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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行动，一举成功。2006年以来，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决策下，市新农村建设指挥
部以及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以科学发展观为导
航，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

“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浓
墨重彩描绘出新时期农村发展的新画卷。

一千多个燃烧的日日夜夜，催生了干事创
业激情；一千多个耕耘的日日夜夜，摘取了丰
收自然之果；一千多个创新的日日夜夜，打造
了跨越发展的“倍增器”！

剖开成果的“内核”，我们解读到的是广大
农村发生天翻地覆巨变背后的深层动因和动
力——

科学决策 打造新农村
建设“制导系统”

2006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
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一
号文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
史任务。

市委、市政府站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
战略高度，把新农村建设列为全市经济社会
跨越式发展的八项重点工程之一，成立了郑
州市新农村建设工程指挥部。同时，市委、市
政府出台《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实施意见》，安排了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市
直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市农业局编制《郑州
市示范村产业发展规划》，市建委编制《郑州
市新农村建设村庄布局规划》，市交通局编制

《郑州市新农村建设道路建设规划》，市水利
局编制《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市规划局编
制《郑州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建设规划》，各
县（市）区编制《郑州市新农村建设整治村改
造规划》等。全市抽调千余名机关干部驻村
包点，促进“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全市
12个市（县）区和 2个开发区都成立了以一把
手为指挥长的新农村建设指挥部，把建设新
农村摆在发展县域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突
出位置，列入目标考核，严格目标管理，制定
改造规划，狠抓任务落实，相互借鉴学习，共
同推进提高。

2007年 5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胡锦涛亲临河南郑州视察，进一步作出了

“切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指示。
当年6月，市委、市政府以总书记重要讲话

为指导，迅即在巩义召开现场会。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王文超要求从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高
度，从政治全局、发展稳定的高度，采取更加有
力的措施，跨越式地推进全市新农村建设工程。

在这次会议上，郑州市响亮提出：公共财
政向农村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保
障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这一战
略决策表明，郑州的新农村建设先行一步，在
彻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成功推进城乡一体化
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郑州市新农村建
设，省委书记徐光春等多次亲临郑州指导工
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文超和市四大班子
领导，更是深入实际，走村入户，调查研究，督
促检查，协调市直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关心
支持，扎实推进。

得益于高效高速的决策机制，我市新农村
建设的序幕迅速拉开，奏响了新农村建设轰轰
烈烈的时代强音。

新型机制 打造提速
增效“离合器”

三年来，郑州市在新农村建设中，强化领
导责任，完善领导体制，创新方式方法，转变工
作作风，有效地激发了群众自主建设新农村的
积极性，增强了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和活力。

为保障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市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和新农村建设工程指
挥部，抽调专门人员成立新农村建设工程指挥
部办公室和市直机关干部驻村工作办公室，各
县市区、乡镇和街道办事处，也相应成立了专
门的组织，进一步完善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部门齐抓共管、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努
力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合力。

坚持和完善三项制度。一是定点联系
制度，市级领导同志每人联系一个示范村；
二是蹲点调研制度，各级领导干部定期开展
蹲点调研；三是工作汇报制度，市委、市政府
和市新农村建设工程指挥部经常听取各县
（市）区、36 个成员单位和 10 个专业组的工
作汇报。

抓点带面，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整体推
进。2006年，围绕“五通、四改、三有、两建、一
强”的工作目标，推进100个示范村和4个贫困
村建设，90%以上的村完成了组组通和“三有”
建设项目。2007年以后，按照集中力量，突出
重点，整村推进，强化示范带动作用的工作思
路，以行政村为单位，通过科学编制村庄建设
和产业发展规划，全面硬化村内道路建设，完
善给排水和垃圾处理设施，以改厨、改厕为重
点进行庭院改造，结合村庄整治和产业发展需
要对农民进行素质培训，整村推进新农村示范
村建设，加快把农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成新型社
区。通过两年的努力，建成了 103个重点示范

村，圆满完成新农村建设三年跨越式发展百村
示范建设任务。示范村村庄面貌和农民的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以可看、可学的全新形象激
发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大大增强了示范村以点带面的示范带
动效应。

创新机制，动态管理，督察验收，增强示
范村辐射带动活力。2007年，我市研究制定
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强示范村
管理的意见》，示范村建设实行自愿申报，择
优选定，奖先汰后，动态管理，加强考核，整村
验收的原则，对达标示范村实行以奖代补，重
点奖励。榜样是无声的号召，示范是有力的

标杆。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庄农民，不再
等待观望，而是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开展自己
村的新农村建设，先后有新密郭岗、巩义张庄
等 15个村通过自主建设达到了重点示范村建
设的标准。

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新农
村建设，开展社会帮扶活动。新密市在开
展的“村企共建新农村活动”中，实施“一企
一事一业”的以工支农模式。截至目前，在
该市投入新农村建设的 3.75 亿元资金中，
民营企业投资占了一半左右。在郑州，“政
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帮扶”的投资机制
正在形成。

发展路径 打造快速
高效“运作通道”

回望三年历程，我市的新农村建设走出了
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这就是“点线结合，双管
齐下”。

所谓“点”，就是示范村建设，以村庄为建设
单位，通过发动群众、科学规划、分步建设、综合
达标的模式，迅速改变村庄面貌，加快产业发
展，提高农民素质和村庄管理水平，全方位缩小
城乡差距，迅速达到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
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文明全面协调发展。

所谓“线”，是指各级政府站在城乡统筹
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在现有体制下，不断加
大对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文化、卫生、教育、
社保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政策
倾斜和财政支持，逐步提高农村发展水平，缩
小城乡差距。实践证明，点线结合有力推进
了新农村建设，既考虑了新农村建设的普惠
性、长期性，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又
兼顾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性和激励性，注重
了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二者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

郑州市有2285个行政村，而且村情千差万
别，新农村建设任务繁重。2006年以来，市委、
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施“百村示
范、千村整治”工程为载体，围绕“五通、四改、
三有、两建、一强”的工作目标，使103个示范村
变成了现代农业的示范区、体制创新的先行
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实验区。它们不辱使命，
引领着全市 2000多个农村谋发展、上台阶、奔
小康。

希望田野 旧貌换了
新模样

三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日益向纵深发
展，村村寨寨换新貌，展新容——

新农村建设催生文明村镇，靓化新村庄。
2006年以来，郑州市大力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活
动，改善人居环境，突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把
居住区、行政区、文化娱乐场所、计生服务中
心、卫生室、学校、超市、老年活动中心、工业区
等纳入统一规划，积极推行农村社区化管理，
成功创建一批卫生村镇、卫生家庭。新密市超
化镇的黄固寺村，各项公益建设配套工程齐
全，农民生活富足稳定、丰富多彩，这个村被评
为河南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荣获河南省康
居示范村。

在管城区张华楼村，村民理事会出面动员
群众拆除危房、空心房、残垣断壁，短短一个
月，全村就拆除危房、空心房110间。中牟县在
新农村建设中确立家庭法人代表和联户代表
制度，形成基层农村的无缝隙管理，明确分工，
各司其职，促进了基层民主化进程，为新农村
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去年，该县 7个示范村
2878家农户，全部与村委会签订了新农村建设
协议书。

新农村建设衍生新型组织，延伸新产业。
郑州全市农村的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都
建立起了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市、县、乡、村四
级比较完整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登封
市白坪村新建的养猪场实现电脑操作管理；荥
阳市西大村发展养鸡业和大棚蔬菜两个主导
产业，成立了养鸡和蔬菜两个专业合作社；新
郑市薛店镇格大张村与新郑雏鹰公司合作，建

起的养猪场，为新农村实现跨越式发展安上了
腾飞的翅膀。全市 103个示范村，产业亮点纷
呈，有52个村建立各类合作社66个，带动农户
3687户。

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民知识化，培育新农
民。郑州市整合培训资源，实施现代远程教育
和“阳光工程”，积极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
划和乡村干部“素质培训工程”，强化新农村建
设的人才支撑。各县（市）区都建立健全了农
民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列支专项资金，不断
探索创新农民培训模式。一大批能自富、敢带
富的“土专家”、“田秀才”有了用武之地，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新农村建设提升幸福指数，营造新生活。
我市以创建文明生态村镇为切入点，大力推广
使用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设
备，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同时围绕“文
明信用户”、“文明家庭”、“星级农户”等创建活
动，引导农民形成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活方
式，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荥阳市广武镇桃花
峪村、霸王城村，仿唐、仿汉农家建筑，别具一
格。新密市马沟村、惠济区保合寨村等，大力
推广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使全村农户基本用上
了沼气，大部分农田用上了沼液肥，实现农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

成果巡礼 数字见证
新跨越

让我们浏览一组权威的数字，它们抑或见
证着发展，显示了我市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力
度；抑或是发展的成果，它们的背后，是农民一
张张灿烂的笑脸——

公共财政大倾斜，新农村建设壮骨。2006
年，市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达到 28.6亿元，
2007年达到 36.6亿元，增加 30.6%。同时，市
财政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2006、2007连
续两年每年安排3000万元，对103个示范村的
1106个项目、27个重点示范村、25个整治村进
行了奖补。2008年，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增加
到 1亿元，对 76个示范村、100个整治村、56个
产业项目及农民培训项目进行奖补。同时拉
动各类社会资金达 28.5亿元（包括村级自筹、
农户投入、社会帮扶三部分）。

现代农业强起来，农民腰包鼓起来。三
年来，全市建成了 20 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发展到 206 万亩；市
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到 260
家，比 2005年的 127家增加 1.05倍，农产品加
工型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达到 200 亿元，比
2005年增长近 1倍；三年新建合作社 350个，
总数达到 512 个；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建立各
类农产品生产基地 170 多万亩，带动本地及
外地农户 136万多户。2007年全市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 6594元，在中部省会城市中位居
第二位，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8年
预计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 7650元，比
上年增长 16%。

基础设施大延伸，城乡共兴又共荣。三年
来，全市新建农村公路 3536.4公里，乡镇客车
通达率100％，建制村客车通达率达到97％；新
建集雨水窖25000个，实施农村安全水工程，解
决了75.1万人安全饮水问题；农村电网改造全
部完成，2个县（市）达到新农村电气化县B类
标准；建设无线数字电视发射塔1个、中继站7
个，无线数字电视覆盖面达到 90%；改造乡镇
卫生院 78所、建设标准化村卫生所 310所；建
设农村文化大院 555个；“万村千乡”工程农家
店总数达到1755个，农村商品流通服务网络进
一步健全；新建设农村户用沼气 13万多座，累
计 17万多座，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提升了农
民生活质量。

公益事业大发展，社会保障更扎实。2005
年我市全面启动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
2007年率先在全省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
2008年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农村小学生年均公用经费标准达到 230元、初
中 375元，贫困生生活补助标准提高到小学生
2元/天，初中生3元/天。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参合农民人数达到 396.37万人，参合
率96.38%；

三年来,全市享受合作医疗补偿255.3216万
人次，补偿医疗费用32205.4万元。不断完善农
村低保制度，农村低保标准由最初的100元提高
到160元，全市享受低保农户55569户、104485
人，做到了应保尽保；三年来新建、改建农村敬老
院78所，五保人员集中供养率达到50％。

新农村，农民建，农民主体作用更突出。
三年来，在示范村建设中，村级和农民投入达
到 26.35亿元，占全部投资的 65.1%，充分发挥
了农民主体作用。

驻村工作队，帮扶见成效。 三年来，驻村
工作队筹集资金6837.4万元，帮建项目580个，
引领作用凸显。

告别辉煌过去，再创新的精彩。党的十七
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定在了一
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新的三年行动计划
的启动，全市奋战在新农村建设上的广大共产
党员干部一定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率领人民群众，盯紧崛起新目标，以思想的
新解放，开创农村的新局面！

新农村 新跨越 新希望
——郑州市新农村建设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 党贺喜 实习生 韩 英 杨 琳

新农村农民工农技培训。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集雨节灌工程，发挥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

农民趣味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