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与相关理论专题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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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4_B8_8E_E7_c73_114689.htm 专题3 统筹城乡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专题概述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社会

主义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十六大到十六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党中央进一步深化了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新阶段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形成了解

决“三农”问题的总的思路、措施、目标和要求。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

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思路的集中体现，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新理念。 2005年9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

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12月31日，中

央一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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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性文

件。 要点阐释 1．建设新农村，是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

经济的根本途径；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

要内容；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的重大举措。 来源

：www.examda.com 【考点拓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

增加农民收入，必须挖掘农业内部的潜力，提高农业综合效

益，实现增产增效、提质增效和节本增效；必须发展以乡镇

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

转移，拓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全面改善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条件，逐步改变目

前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 2．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基本前提和基本保障。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这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物质基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这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支撑。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这是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千方百计增

加农民收入，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 【考点拓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规划先行、因地制宜。二是突出

重点、示范引路。三是政府支持、农民建设。 3．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容：“十一五”时期要高举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

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考点拓展】2005年12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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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十一五”时期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

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

进的关键时期。 “生产发展”指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

化能力；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循

环农业。“生活宽裕”指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务工农民

的合法权益；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

策；加强扶贫开发工作。“乡风文明”指加快发展农村义务

教育，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加强县、乡镇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

动。“村容整洁”指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加强村庄规划

和人居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管理民主”指以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健全村

民自治机制。 4.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推进新农

村建设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

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

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必须坚持科学规划，

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

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

共同行动。 【考点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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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中

，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

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

导扶持，不包办代替。5．农村改革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

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要通过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

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增强农村发展的活力。 来源

：www.examda.com 【考点拓展】我国近30年的农村改革取得

了巨大成功。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

建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保障农民生产经营自主

权。第二步，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统筹城乡发展，调整



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第三步，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

心，实行农村综合改革，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

适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根本的是要

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农村综合改革的目的就是调整不适

应生产力发展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为新

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增强农村发

展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综合改革既是新农村建设

的强大动力，又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 村综合改革不仅

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

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要在试点的基础

上全面推进。一是坚持不懈地落实好中央支持农业发展和农

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二是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三是增加投入，切实解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四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建设新农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五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

行。相关时政 1．2006年1月26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统一思想、科学规划、扎实推

进，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 

【解读】胡锦涛就抓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落实提出

五点要求。一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二是要因地制宜、

搞好规划，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三是要抓住重点、积极推

进。四是要完善机制、形成合力。五是要总结经验、分类指

导。 2．2006年2月14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注意抓好以下

工作：一是要全面加强农村生产力建设；二是要坚持把促进



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三是要扩大农村

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四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快

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培育造就

新型农民。五是要坚持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 【解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

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

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