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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城乡一体化的研究视角，一是将新农村建设看作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农村基础
地位，实现以乡促城的重要措施；二是将新农村建设的目的看作是实现城乡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农
村居民创造一个与城市居民一样生产发展有希望、生活有保障、精神富足、文化繁荣的生产和生活环
境。
强调城市和农村是两个客观存在的，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为一体的有差别的社会体系
。
新农村建设，就是消除城乡制度和人为造成的差别，使城乡居民生活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生产、生活环
境之中。

云南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农村处于弱势，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矛盾。
而在农村发展中，处于弱势的村庄和个人是重点中的重点，是矛盾的主要方向。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逐渐消除城乡差别，但这种差别是农民生活水平、幸福感、自信心、自尊心、社
会服务、社会保障之间的差别，而不是职业、居住环境的差别。

“十一五”期间，云南新农村建设在时间上的梯次推进，省级示范村、重点建设村、扶贫攻坚村三种
不同类型的分类建设战略指导下，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民持续增收。
全省建立了上下联动的新农村建设推进体系，实现了措施、信息、资源配置的上下联动。
注重发挥自然村、村委会、乡(镇)、县(市)等不同推进单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不同作用。
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以社区需求为导向、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建设新农村。
注重发挥群众的创新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创新。
注重突出社区资源特点，推进不同社区不同模式的多样性新农村建设实践。
注重发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探索多民族地区善治之路。
强调农业发展生态化，倡导循环农业、立体农业。
但这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三个标准，以及时间先后的推进战略，可能引起村庄之问的不和谐。

为了解决时间上的梯次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础上的分类建设战略可能引起的村庄不和谐，需要
进一步明确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云南新农村建设。
确立山区、少数民族、边疆、贫困村优先的推进战略。
条件差的村庄先行，条件一般的村庄，适当给予资源扶持，条件最好的村庄．暂不扶持。
应提出特点、重点不同的新农村建设类型，经济条件已经很好的村庄，应当鼓励其在“和谐村、文明
村、生态村”方面进一步突破。
而经济条件较差的村庄，建设的重点应是“小康村”建设。
当然，其他“三村”建设与小康村建设是相互促进的，也不能忽视，而不是现有的几种类型的村庄。

“十一五”期间，云南新农村建设在资源动员方面，社会资源动员至今采用的主要是传统资源动员方
式，尚没有建立起全省统一的动员机制。
村集体和农民自筹资源动员受到村民自治的影响，尚未建立起民主的动员机制。
村民自筹资源动员受到资源量的影响，一些地方有过头的现象。
为此，需要进一步强调适度动员原则和民主决议原则。
确立自然村为基础的动员单位，加强农民及其资源动员。
利用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动员技巧，动员广大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
建立社会资源投入新农村的激励机制和资源投人的利益导向机制，引导社会资源投入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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