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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湄潭根据“缺乏传统工业支撑、缺乏就近大城市依托和缺乏地下矿产资源优势”的县情
，立足自身优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探索传统农业大县的转型发展之路，强力实施“工
业强县、城镇带动、新农村建设、旅游发展”四大战略，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特别是走出了一条以“四在农家”创建为载体、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支撑、村庄整治
为重点、黔北民居新村建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路子，湄潭的农村正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
变化，并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洪名勇主编的《绿色富民湄潭》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为基础，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对
湄潭地区的成就、模式与品牌进行了全景式的深刻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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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名勇，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农村经济及知识经济研究
。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贵州省省管专家，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省重点学科
农业经济负责人(带头人)，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和贵州大
学博士生导师，国家特色专业建设负责人，省级教学团队带头人，“211工程”重点学科带头人和负责
人，贵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项，国家软科学基金课题1项，中国科协、教育部
、国家民委、国家统计局、省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等省级以上课题20余项；获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
，省部级社科一等奖1次、二等奖4次、三等奖4次，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1次；独立或者以第一作者出
版《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有制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研究》、《农地习俗元制度
及实施机制研究》、《马克思土地产权制度理论研究》、《中国改革试验区比较研究》等专著10部；
在《民族研究》、《经济学家》、《中国农村经济》等多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90余篇，20余篇论文被
《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经济学文摘》全文转载或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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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绿色富民湄潭基本县情
一、茶文古县：湄潭
(一)湄潭：历史古县
(二)湄潭：西部茶海
(三)湄潭：黔北粮仓
(四)湄潭：农村改革排头兵
(五)湄潭：文化之城
二、湄潭历史沿革
(一)历史上的传统农业县
(二)红色印迹
(三)文军西征
(四)湄潭改革试验区
三、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一)经济发展总体现状
(二)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三)农业基本情况
(四)工业基本情况
(五)服务业基本情况
第二章 绿色富民湄潭建设的目标任务
一、绿色富民湄潭建设的目标体系
(一)发展总目标：绿色富民湄潭
(二)具体发展目标
二、绿色富民湄潭建设的主要任务
(一)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实现经济总量快速增长
(二)推进城镇带动战略，引领城乡协调发展
(三)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
(四)实施乡村旅游发展战略，促进农村第三产业发展
(五)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新活力
(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乡综合承载能力
(七)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八)全面推进社会事业，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水平
(九)大力建设和谐湄潭，稳定社会发展环境
第三章 绿色富民湄潭建设的评价
一、绿色富民湄潭评价的指标体系
(一)绿色富民湄潭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原则和思路
(二)绿色富民湄潭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二、绿色富民湄潭建设评价
(一)数据来源
(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三)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四)综合评价标准的制定
(五)综合评价结果与分析
(六)结论
三、绿色富民湄潭建设的横向评价
(一)横向比较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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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贵州省新农村建设总体水平的比较
第四章 绿色富民湄潭的品牌建设
一、绿色富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一)茶产业富民
(二)农产品基地建设
(三)绿色食品工业园区建设
(四)生态休闲旅游湄潭
二、文化塑民——人与文化的融合
(一)古县文化
(二)新农村文化
三、和谐兴民——人与人的连结
(一)城乡差距小
(二)干群关系融洽
第五章 绿色富民湄潭的建设典型
一、茶韵富民村——核桃坝村
(一)因地制宜，解决温饱再发展——引水寻绿之路
(二)积极引导，形成规模生态农业——添绿小康之路
(三)奋力拓展，从生态农业到生态旅游——享绿幸福之路
(四)启示
二、脱贫自力村——两路口村
(一)组建新领导班子，深入农户——内力与外力的统一
(二)抓经济发展，科学规划立体种养——山上种茶，田中养鱼，圈中养猪
(三)建有序村纪，为民所想——民主法制自治
(四)启示
三、谢党感恩村——龙凤村田家沟组
(一)体恤民生，以民为工作重点——成也农村、败也农村
(二)村领导上承下接——政策与民愿融合
(三)村民知足、勤勉、感恩——塑新型农民
(四)启示
四、务工兴农村——马山镇清江村
(一)清江村的难题——二元结构凸显
(二)清江村的变通——化零为整法
(三)清江村的思考——内外力结合
(四)启示
第六章 绿色富民湄潭建设模式的体制机制与经验启示
一、绿色富民湄潭建设模式的背景
二、绿色富民湄潭建设模式的体制机制创新
(一)坚持生态立县战略，打造“生态屏障”
(二)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做实产业基础
(三)延长产业链，形成绿色富民新模式
(四)着力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打响“休闲湄潭”品牌
(五)加快农村路网建设，打通“经济大环线”
(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
(七)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实现土地资源新配置
(八)营造诚信环境，拓宽“三农”融资渠道
(九)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着力改善民生
(十)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推进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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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强化村级组织管理服务，夯实农村民主管理基础
(十二)加强社会事业建设，推进社会进步
(十三)培养农村乡土人才，培育新型农民
(十四)夯实农村文化阵地，培育文明新风
三、绿色富民湄潭建设模式的创新经验
(一)努力谋划科学发展新规划
(二)全力做强高效生态新农业
(三)倾力建设绿色农村新社区
(四)大力繁荣农村文明新文化
(五)倾力推进公共服务新体系
(六)竭力营造绿色生态新环境
(七)致力培育全面发展新农民
(八)合力打造情系民众新团队
四、绿色富民湄潭建设模式的示范意义和经验启示
(一)绿色富民湄潭建设模式的核心内涵
(二)绿色富民湄潭建设模式的示范意义
(三)绿色富民湄潭建设模式的重要启示
第七章 绿色富民湄潭建设模式的发展展望
一、“绿色发展、富民新民”的时代价值
(一)绿色发展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富民新民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具体实践
二、绿色富民湄潭建设模式的发展前景
(一)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态势的外部条件
(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带动
(三)湄潭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
(四)湄潭农村改革试验的发展基础
三、深化绿色富民湄潭发展模式的战略构想
(一)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基础，夯实农业产业化基础
(二)以新型工业化为龙头，加快绿色工业化进程
(三)坚持走产业城镇融合发展，强力推进城镇带动战略，引领城乡协调发展
(四)实施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推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五)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六)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提高城乡公共服务水平
(七)大力实施民生工程，加快构建和谐湄潭
(八)加快培育新型农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奠定坚实的人力保障
(九)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湄潭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十)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切实改善投资环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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