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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不能搞“模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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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中“模式化”的表现及危害，提出了避免“模式化”的对策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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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要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快又好地推进，关键
在于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科学、理性、渐进地进行新农村建设，而不能搞
“模式化”。 
一、新农村建设中“模式化”的具体表现 
所谓“模式化”，就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
对待事物、推进工作、处理问题上所形成的所谓具有“经验性和实效性”的固有的、惯性
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定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维的模式化。习惯于对上级的
决策和部署言听计从，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致使形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严
重，不能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贯彻精神，推进工作。二是工作标准的模式化。由于缺乏对
全局情况的全面了解，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总是习惯于以“一刀切”的方式将多
样化、复杂化的问题简单化、模式化处理，习惯于以“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方式搞统一标
准、平衡推进。三是工作行为的模式化。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些干部还没
有完全彻底地从传统的行为定式中解脱出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往往缺乏适
应性和灵活性，习惯于以老办法推进工作。这种惯性的、僵化的行为方式的存在，必将对
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新农村建设搞“模式化”的危害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工作。就现实情况而言，在新农村建设
中，不顾客观实际，搞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模式化”，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
和发展规律的形而上学行为，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一是必将破坏生态环境。新农村建设
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其需求的多样性，如果各地都目标一致地把道路、桥梁、房屋等硬
件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和主攻点，实行定时定量统一集中推进，势必将大幅度地
增加对砂石、红砖、木材等所需材料的需求量。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需求的无限性和利
益的驱动性，必将导致无序地、掠夺式地大量开发江河沙源、山地黄土资源、林木资源和
石料资源。各种江河、山地资源的过度开采，势必将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地方的可持续
发展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二是必将影响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生产发
展，但基于其长期性和艰巨性，一些地方为了追求近期的显绩，往往会把工作的首要任务
定位在道路、桥梁等易于看得见、摸得着，易于体现政绩的“面子”工程建设上。且为了
早见成效，快见结果，多出“政绩”，大搞强迫命令，制定高标准，下达“死任务”，实
行一个模式大力度推进，致使工作重心严重偏离，抓表面政绩的手硬、抓发展这一实际政
绩手软的问题必将凸现，势必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这与全党、全国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要求及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主旨是背道而驰的。特别是随着硬件设施的硬



性推进建设，在国家不完全投入、需要地方匹配的情况下，必将进一步加大地方的筹资筹
劳力度。这将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加重各级财政、集体经济和农民负担，进而导致各地谋
求再发展、农民投入再生产的能力更加脆弱，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目标将倍加困
难。三是必将抹灭文化传承。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发展历程有着不同的文化
基础和特色。在新农村建设中，如果不注重文化的特异性，强求千篇一律，以一个民族、
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为标准，一味追求目标的一致性，就会抹杀不
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同区域的特色文化、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就将对各类优秀文化的
传承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三、新农村建设避免“模式化”的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规划的科学性、民意的倾向性、试
点的代表性、形式的多样性、投入的合理性、推进的适时性”的根本要求为指导，从解决
发展最需要、农民最企盼的现实和长远问题入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切实做到“五个
避免”，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1.在思想观念上避免模式化。贯彻落实上级精神和部署，是各级党委、政府应尽之职责。
要做到尽职尽责，就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上级有关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实质，在思想上克服
两种倾向。一方面是“左倾”认识，即只唯上，不唯实，惯性地认为只有以最高标准和要
求来完成工作任务才是对精神的有效贯彻和对上级的高度负责，进而导致大轰大嗡，超负
荷推进工作；另一方面是“右倾”认识，即片面地认为搞新农村建设就会增加集体和农民
负担，进而把所谓的“对下负责”作为不认真贯彻精神、不全力推进工作的借口，致使思
想比较消极，缺乏主动性、严肃性，部署、指示工作习惯于松要求、低标准。要克服思想
上的两种极端倾向，就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不搞“模式化”，并不是不推进新农村建
设，而是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切实做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结合，找准工作的切入点
和平衡点，科学系统地抓好落实，实现“两个成果”一起要。 
2.在规划上避免模式化。应本着“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地
制定规划。一是在标准上，突出可行性。要以经济基础为首要遵循条件，区分乡村不同现
状，分类、分级地制定通过努力而力所能及而非力所难及的标准，切实避免一刀切式的搞
就低不就高或就高不就低，导致低水平建设或超负荷建设的问题。二是在内容上，突出差
异性。要在充分考虑不同的区域特色、不同的文化传承等因素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确定规
划内容，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内容千篇一律。三是在时间上，突出渐进性。确定完成时
限应以时间服从质量、服从承受能力为前提，实行循序渐进式推进，不搞定时定量。总
之，在规划上，就是标准可高可低、内容可多可少、时间可长可短。 
3.在重点工作任务上避免模式化。确定重点工作任务应注重“三原则”：一是轻重缓急：
经济基础较好、发展较快的地方，就应把当前的重点工作任务放在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和社会事业建设上，不断提升乡村民众生产生活质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则应把
发展经济、致富农民作为当前的要务之要务、重点之重点，实施全力推进，促进经济又快
又好发展，农民又快又好增收；二是力所能及：经济条件较好的乡村，在具有一定承受能
力的情况下，应在道路等硬件方面多投入、多建设，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则应在乡
村环境整治等投入少、见效快的方面下工夫。总之，就是多干力所能及的事，少干或不干
力所难及的事；三是注重惠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农民最需要，最急盼解
决的事情摆上重要日程，全力加以解决，真正使新农村建设工程成为惠民工程。 
4.在政策引导、扶持上避免模式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注重其科学性和实效性。具体
应做到三个方面。首先，不能搞均衡主义。即应充分考虑各乡(镇)、村屯自身的现实状况和
潜能，量体裁衣，在鼓励扶持、筹资筹劳等方面分层次、分标准制定出合理、合身、合实
际、合民意的政策，不搞一个尺度量全局。其次，不搞“垒大户”工程。即不能人为地把
扶持政策完全集中投放到一个乡（镇）或村屯，搞“花瓶”工程，打造好看而不好学，甚
至学也学不了，推也推不开的试点样板，进而失去政策的广泛惠及作用。第三，不搞脱离
主体运作。要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坚决避免脱离主体搞任何包办代
替。 
5.在工作方式方法上避免模式化。基于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在推进的
方式方法上必须注重其科学性。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定，注重形式多样性，不搞一个模式
用遍全局，用到长远；应统筹兼顾，渐进推进，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避免出现新农
村建设上的“大跃进”；应坚持以民生优先；应科学界定政绩标准等。 
(本文作者：中共黑龙江省委信访局、      
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常务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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