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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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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
这是党中央在作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基础上，在统筹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实行&ldquo;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rdquo;的方针，而实施的一项
长期的战略工程。
新农村建设实施3年来，北京郊区和全国各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
业之中，取得了众多新农村建设的典型成果，涌现了大量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和新的经验。
理论工作者也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调研，反映了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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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编  理论创新观念和系统运作是新农村建设的两大基本要素（一等奖）乡村建设在宜居城市
中的地位及其动力机制（一等奖）振兴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途径（一等奖）以产业结构调整促生态涵
养区农民增收。
（三等奖）选好带头人建设新农村（二等奖）新农村文化建设重在建设农村公共文化（二等奖）建立
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三等奖）把握重点抓住根本（三等奖）强化农村人才资源管理扎实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三等奖）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思考与探索（三等奖）新农村建设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三等奖）克服四种倾向（三等奖）妇女应撑半边天&mdash;&mdash;农村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发
挥作用（三等奖）新农村建设需要新的农村金融撬动（三等奖）创新培养机制培育新型农民（三等奖
）第二编  调研昌平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调查（一等奖）瞄准实际需求推进农村信息化（一等奖）让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惠及农民&mdash;&mdash;房山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与思考（一等奖）&ldquo;天
府&rdquo;第一村&mdash;&mdash;四川宝山村新农村建设调查（一等奖）循环经济让垃圾变废为
宝&mdash;&mdash;兼谈门头沟区王平镇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新模式（二等奖）关注农民工生活质量
（二等奖）白草畔下的新农村&mdash;&mdash;房山区霞云岭乡四马台村调查（二等奖）从三个村的实
践看京郊新农村建设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二等奖）解决农民养老问题构建和谐新农村（二等奖）合
心合力筑和谐&mdash;&mdash;西地村新农村建设的做法与启示（二等奖）探索开发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的有效途径．（三等奖）北京市通州区新农村建设中&ldquo;普惠制&rdquo;的研究（三等奖）新农村
文化建设拷问&ldquo;村庄行动能力&rdquo;&mdash;&mdash;湖北荆门官桥老协会的调查与思考（三等
奖）在共建探索中共享和谐&mdash;&mdash;福建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创新与思考启示（三等奖
）对新农村建设的建议（三等奖）&hellip;&hellip;第三编  实践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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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创新观念和系统运作是新农村建设的两大基本要素　　许惠渊　　（一等奖）　　党的十六届五
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一个在我国经济发展到适当阶段提出的极
其英明的战略举措，是解决&ldquo;三农&rdquo;难题的正确决策。
它把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及理论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或者说，从我国的&ldquo;三农&rdquo;实际
出发，提出了一条全面实现&ldquo;小康&rdquo;的新思路，找到了一条自主可行的改变落后农业国的
途径。
　　中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2，绝对数达9亿之众。
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5％，但那时的农民仍有近7亿人。
2030年，农村人口比例可能下降到30％，但也还有5亿农民生活在农村。
因此，单靠推进&ldquo;城镇化&rdquo;战略，不仅运作成本高、时间长，搞得不好，可能会出现许多
农村&ldquo;荒芜地&rdquo;、城市&ldquo;贫民窟&rdquo;现象。
一些农民为了追求进城打工的较高收益进军城市，由于他们多数不具备在城市生活的经济支持，城市
容量又相对有限，进城务工农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只能被&ldquo;边缘化&rdquo;，从而加剧
社会矛盾。
由于土地是农民的工作和生活保障，他们即使进城也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些得不到及时流转的土地
必然相对撂荒。
　　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同时积极而有效地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采
取&ldquo;两条腿&rdquo;走路的方针，有利于均衡的人口布局，有利于合理的资源配置，有利于真正
统筹城乡，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然而，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
笔者认为，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把握创新观念和系统运作两大要素。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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