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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4/2021_2022_xx_E4_B9_A

1_E9_95_87_E6_96_c67_294967.htm 最近几年来，xx乡镇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精神，全面理解，科学把握，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开创了

全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 一、全镇基本情况及新

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 xx镇目前---乡镇情况省略。我镇新农村

建设的总体思路是： 按照生产发展、乡风文明、生活宽裕、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以集镇建设为龙头，示范

村建设为重点，建制村建设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

快建设现代农业，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推进农

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惠及

广大农民群众。 二、具体做法 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

特色农业，重点突出农民持续增收。我们按照“产业抓重头

、企业抓龙头、产品抓拳头”的发展思路，着力推进经济结

构调整，初步形成了以轻质碳酸钙、石油膨体砂支撑剂、铝

矾土、铸件等系列产品为支柱的新型化工业发展格局，以草

食畜、中药材、干鲜果、蚕桑业为主的产业化农业发展格局

。引进落户了一批产值超百万，超千万的重点项目，有效解

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如羊明化工解决了丈

河村200多农民就业，强民乳业解决了后山村40余人的就业，

同时该公司还计划实施基地 农户的养殖思路，为更多的农户

提供挣钱门路、龙腾陶粒砂公司也为当地农民提供了20多个

就业岗位。这些项目形成了加快镇域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和亮

点。在农业产业化方面，以初步的现代化农业方式建立了“



丈河圣农野生中药材开发公司”、“晋城百草园咖啡豆”项

目以及“晋城瑞生态养殖园”等龙头项目，进一步延伸了产

业链条，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途径。虽然这些新兴的项目刚

刚起步，但必竟为农业调产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使我镇发展

现代农业有了良好的开端。 建设新村镇，改善新环境，重点

突出基础设施建设。水，电，路，医疗，教育，通讯等是新

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全镇46个村共完成投资2560

万元，铺设水泥路128公里，实现了村通水泥路目标。先后投

资130万元完成了引台北水入附城和引磨河水入附城工程

，2006年底已解决自来水入户的村达到28个村，今年以来又

投资60多万元实施了丰西至窑岭引台北水工程，解决了沿线8

村2500余人口及强民乳业有限公司的用水难问题。目前全

镇46个村全部开通了程控电话，电话总门数达到4320部，电

话入户率达到51%。38个村完成了有线电视入户工程，总户数

达到了6300户，占全镇部户数的72%；移动网络实现了区域的

全覆盖，畅通了信息流，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全面实行

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28787人，参合率达到93.63%

。全镇46个行政村有42个建起了村级卫生所，全镇低保人数

达到700余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以上。在全面建设新

村镇的同时，我们还重点抓了以生态园林为主调的集镇建设

，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拓宽改造了集镇西街，完成了凤山

中心寄宿小学建设，开工建设了新建路商住一条街和凤山公

园，城镇建设步伐加快，镇容镇貌大为改观，集镇亮化、绿

化、硬化、美化大为改善，长期制约附城发展的行路难，用

电难，通讯难，服务功能差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培塑新农

民，树立新风尚，重点突出构建和谐附城。镇党委、政府始



终坚持把提高农民群众的文明素质作为根本目标，把教育农

民群众贯穿到各项活动中去。深入开展“八荣八耻”教育和

“附城是我家，文明靠大家”主题系列活动，构建体现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道德风尚。同时和富士康集团多方沟通，开办

了晋城葛万技校附城分校，搭建起了农民素质提升的平台。

去年和今年还先后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及陵川县开发局、农业

局等涉农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在附城、玉泉、新庄、丈河等村

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种、养、加及沼气建设等新技术培训

，受训人员涉及15个村、1000余名干部群众。 选好带头人，

建设好班子，重点建设基层领导核心。一个好的班子将决定

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我镇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实行了“三强

”，即强支书、强制度、强素质，特别是在带头人的选拔上

，通过民主推荐，大胆使用那些能吃亏，能受气，能吃苦，

有思路，会办事，口碑好的人，使新农村建设充满活力。如

附城村的秦三胜同志，北马村的徐平肉同志等。同时也对基

层班子中个别工作无斗志的软支书，不思进取的酒支书，没

有作为的懒支书，采取果断措施该换的换，该免的免，该停

的停，如***\**两村的支书就是在今年沼气建设中或拖着不干

或疲疲踏踏，被镇党委给予组织处分。 改善新生态，建设新

能源，重点突出生态富民工程。沼气建设是我镇今年新农村

建设的重中之重，县里下达我镇户用沼气任务1000户，为了

高质量高标准完成目标任务，真正把沼气工程建设成为农民

群众的幸福工程和致富工程，我们采取了全民动员，领导带

头，跟踪服务，制度约束等办法，确保了生态家园富民工程

的我镇的整体推进，目前全镇有24村铺开沼气建设工程，已

建成880户，点火投入使用的260户,完成“一池三改”户192户



，在建的120户。预计在9月份可完成1000户沼气建设目标。

同时，强民乳业600立方米大中型沼气工程正在积极进行前期

准备，建成后可使后山村集中供气400户。 三、四点体会 在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镇做出了一定成绩，也取得

了一些经验，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因地制宜，

规划先行。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新农村

建设，必须统筹考虑各方面情况，尤其要切实搞好规划工作

。镇党委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规划要注重超前性，规划力

争一步到位，建设可以分步实施；注重全面性，把农民利益

与市民利益、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城镇建设与农村建设作

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注重科学性，做到水、电、路“三配套

”，功能、绿化、造型“三统一”，生态、景观、风格“三

协调”；注重严肃性，坚持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

一盘棋。同时强调，规划的实施要坚持量力而行，政府不搞

大包大揽，更不搞一刀切。为此我镇于今年6月中旬邀请市、

县专家，评审通过了《附城镇总体规划》，使今后的新农村

建设有了约束和规范。 二是培育产业，夯实基础。建设新农

村，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离不开产业支撑。我

镇从自身的资源条件出发，明确把新村镇建设和发展现代农

业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着力发展草食畜牧业，道地

中药材、干果经济林、蚕桑养殖业，采取建园区、抓龙头、

等措施，扩张畜牧、蚕桑养殖基地规模，争取市场竞争主动

权，不断优化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 三是抓点示范，以

点带面。为了确保新农村建设扎实有序推进，我镇首先确定

附城、玉泉两村认真进行了试点工作。以城镇建设和产业发

展为依托，兼顾交通条件，文化特点，经济发展，社会事业



条件差异等不同类型，在全镇确定了7个新农村连片建设试点

村，按照“一村一业、一村一品”的要求，研究制定试点村

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四是统筹协调，完善考核。把建设新

农村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需要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推

进机制，同时努力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干部作风转变。我

镇实行镇领导联村和下乡人员包村责任制，对重点工作如沼

气建设实行一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对年度工作实行年初

承诺、半年督查初评和年终述职评议，对镇村干部实行民主

测评打分、末位淘汰；积极推行干部在一线工作、领导在一

线指挥、问题在一线发现、办法在一线产生、矛盾在一线解

决、经验在一线总结的“一线工作法”。通过这些措施，使

全镇干部的作风明显转变，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二、存在问题 我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离中央提出的“二十字”方针政策要求相比，还

有相当的差距。从全局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亟需解决

。 第一，要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扶助机制。特别是工业反哺农

业，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不是很明显，尤其是从县到镇由于

工业发展的相对缓慢，直接从工业反哺农业的资金或物资至

少目前农民没有触摸到和享受到直接的利益和好处。有利于

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市场机制以及对农村公益事业

发展的机制还没有成熟起来。如在沼气建设中，大部分帮扶

单位没有真心实意的动作，有的单位还没有到过所包村，联

系农村干部上门见不到部门领导，即使见到了也没有多大热

情，使农村干部有些心冷。 第二，一些农村干部对新农村建

设认识不全面。一提到新农村建设，许多人就认为是一排排

崭新农舍，一道道整洁的农村街巷，一条条宽畅笔直的柏油



公路；一提到生产发展就是想到干一座煤矿，建一个铁厂等

。当然这肯定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但在认识上偏离了

新形势下建设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

新标准新要求。 第三，突发事件影响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

建设过程中，突发事件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发生，如土地的调

整和使用，如果解决不好就有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甚

至使整个工程瘫痪，不重视研究解决土地问题将会使新农村

建设受到很大制约。 第四，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示范作用还

不是很充分。新农村建设必须有科学的统一的设计规划。但

一些村不愿负担规划设计费用，自行其是，盲目建设，导致

群众不满意。因此对经济基础差条件不成熟的村不要盲目进

行建设，而应多学习成功经验，多考虑村民的承受能力的本

村的经济状况。 第五，农村基层主干素质亟需提高。特别是

有些条件不错的村的支书、主任之间互相存在芥蒂，两人相

互不服，主任认为自己是直选出来的不把支书放在眼里，而

支书认为自己更是“两推一选”上来的，也不把主任放在眼

里，工作中互不通气，各行其是，搞得群众是一头雾水，不

知听谁的，心里没谱。尤其是个别依靠家族势力选上来的主

任，不服支书，不管群众，只为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为谁当

家作主，为谁办事服务，握着公章发牢骚，不做工作，指手

划脚。说免其职务吧，是群众选上来的，让其干吧，又障碍

不少，新农村建设中很多需要开展的工作，就在这样的扯皮

中被耽误。 三、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 新农村建

设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当今农村村与村

之间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从实际出

发，把握总体，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稳步推进。 一是要真



正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就全镇目前而言，真正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并不多，全镇

不达20%。这是影响农业调产，促进农业增收的制约因素，

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需要上级职

能部门深入农村开展具体指导，亲手传帮带，让群众看到实

际内容；政府既要靠启发引导，又需要行政推动，确实使农

民自己掌握一定技能后，独立自主开展农业调产，否则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就是一句空话。如我镇种植业就是比较典

型的，全镇90%的耕地就是玉米，种植结构如一潭死水。大

棚蔬菜更是空白，仅庄里村有30亩旱地蔬菜。水浇地也仅仅

只有台南村的50亩。养殖业上鸡没有上万只的，猪没有上千

头的，最大规模的养羊户也不不过600只。 二是要深化农村各

项改革。要以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推进适

度规模经营，在土地的利用上职能部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横

加干涉，只要是农民合法的发展种、养、加的项目都要给予

鼓励和支持，甚至是优惠。 三是要切实培养一批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就地

创业。对此，政府部门要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沟通，架起

农民学习新知识的桥梁；还要挤出扶助资金，帮助农民学到

自己所想学的知识，让学有所长的农民回到村里发挥长处实

现自主创业，带动更多的群众致富；要组织农民到发达地区

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和考察，让农民真正学到先进的东西，

坚决摒弃那种看一眼就走，问一句就好的浮浅作法，蜻蜓点

水浮光掠影式的做法什么效果也不会产生。 四是要减少一些

扶持“三农”的条条框框。特别是一些有帮扶资金的权力单



位，给钱不多手续繁琐，关卡重重，办事效率低下，衙门作

风严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需要各级各部门的能力协作，大力支持，特别是有帮扶任务

的单位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把村干部向上跑变为部门领导

向下跑，把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职责体现在真心实意

的具体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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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