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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强 (全国人大代

表 、 农 工 党 中 央 科 技 工 作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河 北 省 信

息产业厅副厅长)

为加快农业信息化

建设建言献策

去年 , 农工党中央经 过 摸 索 、调 研 和 准

备, 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推进农业信息化, 促

进社会和谐进步”的提案, 这个提案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今年全国政协办公厅把这

个提案重点推荐给了中央电视台准备做一个

电视专题片。

一、农民贫困不完全是经济问题, 信息贫

困是当前“三农”中很大或者说是最大的问题。

信息技术使社会变化速度非常快, 但是农民的

信息闭塞, 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 延续着

祖祖辈辈的那种封闭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

被主流社会边缘化, 使贫富差距拉大。

二、信息高速化推进了农民边缘化。近些

年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搞了若干的工程 , 例

如: 农业部搞的金农、广播电视部搞的广播电

视村村通、信息产业部搞的电话村村通、中共

中央组织部搞的农村党员远程教育、教育部搞

的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卫生部搞的农村卫生

防控体系等网络, 花了大量的资金, 但是农民

没有直接得到实惠, 这些网络是管农民的人用

的网, 他们之间各自为政, 没有有效地同农民

的实际相结合。少数部门、少数项目、少量的

应用、不足以有效推进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

三、国家目前只是政府在投钱, 渠道不够

广。国家公共政策没有向农村倾斜, 应加快农

村信息化政策的制定。为了加快农业信息化 ,

我们提出了一“高” ( 政府应高度认识和对待

这个问题) 、一“低” ( 低成本 , 让农民能用

低 廉 的 价 格 获 得 信 息 , 让 农 民 用 得 起 ) 、 一

“突 出 ” ( 增 产 、 增 收 , 让 农 民 获 得 实 惠 ) 、

“两策” ( 政府应加快制订公共政策和多媒体

交互传输政策) 、一“台” ( 开办中国农业电

视台 , 为农民服务) 。农业信息化要“四化”:

办法要多样化; 资金渠道广泛化; 信息门槛低

廉化; 信息获取手段农民化。

杨忠岐 (农工党中央

科 技 工 作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中 国 林 业 科 学 院 重 点 实 验

室主任)

民主党派在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大有可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惠及亿万农民、关

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概括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

首 要 任 务 。 建 设 新 农 村 要 有 雄 厚 的 物 质 基

重彩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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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业, 继 1982 年至 1986 年中共

中央就“三农”问题连续 5 年颁发了 5 个“一号文件”后, 从 2004 年开始又连续 3 年就“三

农”问题颁发了 3 个“一号文件”。

2006 年 3 月 7 日, 农工党中央宣传部与参政议政部在京联合举行学习“一号文件”座谈会,

座谈会上, 专家、学者就“一号文件”精神联系各自的专业从不同的方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现将与会同志的发言整理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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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没有生产力的提高 , 没有农民生活的改

善 , 就谈不上新农村的建设 , 就失去了经济

基础。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本质, 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

多方面, 从解决农民急迫、直接、关心的实际

问题入手。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

要求, 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

民主的关键。这就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 组织的服务功能, 发挥基层党组织在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

积极作用。要根据实际情况, 积极探索市场经

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方法与路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 村 , 推 进 现 代 农 业 建

设, 需要着力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 用现代

发展理念指导农业 , 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

业 ,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现代经营形

势发展农业。在工作中, 要着重加强耕地保护

和水利建设,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创新农业经

营形式,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我是从事林业科学研究的, 对农村特别是

山区农民的情况比较了解。如何迅速提高农民

特别是山区农民的收入 , 是解决 “三农”问

题、使农民脱贫致富的关键。解决我国山区农

民的温饱问题, 希望在山, 出路在林, 要“靠

山吃山”, 要选中、选好山区特有的可以开发

的资源, 发挥山区特有的经济优势, 使山区农

民走上持久的致富之路。

石湾 (农 工 党 中 央 文

化 工 作 委 员 会 委 员 、 原 中

国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

敢为农民鼓与呼

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深入

到农村考察。但某些地方干部弄虚作假和“封

口令”, 使农民不敢向中央领导同志说出真话,

这 真 是 害 己 又 害 人 , 误 国 又 误 民 ! 今 年 中 央

的一号文件中 , 明确提出 “要切实转变乡镇

政府职 能 , 精简机构和人员 , 五年内乡镇编

制机构只减不增”。乡镇编制机构的臃肿、庞

大 , 是农民负 担过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

与农村干部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拉 大 和 利 害

冲突的加剧 , 已成为农村的不安定因素 , 再

不 解 决 这 一 矛 盾 , 就 很 难 确 保 社 会 的 稳 定 。

因此 , 在乡镇政府 精简时 , 要把那些不为农

民着想、不为农民谋 利、不让农民讲实话的

干 部 减 下 来 , 以 保 证 政 令 畅 通 , 下 情 上 达 ,

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 为惠及广大农民群

众的民心工程。

我是农家出身的 文 人 , 与 生 我 养 我 的 那

片故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对父老乡亲有

着特殊的感情 , 深感真正熟悉当代农村生活、

了解当 代农民疾苦的作家、艺术家太少 , 真

正敢为农 民鼓与呼的小说、戏剧和影视作品

就更是少 得可怜。期盼有关部门能为广大文

艺工作者 到农村深入生活创造条件 , 鼓励作

家 、 艺 术 家 去 大 胆 创 作 真 正 反 映 农 村 现 实 、

真正为农民 鼓与呼的优秀作品 , 以满足广大

农 民 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文 化 需 求 。 若 能 如 此 ,

随着推进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 , 文艺创作必

将走向新的繁荣。

常纪文 (农工党中央

法律工作委员会委 员 、 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 究 所

研究员)

加强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监管

和督察工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政府为主导、多

方关心和参与的事业,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

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加强有关的监管和督察措

施。下面结合我的法学专业来谈谈加强监管和

督察的几个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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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对地方新农村发展规划的监管。

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 为农村和农业发展提供

了新的契机, 为了使新农村的建设考虑本地农

民的就业方向和农业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 妥

善处理好农民农具的存放、牲畜的饲养、副业

的开展等农村的固有特点, 必须加强对地方新

农村建设规划的监管, 从源头上杜绝不科学的

村镇发展规划。

二、严把土地和环境保护监管关。保护耕

地是维护我国粮食安全, 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

和发展基础的重要措施; 严格保护农村的生态

环境是稳定中国气候和整体环境状况的关键 ,

农村耕地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农村的资

源。这种资源可以作为发展经济的资本。必须

加强严把耕地保护、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监管

关, 确保地方政府合理用好土地资本、资源资

本、环境资本。

三、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知情、参与、管

理和监督权。新农村建设事关农 民 的 切 身 利

益 , 受益 者和参与者都应是农民 , 必须依靠

他们的积 极参与 , 并采取得力的措施发挥他

们的主人 翁精神。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施政行

为的监管 , 加强农村党组织和村民自制组织

的建设 , 选 用农民真正喜欢的人 , 用好农民

真心信任的 人 , 支持农民依法行使监管权的

行为。

四、加强对农业投资、农民补贴和农村集

体财务的审计监督。新农村的建设离不开国家

和地方的投入, 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 加强基

层党风廉政建设 , 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

除了加强相关的立法外,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应采取得力的措施, 减少中间环节对农民利益

的盘剥, 加强对农民农业投资、农民补贴和农

村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

五 、 打 击 “ 黄 赌 毒 ” 和 社 会 黑 恶 势 力 ,

限制宗族势 力的恶性膨胀。目前 , 农村存在

的主要治安问 题为黄赌毒现象蔓延 , 黑恶势

力渗透到农村 市场、农村金融、农村产业等

领域中。必须通过 综合治理的手段 , 予以坚

决的克服和打击。而 要确保这种克服和打击

的效果 , 中央和各省级人民政府加强监管是

非常必要的。

中央和地方应完善和协调现有的机构。只

有监管机制完善, 监管和督察到位, 在国家和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才能走上健康、快速和持续的轨道。

吕 璠 (农 工 党 中 央

医 药 卫 生 工 作 委 员 会 委

员、北京市卫生局基层卫

生处处长)

为农村卫生事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把脉”

一是帮助把稳新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

方向。关注新型体系建设中的难点 , 在解决

“二元管理体制”、“机构管理体制”、“服务

管理体制”、“保障管理体制”问题中 , 我党

要把握机遇, 弘扬农工党的政治主张, 调度参

政资源、技术资源、地区资源, 启动与新农村

建设相协调的同步参政策略。

二是多 层 面 、多 维 度 为 政 府 推 进 统 筹 城

乡发展提供技术咨询。盲目投入硬件建设和

主观给予式人力开发现象普遍存在 , 针对成

本大、效果差的不良情况 , 应建立科学评价

指 标 体 系 与 评 价 机 制 ; 采 取 组 建 评 价 机 构

(组织) 等形式 , 统合全国城乡卫生资源信息 ,

建 立 国 家 城 乡 卫 生 资 源 缩 小 差 距 干 预 机 制 ,

抢 占 统 筹 城 乡 卫 生 发 展 技 术 咨 询 的 权 威 性

“制高点”。

三是发挥党派在落实“三农”政策中的民

主监督作用。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政策, 例如“多予、少

取、放活”, 70%新增事业费 , 主要用于农村

卫生的“硬目标”等。针对如何避免政策执行

走形问题, 营造每个农工党员、各级组织都参

予“民主监督机制”的氛围。

( 葛 卫 卫 / 整 理 )

( 责 任 编 辑 常 云 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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