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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综合开发年鉴》

前言

2005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农业综合开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中发[2005]1号），继续强化投入，突出重点，创新机制，加强管理，提高效益，为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成效显著。全年实际投入农业综
合开发资金306．7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01．83亿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62．71亿元。银行贷款26
．13亿元，农民投工投劳、以物折资以及企业自筹资金116．11亿元。是支持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中，有65．13亿元投入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用
于中低产田改造，全年共完成中低产田改造3062万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36．63亿公斤。这对于提高
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投入
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26．1亿元。专项用于扶持产业化经营，立项扶持产业化经营项目1225个，
建设完成经济林、蔬菜、药材等种植基地46．84万亩，发展水产养殖面积17．59万亩。有力地推动了
农业结构调整，带动了农民增收。2005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直接受益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比开发前
增加38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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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年鉴》内容简介：2005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农业综合开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5]1号），继续强化投入，突出重点，创新机制，加
强管理，提高效益，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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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投入情况表1988—2005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分项目投资完成情况表1988
—2005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完成情况表1999—2005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土
地治理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投资完成情况表1988—2005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完成情况表1999—2005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完成情况表1988—2005年全国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效益情况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农业综合开发外资项目统计
表2005年农业综合开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投资、任务完成情况表1998—2005年
农业综合开发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投资、任务完成情况表 2005年农业综合开发利
用英国国际发展部赠款面向贫困人口农村水利改革项目投资、任务及效益完成情况表⋯⋯第七部分 文
选第八部分 大事记第九部分 机构人员第十部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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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
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
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
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
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
（7）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
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大型商品粮生产
基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
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大力发展畜牧业，保护天然草场，建设饲草基地。积极发展
水产业，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搞好土地整理。提高农业机
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控
体系。积极推行节水灌溉，科学使用肥料、农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8）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
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全面推进农村
综合改革，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
革，规范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坚持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积极
开拓农村市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
益。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
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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