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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张建军

推进新农村建设”为题，对今后一个时

期的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从标

题上，我们就可以读出两个“新”。一是

“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是说要瞄准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通过新农村建

设，尽快补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中农村发展的这一短板。二是“深入推

进”。提出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任

务以来，出于各方面考虑，过去一直是

提“扎实推进”，现在提出“深入推进”，

就是基于过去近 10 年积累的工作基础

和实践经验，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和农

民群众的期盼，顺应建成小康社会的紧

迫需要和时代召唤，把新

农村建设坚持不懈地引向

深入。文件在这一部分以

习近平总书记“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的重要论述

为引领，要求通过强化规

划引领作用、加快提升农

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出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农

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

一目标。分别从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农村公共

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农村

基 层 党 建 工 作 等 六 个 方

面，提出具体的政策举措

和工作要求。

一号文件用“加大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两节，在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建设和农村

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

展方面，做出了系统全面的部署安排。

过去这些年，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

服务的制度体系已基本构筑，下一步，

要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着重在

消除盲点、扩大覆盖、提升水平和推进

并轨上下功夫，以切实缩小在这些方面

的城乡差距。文件提出的“2015 年解决

无电人口用电问题”、“支持乡村两级公

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切实加

强农村客运和农村校车安全管理”、“强

化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资金投入和机制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重要

基础，没有“美丽乡村”就没有“美丽中

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绝不能成为

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

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就此问题发表重要论述并提出明确要

求。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

不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让农村

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伴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催人步

伐，加快改变农村面貌到了一个关键阶

段。在今后 5 年多时间里，要如期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重点难

点还是在农村。不尽快缩小城乡在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等方面存在

的明显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就会被拖累、成果就会打折扣。

虽然这些年来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

改观，但与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仍

显缓慢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

设施建设成就斐然，但与城市发展水平

相比差距依然明显。因此，这就需要坚持

不懈地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此外，随着城

镇化的深入推进，未来将有数以亿计的

农业人口离开农村，进城安家落户，转变

成为“市民”。但即使我国的城镇化率达

到许多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仍会有

几亿人生活在农村。因此，在加快城镇化

进程中，新农村建设这只轮子不仅不能

放慢，而且还要提速，要把农村建设成安

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广大居住在农村、

就业在农业的人口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一号文件在第

三部分以“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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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支持建设多种农村养老服务和

文化体育设施”等举措，就是立足消除

农村的盲点，城里有的，农村也要有。

“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农村公路建设”、“深入推进农村广播

电视、通信等村村通工程”、“全面改善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全面推进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开发

与应用”、“以未能继续升学的初中、高

中毕业生为重点，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和

职业技能培训全覆盖，逐步实现免费中

等职业教育”、“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等举

措，就是让现有制度和政策安排进一

步扩大覆盖面，“推动农村饮水提质增

效”、“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统筹搞

好农房抗震改造”、“全面改善农村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高农村

学校教学质量”、“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可持续筹资机制，同步提高人均财政

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进一步提高实际

报销水平”等举措，是立足提高现有制

度保障和政策实惠水平，促进由“有”到

“好”的转变。“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向农

村延伸”、“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和宽带普及，推进信息进村入户”、“扩

大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高

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推进各

级定点医疗机构与省内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积极发展惠及

农村的远程会诊系统”、“落实统一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举措，则

是在各个领域促进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

源向农村延伸，提高城乡社会事业和基

础设施均衡发展水平，推动城乡制度逐

步并轨，逐步迈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当然，已经建立的农村各项基本

公共服务制度还处于一个不断完善、逐

步提升的过程，在投入机制、使用效率、

运行管理等方面亦存在一些问题。一些

基层服务站点闲置、设施使用效率不高

等问题一定程度存在，后续的投入、维

护、管理机制也有待健全。为此，文件

还要求整合利用现有设施场地和资源，

构建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平台。

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

号文件的一个亮点。干净的生活环境、

整洁的村容村貌，是农民群众的热切期

待，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要把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

项重要任务。文件专门用了一节对此做

出全面部署。首先强化规划的引领作用，

强化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力，让农村建

设有规可循、有章可依。同时要求改善

农民居住条件，搞好农村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推进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继续

支持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治，加快推进

农村河塘综合整治，开展农村垃圾专项

整治，加大农村污水处理和改厕力度，

加快改善村庄卫生状况。从我国地区发

展不平衡的客观实际考虑，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这项工作总体上要以垃圾收

集、污水处理为重点，改变一些村庄存

在的污水乱排、垃圾乱扔、秸杆乱堆的

状况。当然条件具备的地方，可以把整

治水平定的高一些，从实际出发开展“美

丽乡村”创建示范。文件还要求，完善传

统村落名录和开展传统民居调查，落实

传统村落和民居保护规划。这为加大力

度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域元

素的传统村落和民居指明了方向。文件

要求有序推进村庄整治，切实防止违背

农民意愿大规模撤并村庄、大拆大建。

在村庄整治中一定要慎砍树、不填湖、

少拆房，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不能逼农

民上楼、盲目搞集中居住，弄得乡村不

像乡村、城市不像城市，这种既劳民伤

财、又给村民生产生活平添新烦恼的事

实在是很不划算，也不应该。

今后在新常态下，必须充分调动社

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拓宽农村建设资金

来源渠道，用财政杠杆撬动社会资本投

向农村建设，引导和鼓励各类组织参与

农村各项事业，形成新农村建设百舸争

流、千帆竞发的生动局面。为此，文件要

求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和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并明确“对于政

府主导、财政支持的农村公益性工程和

项目，可采取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等方式，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参

与建设、管护和运营。”这就为社会资本

投向农村敞开了大门。同时，要求探索

建立乡镇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将适合社

会兴办的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如果说改善村庄人居环境体现的是

外在的、物质层面的变化，一定意义上

我们把它比喻为“面子”的话，那么，加

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则更多体现的是内

在的、精神层面的变化，也可以说是“里

子”。新农村建设，“面子”和“里子”一

个都不能少。文件在“加强农村思想道

德建设”一节中要求“必须针对农村特

点，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

梦宣传教育，凝聚起建设新农村的强大

精神力量。”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根

本上是为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农村

社会文明程度。文件要求要通过好人好

事，展示善行义举，在农民群众中开展

多种形式的评选身边好人和寻找最美人

物活动，用农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和道

德楷模，发挥示范和感召作用，从而引

导群众见贤思齐、见德思义，在农村社

会形成向上、崇善、爱美的正能量。文件

提出“创新乡贤文化”，这是“乡贤文化”

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在创新乡

村治理机制、树立乡风文明的过程中，

不能割裂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要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培育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新农村建设

相适应的乡贤文化，引领道德风尚，传

承乡村文明。文件还提出倡导文艺工作

者深入农村，创作富有乡土气息、讴歌

农村时代变迁的优秀文艺作品，提供健

康有益、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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