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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9C_E6_9D_91_E5_c61_394711.htm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最

近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一再强调，要把解决“三农”问

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

”。贯彻十七大精神，结合我省的实际，在新农村建设中，

一定要着力抓好“四个突破”。 一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在

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上取得突破。构建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定

位，也是搞好新农村建设指导思想的主基调。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一体化，就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城乡联系和发展

的互补性，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城乡对立，实现城乡之间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协调发展水平。我省城乡经济

发展整体较差，而城乡对立却较为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连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1（农村）：4（城市）以上的

高位，城乡矛盾在西部地区都较为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重

要原因是，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之

间在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环境条件、社会保障

等方面，缺乏对接的基础，没有形成“一体化”发展的经济

关系。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在领导农村工作指导思想

上，搞清楚障碍“一体化”的问题，形成明确的实现一体化

战略思路，下大力气抓好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措施

，带动整个新农村建设深入进行。 二是加快建立支农长效机

制，努力在提高农业产出水平上取得突破。建立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支持农村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系统化



服务体系，是体现“重中之重”战略定位的必然要求。各地

农村发展的实践都说明，孤立地抓农业、就农村说农村，是

不能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突破发展的。我国已具备了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

条件，农业和农村发展也亟需这种支持、支援。建立全方位

有力量的支农机制，在我省农村发展中更具有紧迫性和针对

性。尤其是应在机制的长效上下功夫，使这种支持不是停留

在形式上，而是能够取得实质成效；不是一时一事的活动，

而是有规范的持续行为；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单一的做法

，而是全面系统协调一致的成套措施。从而，真正推动农村

产出水平迈上一个台阶。 三是加快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着力在非农产业产出能力上取得突破。现代农业的发展

同时伴随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现代化，这不仅是发达国家

农业现代化的共同经验，也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提高农村创收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趋势。我省农村经

济总体上仍处于小农经济状态，农村收入仍以家庭经营为主

，家庭生产仍停留在“小而全”自然经济方式，农业产前、

产后服务单调，农村分工不发达，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目前全省农民收入的多一半来自家庭经营收入，家庭经营收

入中的第一产业份额和种植业收入份额都在八成以上。这种

收入结构，决定收入增长缓慢。所以，提高我省农民收入，

必须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入手，大力引导农户走出传统的“

小而全”生产，实现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非农产业，使农

民收入增长的支点，逐步地由主要依靠土地和体力劳动的古

老要素，转移到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产权等现代生产

要素上，形成增长能力的根本性突破。 四是创新农村经济主



体，实现人才资源贡献能力上的新突破。经济主体活力是经

济发展活力的根本所在。目前制约农村经济主体活力的问题

主要是组织化水平低、智力素质较差。与小农生产方式和自

然经济性质相联系，我省农村经济主体仍以家庭农户为主，

生产规模极小，产品商品量很少，市场关系残缺。多数农民

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科技知识和经营能力，外出打工也基本

停留在出卖体力的水平上。因此，提高人力资源的贡献能力

，一方面要积极提高经济主体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适度扩大规模经营，鼓励农民和家庭创办企业

，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

式，推动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大对

农民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技能素质，逐

步培养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更

好地发挥他们在建设新农村中的主体作用，以农民素质的转

变和智力的提高，带动农村创造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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