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以人为本  

加快新农村建设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向诸位介绍北京市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情况。首先，我说明一下北京市的基本概况。北京

市面积 1.64 万平方公里，其中郊区面积 1.53 万平方公

里，占全市面积的 93％；山区面积 1.04 万平方公里，

占全市的 62％，截止到 2008 年底耕地面积约 23 万公

顷。乡村人口 547.4 万人，其中本市农业户籍劳动力

188 万人。 

近年来，针对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北京

市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大幅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加快新

农村建设，加快发展都市型农业，特别是借助筹办和举

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机遇，农业农村经济

实现了快速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生活

水平大幅提高。2002 到 2009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

一番，达到 1750 美元，农业产值比例维持在 1%左右。 

目前，北京市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0000 美元，进

入了由中等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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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把转变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提高农

民素质，作为核心理念和任务，加快发展都市型现代农

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民

的生产生活水平。 

一、着力转变农民的生产方式：发展都市型现代农

业，构建现代农村产业体系 

北京作为超过 1700 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在新农

村建设过程中，从满足城市居民的农产品需求出发，大

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着力转变农民的生产方式，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 

我们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功能发生

了新变化，需要进行新的定位。我们提出，对于北京这

个大都市而言，农业不仅是基础产业，也是特色产业，

是生态宜居的重要基础，是城市应急安全的基本保障。

在发展农业过程中，实施了“221 行动计划”（即摸清

农业资源和市场需求两个条件、打造科技和资金两个支

撑、搭建一个农业综合信息平台），大力开发都市型现

代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示范等多种功能，循环农

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加快发展，合作经济、区域经

济、园区经济等农业新型业态不断涌现，农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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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提高。开发农业的生产功能，利用科研机构分

布密集的优势，加快发展籽种农业，逐步成为全国种业

的科技创新和推广中心。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本

市农产品加工率达到 60%以上，加工增值率达到 90%以

上。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满足高端市场需求，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鲜活农产品供应中，鲜切蔬菜、

果品、猪肉、鸡肉、鸭肉及鸡蛋等六类农产品“100%”

由本市企业供应，供应农产品质量安全“100%”合格。

开发农业的生态功能，进一步调整农业内部结构，通过

发展设施农业和绿色农业，减少裸露农田和扬尘。加快

发展种养连动的生态型生产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加强城郊园林和绿地建设，提高农田的生态服务水平。

据初步测算，2008 年全市农林水生态服务价值与全市

GDP 大体相当。开发农业的生活功能，充分利用郊区自

然风光、自然景观和民风民俗优势，大力发展集农业生

产、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休闲旅游于一体的休闲观光

农业,取得了显著成效。2009 年全市实际经营的农业观

光园接近 1300 个，民俗旅游接待户超过 1.4 万户。开

发农业的示范功能，加快新品种、新科技、新方法推广

应用，每年新育成各类作物品种 400 个左右，建成了一

批大型农业科技园，辐射带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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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科技贡献率达到 60%以上。 

当前，适应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低碳

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构建现代农村产业体系。实施农业基础建设及

综合开发 5年规划，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田生态

服务能力和农田景观服务能力。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三

年行动计划，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完善农业科研

推广、农村金融、农产品流通、农业信息服务、农业生

产资料供应、农产品质量监管、动植物疫病防控等服务

体系建设，为农业加快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通过扶持

农产品加工业做大做强，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

农业产业化水平。采取多种模式发展乡村旅游，推出观

光采摘农园、休闲农场、市民农园、农业主题公园等多

类休闲观光农业，吸引市民到郊区旅游。 

二、着力转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加强基础建设，推

进新农村建设 

在加快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转变农民生活方式。 

我们认识到，城乡差距不仅反映在收入水平上，在

基础设施上也有很大差距。为了解决农村基础设施缺乏

的状况，我们的做法是，坚持规划引导，加大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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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通过多种途径争取资金支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农村发展环境。村庄规划编制全面展开，编

制了全市村庄体系规划。同时，每个村庄都要编制一个

建设规划，到 2010 年实现全市村庄建设规划全覆盖。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在全市所有农村，实施了

“街坊路硬化、安全饮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户厕

改造”等五项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截止 2009 年底已有

三分之二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建设任务，今年将实现全覆

盖。农村新能源开发利用稳步推进，实施了“农村亮起

来、农民暖起来、农业资源循环起来”三项工程，受到

了农民的欢迎。“亮起来”方面，包括在村庄安装太阳

能路灯和节能灯。“暖起来”方面，包括安装节能保温

吊炕（农户冬季室内温度提高 2－3℃）、建设节能民居

等。“循环起来”方面，包括大中型生物质气化和沼气

工程、农村太阳能公共浴室建设等。农村生态环境有很

大改善，利用举办奥运会、迎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等

大型活动，开展了大规模的村庄环境整治活动，实现了

农村环境干净整洁的标准。同时，采取公共财政发工资

的办法，指定农村专门人员予以维护农村环境。建成“城

市绿化隔离地区、平原、山区”三道绿色生态屏障，2009

年全市林木绿化率达到了 52.6%，比 2005 年提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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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当前，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农

村城镇化进程。编制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通过实

施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村城市化工程，加强新城建设，加

快发展小城镇等多种途径，增强对农村经济的带动能

力，为农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计划地引导农民到

城镇就业、定居。同时，继续推动新农村建设，在开展

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引导村庄向有条件的中心村

庄合并，形成有一定规模的新社区，享受更好的社区服

务，政府在新民居建设方面给予扶持。 

三、着力转变农民的思维方式：提高农民素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农民素质是影响农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发展

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最根本的是加强教育培训，

提高农民的素质。同时，还要创造平等的机会，让农民

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农民的市场观念和民主法制意识，

切实转变思维方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的做法是，在整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型加

快的背景下，一方面在经济上发展农民的物质利益，一

方面要在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近年来，通过改

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农村改革等措施，农民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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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得到了维护和发展，福利水平大幅提高，农民成为新

农村建设的支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农村公共服务加

快发展，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发展，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

免费制度。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城乡

居民低保标准也基本实现了一致。推出了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96%的农民参加。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劳动就

业政策，对农民就业创业给予帮助，目前农村劳动力就

业率接近 90%、非农就业率达到 70％。农村信息网络实

现了全覆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切实保护好基本农田。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

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引导农户土地承包经

营权规范流转，稳步提高土地经营规模水平。加快推进

农村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

作，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对乡村集体资产

进行改革，农民正在成为拥有集体资产的股东。加快发

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农

产品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农业科技推广等方面

的服务，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覆盖一产农户总数的

66％。建立了农业投资、农业贷款、农业担保、农业保

险等构成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解决农业发展资金短缺

的问题。农村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全面推进农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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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强农村法

制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总的来看，经过不断的改革发展，农村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

步。但是，从城乡对比看，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完全消

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农村社会事业、基础

设施建设需要继续提高，农村改革需要继续推进。我们

正按照既有思路，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宝贵经验的基础

上，在保护好农民利益的前提下，稳步解决这些问题，

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协调发展。  

  介绍到此结束，欢迎诸位提出宝贵意见，也欢迎大

家到美丽的北京乡村考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