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农村建设

塞上农民建新居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针对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农民建房

布局分散、缺乏规划引导，抗震性能

差，建筑样式单调、缺乏特色，基础

设施不配套，环境质量差等突出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实施“塞

上农民新居”建设计划，2005—2009

年5年间，每年安排 5000 万元资金，

主要用于示范村规划编制补助和村庄

农宅整治建设的以奖代补，对全区村庄

（重点是引黄灌区村庄）进行整治，力

争使 灌区 30% 以 上的村庄和 50% 以

上的新建农民住宅达到“ 塞上农民新

居”建设标准。经过 3 年的不懈努力，

截至 2007年底，全区共完成新建示范

村庄 236 个，新建农宅15073户；完

成旧村整治示范村庄 627个；完成村

庄道路建设 610公里。

新村建设和旧村整治并举

在“塞上农民新居”建设中，既 注

重通过新村建设，进行农宅建设改造

示范；又 注重通过整治，进行旧村环

境改 造示范。总体要求是“适用、安

全、舒适、健康和美观”，并提出了“拆

迁重建模式、整理改 造模式、自然翻

建改 造引导模 式、环 境治理模式”等

多种建设模式供各地选择。对有自发

建房需求的农户，引导、组织他 们按

照规划建设新村，推广新型房屋设计

方案，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

设施；在旧村整治中，从农民最急需

的设施 入手，重点解决村庄道路、给

水、排水、沼 气等基础设 施建设。同

时，严格实施村庄建设管理，实行农

宅建设核发“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和

“开工许可证”制度。实施 阳光工 程，

通过村民会议等多种形式向村民公 开

建设全过程，便于村民行使对建设项

目的监督权。

自治区财政在 2005年安排 2000

万元资金用于“塞上农民新居”农宅建

设补助的基础上，2006年又拿出 4000

万元资金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

宅建设补助。各市、县（区）也加 大投

入力度，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

极性。全区各部门通力合作，整合涉

农资金，从各个方面扶持“塞上农民新

居”示范点建设，自治区财政优先安

排新农村建设资金；农牧部门沼气池

建设随着示范点走，推进农村“一池

三改”工作；林业部门安排环村林带

专项资金，帮助示范点搞村庄绿化；
水利部门在示范村安排了改水建设项

目；文化 广电部门的“村村通”广播电

视网络 建设延伸到了示范村庄；交通

部门把农村道路 融入区域交通网络，

统筹规划建设。

已整治过的村庄，环 境质量明显

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种不搞

大拆大建、投资不大、群众参与、效果

明显的旧村整治方式，得到了村民的

普遍认可。

探索新机制  农民得实惠

购买水泥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提

速。2006 年，从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

中拿出 500万元，整合宁夏建材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捐赠的 500万元资金，

购买水泥近 5万吨，赠送给 70 个重点

示范村，硬化 村庄道路 80多万平方米，

新建垃圾收 集站 104座。受赠村庄的

农户普遍义务投工投劳，用自己的双

手建设和美化 家园。

材料统一招标，统 一组织 施 工，

降低建房成本。许多市县组织建房农

民统一招标选择队伍，统一采购材料，

从而降低了成本。如中宁县白马乡朱路

村每平方米造价 440元，每户建房仅

花 5万元左右，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充分调动了农民建

房的积极性，使一些不愿建房的也加

入了建房行列。同时，在实施建房中一

些村庄还选派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

的村民负责资金监管、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等工作，既保证了工 程进度和质

量，又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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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农民为主体，自发 整治村庄环

境。吴忠市扁担 沟镇扁担 沟村充分调

动农民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积极性，

组织 农民 义务投工 投劳，清理垃圾，

修道路，通下水，使村庄整治由政 府

推着走转 变 为群众 主动 干、比 着干。

石嘴山市惠农区聚宝新村通过村规民

约，采取划片包干的方式，组 织 群众

轮流打扫卫 生，维护村庄环境，为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

备，尝试建设节能、节地、节材农宅。

吴忠市利通区古城 滨河新村农宅建

设，墙体中加入了 5公 分厚的 E PS板，

增强了房屋的保 温隔热性能；金积镇

北门新村采用轻型钢结构 A SA 板镶

嵌 集成节能建筑材料，建成了两套农

宅样板房，墙体厚度比普通农宅节省

2/3，既保 温，又抗震，居住面积利用

率还提 高 了 10% ；中宁县在倪丁村、

朱路村等示范点，大力推广太阳能利

用，通过集中招标采购，让农民用上了

经济、节能的太阳能热水器。目前，中

宁县、石嘴山市大武口 区各示范点的太

阳能热水器普及率已达到 80% 以 上。

村级 组 织 活 动场所建设与“ 塞上

农民新居”示范点建设相结合，丰富

了示范内容。从 2006 年起，自治区政

府统一为全区487个村庄建设村级组

织 活 动场所，大武口 区隆 湖一站村、

龙 泉村以 及中宁的曹桥村等示范点

抓住机遇，统一规划，把 村级 组织话

动场所融入村庄整治和建设中，利用

村级组织 活 动场所新颖独特的样式，

营造村庄标志性建筑，为农民提供了

公 共活动空间。现在许多村镇以基层

组织活 动中心的建设 为基础，在周围

增加 了体育活 动、学习场所，不仅为

农村增添了一座景观靓丽的标志性建

筑，也使 农民群众有了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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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小坝子村新农村建设破 “四难”

周 成  邹修岁  邹蔚烈

暮春四 月天，花谢果满枝。走进

湖北省竹溪县蒋家堰镇小坝子村，映

入眼帘的是 ：渠水欢歌绕村庄，小麦

扬花腾绿浪，村头亭廊文体热，田 间

农民育秧 忙。处处 呈现 出一派生机

盎然的景象。村支书说，这几 年全村

干部群众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齐心

协力建设新农村，解决了“行路难、饮

水难、休闲难、可持续发展难”的问

题，终于有了今天 这样看得见、摸得

着的变化。

曲径变大道  车轮滚滚奔富路

小坝子村是竹溪县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地处蒋家堰镇的东北角。村委

会利用紧挨 集镇的地理优势，抓住国

家扶持“村村通”工程建设的机遇，在

听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先修村

组水泥公 路。利用各级 财政“以 奖代

补”资金 36万多元，村民捐资筹款 20

多万元，村里从集体经济中拿出 10多

万元，于 2004 年修建通村、通组 水

泥路 5.2 公里，在全县率先实现了组

组通水泥路。2007年，又修通出村水

泥路 500 米，并连通了左邻右舍；村

里还出资3万多元，用水泥砂石料铺

修了宽 2 米、长 600多米的田 间作业

道，方便机械化作业，这在全县也是

先例。

曲径 变大道，水泥路修到农民的

家门口 和田间地头，解决了村民“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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