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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全国农垦系统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选录了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所征集的优秀论文近五十
篇。
全书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2007年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暨学术研讨会领导讲话和相关文件；第二、
三、四、五部分为获奖论文，内容涉及了农垦改革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对有关农垦方面的专家、学者
以及农校研究生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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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发展社会事业，构建和谐垦区　　农垦系统特别是农场，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形态。
虽然农场的部分社会职能分离出去了，但是融经济性、社会性、区域性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形态还没有
完全改变，并且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还将存在下去。
这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决定了农场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发展社会事业。
一方面，农垦要积极分离社会职能；另一方面，农垦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事业。
农垦发展社会事业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要使农垦人“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目前的重要工作就是继续完善和落实养老保险政策，完善农垦社会保障体系。
农垦还有12％的职工没有加入养老保险，加入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也比较低。
农垦目前还有55％的职工没有参加医保。
不少垦区的电力、道路、水利、卫生、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尽快改善和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发展农垦的社会事业的任务非常繁重。
　　六、共同努力。
为农垦改革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垦的重视与支持程度都在
不断加大。
从2006年起，国家每年用于支持国有农场、林场改革的财政资金达50亿元，其中农垦国有农场可以得
到40多亿元。
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是农垦得以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
但是也不可否认，各方面对农垦的支持尚未形成合力，对农垦还有不同认识。
各垦区要积极主动地向各级政府汇报工作，加强沟通，敦促各级政府了解、认识农垦，支持农垦事业
的发展。
要使各级政府认识到农垦是地方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垦事业能够为地方争荣誉、
争地位。
农垦事业出了问题也会影响当地经济社会。
要积极主动把农垦经济融入地方经济，促使各级政府把农垦经济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为农垦改革、发展与构建和谐垦区创造一个良好的区域环境。
　　农垦的宣传工作非常重要。
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农垦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保持稳定所取得的成绩，宣传新时期农垦的地位
和作用，宣传农垦精神和农垦文化。
农垦精神和农垦文化非常独特也非常宝贵，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大力宣传农垦精神和农垦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和支持农垦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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