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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农村建设小康的关键在农民。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
代化。
可见今后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主要依赖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本书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新型农民”这一问题，通过农村发展、新型
农民培训、农村经营管理、农村政策法规、农村生态环境与生态文明等几个板块来进行阐述。
全书内容通俗易懂，着重突出科学性、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力求用新政策、新技术、新内容
、新形式，开拓服务的新境界，本书以促进农民增收、改善民生为出发点，以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为落脚点，真正做到贴近农业生产实际，贴近农村工作实际，贴近农民需求实际，让广大农民、农技
人员和乡村干部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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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农村及其发展　　当今世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战
场。
农业和农村是工业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摇篮，农村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农村的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过程，作为本书的第一部分，现以专题的形式介绍农村的发展、经营、规
划等内容，旨在通过各项专题，从各种视角透视农村社会。
本章将对我国的农村发展进行探讨。
　　一、农村概述　　农村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人口居住的地区，是相对于城市的称谓，
具有特定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经济条件。
具体指农业区，有集镇、村落。
以农业产业（自然经济和第一产业）为主，包括各种农场（包括畜牧和水产养殖场）、林场（林业生
产区）、园艺和蔬菜生产等。
　　农村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中，城市与农村盼本质差别
将消失。
与人口集中的城镇比较，农村人口呈散落居住。
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
社会中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现在的农村同城市相比其特点：①人口稀少，居民点分散在农业生产的环境之中，具有田园风光；②
家族聚居的现象较为明显；③工业、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规定的农村统计口径有听不同：例如：美国1950年以前
规定，凡是人口在2500人以下的、没有组织成自治单位的居住地就算农村：1950年以后规定，不论其
是否组织成自治单位，凡人口在2500人以下或人口在每平方英里1500人以下的地区及城市郊区都算作
农村；欧洲各国一般以居住地在2000人以下者为农村。
但中国没有直接规定“农村”这一统计指标的口径，仅规定了“市镇总人口”和“乡村总人口”这两
个人口统计指标。
国家统计局解释，“市镇总人口”指市、镇辖区内的全部人口；“乡村总人口”指县（不含镇）内全
部人口。
其中。
“市”是指经国家规定成立“市”建制的城市；“镇”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镇：　　二
、我国农村发展概述　　原始社会初期，人类依靠采集、渔猎为生，逐水草、居巢穴，无所谓村落。
到了原始社会的中期，约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耕种土地、照管作物、饲养
畜禽等生产活动，人类开始定居下来，这时就出现了最早的村落。
原始村落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部落的聚居之地，实行原始公有制，按自然分工进行生产活动，平
均分配。
至原始社会末期，交换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一些交通方便、位置适中的村落中，出现了集市。
　　到了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相继从农业中分立出来。
在一些大的村落中，手工业者集中，商业集中，形成永久性市场。
这些地方。
逐步演变成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为了财产的安全、政权的巩固，则修筑城堡等，逐渐出现了城市。
大商人、大奴隶主、官吏聚居在城市；奴隶、个体小农、少数小奴隶主则居住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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