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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牧经济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普布拉姆

（山南市扎囊县扎其乡农牧综合服务中心 西藏山南 850807）

【摘 要】 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全力构建新农村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涌现出各具特
色的新农村发展模式，为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农牧经济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中心
点，为实现其他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本文通过介绍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分析当前新农村建设存
在的问题，指出农牧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为发展农牧经济提出相应的对策，着力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关键词】 农牧经济；新农村建设；思考

DOI: 10.18686/jyyxx.v2i8.35578

形式，农业生产多属于粗放型经营。山区丘陵地理条件
的区域，农业生产条件简陋，农业多采用手工劳动和部
分机器结合劳作，实行小规模分散经营，农业生产大多
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率低。

2.3 部分农村有着严重的依赖思想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作为新农村的组织者和实践者，起到联系群众
的纽带作用。
不过，有些区域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相对落后，不符

合农村改革发展的客观需求，党员干部缺乏带领群众脱
贫致富的能力，对新农村建设缺乏清晰的认知，对上级
部门组织机构有严重的依赖思想。
部分基层干部往往遵循上级部门指示行动，上级指

示一下基层干部就动一下，工作缺少创新性和主动性，
过于依赖上级部门。

2.4 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在新农村建设发展中，部分农村重视基础设施的建

设与发展，虽然有效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却忽
略农民增收、致富和发展生产。由此，因为农民增收渠
道有限，农民收入不高，就严重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建设。通过基础设施改造建设，村路修起来了，也修建
了新村委会和村民活动场所，但是农民因为经济问题忙
于生活奔波，根本没有时间散步和锻炼身体。
因此，促进新农村建设，不仅要发展硬件设施，还

要推进产业发展，唯有两手抓、两条腿走路才能实现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5 缺少科学的规划
由于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相关知识了解甚少，缺少

实质性的认识，因此片面地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改善村
容村貌，无法从本村的经济实力、农民意愿考虑出发，
而是盲目地搞建设。
新农村建设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发展建设中

不是循序渐进而是急于求成。还有部分村子只做表面工
作，只做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例如，本该是先改水后
再修路，却往往是村路修好后再刨开改水，造成不必要
的二次工程，严重浪费物力、财力、人力。

3  农牧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农牧经济是新农村建设最具潜力的增长点，
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

一直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决定和影响着现

代化进程，各级政府将新农村建设作为农村各项工作的
重要工作。广大农村建设虽然发生改变，但是相比社会
主义新农村依然存在差距。未来，促进新农村建设仍然
以发展农牧经济为重心，也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必由之路。

1  新农村建设的背景

现如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农业经营体
制都在不断改变，农业结构与农业增长方式也随之改变。
新时期推进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工作就是构

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实际出发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的长
期性、艰巨性及复杂性，寻找契合的新农村发展模式。
全面贯彻和落实国家帮扶政策，实施“一村一品”的发
展战略，强化培育优势产业，为新农村建设创造优越的
基础条件，促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2  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当前新农村建设主要可以从农民、农业两个方面观
察到以下问题。

2.1 缺少强势产业支撑
当前，各区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不足以

将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导致农村面临着人多、
地少、就业难的严峻问题，从而也难以提升农民的收入。
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自然限制农民及后代的发展。其
根本原因是缺少强势产业的支撑，农民脱贫困难。

2.2 农业生产率普遍不高
传统农业生产观念根深蒂固，在日常农牧生产过程

中农民只讲单干，忽视合作的重要性。这种“一家一户”
的农业生产模式，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特别是产
品加工技术和农产品流通两个环节，不利于各项工作的
推广与正常运作。
同时，粮食生产增长却不尽如人意。首先是商品化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农业土地之间的矛盾。商品化程度
高的区域，农业生产能力就弱，商品化中等程度的区域，
农业生产基本实现自给，商品化发展程度低的区域，主
要依靠农业生产；其次是工业化发达的区域，原有的农
业劳动力弃农从事非农产业。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区域，
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外出打工，导致农业生产不足。一些
毗邻工业或者矿业的区域，农业劳动力多为半工半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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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肉、禽、蛋、
奶的需求日益增长，因而大力发展农牧经济有着广阔的
市场前景。农牧经济的发展还将带动饲料、食品、皮革、
纺织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业提供新的就
业机会。
其次，农牧产业发展是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

随着农牧产业产品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促使农牧产
品的商品率提高，从而增加了农民销售农产品获取现金
收入的比例。
最后，农牧产业的发展支撑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作

物的持续增长，同样农作物又可以推进农牧产业发展，
两者互为促进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牧业发展也成为县级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4  发展农牧经济如何促进新农村建设

4.1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构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农业科技为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撑。

对此，基于我国发展现状，首先重视农业技术的推广和
应用；其次重视建设农业科技示范点，发挥示范基地的
引导作用；最后，加强完善对农牧产品质量的跟踪管理
制度。
在新农村建设中，将农业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大

力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计划，加大职业技
能培训，开展“田间学堂”教学模式，全面提升从业人
员的综合素养，促进提高农业质量和竞争力。

4.2 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生产生活条件
农业基础设施力量薄弱，抗灾能力极低，严重制约

现代农业的发展。针对农业基础建设落后的问题，从以
下五个方面解决。
第一，加强对农田水利的治理，巩固建设抗旱水源

和排灌系统等水利工程；第二，综合开发利用土地，积
极探索保障用地需求的新思路，实施土地整治，推进土
地流转，促进土地管理与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第三，
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动员全社会各方力量全力开展防污
治污、封山育林的工作，切实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加强
农村道路和“菜篮子”工程的建设；第四，加强企业建
设，充分利用农业博览会、物交会等平台，积极发展农
业电子商务。

4.3 优化调整农牧产业结构，打造极具特色的农
业品牌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推动农牧业生产结构的

不断调整，满足农产品市场的多样化需求。首先，调优
种养结构，牢固树立“大食物、大农业”的观念，从实
际出发打通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的通道，构建“农牧结
合、粮饲兼顾”的新型农业结构，以农业新品种、快速
饲养及农副产品深加工作为重点；其次，积极推广“联

耕联种，联管联营”，将传统碎片化农业转向大田农业发
展，促进提高土地收益与农民收入。通过土地托管、土
地入股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全力提
高劳动生产率，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4.4 理论联系实际，增强服务农牧业的能力
重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重视田间实践。通过走村

入户，全面、客观、深入地了解村情民意，农牧业作为
村民基础产业在群众心中的地位是其他产业无法相比的，
所以，想要搞好村里经济发展，必须顺从民意从农牧业
产业发展入手。
以隆子县为例，发展农牧经济时在完成上级组织安

排工作的同时，自觉学习和借鉴其他县的农牧业发展方
面的做法，特别是学习隆子县的绿建蔬菜就业利民科技
有限公司，该县以“菜篮子”工程立足隆子县广阔土地
资源，瞄准新鲜蔬菜市场，这种做法实现了新鲜、安全
蔬菜自给自足，提升生活质量，实现异地搬迁户及一部
分当地群众不离乡、不离土、就近就业，切实拓宽贫困
户增收渠道，有效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4.5 完善农业保护制度
全面贯彻深化农村改革，遵循“确权、赋能、搞活”

的思路，尊重基层和群众创造精神，以问题为导向，试
点先行，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创新活动的开展，最大限度
解放农村生产力。
瞄准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大力开展优质服务。农

业产业化的重点就是实现大规模经验和农产品的深加工
与销售。所谓规模并非单一的圈地，而是基于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组织农牧产品生
产实现大面积经营。例如，以青稞和小麦的生产，粗加
工就是只把青稞碾成糌粑，或者制作成青稞饼后上市。
但深加工就是通过创建生产厂家将这些农业原材制成青
稞系列的食品。
此外，将传统生产观念转变为现代经济大循环的工

业化农业生产观念，将传统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农业生
产化链条，整合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牧产品
的增值。

5  结语

综上可见，大力发展现代农牧经济，是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本文首先介绍了新农村建设的背
景，分析介绍当前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指出农牧经
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以全力构建完善成熟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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