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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769.htm （一九八二年一月七

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建委、国家农委报送的《第二次全国农

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纪要》，现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农

村房屋建设，是关系八亿农民切身利益和改变农村面貌的一

件大事。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

高，广大农民不仅要求改善居住条件，而且要求改善生活服

务条件、环境条件，增设商业、文化、卫生、公用福利等各

种设施。形势的发展，要求把农房建设工作扩大到有规划地

建设村庄和集镇上来。对于这种新的形势，各级政府要有充

分的估计，要有一个设想，从农村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村镇

规划和建设摆上议事日程 ，认真加以研究 ，作出部署，定期

检查。特别是县一级政府要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抓好

村镇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搞好规划，

要十分珍惜和节约用地，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主管村

镇建设的部门、农业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大力

协同，充分调动社队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依靠农民自己的

力量 ，在统一规划下，逐步把我国现在还比较落后的村镇建

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村镇。附：第二次

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纪要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建委、国家农委于一九八一年十二

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村房屋建

设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建委、农委、

农业厅（局）和部分地、县的负责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



门的代表，共三百多人。会议期间，万里副总理到会作了重

要讲话。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开始稳步发展，农村

经济一马当先、方兴未艾，农房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情况

下召开的。主要任务是：以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上提出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作指导，认真研究目前农房建设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交流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

讨论如何进一步从方针政策、组织领导、规划建设和管理法

规等方面采取措施，刹住乱占滥用耕地之风，实行综合开发

、综合建设，把农房建设引向有领导、有规划、有步骤地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轨道。到会代表围绕中心议题，畅谈了

当前农村的大好形势，肯定了近年来农房建设取得的成绩，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搞好村镇建设提出了意见。现综合

纪要如下：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政策

的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多种经营的发展，农业连年丰

收，广大农民收入普遍增加，迫切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增加

文化、福利设施。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备料，村村动土”

，建房规模之大、发展之快，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一九七

八、一九七九两年，全国农村建房约四亿平方米；一九八０

年一年，建房约五亿平方米；一九八一年预计可达六亿平方

米以上。现在，不但比较富庶的地区在建，就是原来经济条

件比较差的苏北、皖北、豫东、鲁西、甘肃、陕北等地区也

开始在建。新建的农房，砖房、瓦房、楼房增多，有的还采

用了混凝土小构件和钢屋架、钢门窗。各地在新建、改建住

房的同时，还兴建了大量社队企业以及许多卫生院、中小学

、文化站、广播室、电影院、放映场等，不少地方还发展了

自来水和沼气。一些规划和布局比较合理、设施比较齐全的



新村镇已经在不少地区出现。这些情况，生动地反映了我国

农村经济形势日益好转的兴旺景象。 会议认为，一九七九年

十二月，由国家建委、国家农委等五个部门联合召开的第一

次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重申农村住房属于生活资料

，产权应当归社员个人所有，社员自建自用完全合法。 会议

强调对农房建设工作态度要积极， 步子要稳妥，不要大哄大

嗡，并提出了“全面规划、正确引导、依靠群众、自力更生

、因地制宜、逐步建设”的方针。这是符合党的三中全会精

神的，对指导农村房屋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两年来，许多

地方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清理了“左”的思想

影响，做了比较妥善的安排和部署。现在绝大多数省、市、

自治区已建立了农房建设专管机构，积极开展了工作，抓了

新村试点，组织了设计竞赛。国家和地方在技术、物资方面

，也给予了支援。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建

房方式，有的是社员自己建，有的是群众互助建，也有的是

由社队集体建，分配、出租或卖给社员。而最普遍最受群众

欢迎的是自建公助方式，即由社员自己集资、备料，社队根

据集体的经济条件，在资金、材料、人力、运输等方面给予

不同程度的支援，新建的房屋产权归社员所有，既符合我国

现阶段绝大多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这些实践经验，对指导今后村镇建设仍有重要

作用。 （二） 到会代表普遍反映，党中央、国务院体察民情

，顺乎民心，要求把农村建设这件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和

改变我国广大农村面貌的大事抓好，具有深远的意义。有些

地方的领导同志，亲自过问农房和村镇建设，把这项工作摆

上了议事日程。但是，从多数地区的情况来看，同中央的要



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 领导落后

于形势。我们许多同志，对农房建设出现的新形势估计不足

，认识不够，认为农民祖祖辈辈盖房子，都是自己盖自己住

，不花国家钱，何必去管它。特别是县一级没有主管机构，

很多地方对建房占地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的状态，普遍发生了

乱占滥用耕地的严重情况。二、 不正之风突出。某些县、社

领导干部带头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人力、财力、物力，

多占地、占好地修建私人住宅；或受贿、徇私舞弊，为别人

违法建房开放绿灯；个别县的科局以上干部采取各种非法手

段修建单门独院 ， 有的建房面积多达四百九十二平方米，占

地达八百四十三平方米。这种严重情况，在国务院发出《关

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国发［１９８１］

５７号文）和胡耀邦同志批示要发动群众起来监督各级干部

的不法行为之后，仍然没有得到制止。三、 规划工作跟不上

。现在只有少数地方的农房和村镇是按规划进行建设，绝大

多数是社员愿在哪里建就在哪里建，住房七零八落，有的地

方社员盖房，占地多达三、四亩，村庄成倍扩大，不仅浪费

了大量耕地，而且给生产、生活造成长期不便。四、 建设法

规不健全。社员宅基地的标准如何确定，“专业户”生产场

地怎么合理解决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加上各项建设

用地缺乏严格的审批手续，结果各行其是，有的社队企业随

意划地段、圈大院，多占少用、占而不用。不少地方把砖瓦

厂建在耕地上，就近挖田取土，浪费土地等等。由于建设法

规不健全，也造成很多矛盾和纠纷。五、 建筑材料短缺。现

在社员盖房子，市场上很难买到材料，只好想方设法，到处

找，到处挖，以至滥伐树木，挖土毁田，破坏资源。 对于以



上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加以纠正和解决。 （三） 

会议认为，目前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搞

好村镇建设这样一项新的任务。对此，必须充分估计，正确

引导，要有个总的设想，避免陷于盲目性。全国现有的五百

多万个村庄、五万多个集镇 ，今后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

继续改建、新建大量住房，以及相当数量的生活服务设施、

文化福利设施和各种公用设施。这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建设 

。我们应当从农村建设的全局出发 ，在农业区划的基础上，

对山、水、林、田、路、村进行全面规划，并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和缩小城乡差别的要求，使村镇的住房建设同生

产、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等设施的建设相结合，做到布

局合理、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各具特色，逐步把我国现在

比较落后的村镇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新

村镇。 总结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今后村镇建设的指导

思想应当是：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调动农村社队和广大

农民的积极性，走自己动手、建设家园的路子。要坚持在生

产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量力而行，

循序渐进，逐步建设；要坚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

地，充分利用旧村，统筹安排住房和各项设施的建设；要坚

持因地、因时、因事制宜，确定建设规模、建房方式和建筑

形式，不要一刀切，一个样；要坚持群众路线，采取正确指

导、典型引路的办法，十分注意经济效益，不搞强迫命令，

不搞形式主义。第一， 切实加强领导，把村镇建设摆上议事

日程。应当看到，搞好村镇建设，是一项意义重大、政策性

很强的工作。广大村镇既是亿万农民生活的场所，又是农工

副业的生产基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它们建设好，对于活



跃农村经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而安排村镇各项设施的建设，又涉及农村各行各业，如

何通观全局，权衡利弊，区分缓急，协调发展，是一个很复

杂的问题。因此，需要各级政府认真把这件大事抓起来，并

指定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负责，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建议

一九八二年各县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把村镇建设问题作为一

项主要议题，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监督实行。第二， 抓紧

制订村镇建设法规 ，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各地要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社员宅基地、“专业户”生产场地、社

队企业和各项公共设施用地，以及规划设计审批制度、各项

建设管理办法等，都要尽快作出规定。这次会议讨论修订的

《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经批准下达试行后，在村镇建

设用地方面就基本上有了章法。各地还可以结合当地的具体

情况，制定一些补充规定和实施细则，以便把村镇建设的一

套法规逐步建立健全起来。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 ，对

社员宅基地的标准 ，可根据山区、丘陵、平原、牧区、城郊

、集镇等不同情况，分类规定控制指标。县级人民政府按规

定的控制指标，根据当地的人口、土地、家庭副业、民族习

俗等，具体确定当地宅基地的面积，并报上级政府备案。社

员建房和村镇建设用地，必须履行申请审批手续。集体划给

社员的宅基地，社员可长期使用，所有权仍归集体，严禁买

卖，出租和违法转让。社员不得在自留地（山）、饲料地和

承包的土地上建房、开矿、葬坟和毁田打坯、烧砖瓦。第三

， 大力抓好村镇规划，合理安排各项建设。现在，有些地方

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规划和建设都比较好的新村镇，但从全

国来看，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把规划工作抓起来。会议要求



，从现在起，发动各地用二、三年时间，分期分批把村镇规

划搞出来，并于一九八二年开展一次村镇规划竞赛，评选优

秀方案，推动这项工作。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社队土地

利用规划要先行一步，合理确定村镇布点。编制村镇规划要

做好调查研究，充分利用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的成果，

弄清当地自然资源、气象、水文、地质和社会经济状况；要

实行远近期结合，以近期为主；要重视技术经济分析，进行

不同方案的比较。规划可以先粗后细，首先解决合理布局、

控制用地的问题，然后再进行详细的规划。这件事办好了，

就为全国的村镇建设奠定了一个好的工作基础。第四， 注意

节约用地，坚决刹住乱占滥用耕地之风。我国人口众多，耕

地较少，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个矛盾将越

来越尖锐。一九五七年以来，我国耕地净减一亿八千万亩，

每年减少的耕地相当福建一个省的耕地面积。珍惜和合理利

用每寸土地，是我们的国策。会议建议，一九八二年上半年

，各地都要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普遍进行一次农村建

房乱占滥用耕地情况的检查。对检查出来的性质恶劣、影响

很坏的事件，要严肃处理。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利用职权

，侵占耕地为自己和子女建私房的，要会同党的纪律检查部

门从严查处，有的不仅要没收私房，而且要绳之以法。第五

， 搞好建筑设计、施工，为广大农民服务。各地建筑设计单

位，要积极承担农村住宅建筑 、公共建筑和生产性建筑的设

计任务 。特别是县（旗）设计室（组），要面向农村，为村

镇建设服务。要编制一些通用设计，供农村选用。农房设计

不仅要做到适用、经济、美观，而且要体现地方色彩、民族

特点、乡村风貌，注意抗震、防洪、防风、防火，逐步形成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筑风格。 县里的施工企业要积极承

担村镇建设任务。农村建筑队要专门为社员盖房，可以在队

里以工分形式取酬，也可以按面积收取一定费用。要破除迷

信，移风易俗，反对盖房请吃请喝，铺张浪费。第六， 积极

培养专业人才，壮大村镇建设技术力量。搞好村镇规划与建

设，没有一批专业的技术力量是不行的。现在从事村镇建设

的技术力量非常薄弱，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解决。一是调查

登记本县、本公社的建筑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把他们组织

起来，担负农村建设任务。二是从现有设计、施工单位中，

抽调少数技术人员作骨干，带出一支技术力量来。三是在有

关的大专院校和农业中学中，增设村镇规划建设的专业和课

程。四是选拔一批农村高中毕业生，送到规划、设计、施工

单位和大专院校代培代训。五是地、县办短期培训班或建工

学校，积极培养人才。从长远看，在全国逐步形成一支村镇

规划设计的研究力量，也是很有必要的。第七， 发挥各方面

的积极性，努力搞好农村建筑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农村建设

所需的建筑材料 ，数量极大。而目前可能供应的玻璃、水泥

、木材的数量有限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解决这个问题，要

采取多种途径。首先，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山区提倡多用石材，黄土高原提倡搞窑洞和土坯

之类的生土建筑，城市郊区提倡利用炉渣、粉煤灰等工业废

料作建筑材料。还要发动社员植树造林，增加木材资源。其

次，要挖掘现有建材企业和社队企业的潜力，增产玻璃、水

泥和钢材。再次，要大力发展代用材料，积极推广钢筋混凝

土农房构件和钢屋架、钢门窗，以钢代木，节约木材。 国家

补助用于生产钢筋混凝土构件的钢材和建农房用的玻璃，由



归口的建材主管部门会同村镇建设、物资、供销等有关部门

商定分配方案，联合下达。经销和供应的办法，由地方确定

。要减少中间环节，薄利多销，专材专用，不得截留挪用。

第八， 搞好村镇建设关键在县一级，要做到事情有人管，工

作有人抓。目前县一级政府已有建委或建设局的，要把村镇

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担当起来，没有的，要在现有机构中调整

解决主管村镇建设的机构，主要抓好六件事：（１）贯彻执

行党和国家有关政策法令；（２）抓好村镇规划设计工作；

（３）管理村镇内的建设用地；（４）组织村镇各项工程施

工；（５）负责技术力量培训；（６）搞好建筑材料分配。

公社和县辖区也要有专人抓村镇建设工作。中央、省、地负

责村镇建设的机构要精干，主要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组

织试点，总结交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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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