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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6_96_B0_E5_c61_451563.htm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目前，我们应

当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

加农民收入，按照两条主线来开展工作:一条是发展生产、 推

进现代农业建设,以达到增收致富的目的.另一条是大力发展农

村公共事业，对村庄进行整治,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广大

农民的生活质量，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现结合村庄现状

及贵州省开展村庄整治的实践进行阐述，并针对当前在村庄

整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现状与省情 据建设部《村

庄人居环境调查》显示：全国许多村庄存在五大隐患：一是

饮水安全；二是因排水和生活垃圾而造成的环境隐患；三是

因过境公路和无村庄道路而产生的交通隐患；四是因人畜混

杂、消防、防洪、卫生防疫而引起的公共安全隐患；五是因

无村庄建设规划而引发的社会不和谐隐患。 贵州省辖9个市

（州、地）、88个县(市、区、特区)、691个建制镇，760个乡

，19858个行政村，18万个自然村；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985

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27元。人均耕地只有0.67亩.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差,农民收入水平低,增收渠道窄,文化素质低.

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城镇化水平比全国低16.4个百分点

，工业化水平比全国滞后10到18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的能力十分有限。总体来看，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在全国乃至西部都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欠发达、欠

开发”是贵州的基本省情。 贵州的村庄相当部分是依山或沿

公路而建，基本没有规划，近几年一些有余钱的农民建的新

房，“只见新房，不见新貌”；白瓷砖贴面的“火柴盒”房

子随处可见，各地农村“千寨一面”，缺乏特色；涉及村庄

整治内容的资金各自为政，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农村基础设

施严重匮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垃圾遍地、污水横

流；人畜混杂，臭气熏人等脏乱差现象突出。 贵州的实践及

其效果 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非均衡推进的战略，首

先选取风景名胜区内及其周边的村庄、城郊能够开展乡村旅

游的村庄、主要公路及铁路沿线的村庄、“城中村”以及其

他具有产业支撑、有明显示范带动作用的村庄先行开展整治

试点。 一是加强指导，着力搞好村庄整治规划的编制工作。

制定下发《贵州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庄整治试点工作指

导意见》、《贵州省建设厅关于编制村庄体系规划的通知》

等指导性文件。整治规划在征得村民同意后方可开展整治工

作；省级及各市（州、地）、县设计单位选派勘察设计骨干

参与新农村建设村庄整治工作，并给予取费优惠；各市(州、

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派人下乡村指导、各县（市、区、特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派出以局领导带队的技术干部驻村具体

指导；加大对村庄整治规划人员的培训力度；实行领导挂帅

、单位挂点、分级负责的原则。 二是由县级政府整合各上级

部门涉及村庄整治的资金，实现群龙治水。采取“地方财政

补贴一点，上级部门补助一点，社会各界捐助一点，村庄集

体筹集一点，农民投工投劳一点”的方法，整合各方力量向

试点村进行投入。省建设厅按每户1800~2500元的标准给予补



助。各县级政府按照“渠道不变、用途不乱、捆绑使用、各

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全面整合各部门的涉及村庄整

治的改水、改厕、改圈、改灶、沼气池建设、进村路建设等

各专项资金，优先向试点村庄倾斜，使试点工作做到完成一

个，巩固一个。 三是因地制宜，注意体现民族特色及地方特

点。为了加强整治过程中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保护，要求

各市（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具有

本地民族及地方特色的4套以上农房图集，由省建设厅补助图

集编制费用，承担全部印刷费用，免费送给农民参考。如遵

义市实施 “坡屋面、小青瓦、穿斗柱、白粉墙、雕花窗”的

黔北民居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是从老百姓最急需、

最关心的事情做起，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人翁作用。村庄整治

工作的主体是农民。我们始终把群众最关心、最迫切希望解

决的进村路、联户路、供水设施、排水沟渠、改厕、改灶、

改圈等建设内容作为村庄整治的重点和突破口，得到了群众

的拥护和支持，各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建议及思考 （一）

村庄整治工作应由哪个部门牵头负责？ 从政府现行各职能部

门的职责和技术力量的组成角度来看，推进农业产业建设的

主要任务应由农业部门牵头负责；而大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实现村容整洁的任务主要应由建设部门牵头负责为宜，并

应该作为一条原则坚持下来。从贵州省的情况来看，推进农

业产业建设的任务由农业部门牵头负责，开展村庄整治的任

务由建设部门牵头负责，这也是贵州省委、省政府对贵州省

农业部门与建设部门各自开展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取得的实

际效果进行分析比较后在省级部门作出的一个选择。 （二）

各级财政应分别设立村庄整治专项资金。 现各省(市、区)等



都或多或少地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了部分村庄整治专项资

金，而国家机关的一些相关部门以村庄整治的事权在地方为

由，至今没有安排过村庄整治专项资金。就农村公共事业而

言，确实安排有专项的通村公路、改水等专项补助资金，但

村庄的整治或建设规划的编制、公共活动场所的建设、联户

路和入户路的建设、排水及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具有民族

特点或地方特色建筑的整治保护、公厕建设、人畜分离设施

的建设、防火防洪等防灾设施的建设等等，国家却没有一分

钱的补助资金。 （三）应赋予县一级政府整合村庄整治资金

的权力，实现“群龙治水”。 基于我国目前各上级业务主管

部门的分工现实情况及地方政府的投资取向，一些上级业务

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涉及农村村庄整治

的资金，但县一级政府只有服从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安排

并予以实施，以致形成“好似都在投入，但无一处形成新貌

”的情况。为此，必须赋予县一级政府整合上级各业务主管

部门用于农村公共事业及改善人居环境资金的权力，按照“

渠道不变、用途不乱、捆绑使用、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

原则，达到“整治一处，见效一处,带动一方”的效果。 （四

）村庄整治及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之前，必须编制村庄整治规

划。 城市（镇）要按照城市（镇）规划进行建设，村庄整治

和建设也应当如此，这也是2008年1月1日将正式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具体要求。村庄在整治和建设

之前，都应当编制操作性极强的规划用以指导村庄的整治和

建设。但一段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出于对“三农”问题的

重视，纷纷加大了支持力度。在没有编制村庄整治规划的情

况下，一时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各部门认为当前应当实



施的工程建设；加上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为解决自身的

住房问题而大兴土木，导致一些村庄“只见新房，不见新貌

”，破坏了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导致杂乱无章的低水平建

设和视觉污染，甚至造成资金的浪费。这在东部发达地区已

得到了印证。因此，在进行村庄整治之前，必须由建设部门

先行编制村庄整治规划，并牵头予以指导实施，以避免上述

情况的发生。 (五) 村庄整治工作应先试点后推开，尤其是西

部地区不可一蹴而就。 目前，一些农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

和先富裕起来的农民收入增加后，急于建新房，我们应当如

何正确引导？如何展开？要认真研究。 “新村运动”考察团

的《韩国“新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韩国是按照自立村(

较好)、自助村(次之)、基础村(较差)的分法，对经济实力不

同的村庄进行区分，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加以整治。借

鉴国外的经验，加之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经济

实力不同，广大农村各有自己的特点和生活习惯，所以更应

当在搞好村庄整治规划的情况下，根据财力分步实施，不可

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尤其是西部地区更应如此。 （六）要

处理好少数民族聚居村庄的保护与整治的关系。 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纯朴的民风，保留

着独特的民族特色和房屋建筑形式，房屋建筑材料一般以木

、石结构为主，这在云、贵、川、藏等一些地区表现得较为

突出。由于历史、经济、地理和生活习惯等原因，少数民族

村寨大部分建在半山腰，房屋一般每家每户紧密相连、人畜

共居、人畜饮水困难。要重点做好“寨改、水改、电改、灶

改、圈厕改”工作。 （七）应研究制定农村宅基地的回收、

流转政策。 农房用地大大高于城市，农民新房已建，老房还



保存，不符合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而对移居城市的农民而

言，在农村的土地不能流转，对他们本身也是一种损失，对

城镇化的推进不利。有关部门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切

实可行的农村宅基地的回收、流转政策，为新农村建设及城

镇化的推进提供土地资源。 总结和分析贵州的实践，我们认

为：一是在贵州这样“欠发达、欠开发”的省份实施新农村

建设村庄整治，只要方法得当，抓住问题的关键，是可以取

得成效的。二是像贵州这样一个“欠发达、欠开发”的省份

都能实现的目标，无论西部、中部还是东部地区，更有条件

实现得更好。三是对于逐步富裕起来的农民，一旦他们建设

家园的热情被激发起来，其对村庄整治建设的推动作用将是

巨大的，我们对此应有所准备，预先做好安排与引导。（作

者系贵州省建设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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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