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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一贯的战略思想。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连续出台了一系
列重大强农惠农政策，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城乡发展这条主线，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农业生产稳定
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民生显著改善。
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为国家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发展形势。
总体上看，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
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了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
期。
新的形势下，要以新民居建设为突破口，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加
速发展的大背景、大趋势，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统筹谋划、科学部署、扎实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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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实现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是政府基层领导和农民群众，但如何建设新农村对于政府基层领导和农民来说是
一个新问题，需要社会各界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规划指导丛书》旨在使建设者掌握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知识和信息，为提高农民素
质、提升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等提供帮助。

本丛书涉及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农民问题，包括农民自身素质提高和农民组织化问题，这些内容是实
现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和生活宽裕所必需的；二是村庄建设问题，包括村庄规划、村庄整治与改造，
这些是实现村容整洁的必需知识；三是村庄产业发展问题，包括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农村资金
融通与管理，这些内容有助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宽裕。

本丛书语言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能够阅读，特别适用于农村基层
管理人员，尤其适用于乡村管理人员和大学生村官，也适用于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人员和相关专
业的学生。

本书为其中一册，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土地股份合作制
进行了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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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多合作社的经验表明，合作社的组织者、生产者都是农民，除外出劳务很少出门。
进人协会以后，成员不仅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技术，提高了技能，而且使他们觉得在这种参与过程中
实现了自身价值，同时还培养了他们的协作互助精神。
参与式方法的运用能造就、挖掘地方小能人。
　　（三）制度文化建设　　1.建立健全合作社有关民主管理的规章制度。
包括会计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培训制度等。
　　2.落实规章制度。
使成员和管理人员充分理解民主管理的意义。
要把合作社章程一条一条地向成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讲解。
按照章程规定的程序和内容组织成员参与民主管理。
　　（四）精神文化建设我国农民文化多元而复杂，传统村庄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文化以
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现实中农民的文化。
　　1.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调查发现，我国许多合作社对入社成员的道德要求是孝敬父母、邻里和谐、遵纪守法，这就是对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在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手段，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契约精神，
全面激活农民自身的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和群体意识，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健康运行奠定
必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2.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合作社文化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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