 ：一是针对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特点 ，根据

评价的目的 、任务 ，建立起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层次结构 ；二是进行指标的

初选 ，同时进行专家咨询与论证 ，得到一般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１） ；三是对农民生活品质进行实际

调研与初步评价 ，以检验其可行性 ，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和完善 ；四是指标的终选和评价指标体系

相关指标与权重的最终确定 ，得出科学 、合理的区域（市县或乡村）和农户层次的具体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 ２） 。

表 1 　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领域层 C 指标层 D

农
村
居
民
生
活
品
质
综
合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经济
生活
品质

生产发展

客观

主观

人均农业 GDP ；农业劳动生产率 （土地产出率） ；农业从业人员占全
社会从业人员比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 ；农业增加值 、农产品加工产
值 ；农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 ；农民合作社参与率（各类
专业合作组织 、协会等的个数）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个数
对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总体评价

生活富裕
客观

主观

人均纯收入及其来源（收入结构） ；恩格尔系数 ；贫困人口比例 ；农民
工群体（工资 、子女入学 、社保）

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满意度 ；对当地贫富差距的评价

环境
生活
品质

人居环境

客观

主观

人均住房面积 ；交通 、通讯 、水电等基础设施（行政村客运班车通达
率 、农村有线电视覆盖率 、通讯设施拥有率 、自来水及卫生厕所普及
率 、生活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 ；村主干道规格及村间道
路硬化 ；城镇化率
对村庄环境卫生状况的满意度 ；对配套设施的总体评价

生态环境
客观

主观

人均耕地面积 ；森林覆盖率 ；园林绿化村／生态乡镇比例 ；水土流失及
水污染治理率 ；自然灾害发生率 ；村民使用清洁能源比例
对村庄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评价 ；对空气质量 、河流水质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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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领域层 C 指标层 D

农
村
居
民
生
活
品
质
综
合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社会
生活
品质

社会保障

客观

主观

农业劳动者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口覆盖率 ；千
人拥有医生和卫生人员数等公共服务（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 ；

失业保险参保率／劳动就业是否充分 （就业率） ；特困群众救助覆盖
面 ；人均预期寿命
失地农民对安置补偿是否满意 ；对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的总体评价

社会安全
客观

主观

流动人口犯罪率 ；刑事案件发生率 ；各类重大事故发生率（生产 、交通
等） ；集体上访 、群众性事件发生率
对社会治安 、生产安全状况的总体评价

社会和谐
客观
主观

基尼系数 ；文明户的比例 ；家庭生活 、干群关系
对乡风民俗／社会风气的总体评价

文化
生活
品质

公共文化

客观

主观

基础教育 ；实用人才队伍建设 ；公共文化及健身设施建设 ；农村生活
信息化程度／计算机宽带入户率／农民信箱开通数
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满意度 ；对近三年来乡村文化氛围的总体评
价 ；对教育及培训收费合理性的总体评价

综合素质

客观

主观

平均受教育年限 ；劳动／就业技能／绿色证书 ；家庭文教娱乐服务支出
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对自身健康及综合素质的总体评价 ；对社会变革的适应能力的总体
评价

政治
生活
品质

管理民主

客观

主观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普及率 ；村民自治／村委会依法自治达标率 ；村务
公开（财务公开率 、规范化率） ；农村文明户
对村务公开的满意度 ；对村级组织纠纷调处是否满意 ；民主形式是否
多样化 ；村级组织是否团结合作

法制健全
客观

主观

民主法制村建设（市级以上民主法制村的比例） ；计划生育率 ；村镇建
设规划执行度 ；涉法涉诉上访量
村民的法律意识 ；对乡村民主法制建设的总体评价

表 2 　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指标评价体系 ———指标权重的分配 单位 ：％ 　

评价内容 市县 乡村 农户

经济生活品质 ２０ 镲２５ K２５ n
环境生活品质 ２５ 镲２５ K２０ n
社会生活品质 ２５ 镲２０ K２５ n
文化生活品质 １５ 镲１５ K１５ n
政治生活品质 １５ 镲１５ K１５

注 ：区域和农户层次的具体生活品质评价指标体系 ，都应由经济生活品质 、环境生活品质 、社会生活品质 、文化生活品质
和政治生活品质等方面组成 ，但具体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并不完全相同 ，各有侧重 。 其中 ，领域层与指标层各指标按
等权重处理 ，准则层各指标权重的分配如表 。

四 、基于调查访谈和统计数据的农民生活品质影响因素分析

就农村居民对经济 、环境 、社会 、文化和政治五大方面具体内容的理解和评判以及来源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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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数据分析可知 ，现阶段我国农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

１畅 在经济生活方面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城市化水平不协调 ，由此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偏

低和农民收入不高（相对于城市来说） 。统计数据表明 ，２００７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３畅３３倍 ，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的物质基础 。

２畅 在环境生活方面 ，以资源 、环境和农村人力资本的粗放利用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对农民

生活品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 。一是生活污水的排放情况令人堪忧 。从调查中发现 ，

６４％ 的受访村民直接将生活污水排入门前屋后的水沟 、河道等 ，统一排放比率仅占 ２３％ ，还有小部

分村庄虽有统一排污管道 ，但使用率不高 。这极大地影响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居环境 ，也影响了人

们的生活品质 。二是垃圾集中处理率低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得到集中有效处理（设立垃圾回收站

并定期清理）的比率很低 ，仅占 ４０％ ；更多的农村地区垃圾回收站形同虚设 ，或不便倾倒 ，或未定期

清理 ，这一比例达 ４５％ ；还有部分（约占 １２％ ）农村地区甚至尚未设立垃圾回收站 ，根本没有集中有

效处理的机制和设施 。改变这一现状 ，需要着力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意识 ，增强广大农村居民的

环境意识 。

３畅 在社会生活方面 ，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养老保险覆盖率不高 。对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方面的调查发现 ，４２％ 的受访者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该项比率之所以尚未达半数 ，主要是

因为一部分农村居民在工作单位参加了企业的养老保险 ，因此无需重复参加 ，还有部分农村居民想

参加而不知如何办理 ，也有较多农民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义不大 。二是对失地补偿的满意度

低 。调查数据表明 ，在 ９１１位经历过失地补偿的农村居民中 ，其平均满意度只有 ２畅７８（低于 ３分的

中值） 。三是当地农民对外来人员的满意度较低 ，认为他们会影响到当地的治安状况 ，这也影响了

当地人的生活品质提升 。

４畅 在文化生活方面 ，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村民的文化活动与相应设施不多 。乡村文化活动室的

普及率还不高 ，只有 ３５％ ，这可能源于不同受访者对文化活动室的认识不清和知晓度不高 。此外 ，

有 ２３％ 的乡村在村庄中拥有祠堂 ，说明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 ，对农村居民还需正确的引导 。

图书馆 、篮球场 、晨练场地等文体设施是农民很希望拥有而现实中又很少有的 。这些都反映了农民

渴望有正常的文化娱乐活动 ，但是村里提供的活动和相应设施限制了农民的正常活动 ，故在文化生

活品质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 。

５畅 在政治生活方面 ，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调查数据显示 ，村民的

法律意识相对偏低 ，受访者对村民法律意识评价的平均值为 ２畅７２分 ，２９％ 的受访者认为身边村民

的法律意识偏低（１分和 ２分） ，还有约 ６２％ 的受访者认为村民的法律意识一般（３分） 。因此 ，在新

农村建设过程中 ，需要进一步增强广大农村居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

二是外来人员参政形势不容乐观 。在村庄治理过程中 ，部分村已有优秀外来人员参与当地村庄的

建设和治理 ，但其比例只有 １３％ ，而且参与的形式单一 。这些政治法律方面问题的存在 ，制约了农

民政治生活品质的提升 ，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实现 。

五 、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轴的新农村建设思路与对策

从我国农业与农村当前的实际出发 ，以提高农民生活品质为重点 ，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

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改革和创新为推力 ，坚持以人为本 ，以城带乡 、城乡统筹 、城乡互

动［４ ５］
。按照优化规划 、分步推进 、分类指导 、重点突破的原则［６］

，既突出新农村建设的整体精髓 ，又

体现农民生活品质特点 ，将提高农民生活品质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 ，实现新农村建设与

农民生活品质提高的互动共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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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 ，在以提高农民生活品质为轴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 ，要将提高农民经济生活品质作为

切入点 ，推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要将提高农民环境生活品质作为常抓事 ，推进农村村容清新整洁 ；

要将提高农民社会生活品质作为突破口 ，推进农民生活和谐宽裕 ；要将提高农民文化生活品质作为

助推器 ，推进农村乡风普遍文明 ；要将提高农民政治生活品质作为攻坚战 ，推进乡村管理科学民主 。

这些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政策建议和目标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 ，提升农民生活品质

的过程也正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经之路 。

（一）以提升经济生活品质推进生产发展

以提高农民生活品质为重点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应始终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

在首位 ，促进生产发展 ，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竞争力 。以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为重点 ，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

首先 ，优化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实现三大产业

相互融合与协调发展 ，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 。

其次 ，稳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建立功能健全 、布局合理的公共服务体系 ，让农民享受到便利 、

安全 、高效 、多样的公共服务 。

再次 ，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 。加快农村工业集聚 ，建成一批规模化 、产业化 、集约化程度高 ，

且环境优美的工业区 。壮大民营经济 ，发展劳动密集型来料加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 ，形成以区域

化的产业带和加工企业群为依托的农村特色块状经济 。构建农产品购销一体化的服务网络 。加强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发展休闲 、观光 、旅游农业 。

总之 ，政府部门应着眼全局与长远 ，科学规划 ；区分轻重缓急 ，分步组织实施 。因地制宜 、分类

指导 ，发挥优势 、体现特色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推动建立“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７］
，推

进城市产业向农村拓展 、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公共服务向农村辐射 、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 、现代文

明向农村传播 、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 ，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 ，从而

形成城乡融合 、工农联动的新格局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 ，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 ，为提升生

活品质打好物质根基 ，也为新农村建设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

（二）以提升环境生活品质推进村容整洁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提高农民环境生活品质 ，应着力于推进农村的村容整洁 。

首先 ，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确保农村交通 、通讯 、水电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加快推进村

庄整治 ，加强农村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 ，促进农村地区森林覆盖率的进一步提高 。

其次 ，应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农村改水 、改厕力度 ，进一步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

生厕所普及率 ，花大力气提高农村粪便无害化处理率 。 应重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建立“村集 、镇

运 、县处理”的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处理体系 ，努力实现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全覆盖 。加快农村公

路建设 。

再次 ，加大农村生态建设力度 。努力发展循环农业 ，提高资源利用率 。积极推广农村沼气 、太

阳能等清洁能源 。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 ，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力争得到显著提升 。

加强林业生态建设 ，巩固并提高生态公益林的建设成果 。

（三）以提升社会生活品质推进生活和谐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提高农民社会生活品质 ，应着力于推进农村居民生活的和

谐宽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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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应完善面向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并做好推广宣传工作 。认真落实失地补偿

政策 ，并做好征地农转非人员的社会保障工作 ，不断提高保障水平 。围绕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

标 ，按照个人负担 、集体补贴和财政补助相结合的原则 ，建立面向农业劳动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 。健全征地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实现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接轨 。对未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双低”养老保险的劳动年龄段以上的征地农转非人员 ，应实行生活补助政策 。

建立农村无保障老年人生活补助制度 。全面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

其次 ，应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口的覆盖率 ，逐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

平 。对农村五保户 、低保户及困难家庭和重点优抚对象 ，应由政府出资免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 。提高参保农民医疗费报销比例和额度 ，不断扩大受益面 。此外 ，还要着力于改革农村公共卫生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完善县 、乡 、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 ，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设施建设 ，加快

建立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卫生服务队伍 ，积极开展卫生下乡活动 。

再次 ，应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缩小农村与城镇低保标准的差距 。巩固五保对

象集中供养成果 ，提高供养水平 。建立农村无保障老年人生活补助制度 。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公

益金制度 ，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家庭进行救助 。

此外 ，还要加快完善城乡统一 、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建立农村劳动力失业登记和就业统计

制度 ，实现村级劳动保障服务网络全覆盖 。应积极鼓励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 ，加快农民向城镇

集聚 、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 。

（四）以提升文化生活品质推进乡风文明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必须通过提高农民文化生活品质的措施 ，从而推进乡风

文明 。

首先 ，应着力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 ，促进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不断

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 。全面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 ，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的 １５年教育 。

其次 ，政府部门还要鼓励开展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培训 ，培养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

农民 。高度重视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 ，发挥好其示范带动作用 。调查显示 ，在 １ ０２９位受访的农

村居民中 ，五年来参加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受访者仅占 ２１畅４％ ，其比率非常之低 。因而 ，政府部门需

要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 ，培养懂得现代科技 、掌握就业技能 、接受城市文明的新型

农民 。

此外 ，还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进一步深

化文化 、科技 、卫生“三下乡” 。发掘和保护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项目 ，发展农村优

秀民俗文化 ，推动乡村“种文化”活动 。同时还要增加乡村体育设施和开展体育活动 ，深入实施农民

小康健身工程 。

（五）以提升政治生活品质推进管理民主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提高农民政治生活品质 ，应着力于推进农村的管理民主 。

首先 ，应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创新乡镇事业站所的运行机制 ，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

能 ，逐步建立起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

其次 ，应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民主法制建设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深化党建带团建 ，发挥团组织的

生力军作用 。开展廉政文化进农村活动 ，加强村级活动场所等农村基层组织阵地建设 。通过培养

和选拔农村优秀分子 、鼓励大学生到农村 、下派机关干部等途径 ，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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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农村工作指导员的作用 。

再次 ，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 、管理权和监督权 。探索民

主选举新方式 ，完善村民委员会直选制度 。完善乡镇政务公开 、村务公开和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 ，

规范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 。强化农村综合治理工作 ，维护农村稳定 。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尤其要注重的是 ，各级政府应着力发挥党委 、政府在制定规划 、组织协

调 、宣传发动 、政策扶持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向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发展方向转变 。

非常关键的是 ，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８］
，发挥农民群众在决策 、建设 、管理和受益等方面的主体作

用 ，运用市场机制 ，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之中 。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的韩玲梅博士后 、邓启明博士 ，杭州市信息研究中心的邹钢博

士也是该课题组成员 ，特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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