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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基于赣西 S县与 L县的调研分析 

刘玉凤
1
 

（南昌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摘 要】：为了解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状况,以赣西的 S县和 L县为例深入调研,调研中发现社会力量参与

新农村建设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认识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因此,应通过政

策引领、舆论引导、组织保障和长效机制等措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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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但是,在社会新农村建

设过程中,我省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很严重,因此,要实现相对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必须汇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本文以赣

西的 S县和 L县两县调研为例,深入探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助推脱贫攻坚等问题。 

1 赣西 S 县和 L 县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现状 

1.1赣西 S县和 L县新农村建设现状 

S 县位于江西省西部,萍乡市北部,总面积 721.11 平方公里,全县辖 3 个乡,6 个镇和 1 个垦殖场,155 个行政村,总人口 47.6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4.3 万人。自 2006年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以来,S 县先后建设了 1130个新农村建设点,涉及全县

10个乡镇,154个行政村,惠及农户 4万余户,近 16.8万余人。在新农村建设中,该县投入各类建设资金近 7亿元,拆除“空心房”、

无保留价值的旧烂屋 3500余间,清理乱堆乱放 8500余处,拆除乱搭乱建 2300余处;完成改主路 400余公里(含入户路);改水 100%,

改厕 3.6 万余户,达 90%以上,改房 3.7 万余户,达 92%以上;新建各类健身场所 670余处,安装路灯 1.5万余盏;绿化各类苗木 200

万余株。建设了 319 国道(S 县段)秀美乡村示范带,打造了一批以麻田村、战山村、山田村、万石村、太塘村等为代表的新农村

建设示范亮点,以豆田村为代表的中心村示范亮点,以杨岐南源街为代表的镇村联动示范亮点,以中国红鱼文化村、豆田农博园、

金泰农业等为代表的省级新农村建设休闲农业示范亮点。2012—2014年,该县连续三年荣获“全省新农村建设工作先进县”。 

L县位于江西省西部,萍乡市南部,总面积 1062.06平方公里,全县辖 8个乡、5个镇和 1个垦殖场,157个行政村,总人口 24.6

万。近五年来,全县各乡镇新农村建设涉及行政村数为 106 个,新农村建设基本达到“走平坦路、喝干净水、上卫生厕、住整洁

房、居优美村”的目标。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改变,改水、改路、改厕、绿化和村庄整治已基本完成,整体环境有很大程度

提高,村容村貌彻底改变,群众普遍感到满意。同时,该县还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快,村民增加了收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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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惠。 

1.2赣西 S县和 L县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虽然,S 县和 L 县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

是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强,依赖思想较为严重。少数村民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搞形式、摆花架子,是政府搞的政绩工程,与己无关。

部分村组干部没有把新农村建设当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的大事来抓,存在政府要我抓的思想。农民的依赖思

想严重,“等、靠、要”,寄希望于上面有足够资金。二是基层干部对新农村建设后期管理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一方面,重建设、

轻管理。新农村建设项目验收后,不少示范点柴草乱堆乱放、脏乱差等现象死灰复燃。路灯坏了,无人修;凉亭破了,无人管;新配

的健身器材,成了晒衣晒被的工具。另一方面,重视村庄建设,忽视产业发展,将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建设。再者,把新农村

建设仅仅定位于硬化几条路、改几户厕、装几户自来水、粉刷几栋房子等简单的村庄环境整治,忽略了生产发展和乡风文明建设。

三是资金制约突出,影响新农村建设的后期管理。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大多数村集体经

济薄弱,难以带动群众发展形成具有特色优势的规模产业,农民的收入较低,生活比较艰辛,投资乏力。新农村建设面广、量大、

任务重。虽然政府的投入不断加大,但由于财力所限,项目资金缺口大,社会参与投资较少,往往捉襟见肘,导致村点建设欠账资金

较多。 

2 赣西 S 县和 L 县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现状 

2.1赣西 S县和 L县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现状 

赣西 S县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社会力量采取资金、实物、技术、劳力等形式参与新农村建设,

形成了凝心聚力的良好格局。如,S 县远洋出口玩具厂总经理李中伟,一次性捐赠水泥、河沙等实物,在夭埠村扶持建设了一个示

范点,自发带领群众修建了入组、入户道路,修建了群众健身娱乐广场。福田天绿现代农业基地总经理宋华,采取“公司+农户”

模式,把清溪村作为生产基地和“第一车间”,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安排劳动力 300 多人。二是广大群众积极筹资进行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广大群众特别是试点村村民倾注极大热情,积极筹措资金,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的作

用。如,S 县金山镇横水村缪家湾试点村村民每人自筹 300 元,全村共筹集 5 万元资金修建入组路 480 米,排水渠 280米。东源乡

东源村村民自筹资金 3万元修建入组水泥路。 

近 5 年来,L 县共吸引社会资金(外资)32 家企业入驻新农村建设,总投资约为 134527.3 万元,投资涉及面广,农民受益足,涵

盖了旅游、农业、电力、苗木、养殖等行业。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村民通过各种形式发动捐款、捐物,投工投劳参加新农村建

设。5年来村民自筹自建农家乐 132个,社会各界人士捐款约 345.5万元,农民投工投劳折资约 833.9万元,村民自筹资金约 1011.5

万元,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预期效果。 

2.2赣西 S县和 L县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虽然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效果明显,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被认为是新农村建

设是形象工程,建设项目没有实际意义;二是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资源、资产、资金遭到浪费;三是村点在与社会力量合作时有过

上当受骗的经历,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没有持续性,一些单位或个人

只是一次性或临时性参与新农村建设;一些单位或个人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不是很充裕,后续投资乏力;农民的组织性不强和

积极性不高影响到了社会参与新农村建设。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反映出了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

具有连续性和长效性,只有这样才能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相反,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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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赣西 S 县和 L 县集聚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对策与举措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方面面。通过对赣西 S县和 L县的社会力量参与

新农村建设调研发现,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是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民生活,实现相对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的有力举措。但是,

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困境,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策吸引、舆论导向、组织保障和

建立长效机制等措施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3.1用政策引领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 

在新农村建设中,当地政府应根据农村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当中来。 

首先,用良好的政策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应综合运用税收政策、财政政策,采取政府补助、贴息、担保等手段,创

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新农村建设。根据本地实际创新政策,采取“民办政扶”政策,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新农村建

设,在市场准入、税费优惠、项目建设和投融资等方面给予扶持。同时,利用政策手段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农业生产,避免政府直接

投资而造成的产权不清、效率低下的问题。其次,发挥示范效应。政府对新农村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力量给予表彰和鼓励,

通过榜样的示范效应来营造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良好的氛围,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社会力量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有物的捐物。再次,改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号召力。增加服务意识,指导和帮助社

会力量化解在生产、投资等参与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是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和维护社会力量参与新农

村建设利益的重要保障。 

3.2用舆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舆论的导向作用。一方面,要强化舆论宣传,营造全社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氛围。自媒

体时代,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手段,加强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宣传,让更多的社会力量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政策措

施,了解农村现状,从而坚定投身新农村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加强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先进典型的宣传工作,增加

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在舆论宣传中要实事求是,避免夸大宣传,避免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规

范政府的行为,严禁增加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负担,从而挫伤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3.3用组织保障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 

组织保障是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构建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平台,引导社会力

量利用这个平台就参与新农村建设等问题进行交流与合作,为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提供可行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另一方

面,加强组织引导,做好农村基层组织与社会力量的对接工作,确保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项目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再者,积

极引导和培育农村中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自治组织,发挥社会自身调节的作用,弥补政府职能的缺陷,自行解决社会力量参

与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3.4用长效机制稳定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但要唤醒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责任意识,更要让社会力量主动而

又长期稳定地参与到新农村建设当中来。这就要求:一是建立经常性活动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除了重视与社会

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签订村企共建协议外,更要重视经常性与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力量进行交流、沟通和探讨,解决社会力量

参与新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年终举行总结表彰会,肯定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作用。二是建立村企互动机制。可以通过融合

社会力量、村民和村集体等力量,形成新农村建设基金,用基金形式来推进新农村建设;也可以建立村企联席会等多种形式的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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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平台,通过资金帮扶、项目支持和互助服务等形式,促使村企结对共建新农村活动长期开展。三是建立规范考核机制。社会

力量参与新农村,需要制订一套严格规范的项目管理办法和资金管理办法,增强透明度,规范各种共建行为,消除社会力量后顾之

忧。同时,建立考核制度和表彰奖励制度,肯定社会力量对新农村建设的贡献,并加大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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