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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C_88_E8_B0_882_c26_22622.htm 半月谈2006年第4期 正确

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中央党校副校长 王伟光 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十一五”规划《建议

》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

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

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它

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是实现现代

化的农村，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的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全面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党

在农村工作的总体布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

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新农村，必须夯实物质基础。没有生

产力的提高，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也会失去积极性

。因此，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

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粮食增

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

实际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



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

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

民增收必须坚持两个不变：一是不能动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不能加重农民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和完善，保

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循。 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

件是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无疑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

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这不单纯是多拿几个钱的事，更重

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

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

，反而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

“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

面。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

的功能，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

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

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

地上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

。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

象仍普遍存在。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

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

，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

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

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村容整洁”要从

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

得到实惠。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



，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

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

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

解决。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

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

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

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有一种倾向需要制止。目前有少数地

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

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决不能把新

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理解“村容

整洁”。中央领导在前不久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

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

目攀比、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而完善村民

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加强

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

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

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

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

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

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根据本

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

法与新路径。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

程，千万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尊重农



民意愿，统筹兼顾，把这项任务落到实处。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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