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新农村的新思考 

文/徐 玲 

   1．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任务艰巨，并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是要增强土地资源的保护能
力。我们除了要严格保护耕地以外，还要实施好沃土工程，提高耕地的质量。二是要增强农田水利
设施的保障能力。加快实施以节水改造为中心的主灌区综合配套的设施，提高灌溉能力。采取各项
有力的措施，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真正做到遇涝能排，有旱能灌。第三，增强科技创新能
力。要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并且逐步形成投入稳定增加的新机制。探索逐步建立科技推广新机制的
好办法，来进一步提高农民学科技、运用先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第四是增强农产品加工转化的能
力。在农产品加工转化这个方面，我国农产品的加工程度仅占30％，发达国家一般都达到90％以
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发展的潜力，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五
是增强动植物病虫害的防治能力。我们要进一步抓好动物疫病的防治工作，和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工
作，逐步建立起快速应急反应机制。第六，增强对农业发展的社会综合服务的能力。 
   2．加强农产品营销 
   农业生产的市场意识还比较弱，埋头抓农业而不问市场，这种计划经济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
做法在不少农村干部和农业生产者心目中还留有比较深刻的印记，以至于农产品市场开拓不够。要
借鉴企业注重产品营销的理念搞好农产品市场营销。在当前形势下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不断
创新营销思路。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农产品营销必须确立新的思路。首先，要树立整体产品营
销理念。农产品营销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叫卖”，它不仅包括产品的推销和促销，而且还包
括产品产前市场需求的调研预测和定位，产中的加工、包装、品牌、质量管理及其售后服务等，贯
穿了农产品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其次，要积极实施营销组合策略。一个农产品要想长期在市场上
立住脚，获取好效益，须在产品、价格、销售渠道和促销等方面，综合运用多种营销策略和手段。
如在产品营销策略上，不但要注重抓好产品的质量，还要注重抓好产品的包装、品牌、特色等。常
言道：“俏货也要俏打扮。” 第二，精心培育营销主体。培育农产品市场营销主体，应充分依靠
农民的自身力量和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条件。农民经纪人是现阶段开拓农产品市场最有活力的骨干
力量，我们要积极鼓励发展农民经纪人队伍。他们闯市场、跑田头、忙交易，源源不断地把本地农
产品推销出去，又把外面最新的需求信息带回来。现在，哪里的农民经纪人队伍有力量，哪里的农
产品市场占有率就高，就会出现产销两旺的好势头。第三，大力拓展营销渠道。要加快发展农产品
连锁、超市、配送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城市农贸市场改建成超市，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到城市
开办农产品超市，逐步把网络延伸到城市社区。一些信息不灵、交通闭塞的地区，眼下尤其要注重
在拓展信息和网络营销渠道上下功夫。市场营销缺乏信息，就如同聋子瞎子一样，在市场上只能是
乱闯乱撞。只有有效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的
需求信息，避免经营决策上的失误。网络营销在我国农村虽刚起步，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后劲
已经显现。 第四，认真优化营销环境。农村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扭转“重生产轻营销”的倾向，
真正把农产品营销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像当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组织实施农产品
市场营销的新突破。要动员社会方方面面，以实际行动来关心和支持此项工作，为农产品市场营销
营造好的环境。 
   3．扶持非农产业发展 
   所谓非农产业，广义上是泛指除了农业(主要是种植、养殖业)以外的其他一切产业。间接地
说，非农产业其实就是具体指工业、商贸业、服务业等。实践证明，要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
而要减少农民，就要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上，这样农民的收入才能提高，新农村建
设基础才能牢固。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非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不可。?当前，要采取各种行之
有效的措施扶持农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要抓好以下环节：一是积极培育地方支柱产业。各地都应
从实际出发，依托当地资源和经济优势，引导和组织农民因地制宜地选择一些好的致富项目，鼓励
农民从事粮食加工、长途贩运、养殖业、家庭小手工业等多种经营。二是要切实加快乡镇企业发
展。必须站在新阶段的高度，着眼结构升级的需要，高度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大政策措
施，强化扶持力度，为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把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作为主攻方
向，使乡镇企业在拉动农牧业发展，开辟农民增收门路，促进结构升级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积极调
整乡镇企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增强市场竞争力。三
是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通过加快小城镇建设，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城市化水平，带动农产

 



品加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比重，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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