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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城镇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管窥与反思
———新农村建设不能让农民失去话语权

摘 要: 本文就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有关政策进 行解读 , 并

调查了解各地农民对新农村建设

的理解和落实情况 , 指出现实中

的不足 , 据此提出新农村建设不

能让农民失去话语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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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有关新农村建设的解读

1. 1 一 号 文 件 有 关 新 农 村 建 设

的规定

2006 年 2 月, 中央 1 号文件

正式发布 , 其中的二十字方针描

绘出新农村建设的未来图景 , 即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1. 2 社 会 主 义 新 农 村 建 设 应 抓

好的工作

中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抓好以

下工作 : 全面加强农村生产力建

设 , 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 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 , 加快转变农业增长

方式; 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

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 扩

大农村基层民主 , 搞好村民自治 ,

健全村务公开制度 , 开展普法教

育, 确保广大农民群众行使当家

作主的权利;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

培育造就新型农民 ; 促进农村和

谐社会建设 , 关心农村困难群众

生活 , 发展农村卫生事业 , 加强农

村社会建设和管理 ; 是要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改革方向 , 充

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 全面增

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活力。

1. 3 农民增收是核心任务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 要

加大财政投入 , 加强农业和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 , 转变农业增长方

式 ,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 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 繁荣农村经济 ; 把

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

中心任务, 广开农民增收渠道。

1. 4 “三管齐下”改善农村条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确定了中央投资新

农村建设的三个方面重点 : 继续

加强种子工程、大型商品粮基地

建设、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大型灌

区节水改造、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等 ; 集中力量办好“水、气、路、电”

四件事 ; 加快农村教育、卫 生、文

化事业发展。

1. 5 加强财政支农力度

关于财政如何支持新农村建

设 ,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 要建

立 财 政 支 农 资 金 稳 定 增 长 的 机

制, 调整财政支农的存量 , 同时把

增量重点向新农村倾斜 ; 在全国

取消农业税 ; 继续完善和强化粮

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

强农惠农财税政策措施 ; 加大农

村义务教育投入 ; 解决农民看病

难问题; 推进以乡镇机构改革、农

村义务教育制度改革、财政体制

改 革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农 村 综 合 改

革。

1. 6 强化支农资金监督

如何监管规范支农 资 金 , 财

政部门要建立财政性资金的追踪

问效制度。在资金流程上, 提倡使

用报帐制。发展改革、财政、审计、

■ 秦亚芹

★ ★ 建 设 论 坛 ★ ★

Cities and Towns Cons truction in Guangxi

47

[ 文章编号] 1672- 7045( 2008) 02- 0047- 03



广西城镇建设

2008·2

纪检等部门要加大稽查、审查力

度。最重要的是让农民享有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1. 7 五大举措发展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 目前政府采

取了五项针对性措施 : 一是稳定

粮食播种面积 , 提高粮食单产、粮

食质量、良种比较效益 , 加强粮食

生产基地建设。二是优化农业的

区域化布局 , 发展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农业。三是大力推进农业科

技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四是通

过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 提高

农民收入水平 ; 积极促进农村劳

动力转移 , 增加农民务工的劳务

收入; 落实各项扶植农业发展的

政策, 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五是

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

2 农民眼中的新农村建设

2. 1 各地农民的不同理解

不同地区的农民对新农村建

设有不同的理解 , 他们眼中的新

农村, 和专家学家所描绘的美好

图景有较大的区别。

江苏农民心中的新农村就是

房屋改造, 就是实行楼房化。在被

调查的 120 位农民中 , 有 66 位分

别提到“集中农民建房”、“成排的

小楼”、“农民居住区”、“小别墅”

等。

西北农民眼中的新农村则朴

实简单。在甘肃, 大多数农民希望

通过村庄规划使农民的住房更整

齐 , 并建成统一、成排的平房。这

些农民之所以偏好平房是因为当

地农民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业 ,

而楼房就并不适宜养殖牲畜。

河北农民对新农村的想象主

要以城市为参照物。不少人认为,

新 农 村 就 是 “ 农 村 越 来 越 像 城

市”,“住上小洋楼 , 农村城市化”。

另外 , 近年来由于开矿造成了环

境污染 , 并引发征地矛盾 , 很多河

北农民也希望在新农村建设中有

效解决这些问题。

湖南农民的新农村梦想主要

和农业有关。有农民认为 ,“新农

村就应当种田机械化”。道路和农

田水利化是当地农民急需解决的

主要问题。湖南农民还特别提出

教育负担问题 , 认为新农村建设

应该包含改善教育条件和降低学

费。

各地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理

解不同 , 但经过调查发现 , 他们期

望在新农村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

题首先是增加收入、改善教育条

件和就医条件 , 然后才是改善居

住环境 , 而对于居住环境的住房

要求不同地方有其特殊的需求。

2. 2 农 民 对 新 农 村 建 设 内 容 的

理解

2. 2. 1 生产发展

农业生产中 , 农民面临的主

要困难是缺少资金投入 , 最希望

政府给予的信贷资金支持。大部

分农民对生产发展的理解集中在

农业科技化、农业生产机械化、粮

食产量与价格、产业结构调整和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等。

2. 2. 2 生活宽裕

调查显示 , 多数农民对其家

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较低 , 认为

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中等 、

中等偏下或贫困水平。农民在生

活宽裕方面 的需求呈多元性 , 经

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认为解决了

温饱就是生活宽裕 , 目前则迫切

需要解决的是孩子的学费负担 ,

其他依次是看 病难和看病贵、农

产品销售、基本生活保障、就业问

题、养老问题等 ; 而在经济条件比

较好的地区达到了小康水平才是

生活宽裕 , 而且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也要跟上。

2. 2. 3 乡风文明

在 村 庄 文 明 和 文 化 建 设 方

面, 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依次是 :

对农民进行培训 , 提高农民的科

学文化素质 ; 增加农民的法制意

识 , 保护农民的权益 ; 改变农民不

良的生活或卫生习惯 ; 改变农村

黄赌毒等不良风气 ; 增加农民的

法制意识 , 保护农民的权益 ; 改变

村里的治安环境 ; 增加娱乐、体育

设施。

2. 2. 4 村容整洁

调查显示 , 在新农村建设的

五个方面中 , 农民对村容整洁的

关注度最低。多数农民把村容整

洁理解为街道与道路的硬化和整

洁、垃圾的集中处理、房屋的规划

与改造几个方面。

2. 2. 5 管理民主

大多数农民不清楚“管理民

主”的含义。调查发现部分村委会

近 年 来 从 未 提 供 过 任 何 公 共 产

品 , 也没有召开过“一事一议”会。

在问及“您对村委会的财务公开

是否满意”时 , 仅有 28. 7%的农民

表示满意 , 其中表示很满意的为

6. 8%, 基本满意的为 21. 9%。

3 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 1 改 造 农 村 卫 生 条 件 等 亟 需

解决的问题被忽视

新农村建设已经开展了如村

庄亮化、村落绿化 、悬挂横幅、粉

刷墙壁及改造农户的厨房、圈舍

及厕所条件等活动 , 并取得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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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果。然而调查表明 , 69. 7%的

农民认为最急需改造的却是与家

庭生计密切相关的垃圾处理、道

路硬化和房屋街道布局等方面。

很显然 , 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3. 2 新农村建设缺乏切实举措

调查发现 , 新农村建设中很

多地方尚未建立专项资金 , 计划

中的建设资金受条块分割限制 ,

加之地方政府统筹条块分割的能

力有限 , 这造成很多地方的新农

村建设处于筹备和搁 置状态 , 缺

少实际举措。

3. 3 农民的再生产投入不足

中央将生产发展作为新农村

建设的重要内容 , 然而调查发现

缺乏资金已经成为农民生产方面

的主要障碍 , 66. 5%的农户在农业

生产中缺少资金投入 , 急需政府

帮助解决。同时农民的生活信贷

需求高于生产性借贷需求 , 主要

包括教育、医疗和建房等 , 这需要

尽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3. 4 部分地区举债建设 , 农民负

担出现反弹

中央明确要求 , 新农村建设

要量力而行, 不搞举债建设。但实

际情况是 , 在新农村建设试点工

作中 , 一些乡村干部和农民正在

负新债搞建设 , 部分地区还存在

向农民集资摊派的现象 , 农民负

担出现反弹。

3. 5 部分地 区 新 农 村 建 设 忽 视

农民多元性需求

部分地区新农村建设没有考

虑 到 当 地 农 民 对 新 农 村 建 设 认

知、理解和需求差异 , 使建设趋于

形式化、表面化。如西北地区的农

民喜欢平房 , 因为当地的主要产

业是养殖业 , 而有些干部片面追

求农村楼房建设的整齐划 一 , 让

农民也住上单元房 , 因此农民发

出了“人住别墅 , 牛也住别墅”的

困惑。

3. 6 村民自治中 , 民主管理与民

主决策缺乏公众参与

村 民 自 治 已 走 过 近 20 年 的

历程, 然而调查表明 , 部分地区尚

有高达 68. 9%的农民不知道民主

管理和民主决策为何事 , 也没有

关心和参与村务管理 , 这对村民

自治制度的深化落实非常不利。

3. 7 部 分 基 层 政 府 缺 少 发 展 农

村经济的切实办法

部分地区的基层干部在新农

村建设中 , 往往热衷于村庄整治、

整厨改厕 , 或是忙于招商引资 , 而

对于如何发展农村经济 , 则有畏

难情绪。发展农村经济, 面临行政

推动不灵、工作没抓手等难题。

4 结论

目前新农村建设政策没有很

好落实首先是体 制上存在问题。

其 次 是 新 农 村 建 设 是 个 系 统 工

程 , 相关配套改革未能及时跟进 ,

如政府机构改革、金融机构改革

和村民自治改革等。此外, 农民在

现行体制下要真正得到实惠 , 还

需赋予他们以话语权 , 以确保社

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真正贯彻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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