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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就是培养新型农民的过程。
因为农民最新农村的主人，新农村建设为的是农民，靠的也是农民。
    新农民除了要有生产创新的技能，有开拓市场的眼光，还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深得人心的民心工程。
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大历史任务，事关全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安康以及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要使这个民心工程成为优质工程，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任务，不仅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
村，更靠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
没有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型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只能是无本之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仅仅是让农民住上新房子，穿上新衣服，过上小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
要让他们能够成为新时代的新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而且，还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让广大农村获得全面发展，也让广大农民获得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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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反贫困：把农民引上致富道路　　一、认识贫困的新视角　　怎样的境况才算贫困？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标准就有不同的答案。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贫困的概念也有了深刻的变化。
只有全方位认识贫困，才能更好地反贫困。
才能更彻底地消除贫困。
　　传统观念看贫困　　传统观念往往是从经济角度认识贫困的，即认为家庭经济收入低者便为贫困
。
而且，把经济上的贫困又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类。
绝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
根据1978年世界银行的定义，绝对贫困即“不能满足衣、食、住等人类生活基本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
相对贫困则表瑰为人们的收入差异，是指温饱问题虽已解决，但生活水平仍低于社会公认的生活标准
的状况。
世界银行报告曾认为，收入只有（或少于）社会平均收入1／3的社会成员可视为相对贫困。
　　在传统观念里，恩格尔系数是衡量贫困的一个重要尺度。
所谓恩格尔系数，即购买食物的支出占个人收入的比例。
一个家庭收入愈少时，其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重愈大，恩格尔系　　数就越大。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绝对贫困，50％～60％者为勉强度日，40％～50％为小康
水平，20％。
40％为富裕，小于20％为最富裕。
人均年收入是衡量贫困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世界银行1990年以贫困为主题的世界发展报告，则以人均
年收入370美元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线，其中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为赤贫，即绝对贫困。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按人维持生存每日必需食品的热量来划定贫困线，其热量标准为平均每人每天2250
千卡，低于此标准的为贫困。
　　我国曾以农民人均纯收人作为贫困线划分的标准，但由于地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不一致，实际上的全国贫困线标准在不同的地区也不尽相同。
1986年国家就采用了多　　种标准，将贫困划分为几种情况：一般地区人均纯收入低于l50元以下者；
少数民族地区人均纯收入低于150～200元以下者；全国知名老根据地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以下者。
这种标准不仅大大低于世界银行确定的“人均年收人275美元为赤贫”的标准，而且还十分粗糙。
l985年全国农户人均纯收人为398元，处于人均纯收入150元贫困线水平的农户，其收入只达到全国平均
数的37．69％。
由于贫困地区农民相当部分的粮食需求量需要以高价从市场上购得，而当时150元所代表的实际粮食消
费水平还不到人均每日摄取热量合理标准的85％。
由于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食品价格也有差异，其贫困线的具体标准也会不同。
例如，一般蔬菜，在发达国家大致在每千克1～2美元的价格水平，而在中国，蔬菜价格则是在每千克1
～2元人民币的基础上。
而按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来衡量贫困，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则大大超过统计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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