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建设新农村  财政做什么

赣州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走笔

本刊记者  ★石化龙★  特约通讯员  ★谢和平  黄京山★

龙南县程龙镇枫树下自然村新农村建设

金
秋时节，赣南大地处处硕果满枝，

山欢水笑。一条条笔直的水泥路

伸向千家万户，一个个错落有致的生

态庭院不断出现，一座座整洁山村逐

渐由蓝图变为现实… …记者走在一个

个新农村示范建设村庄，看到村民们

安居乐业的情景，不由想起晋代陶渊

明在《桃花源记》里描绘的“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的生活画面。

和谐村落处处家

沙洲坝，红井旁。受当年“红井水”

滋润的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坝村，一

根根自来水管流淌出清甜的 “幸福

水”、“致富水”，使流传了几十年的民

谣“沙洲坝，沙洲坝，三天不下雨，没

水洗面帕”的历史结束了。如今，沙洲

坝村建起了篮球场和农民活动室，成

立了烟叶、蘑菇、旅游等产业协会，还

对紧靠旧址的 18家农户的房屋进行了

统一的装修和绿化，将沙洲坝村逐步

开发成了集住宅、风味小吃、纪念品购

物为一体的红色旅游“农家乐苑”。由

20多户农民组成的 “农家乐”旅游协

会，制定了协会章程，规范旅游接待礼

仪及住宿、餐饮、旅游商品销售价格，

以诚信经营、 优质服务赢得游客的青

睐。2005年以来，仅接待广东、福建

等地的旅游团队就有 29个，累计接待

游客 1.6万人次，协会成员每户获利

6000 多元。

这是赣州市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

的一个示范村庄之一。该市845万人口

中 80% 居住在农村，针对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中存在的农业产业化进程不快、

村镇规划建设零乱无序、 农民素质参

差不齐、 生活质量较差等问题，2004

年9月，赣州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新村镇、发

展新产业、培育新农民、组建新经济组

织、 塑造新风貌、 创建好班子。

一夜好风吹，新花万枝放。一张宏

伟的 建设蓝图 在赣南 农村 徐徐 开

启… …

会昌县以规划为龙头，因地制宜

建设新农村。结合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到 79% 和“猪一沼—果”生态农业发

源地等优势，在新农村建设中着力改

善农村环境，整修农家的排水沟，平整

村中通道，做到垃圾归池，禽畜归圈，

物品归位 ，同时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

方式，培养良好的卫生意识、生态意识

和公共意识。根据不同村庄的特点，随

坡就势，依河循岸，宜树栽树，宜竹栽

竹，把村庄以公园的形式作为一个整

体来设计规划，不挖山，不填塘，不砍

树，保留农村的自然风貌。村民们在村

中平整好林间小道，在树下添置供人

们休憩的石桌石凳；房前屋后种上果

树、竹、风景树；有的整修原貌客家民

居，让客家民居成为一个文化景观。把

农村社区的功能定位在方便群众、 服

务群众上。在保持社区原有的超市、幼

儿园等设施的基础上，规划篮球场、医

疗点、 活动室等群众生活及休闲娱乐

的设施，成立社区管理理事会、各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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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目前，全县 30多个农村社区

已成为生活便利、服务到位的“农民之

家”。记者走进该县小密乡莲塘村上秀

小组，但见林荫小道蜿蜒进村，一栋栋

民房坐落在绿树掩映之中，篮球场、医

疗点、棋牌室一应俱全，一派安静祥和

的景象。

唤起民众千百万

赣南大地新农村建设活动既热火

朝天，又扎实有效。市委专门从市、县

抽调了万名机关干部深入村组参与、

指导新农村建设。市新农村建设领导

小组定期与不定期进行抽样督查，防

止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各

地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从资

金、政策等方面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

扶持力度。省政府整合了6000万元资

金，市本级财政投入了数百万元，各县

（市、区）财政也投入相当数量的资金，

县（市、区）党政机关和政府部门及一

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士也不同程度给予

了资助。会昌县提出了向上争取一点、

财政调度一点、挂点单位资助一点、社

会各界捐赠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的办

法，把农业综合开发、老建扶贫、水利

水保、以工代赈等涉农资金捆绑使用，

每年筹集1000万元以上资金用于新农

村建设。

即使这样，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

是农民，主体也是农民。各地都设法激

发农民自主申报列入示范点，实现政

府引导、农民为主建设美好家园的目

的，政府引导而不包办，扶持而不代

替。同时，创新补助办法，实行“以物

代款”、“以奖代扶”，引导和激励农民

建设美好家园，使政府投入发挥了“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

兴国县每年新农村建设捆绑专项

资金在500万元以上，其中县财政预算

安排300万元以上，各县直（包括驻县

单位）、乡镇所抓的示范点每年要确保

投入1万元以上；要求每个示范点农户

自筹资金达到示范点建设投资总额的

60% 以上，整个新农村建设项目出资

以农民为主、投工投劳以农民为主。财

政资金以及县里捆绑使用的各部门资

金则主要用于对示范点的奖励和补助，

根据示范点工作进度分期分批拨付。

将市里扶助乡镇的资金统一由县政府

采购中心以公开招标的形式采购水泥

直接发放到各乡镇示范点。农户改水，

就发放桶式水塔或统一免费安装无塔

式自动供水系统；改路则发动村民先

清理路障，整好路基，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政府则免费发放水泥；改厕则免

费发放部分材料和补助泥工工资。实

物补助的办法，节省了投资，降低了成

本，既可以短期内调动农户的参与积

极性，又可更好地消除群众对干部在

补助资金管理上的猜疑，赢得了群众

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喝干净水，上卫生厕，走平坦路，

住整洁房，用节能灶。”在过去，农民

对这样的生活方式只能是一种奢望。

如今，在兴国县江背镇华坪村，这样的

生活方式已成为全村人幸福生活的写

照。记者看到，一农户在自家门口贴了

一副对联以表达对新农村建设的认同：

“铺水泥路奔致富道开心，用自来水住

平安屋舒服”。

产业托起新农村

“新农村建设要找准切入点，那就

是以培植产业为核心，促农民增收，只

有农民富裕了，才能使新农村建设持

之以恒。”沿着这一思路，赣南各地着

力培育新的产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

不竭的动力。

赣县按照“山上抓脐橙、田里种烟

叶、库区发展立体养殖、郊区发展无公

害蔬菜和花卉苗木业”的新产业发展

思路，着力培育优势新产业。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已经形成了“脐橙区、烟叶

区、无公害蔬菜和花卉苗木区、库区立

体养殖区”，形成了区域明显、规模成

势的农业新产业群、产业带。兴国县按

此思路布局的新产业发展快步前行，

2005 年，灰鹅年出笼可突破 1000 万

羽，烟叶由2004年的 6000亩发展到 2

万亩，制种由去年的 1. 2万亩发展到

3万亩，新开发果园 1万亩，花卉由零

星生产到实现5000亩的规模。瑞金市

注重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 “鲶鱼效

应”，着力激活外来资金、信贷资金、企

业资金及农民自筹资金等多渠道资金

投入，形成新产业发展多元投入格局。
近两年，该市各种渠道投入农业新产

业开发的资金 10多亿元，相继有广州

从玉菜业、景都园林等20多家外地企

业前来投资新产业开发，使高效蔬菜、

花卉、西甜瓜、脐橙、鳗鱼、肉牛等一

批新产业应运而生。外来资金在壮大

瑞金农业产业的同时，也让瑞金农民

接受到崭新的经营理念、先进的管理

方法和技术，纷纷自筹资金投入到新

致富产业的发展中，一年多来，该市由

农民投资创办的土池养鳗场就发展到

50多家。全市 612个区域性农业基地

中，新产业基地占 30% 以上。

新产业的蓬勃发展，还得益于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农村新经济组织。

在赣南农村，脐橙协会、蔬菜协

会、“农家乐”旅游协会等新经济组织

呈遍地开花之势。这些由乡村干部、种

养能手、流通能人牵头，联系广大农民

组建而成的新经济组织，显得十分活

跃。他们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传递市

场信息，上连广阔市场，下通千家万

户，有力地推动着新产业向前发展。龙

南县财政每年安排5万元专项经费，扶

持发展“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农

户”、“营销组织 + 农户” 及专业（行

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农村

合作组织。在财政部门资金和政策的

支持下，该县武当镇横岗村村民组建

的蔬菜协会采取外拿订单、内联农户

的模式，为农户提供技术、农资、销售、

信息等服务，并不断为农户引进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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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提供新技术。如今，横岗村已形成

上半年种植法国青刀豆、玉豆，下半年

种植荷兰豆、玉豆为主的无公害蔬菜

产业发展模式，面积达 3200多亩，被

省农业厅认定为 “全省无公害蔬菜生

产基地”，蔬菜销往深圳、香港等地和

东南亚。许多种植大户还当起了专职

的农产品经纪人。种植无公害蔬菜，让

横岗村人走上了一条“绿色”致富路，

到2005年10月底，村民年人均现金收

入达 2800多元。

知识催生新农民

新农村需要新产业支撑，新产业

呼唤新农民涌现。为提升农民就业创

业能力，赣州各县

市着力提高农民科

技致富能力、市场

竞争能力和自主发

展能力。

瑞金市有组织、

有计划、大规模地

培训农民，目前，一

个由市、乡、村、组、

户五级组成的公民

职业化和农民知识

化教育阵地网络已

基本成形，拥有乡

（镇）、村农民知识

化教育学校 1 1 0 多

所。此外，还建立烟叶、蔬菜、水产等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基地15个，电子、模

具、汽车驾驶与维修等各类职业技能

培训基地21个，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

累计举办形式多样、规模大小不一的

农民培训班3200余期，培训农民 10.6

万人次，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大

多掌握了 1至2项实用致富技术，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有 85% 以上实现

“洗脚上岸”，在市内外的轻纺服装、食

品、建材、化工等企业实现就业，成了

拿工资的 “蓝领”。

瑞金如此，其他各县（市、区）也

结合实际，各出其招，加大了对 18岁

以上、 45 岁以下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

的培训，促使他们基本掌握 1至2门实

用农业技术或务工职业技能。赣县五

云镇无公害蔬菜协会通过举办培训班、

实地指导等形式，开展引进新品种、推

广新技术等活动，会员在定期学习培

训中，提高了市场、合作、风险、信用

及法律意识。现在，该镇发展无公害蔬

菜面积达6000亩，被省农业厅授予“无

公害农产品（蔬菜）基地”。据统计，受

过类似培训的赣县农民已达到 2.6万

人次以上，推广使用的新技术50余项，

引进新品种160余个。农村新经济组织

已成为农民提高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

的主要课堂。

兴国县江背镇水南自然村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给点鼓励，农民学技就更有动力。

为此，各地纷纷推出诸如“政府出钱埋

单，农民免费学技”的优惠措施。龙南

县财政按每年每人不少于 5 0 元的标

准，安排不少于 70万元专项经费，培

训农民 1.4万人；到大专院校进修培训

并取得毕业证（结业证）的种养大户，

按在校学习年限由县财政视大、中专

的不同情况给予每人每年 1000 元至

1500元的补贴。在这项政策的推动下，

该县领取农函大结业证的农民达 3126

人，15个种果大户的子女取得了中专

学历。掌握了知识，就业就有把握，农

民从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参加培训

便蔚然成风。

就业工业园，居住新农村，已是当

下摆脱了低技能羁绊，成为产业工人

的新型农民的生活写照。记者走访信

丰、兴国、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时

看到，农民朋友“打工不用出远门，家

门口就能把钱赚”。全市各地都以此作

为提高农民收入的突破口，由劳动就

业部门与工业园内招商引资企业签订

用工协议，实行订单培训。受训的农民

经过挑选后，优先输送到协议企业就

业，不仅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难的问

题，而且提高了农民就业稳定率。据统

计，全市务工农民

就业稳定率均达到

90% 以上。

有了新农民就

有了新农村。随着

农民素质的提高、

收入的增加，农村

的面貌也在迅速发

生着变化。在信丰

县工业园管委会头

坑村新农村示范

点，县新农村建设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该村80

% 的劳动力白天到

工业园上班。村民们有了稳定的收入

后，建设新农村的热情高涨，各家各户

利用工余时间进行道路修筑、改水改

厕、绿化美化、环境卫生整治等，将自

己的居住地建成了一个村在绿中、绿

在村中的新村庄。赣县南塘镇石院村

的村民从镇里举办的各类培训班掌握

致富本领后，发展产业的积极性空前

高涨，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养起了生

猪，种起了蒲葵。富裕起来后，村民们

纷纷主动投工、投劳、出钱、出物搞好

村容村貌建设。很快，石院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生态产业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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