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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规划与住宅设计》

前言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的农村建设经过了农房建设、村镇建设和小城镇建设三个阶段，是我国
农村建设发展最为显著的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为了加快农业的现代化，在总结经验的基
础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这是党中央缜密思索按照科学发展观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总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历史
性选择。2006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提出的“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是党和政府解决“三农”政策的全面升华，
是对农村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新要求，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性指导思想。2006年12月召开
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我国农业和农村正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会议的精神再一次阐明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方向和措施。促进农村和谐，首先要发展
农村生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是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
、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胡锦涛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期有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
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
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提高扶贫开发水平。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
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为我们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是龙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规划中，就必须立足现
实，勇于创新，努力做好提升农业价值的文化产业，进行新农村农业文化产业的创意规划，强化生态
环境保护、耕地保护和农田水利保护规划，才能确保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建设现代化农业
的前提上，才能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时，要有强烈的责任心
和紧迫感，抓紧落实，用不畏艰难只争朝夕的精神、深入基层脚踏实地的作风、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
理念、艰苦奋斗勤奋工作的态度、科学创新勇于实践的思想，在规划中抓住重点、努力实践、摸索经
验、积极推进，确保现代农业建设取得实效，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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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规划与住宅设计》

内容概要

《新农村建设规划与住宅设计》是作者长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的总结。书中通过对我国历
史上各时期的农村建设进行总结和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展望，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的
十条理念，并着重论述了新农村环境保护和综合发展规划、乡(镇)域规划、城镇建设规划、村庄建设
规划、村庄整冶与风貌保护规划、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依据和要求，同时编人专章介
绍了新农村建设的管理。在分析农村住宅居住形态具有独特的厅堂文化、庭院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基础
上，阐明了新农村住宅蕴含着使用功能的双重性、持续发展的适应性、服务对象的多变性、建造技术
的复杂性和地方风貌的独特性五大特点，指出了新农村住宅不同于仅作为居住生活的城市住宅，不是
洋房，也不是别墅。《新农村建设规划与住宅设计》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新农村住宅的设计原则
、指导思想和各项设计要求，是一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读物。《新农村建设规划与住宅设计》适
合于广大农民群众阅读，可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管理干部、建筑师、规划师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大专
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和对新农村建设的基层管理干部进行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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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1.1　旧中国的农村建设　　1.1.1　旧中国农村的破产和振兴探索　　
我国的农村，在世代繁衍的过程中，时有兴衰。早在13世纪，曾有一波斯人说过，中国“大都小邑，
富厚莫加，无一国可与中国相比拟”。这种赞誉，在当时可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由于封建势力的
长期统治、帝国主义的侵入、兵连祸结，农村经济多次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地方村舍被焚，大批农民
背井离乡，田园荒废，茫茫千里，鸡犬不闻。历史上曾经相当繁荣的许多小城镇，由于农村的破坏、
战争的摧毁，处于严重衰退之中，有的化为废墟。直到解放前夕，广大农民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旧中国，面临农村的破产，一批文人、学士也发起过振兴农村的运动。河
北省定县的米迪刚、米鉴三早在清代光绪28年就提出了振兴农村的运动，由于指责过多，试验中断。
随后，一批受西方教育和社会思潮影响的文人、学士也大造舆论，推动乡村运动，并各有独立的宗旨
，主要有：　　一是以教育家陶行之为代表的乡村生活改造。他于1927年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
历经三年，无果而终。1932年又组织了乡村改造社，这一努力也没有成功。　　二是以平民教育家晏
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1924年在保定道的22个县推行平民教育，并于1926～1936年在定县创办了
平民教育实验室。虽然有好的愿望，但由于解决不了当时农民饥寒交迫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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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为农村干部应该了解新农村建设规划，并能结合当地习俗，在传承民俗特色的同时，还需有前
瞻性。总体来说，读该书，有受益。
2、贴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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