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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区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以辽西地区榆树林子镇、朱碌科镇和万寿街道为例

吕海燕1．周虹2

(1．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江门529090；2．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东莞523808)

摘要：通过iJ舌l查辽西地区榆树林子镇、朱碌科镇和万寿街道办事处等传统农区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及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

解与需求．提f』{加快新农村建没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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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

大举措．激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理论界广泛开展r我

国新农村建设对解决“i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建设和

谐社会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的探讨．全国各地对新农村建设理论的实践也如火如

荼地开展起来，做法各异，成效显著。然而．政府和学者对

建设新农村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相对成熟

的理论体系。更缺少关于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理解及需求

的研究，也较少从不同区域、不同角色进行深入研究。同

时，宽泛的理论探讨较多，深入农村实际调查的实证成果

较少。为了更好地了解辽丙地区基层农民对建设新农村

的理解及现实需求，我们选定辽两地区有代表性的朝阳

市建平县作为调查研究对象，选择了该县万寿街道办事

处、榆树林子镇、朱碌科镇等地的81户农户进行了入户

调查，试图在贴近农村现实基础上．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

对策建议，以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进行。

l调查区域的基本现状与农户需求

1．1调查区域农业生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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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地区位于辽宁省西部．地处东北地区的西南缘。

毗邻京津唐，涵盖辽宁省的锦州、盘锦、阜新、朝阳、葫芦岛

等5市。土地面积占辽宁省土地面积的37％．人口占辽宁

省总人口的近30％。辽西经济区具有个性化的发展形态。

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在辽宁经济发展大格局中

具有重要地位。多年来，辽西地Ⅸ经济虽然保持了较快发

展，但阏生态环境恶劣、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匮乏、经济

基础差、贫困人口多、文化教育落后、资源承载能力和科技

教育水平低等因素的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处在

全省相对落后的位置。

朝阳市建平县榆树林子镇、朱碌科镇和万寿街道办事

处的受访区域。其农户家庭基本以种植业为主．主要农作

物为玉米和部分杂粮，受气候、土地及投入等主客观因素

的影响，每667 m2平均投入300元．平均产值多在500—

600元。近年来，以蛋鸡为主的畜牧业也有长足的发展，村

集体规划建设养鸡小区。承包给农户饲养经营并已被申批

为绿色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其中朱碌科镇已确定为建平

县生猪生产乡镇。万寿街道办事处小平房村的现代观光农

业应运而生。

在调查的8l户家庭中每户选1人作代表。受访者

共81人，其中男性58人，村干部20人，农业户口79

人。初中及以上学历49人。知道新农村建设的有74

人，71．6％的受访者是通过电视知道的。受访农户家庭

坐坐坐誓簟—}—‘■章业誊业jk业业啦业坐坐坐—譬业jkjk誓章■簟—b蕾}坐誓}船囊虫业坐誓皇誓e誓e业啦业螺螺妇■}囊螺坐坐

引导、培育与发展。在主导产业的培育上，政府部门应通

过利益及相关政策的引导，促使农业开发企业和农户结

成主导产业的培育主体。(2)重点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

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提高服务组织效能，推进农业产

业化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农业产业化的实施过程

中，基层政府有关部门应根据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愿

合约、利益联动、风险分担、共同发展”的取向，从利益分

配机制和运转约束机制两方面对市场主体行为加以指

导。(3)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力度。要引导各类资本向

龙头企业集中。培育大、强、优的龙头企业，建立以政府投

入为引导、其他社会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要完

善资本市场建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鼓励优质龙头企业

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等形式筹措资金。不断壮大资金实

力．增强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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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入来源的比例平均为种植业占44．4％．丁资性收

入占29．6％，养殖业占3．7％，非生产性收入(赠予、利息

等)占1．2％。

调查发现，受访农户的主要农产品多采取自产自销

的形式，几乎没有协会、企业订单收购或通过经纪人销

售，农民组织化程度低，79％以上的当地农户对农产品

加工及储藏所带来的收益缺乏认识。信息的缺位。导致

农民不能掌握相关的农产品加工技术、无资金购买加工

设备及不知道如何销售加工后的农产品而无法进行农

产品深加工。每年仅有的l一2次科技致富信息的培训．

70％是由政府免费组织的，几乎没有农业企业来这里举

办过任何形式的培训班。受访者获取农业新技术、新知

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电视或向其他农户学习．报刊杂志

仅仅是一种补充。受访者家庭成员中近3年来参加过农

业技术方面培训的人数仅占受访总人数的24．7％．只有

11．1％的人参加过专业协会或组织(如科技协会、果树

协会、养猪协会、养鸡协会等)，而82．7％的人几乎未参

加过任何专业协会或组织．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比较封闭

的生产环境中。

1．2调查区域农户的需求

受访者中认为目前农业生产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主

要是资金，其次为技术、基础设施、自然灾害、农资价

格，其中农资价格偏高等已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制肘。

虽然有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最近3年来村里的道路和

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已有所改善．但将近七成的受访

者对当前的道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不是太满意或

不满意。

“在生产方面，您最希望政府做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

中．有60％以上的农民明确提出了希望政府进行道路和

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与改善。多打水井。其次是构建科技

辐射平台，集中政府和专家的信息优势，通过“农民培训中

心”、“农民业余学校”、富民网站及科技录像、现场会等形

式，为农民提供生产信息、技术培训，指导农民生产。例如。

通常农民在给农作物打药时不注重农药的配比．随意性

很强，时有药害发生．通过培训可提醒农民要安全使用农

药。其三是大力开展小额信贷服务。为农民提供生产急需

资金。

针对“在新农村建设中．村干部应该如何做”这一敏感

问题。村民的一致意见是村务必须公开，村里重大事情都

要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但是，对于村务公开的具体情

况。如村务公开的形式、频次、村务详情等．则约有2l％的

受访者回答“不知道”、“不清楚”。此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

说明农户民主意识还很模糊。另一方面．说明村务公开还

存在很大问题．农户在某种程度上也达不到对村务公开

的监督和指导．

2基本情况调查及村民对新农村的理解

为使调查内容的表达科学、有实际意义，在这次调查

中，90％的受访者都是当家人．63．7％的受访者处于40，

60岁年龄段，因为这个层面的受访者对农村情况较为熟

悉和关心，对于家庭收入和支出也清楚，能深切明了社会

经济情况，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受访者中．没听

过新农村建设的人仅占受访者总数的8．6％．说明这个地

区“新农村建设”理念在农民当中的传播比较好．农民对

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认知。其中71．6％的受访者是通过

电视传播知道新农村建设的．仅有28．4％的受访者是通

过乡村宣传、报刊、广播及其他传播媒介r解到新农村建

设的，这说明，电视已成为该地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

道。

在同答“您觉得新农村应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时。大

约1／3的农民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但90％的受访者认为

新农村建设应改善住房、盖楼、铺柏油马路，农民过上与城

里人一样的生活。在关于“新农村建设应从哪方面人手”

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有63．8％的人认为是修路：其次是医

疗网点的建立、村民素质的提高、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村舍

改造。

调查中，80．2％的受访者了解村委会干部的选举程

序，有74．1％的人能够认识到参Jm十,t委会选举是自己作为

一个公民的权利，选出好的村干部是新农村建设的关健．

是农民致富的迫切需要。在当选干部的调查上．64．2％的

人认为是靠群众基础当选的，有18．5％的人认为是靠个人

能力当选的，而认为靠施政纲领当选的只占2．5％。调查中

也发现有的村家族势力比较严重。当选的村干部就是家

族中年龄比较大的长辈。

大部分村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培养良好的社会

风气，杜绝赌博现象，邻里关系和谐，没有家庭暴力，赡养

老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农民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

中没有地痞流氓的威胁或侵害．人身及家庭财产感觉安

全。并且村里应该有健身蜈乐休闲场所．要设有阅览室、

戏剧场所、体育活动场所、{t赌博性棋牌室及定期放映露

天电影等。

3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及期望

3．1村集体组织对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认识。但对该层次

组织的职责不太清晰

所有受访的村干部既感到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又感

到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且一致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

扎实有效地推进新农村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访

问村集体负责人时．55．6％受访者认为村集体在新农村建

设中起主导作用．33．3％认为是规划与协调作用，11．1％认

为是推动作用，没有人认为应该起到投资主体作用．究其

主要原因是村集体组织没有固定经济收人，没有村办集

体企业，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没有投资的能力等。几乎没

有受访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家庭承包经营的

基础上，依法管理集体资产，为成员提供生产、技术、信息

等服务，组织合理开发、利用集体资源，壮大经济实力．引

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2村干部和村集体负责人对政府的期望

村干部和村集体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政府能够给予

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解决农村目前存在的一些亟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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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问题．为f寸集体成立产业公司提供贷款和技术上的

支持。例如，榆树林子镇素有“南果梨之乡”、“有机杂粮之

乡”的美誉，且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拥有铁、磷、钼、锰、金、

白云石、花岗岩等10余种。近年来，镇党委政府虽然大力

实施“民营经济强镇．牧果杂粮富民”的发展战略，初步形

成了以铁精粉生产及深加工为龙头的民营经济产业格局。

以畜牧业、南果梨、有机杂粮为主导的生态农业格局。但基

于资金、技术和销售等问题。发展速度仍然滞后，急需政府

“引导、扶持、服务”。

另外．村十部期望政府进一步出台可操作性强的、真

正让农民得到实惠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让农民与城市

居民拥有相当水平的各种福利保障、生活保障。切实增加

村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村医疗卫生、农村教育等的投入，

解决农村合作医疗医疗费高、报销额度小的问题：将一定

的物力和财力投向与农业生产急需的公用基础设施及整

治农村脏、乱、差的生活环境等。让农民看到新农村建设的

美好前景111。

4传统农区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4．1新农村建设要以人为本．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贴近地区实际情况，坚持以

人为本，尊重农民意愿．以农民为主体。从保护农民长远利

益的角度出发．实现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基础组织逐渐强

大，生态环境趋于和谐优美。

针对辽西地区现有村屯基本没有经过规划．村屯与居

民住宅基本是自然形成的特点，向村民宣传拥有一个美丽

的村庄也是新农村建设标志的理念．正确调整乡村生产与

生活空间的合理布局，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村屯布局与环境

整治规划．建设“村容整洁”的新农村。重点是建设好村里

的基础设施如公路、公共设施和污水、垃圾处理场；实行家

禽集中圈养或新建住宅小区禁止饲养畜禽，以便让更多的

农民享受现代文明生活。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功

能，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站，实现了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政府

拿出更多的优惠政策，让更多的农民看得七病、看得起病，

使农民过上健康寓裕的幸福生活，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4．2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把优势和特色产业作为新农村建设主要支撑点来

抓。朱碌科镇位于建平东南部，地处辽西努鲁儿虎山脉

腹地，属冀、蒙、辽3省通衢之地，交通便利，物流发达，

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雨热同

季，适宜杂粮作物的生长。所产的谷类和黍类颗粒饱满、

圆润晶莹、入口松软香甜，是全国有名的小米和大黄米

产区。朱碌科镇现已有杂粮营销业户250多家．镇党委、

政府因势利导，为做大做强小杂粮产业，实施科学规划，

合理发展，通过与大连华恩公司联手，以“公司加农户联

基地”的形式建设优质有机杂粮基地，统一品种、统一耕

作、统一收购，严格按有机食品的技术标准进行生产，成

功实现了由低质粮到有机粮的过度，不但产量高于传统

品种，而且凭着优良的品质．公司的收购价格也要高出

传统的市场价格，农民得到实惠．依靠科学种田的积极

性被充分调动12I。

成功的案例，证实了传统农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对新农

村建设的重要作用。因此，对生产有规模、符合规划要求建

立生产基地的农户，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和信贷支

持，促进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高村民组织化程度，改变小

农意识，提升农民获得信息、学习科学技术的效率，提高农

业生产与销售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夯实新农村建设的基

础。

4．3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畜牧业

充分利用辽西地区土地面积大、粮食和秸秆资源丰

富、草场面积大等自然优势，以畜牧业为突破口，优化种

植业和畜牧业内部结构131。如万寿街道办事处小平房村地

处建平县城东郊，紧靠101国道，交通十分便利，在村两

级班子的共同努力下．团结和带领全村人民因地制宜。确

立规划，从2001年以来。村里共投资160万元建养鸡专

业小区2个，畜牧综合小区2个，发展养鸡大户60多户，

存栏蛋鸡lO万只，投资100万元建蔬菜保护地和花卉生

产基地6．67 hm2。2005年始又规划建设果业。并投资192

万元建造防护林带、栽速生林、荒山造林、修护岸顺坝和

建造水浇地，投资342万元修建梨园和葡萄园、整修果树

台田。以优质牧草和秸秆饲料高效利用为农牧结合突破

点，采用现代生物T程和饲养管理新技术。实现以农养

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深加工促进农牧优化结构和发

展的技术体系。

5 结语

辽西属于典型的传统农区．建设新农村自然有其个案

特殊性，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因地制宜、因势

利导，利用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新农村建

设的实现途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让农民受

益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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