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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新农村建设的几个典型模式初探 

作者：张志怀 来源：《陕西经济研究》 添加日期：10年06月17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

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这是我国在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

的重大举措。宝鸡的农村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是与全国、全省同步的，在全省新农村建设中位次靠

前。改革开放以来，宝鸡的农业、农村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飞跃，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粮

食产量稳步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社会事业有所加强。但是，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 

  一、宝鸡市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基础薄弱，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宝鸡市各县区的农业耕作方式基本上还延续着传统的人

力手工形式，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灌溉条件差，旱田面积大，对农业基

础设施的投入明显不足。山区县、宝鸡市西山地区有些乡镇还有饮水难或饮水不安全问题。村容村

貌零乱，道路崎岖不平。相对于工业强市而言，宝鸡农业生产的增加值只占全市生产总值增加值的

极小部分，农村经济总体规模小。尤其是5个山区县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没有脱贫，发展经济的任

务还很艰巨。 

  2.农民增收幅度不明显。2007年宝鸡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88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少1000多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3.85：1，高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2645元），低于西安和榆林，在

全省排名第三。农民收入比“九五”时期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其他同等经济规模的中等城市相比，

增收幅度不明显。 

  3.农村社会事业滞后。宝鸡市农村学校校舍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学生上学远的问题在山区

县比较普遍；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司空见惯；广大农村文化活动贫乏，导致赌博，封建

迷信，打架滋事等恶习时有发生。 

  新农村建设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宝鸡农民渴求致富的强烈愿望并没有阻碍他们对改变落后面

貌、追求幸福生活的艰苦探索。我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是选准优势农业产业，大力发展农村经

济，让广大农民在自己家门口充分就业，从而稳步提高农民收入，引导群众致富。宝鸡有几个县从

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农民意愿，制定出适合自己的新农村建设道路、模式，并取得

了阶段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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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宝鸡市新农村建设的几个典型模式 

  1.千阳县：基础设施奠基型 

  “要先富，得修路”，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村基础设施为

突破口。对于山区县千阳来说，他们根据自身县情，紧紧围绕狠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山区生态建

设，在此基础上，发展和拓宽了相关农村产业，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千阳县采取以奖代补等措施，整修村内水电路讯渠等基础设施，引导群众整理农村“三堆”

（土堆、粪堆、柴堆）、治理“三乱”（乱泼污水、乱扔杂物、乱倒垃圾）。美化“三口”（路

口、街口、家门口）。实行农产“前庭后院，人畜分离”，建成卫生生态型农产902户，整修硬化

村庄道路566.46公里，衬砌排水渠267.7公里，推广沼气池1225户，建花坛1146个，85%以上农产用

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42%。并积极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大力开展造林种

草，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千河段土地开发整理等生态建设，使千阳塬一片绿色。以

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全县把奶畜、蚕桑、蔬菜、果品、药材、牧草、工艺品、劳务输出，林纸作

为九大农业产业，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如今的千阳是“村容整洁、人畜分离、三季有花、四季常

青”，“奶牛进小区，养蚕进大棚”，农民“做饭用沼气，购销用网络”，实现了农民人均1头奶

畜、1亩果、半亩桑、半亩菜的目标。古老的燕及故里，现已成全国最大的莎能奶山羊繁育基地、

西北最大的蚕桑基地，陕西最大的饲草基地。 

  千阳的实践已经证明，在贫困的山区县建设新农村，首要是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到

位，人流、物流、信息流才会畅通，大山深处的农产品才得以外销，并推动主打农业产业发展，引

导农民致富。 

  2.凤翔县：强势工业拉动型 

  近几年，该县以工业反哺农业为方针，以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强势工业拉动了全县农业整体水

平的提高，超常规地发展农村经济，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 

  凤翔县大力实施“611”工程，着力建设五个工业园区，并以这五个工业园为核心，吸纳周边村

镇农村剩余劳动力，辐射到较远乡镇，来拉动全县整个农村经济发展。长青电子能源工业园建有宝

二发电厂，东岭锌冶炼和焦化厂等大型企业，区内有投资61.9亿元的宝鸡第二发电厂与总投资40亿

元的东岭集团30万吨锌冶炼、70万吨焦化项目为主，入驻工商户已达361户，交通条件优越。大力

发展电力能源，有色金属冶炼、新型建材，努力建成全省最大的电力能源工业区。陈村电子工业园

形成以电子、生物化工、食品、建材为主的产业雏形，现在从业人员达5000多人（相当一部分是当

地农民）。长虹农产品工业园以辣椒产业、苹果、蔬菜产业为龙头，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当地农

民及岐山附近村民参与，带动了横水镇、长虹地区农民致富。柳林酒业工业园以西凤酒厂为依据，

以柳林酒业公司及各村办酒厂为支撑向四周辐射。六营民俗文化产业园以城关镇六营村发展而成，

在泥塑马、泥塑羊、复仿青铜器连续跃上国家生肖邮票的带动下，形成了手工艺品生产大户26户，

六营村及周边村落为生产基地的发展格局，从业农民2000多人。 

  五个工业园区雏形的建成，吸纳了园区与周边许多村民就业，相关产业因此得以发展，农民收

入增长较快，农村面貌大为改观。如今，凤翔的农民个个有活干，人人有事做。凤翔县在五大工业

园区强势工业的拉动下，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生产格局和农产品供给结构，吸引大量农民从业，并催

生出许多相关产业链条，以此形成工业与农业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良性增长格局。 

  3.太白县：绿色产业主导型 

  太白县从本地实际出发，从山区资源入手，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中药材和蔬菜），新农村建设

搞得有声有色。 

  太白县属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性山地气候，与神农架、长白山齐名，并称为中国“三大药山”

之一。境内有各种中药材1992种，中药材总量达1.3亿公斤以上，全县农民种植中药材面积达7万多

亩，药材总产值过亿元，农民纯收入的25%来自中药产业。赛德制药、红豆杉科技等企业已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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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 

  太白年温差、日温差较大，没有污染，适合发展绿色无公害蔬菜。当地农民大多数种的是反季

节蔬菜，生长周期长，  日照充足，生产出来的蔬菜色泽鲜艳、口味纯正，深受消费者喜爱，现已

注册了“太白山”牌商标。县委县政府规划到2010年使全县无公害蔬菜种植面积达8万亩，产值1.3

亿元，成为全国知名品牌。 

  太白县以人均1亩菜、2亩药、3亩果、1头畜的目标，大力培育以蔬菜、中药材为主导的绿色产

业以来，农民贫困人口大大减少，农民收入增加较快。昔日大山深处农民住的茅草房、土坯房不见

了，取代的是新式结构的砖瓦房、甚至是二层楼，有条件的农民也从深山搬到了浅山处或山外，农

村面貌焕然一新。 

  4.扶风县：特色产业促进型 

  扶风县坚持以农为本，围绕“畜、果、粮、辣”四大农业产业，走特色农业发展之路，以此使

新农村建设步入快车道。 

  从2002年开始扶风县举办每年一届的“中国秦川牛节”，扩大了秦川牛的对外知名度，还按照

“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产”的产加销一体化运作模式，创办了陕西省秦川牛良种

繁育中心，年均对外供种3000头，外贸出口活牛3000头，加工牛肉系列产品70吨，在秦川牛养殖业

上，农民从业人员涉及到扶风所有的乡镇。以苹果为重要产业之一，创办了陕西红果贸易有限公

司，按公司十农产的方式，与果农签订了订单农业，使果品远销俄罗斯、印尼等6个国家。作为小

麦主产区，扶风重视粮食深加工，华龙面业集团被引来后，年产12万包方便面和18吨面粉生产线项

目于04年4月落户扶风，还有建忠企业集团和其他方便面厂，共吸纳当地农民从业近万人。 

  扶风县深层挖掘农业传统优势和自身资源，在广大农民积极参与下，转化为实现的物质财富，

从特色农业出发，引导农民致富。另外，扶风还对农村的道路、水电、水利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整

修，法门寺周围的农村面貌大为改观，以旅游业吸引农民从业。农业穷县的帽子已被甩掉，一个个

崭新的新农村正跃入人们视线。 

  三、选取新农村建设模式必须遵循的原则 

  上述四县结合自身县情，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农村农业发展的道路、模式。由于

宝鸡各县区的情况差别很大，无论采取何种新农村发展模式，总是要扎扎实实，努力工作，遵循以

下原则，新农村建设才能有所突破，农村面貌才能有所改观。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应以建设现代农业为目标，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快农业发

展，稳步增加粮食牛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围绕果业生产，应建设渭北旱

塬优质鲜食苹果、秦岭北麓浅山区猕猴桃和城郊鲜食时令杂果三大产业带。围绕畜牧大市建设，大

力发展高产：奶牛、优质肉牛、肉羊、生猪和家禽五大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大幅度增加农业

经济总量和经济效益。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化使用土

地，减少占用耕地，高效利用土地。改善农村公共设施，加快乡村道路建设，完善农村电网，解决

农民饮水安全问题。改灶、改厕、改圈，大力推广普及沼气，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改善

村容村貌，完善生活设施，切实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3.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农村各项体制改革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保障。继续完善以家庭承包

经营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遵循农民意愿，使土地依法有偿流转。全面深化对乡镇

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重点改革：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完善和加强农村义

务教育投入机制，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另外，抓好农村金融改革、征地制度改革、流通

体制改革等其他各项改革。 

  4.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应继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保证对

农村的经费投入稳步增加，并落到实处。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人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就业



 

培训，继续实行农村计划生育奖励制度，推广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

度，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防控和救治体系，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5.建设农村现代文明。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乡风文明”，就是要建设农村精神文明，

这是新农村建设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应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破

除目前农村存在的狭隘主义、小农主义、家族观念和封建意识。坚持对农民进行党的农村政策、爱

国主义、民主法制，公民道德教育，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广大农村阵地；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形成

邻里团结和睦、干群关系融洽，重信守义、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的乡风村风，使农村文明更加和

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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