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烟台新农村实现五大新突破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3/2021_2022__E5_B1_B1_

E4_B8_9C_E7_83_9F_E5_c67_493289.htm 缀满枝头的苹果，映

红了果农的笑脸，丰收的喜悦伴随馥郁的果香荡漾在田间地

头； 整洁靓丽的村容，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延伸的城市文明

伴随着一体化进程渐行渐近； 破蛹化蝶的嬗变，激活了农业

的潜力，千里沃野变车间吹响了现代农业前进的号角； ⋯⋯

2007年，行将过去。盘点山东烟台市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

成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是靓丽的一页350万农民收获

了沉甸甸的实惠，共享城乡和谐发展的成果；新农村的五大

突破，昭示着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

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阔步走来。 【突破一】观念

之变  跳出“三农”抓“三农” “连续三年来，‘三农’问题

都被列入市委一号文件，新农村建设重中之重的地位进一步

凸显，可以说‘三农’问题已深入人心。”谈到山东烟台市

新农村建设的成绩，市委农工办主任李元彩开门见山地说，

“我市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观念性的重大突破，那就是跳出‘

三农’抓‘三农’。” 跳出“三农”抓“三农”，就是从战

略全局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化，走出一条城市与农

村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

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重点论述“新农村建设”问题，核心

要求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统

筹城乡发展，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也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方法。 市委主要领导也多次提

出，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既包括经济层面的问题，也



包括政治文化层面的问题，但根本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当前

要破解新农村建设难题，走出“三农”发展困境，必须从实

际出发，站在“三农”之外，重新认识和调整工农关系，运

用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两种手段，建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新

机制。 李元彩表示，党的十七大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烟台市也应把统筹发展的理念落实到各级党委政府的总体

部署和工作的各个层面。要克服就农村抓农村、就城市抓城

市思想，树立和运用城市、农村资源一体化、市场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的观念，推动烟台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突破

二】善政亲民  农民喜飨“民生大餐” “年初加入了新农合，

前段时间药费报销得到镇上去，对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来说

，确实不方便。没想到现在在村里也能报销了，新农合真是

办到了百姓心坎上。”12月15日，山东烟台栖霞市桃村镇河

东村的胡绍平，因伤风感冒在村卫生室打了两天吊瓶，花

了124元。结算药费时，当场在村卫生室领到24.8元的报销费

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了村级报销点，农民足不出村就可

以看病报销，如今在栖霞市已经变成现实。栖霞有农业人

口50多万人，其中近80%的农民加入了新农合。为切实方便参

合农民就医用药，推动新农合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引导参合

农民小病不出村镇、有病早治早防，该市从今年9月10日起，

在桃村、唐家泊、苏家店等6个镇（街）的83个村卫生室进行

了新农合医疗村级报销试点工作。按照规定，符合条件的农

民在村卫生室看病拿药，享受跟镇卫生院一样的报销政策，

即拿即报，受益群众拍手称赞“新农合真是办到了百姓心坎

上！”。 “今年以来，农村民生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可以说是为农民朋友准备丰盛的‘民生大餐’。随着农村



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城乡差距不断

缩小，农民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李元彩告诉记

者，今年新农村建设成绩斐然，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事业方面

，坚持把城乡统筹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不断加大扶持力度，

有力提升了烟台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目前，全市58.9万

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已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6019.9万

元，免除贫困学生教科书费、杂费121.53万元，补助贫困寄宿

生费93.62万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353.6万人，参合率达

到87.03%，比上年提高9个百分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

去年的900元提高到1025元，五保集中供养率达80%；参加社

会养老保险人数45.1万人；开展各类农民教育培训1000多场次

，受训农民10万多人。 【突破三】山乡巨变  村容“旧貌换新

颜” 昔日，这里是一个脏得让人“插不进脚”的小山村，如

今，全村街巷院落收拾得整整齐齐，环境井然有序。这些实

实在在的变化，发生在山东烟台莱山区解甲庄镇刘家埠村。 

重返刘家埠村，记者发现每户村民的家门口，都摆放着一个

垃圾桶，村民的生活垃圾被有序地放置在垃圾桶里。村里的

保洁员定时上门收集垃圾，统一运送到位于曹家庄的莱山区

生活垃圾转运站，之后运往市生活垃圾处理厂统一处理，整

个过程没有任何二次污染。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实

行垃圾处理一体化之后，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41岁的村

民宇富贵指着村头的小花池对记者说，“原先这里是一个猪

圈，一到夏天臭味扑鼻，蚊蝇乱飞。可如今，每天都有保洁

员按时上门收垃圾，打扫卫生，咱们农民现在享受的是城里

人待遇了。” “脏乱差”一直是烟台市不少农村的代名词，

也是农村的“顽疾”。如何破解农村“脏乱差”的难题，莱



山区进行了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城市化进程的破题之路，

那就是在全市率先实行城乡垃圾处理一体化，城区环卫服务

向乡村延伸，让农村居民体验到了一种城区居民的生活。 “

村容村貌不是形象工程，而是村庄文明程度，村庄建设水平

，村民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莱山区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

任刘文家对记者说。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是一项民心工程，是

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城乡垃圾处

理一体化大大改善了全市镇村的人居环境，不仅为城乡居民

创造整洁、优美、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同时提升了城市

的整体形象，为经济建设搭建了良好的环境平台。 今年以来

，烟台市坚持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亮点工

程，狠抓文明一条街建设、村级活动组织场所建设和新能源

综合开发利用，许多村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目前，全市

新完成1181个村的编制规划，有2393个村开展了“文明一条

街”建设，有1343个村庄开展了村级活动场所建设，有52个

镇、300个村开展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建设，有1192个村开展

了“四改”工作，农村文化大院由原来的1602个增加到2746

个，新硬化农村公路77公里，全市通自来水村庄普及率达

到87.7%。 【突破四】破蛹化蝶  现代农业“高歌猛进” 12

月15日，山东莱阳龙大集团设在周格庄村的有机菠菜基地。 

在基地，记者见到了54岁的董耀臣。如今，他从一位普通村

民，“摇身一变”成为执行国际标准的现代“农业工人”。

“俺现在完全是按照出口企业提供的国际标准种菜，不仅能

够按月领到800元的工资，年底还能拿到2000元的奖金呢！”

董耀臣的话语里透着几分自豪。 董耀臣身份的巨变，源自莱

阳现代农业的“高歌猛进”。 建设新农村，莱阳首先把农业



推向开发的前沿阵地。为改变农业的弱质地位，使农业成为

富民产业，莱阳市真正把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以产业

化经营为主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使千里沃野成为“农业

车间”。 在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路下，莱阳大力兴

办“农字号”企业，建起了40万亩种植基地，建成年出

栏2200万只肉鸡、42万头猪、存栏1000万只蛋鸡和1.8万头奶

牛的畜牧生产基地。随着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水平提

高，农业的综合素质迈向一个新水平，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的转变。 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离不开品牌战略的支

撑，否则难以做大做强。在招远，当地因地制宜地实施了“

一村一品、以品益村”发展战略，六成以上的村子发展了具

有自己特色的品牌。 在山东烟台招远市毕郭镇官地洼村，一

个个白色的“营帐”扎满田野，全村140户农民就有130户种

植大棚西瓜，人均年收入1.1万元。一个原来并不富裕的村子

成为了“小康村”，“官地洼西瓜”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

。蚕庄镇的“蒋家村有机苹果”、张星镇的“王家村大樱桃

”，在多方的努力培育下，也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支撑和品

牌，突出了农业产业化特色。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

业竞争力，为烟台市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李元彩

认为，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

约化，目标是产业化。烟台市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始终坚

持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为

建设新农村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不断加快现代农业产业

化发展步伐，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推动全市农业

和农村经济工作更好更快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农业增加

值达到59.65亿元，同比增长5.8%；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70



元，增长15.5%。 【突破五】联手共建 点燃群众致富希望 农

村天地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合作领域宽泛。 山东烟台招远

针织厂，从城市走向农村，在周边56个村庄设立加工点，联

手共建新农村，共建活动不仅让企业走出了用工困境，而且

先后吸纳农村劳动力2500多人轮流作业，年可为农民增

收1000多万元。 这是一次互惠双赢的行动，也是烟台市“3

＋1”联手共建活动的一个缩影。去年2月16日，烟台市召开

“3 1”联手共建新农村研讨会，部署“一个企业带动一个贫

困村，一个富裕村带动一个弱势村，一个机关事业单位帮扶

一个困难村”，启动新一轮社会各界包村帮扶工程。 “3 1”

联手共建是烟台市开展农村工作的一次全新尝试，尤其是“

村企共建”已成为主力军，表现出了较强的生命力，已结出

累累硕果。来自市农工办的统计显示，目前烟台市先后

有4100家企业参与到“村企共建”中来，其中1500多家农产

品加工企业与共建村庄建立了生产基地或签订购销合同，195

家企业在共建村庄设立分厂或建立加工点，就地就近吸纳农

村劳动力2万多人。 李元彩表示，村企共建是工业反哺、城

市支持的一条有效途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主要

是通过间接支持和直接参与两条途径。间接支持更多地体现

在公共财政的投入上，而直接参与主要是通过产业、技术以

及救助等手段与“三农” 联合对接。当前，烟台许多企业与

农村联手共建的主要内容是参与现代农业建设，带动农村经

济发展。通过村企共建，形成了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

的有机联系，打通了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由

工业向农业、由城市向农村流动的渠道，为企业拓展发展空

间和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平台，为农村加快发展和寻求合作



创造了机会。 村企共建，改变以往帮钱帮物的单一内容，改

变企业单向付出的传统方式，把企业的优势与共建村庄的潜

力结合起来，把企业的利益追求与共建村庄的发展需求联结

起来。村企共兴农村经济、共谋发展思路、共办社会事业、

共育文明乡风、共建优美村庄，不仅为工农互动发展提供了

双向共赢的商机，而且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

展探索出一条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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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