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传真新农村建设九江进行时

——江西省九 江市新农村建设探究

周多多本刊记者 万 丰  黎咏华特约通讯员

“今年的柑 橘 又丰收 了！”已经 70

余岁的倪新华热情地从树上摘下新鲜

的橘子招待着记者。

走进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易家河

新村，房前屋后遍布橘园，作为主要

经济收 入来源，全村年产柑橘近千万

公斤，每户柑橘年收 入达 6万多元。易

家河人常说 ，是柑橘产业带富了他们。

全村成立了柑 橘协 会，采取“ 协 会 +

已经70余岁的倪新华是当地有名的柑

橘专家，曾多次开办柑橘种植技术培训

班，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习者。

基地+农户”的生产 经营模 式，统一

品 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销

售，使 产品 成功地打入了马来西亚、

日本等市场，吸引了更多前来取 经的

人们。

而作为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易

家河只 是九江着力发展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一个缩影。自 2006 年九江市

开展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以 来，全市

新农村建设逐步迈入健康发展的快车

道。三年来，市本级 财政共投 入资金

7000 万 元，全市 5394 个新农村建设

试点村完成改 水 21.9 万户、改路 8854

公里、改 房 10.5万户，受益群众达 84

万人，建设 了一大批 环 境宜人、产业

兴旺、特色浓郁、文明和谐的新村庄。

走平坦 路、喝干净水、上卫 生厕、住

整洁房、用洁净能源在九江农村变为

现实。

政策引导  财政买单

“好 的发展要看好 的带头人，好

的村组建设要看好的领导班子。”着力

加强组织领导是九江人经常挂在嘴边

的话。坚持把 解决好“三 农”问题，推

进新农村建设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

重，早早地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强化 领导力量。全市成立了以

市委书记 为组长的新农村建设领导小

组，并在各县、市成立了相应的机构，

乡镇也成立了新农村建设 办公 室，其

工 作重点也及时向新农村建设转移。

全市建立了市、县、乡、村四 级书记亲

自抓，市、县 四 套班 子领导定点 抓，

市、县帮扶单位 协同抓，乡镇干部专

门抓的工作格局。各新农村建设小组

定时到试点村召开群众座谈会，定建

设项目、定产业发展思路。

——强化 资金保 障。探索和建立

了“政 府投一点、涉农资金捆绑 倾 斜

一点、受益群众 出一点、帮扶单位扶

助一点、社会各界捐助一点、政 策优

惠减免一点”的“六个一”投入机制。

2007年 全市有 1180 个村被省定 为试

点村，并另选择了 621 个市、县新农村

共建点。省财政直接统 筹下达新农村

建设资金 7468万元，市财政在及时下

达省财政资金的同时，共 整合筹集资

金 3000 万元。各县、市按照要求进行

配套资金 5106万元，同时建立了新农

村建设专户，制定了资金管理办法，保

证了省、市、县资金不折不扣落实到试

点村，提 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强化 政 策支持。九 江市每年

都根据 形势发 展的需要 制 定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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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 作方案，相继 出台了《 九 江市

2007—2011 年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规 划纲要》、《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意见》等一系列文件，

建立了新农村建设 配 套支持政 策体

系，各项工作规范有序推进。

特色发展  现代农业显身手

对着墙上的果园规划草图，宁镇

竹湾段村的邱吉安老人扳起指头算起

了一笔账 ：“自从 成立了竹湾水果专业

合作社，土地集中到一起，统一栽种、

统一销售，现在每亩产量达到了 6000

斤，不靠种地，每年也能拿上 2 万块的

收入了。”而像竹湾这样的农业合作社

在九江已逾 300 家。全市坚持“产业为

先”的新农村建设理念，加 大现代农

业的发展力度，重点推进了农业品 种

特色化、基地规模化 、生产标准化 和

投 入科技 化 的进程，不断夯实了新农

村建设的物质基础，切 实提 高了农民

的收入。

——坚持走特色发展之 路。按照

“三 花烂漫河鲜美、六畜兴 旺桑茶香”

的产业导向，九 江突出发展了水产、水

果等特色产业，制定了水产、畜牧、林

果、蚕桑、茶叶、蔬菜等六 大特色主导

产业 发展规划。立足 各地资源优势，

选好主导产业，并因 地制宜制 定了产

业发展规划，积极支持和培育特色明

显、竞争力强的专业村、专业乡镇优化

农业区域布局，采取“一个产业、一个

思路、一套措施、一个班子”的办法，

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

仅 此项，2007 年市财政 就投入 615万

元，带动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发展种植

业 村 864 个，养殖业 村 447 个，加 工

业 村 158 个，第 三 产 业 村 223 个，发

展庭院 经济 19824户，新农村建设试

点村农民年收 入比 当地平均水平高出

15% 。

——大力推进产业化 经营。着力

做 大一批 影响力 大、带动力强、辐射

面广的龙头企业。各级 财政 采取贷款

贴息、参股、以 奖代补等形式，重点

扶持与农民增收 关联度大、带动力强

的龙头企业、优势农产品 生产基地以

及“公 司 + 农户”、“公 司 + 合作组织 +

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经过近

3 年的发展，全市主营业务收 入 500

万元以 上的龙头企业增加 20 家，达到

140 家；1000 万元以 上的增加 10 家，

达到 88家 ；亿 元以 上的增加 3 家，达

到 10 家；建立万亩、万头以 上的种养

基地 133 个，省级 无公 害农产品 基地

30 个。

——不断提 高 农民 组 织 化 水平。

全市在工 商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 302 家，注册资金总额达 81.6万元，

入社成员1219 家，带动农户 4万余户。

在合作社建设初期，各级 财政给予一

定的贴息贷款 和财政 补贴，在市财政

重点扶持的 40 家合作社中已建成了 7

个国家和部级 示范点、11 个省级 示范

点，农民组织化 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共建

合力推动新农村发展

“一己之 力无以 成大事”，新农村

建设 光靠财政 支持是不 够的。为着力

营造社会共建合力，九 江市采取了“三

位一体”——整合新农村建设工作队、

村建工 作队 和扶 贫工 作队 为农村工

作队 和“四 个对接”——企业 与村庄

对接、院校与村庄对接、市直单位 与

村庄对接、社区与农村对接的帮扶模

式，整合了力量，形成了合力。

——激 活主体作用。把调动农民

积 极性，发挥农民 主体作用作为新

农村建设的 关键 来抓 ，坚持依 靠群

众、发动 群众，充 分发挥理 事 会 作

用，做 不做、怎么做、做 到 什 么程 度

都由群众说 了算，充分激 发群众建设

新农村的内生动力。20 07 年，全市农

民 共投工 100 多万 工 日，投资 9824

多万元。

——强化 干部服 务。建立了新农

村建设工作团和指导员制度。市直 129

个单位 和部门近 400名干部经集中培

训后，组成 129 个工作队 深入到基层

驻点指导新农村、服务新农村。各县、

市也下派工 作队 ，全市有近万名指导

员进村入户服务新农村建设，市、县

单位帮扶资金达 1854万元。

——引导社会参与。九 江市以“千

企带千村”等活动为平台，鼓励引导民

营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通过项目进

村、技 术入户、安排 就 业、无 偿捐助

等形式，助推新农村建设 ；动 员社会

各界人士以 志愿者身份自愿联 系村庄

进行结对支持，以 形成全社会共建新

农村的合力。全市共 有 900 多家企业

开展了村企对接 活 动，投入资金 8400

多万元。近万名社会各 界人士参与新

农村建设，共捐资 6795.2 万元。“人人

关注新农村、人人参与新农村、人人

建设新农村”的浓厚氛围正 逐渐地形

成。

强化资金监管  加强督查力度

为强化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监管力

度，九 江市围绕提 高财政资金的使 用

绩效，创新工 作机制，在实践的基础

上探索和建立了一套新农村建设资金

运行、督导和奖惩激 励 机制。

——提前告 示，实现 财政资金 透

明公 开。根据 年度工作目标，按 阶段

工 作重点、督 查重点提前告 示，使各

地能较好地做 到分阶段 重点推进，达

到 全市步骤 统一、标 准统一。为提 高

财政资金的使 用透明度，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对项目名 称、项目实施 方案、

项目建设情况和资金使 用情况做 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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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杜 绝暗箱操作。全面实行项目法

人负责制、招投标制、政府采购制、项

目监理制和竣工 验收制等制度，加 强

对项 目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检 查，

注重日常检查，辅之以 重点检查，防止

挤占、截留、挪用资金等现象的发生。

——随 机 摇号、排 位 反馈，确保

督查真实公 开。为确保督查的真实性

和公 平性 ，确 定督 查点采取电脑 摇

号、当面拆封方式，督查期间实行“三

不”，即不听县里的汇报、不要县领导

陪同、不 现 场反馈检 查情况，抽 查点

的结 果代表该县的整体水平。对各地

每次督 查情况都进行打分，并进行全

市排位，对于连续 两 次 不 达标的县、

市实行 黄牌警告。每次督查和排位情

况都在全市通报。对在督查中发现的

问题、需要改 进的重点及在全市排 位

情况按 县、市单独 列出，并要求及时

进行反馈。

——阶段督查和年终验收综合考

评。实施 绩效考评制度，建立完善支

农资金效益指 标 考评 体 系，对大宗建

设项目进行跟踪 检 查问效和绩效 考

评。实行“四 个一”，即一月一调度、一

季一督查、半年一小结、全年一考核

的督查考核机制，建立平时督查与年

终验收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平时督查

分加上年终验收分之 和为该县本年度

新农村建设考核分，据此进行评先评

优，有效地巩固和发展了新农村建设

成果。

科学规划

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九江的新农村建设探索，坚持“发

展为先、富民为本、文明同步、整体和

谐”的基本思路，科学规 划，全面推

进，不仅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全新的改

变，在建设 经验和理念上也得到了实

实在在的收获。

——理清思路，科学推进新农村

建设。全市确定了“发展为先、富民为

本、文明同步、整体 和谐”的工 作思

路，各地从 县 情、乡情出发制定因地

制 宜的发展路 径。同时，按 照“尊重

实际，着眼长远”的原则实行分级 试

点、分类指导、梯度推进。基础较好

的、群众积极性 高的村优 先列为省级

试点，实行高标准整治，全面完成各

项任务；基础 较差的，群众有强烈愿

望的村，列为市、县共建点，作为后备

点，重点做好 规 划、宣传动员，用两年

的时间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江西省九江市新农村建设一景

——依靠群众，大胆创新工 作方

法。针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充分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

鼓 励 大胆创新、大胆 实践。如在推进

“三 改”过程中，总结出了先难后易的

方 法，先抓 改厕、改 水、改 环 境，最

后改路 ；对试点村贫困户，采取了“六

帮扶”，即政策帮扶、政府“买单”帮扶、

理事会组织投资投劳帮扶、乡镇站所

结 对帮扶、社会捐助帮扶、农民群众

结 对帮扶的方式，使各试点村贫困户

都能得到实惠；针对部分地方举债建

新村的问题，建立了债务风险 控制机

制，制定了自然村整治 1万元的项目需

县新村办审批的制度，较好 地防止了

自然村整治建设中盲目攀比产生债务

的现象发生。

——以 新农村建设 为统 领，多方

筹集资金增加财政投入。在建设新农

村的同时，九 江市还围绕落实财政惠

农政 策，关注民生抓 落实，加快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了新农村建设的

步伐。积 极 落实涉农补贴政 策，全市

2007年共发放粮食直补资金、粮食综

合补贴、良种补贴、油菜补贴近 1.7亿

元，全面启动了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

工 作，使 近 80 万农户、340 万农民直

接受益；足额 落实移民扶贫配套资金

470 万元，使 65 个安置点全部实现通

路、通水、通电；积极推进农业综合

开发，2007年共争取农业开发上级 财

政资金逾 7000 万元，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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