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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塘房村小组调研心得

七团(云南西畴县)42组  国家开发银行  马弘毅

自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目标后，中央从2006到2009年连续出了四个

“一号文件”，完善新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2010

年的“一号文件”更是为新农村建设从单轮驱动转

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奠定了基础。我随

中央国家机关“百村调研”第七团来到云南省文山

州西畴县之后，就我所在调研的塘房村小组整体情

况进行了解和分析，并以这个村的特点作为一个缩

影探讨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村庄概况

塘房村隶属于兴街镇甘塘子村委会，属于半

山区，位于兴街镇西部，距村委会六公里，总面积

1.45平方公里，海拔1162米，年平均气温18度，年

降水量1300毫米，适宜种植玉米、水稻等农作物。

有耕地132.21亩，林地2014.79亩。居住着汉、壮

等民族，全村共有85户348人，其中农业人口342

人，劳动力284人，从事第一产业人数184人，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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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收入1200元，属于中西部山区较为贫困的自

然村。

基础设施

塘房村是甘塘子村委会下23个自然村中4个

通自来水的自然村之一，目前农户家都通了水

电，暂时还没有网络。村里集资修建了水泥路和

两座小桥。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帮助出资改善了村

容村貌，在“危房改造”项目的支持下（政府

每户补贴1万元，农信社提供月利率0.675%的贷

款，到期返还一半利息），大多数农户贷款盖

了新房，居住和饮水条件都不错，西畴县整体推

进整治石漠化、封山育林的工作也帮助塘房村保

持了较为良好的自然基础环境。灌溉条件较为落

后，农田水利设施陈旧，无法满足农民灌溉需

要，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但总体来说塘房村的基

础设施在兴街镇还算中等偏上的水平。

经济结构

塘房村是小农经济下以种植业为主的经济结

构，部分农户开展猪、鸡的养殖，很多青壮年在外

打工或做生意。由于自然条件和灌溉条件的限制，

目前主要种植玉米和水稻，收上来的粮食基本供家

庭食用，养殖的猪和鸡有时进行销售，一般家庭打

工或做生意的收入用来补贴家用和偿还农信社的住

房贷款。在经济结构方面，这个村的特点体现在三

个方面：第一，小农经济的模式，缺乏规模经营，

容易受到灌溉条件不足以及农资价格上涨的威胁；

第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没有致富带头人和专

业合作社，缺乏致富的技术和经验；第三，农村金

融服务不发达，农民主要依托民间借贷，没有资金

互助会，唯一开展业务的金融机构是镇上的农信

社，农民对借款存在很多顾虑，认为没有关系无法

满足借款需要。

文化教育

村子上有一个西畴县下海希望小学，由上海虹

口区援建，目前老师11名，学生103人，父母均打

工在外的留守儿童14人，学生每天中午回家吃饭，

教学条件比较艰苦，全校仅有两台电脑。村里的义

务教育基本可以普及，但有不少年轻人上完初中后

就出去打工，而通过教育走出大山的也不在少数。

村子里缺乏职业教育和培训，村民的农业知识和技

术教育是靠镇上畜牧站、农科站以及兽医站二三年

一次的农科培训。平时农民的文化生活较为单一，

基本都是在家看电视，农闲的时候会在村里的活动

中心搞一些跳舞活动。

医疗保障

八十岁以上或者有残疾卧床的家庭可以拿低

保，一年大概几百元。绝大多数农民全家参加了新

农村合作医疗，并对“新农合”较为满意，“新农

合”的收费去年是20元，住院或在医院开药可以报

销70%；今年是30元，住院或在医院开药可以报销

80%。由于新农合的覆盖范围有限，农户平时的小

病开点药或者打针都找村上的卫生员，出于价格的

考虑，老人们买药一般不在医院买，药费的支出也

占生活支出的一大部分。村里目前没有新农村养老

保险试点，但经过调研的农户都有较大兴趣，愿意

参加新农村养老保险。

存在问题

塘房村的大部分农户都有耕种的积极性，即使

打工，也愿意赚到钱回家乡，对土地和村子的感情

都比较深，这点从大部分家庭愿意贷款盖新房可以

看出来，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生产中的灌

溉问题未能得到较好解决，收成没有保障，基本靠

天收；二是农民没有发展多种经营的知识和技术，

在收入增长上面临困境；三是缺乏创业的本钱，盖

新房给农民带来的债务负担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影

响扩大生产或者创业的空间。

发展预期

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农村的现实，而农村的情

况又是千差万别，这从客观上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必

须分阶段逐步推进，从根本意义上解决农村问题的

关键在于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

我认为第一阶段是通过扶贫手段和开发性金融

等方针解决最困难一部分农村的水电、沟渠、公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包括治理逐渐恶化的农村自

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维持的好，才能

保持农民对农村和对土地的热情，而不是通过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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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逐渐脱离农村。

第二阶段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教育培

训机制。从养儿防老到养老保险，从低保到覆盖

面更广的福利救济，通过建设更广范围更多渠道

的合作医疗体系解决日常用药问题，通过村里设

置专职农科员，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资金互助

会解决农民的农业技术和资金缺乏问题，通过支

持鼓励小额贷款和村镇银行发展，拓宽金融服务

覆盖面，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机制的完善是为了

在温饱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收入，减少农民的后

顾之忧，在耕种条件好、面积大的地方通过土地

流转和专业化分工实现规模化经营，在山区和条

件恶劣的地区推动多元化经营和经济作物种植。

只有农民的收入增长了，才能更有积极性去改善

自己的生活和农村的面貌，并从单一的外出务工

模式转为外出务工和在家创业相结合，农业发展

才有希望。

第三阶段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通过逐步放

开户籍限制，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及城镇；通过规模

化种植和专业分工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剥离，让有

条件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同时丰富农村文化生

活；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加快农村治理的民主化和

法制化进程，使农村的生活水平与城镇逐步接近。

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农民在选择留在农村和转去城

镇生活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而农村和城镇的生活

条件、文化水平以及民主法制建设逐步趋近，让务

农从负担变成一种选择。

塘房村目前处于新农村建设第一阶段向第二

个阶段的过渡期，重点应该放在提高农民收入，

完善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机制方面。村里的房子

虽然都修的不错，但并不能掩盖两三层小楼里家

徒四壁，也不能解决生产和生活资料上涨所带来

家庭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政府应当适当引导农

民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和资金互助会等方式解决

在家创业的资金以及技术问题，并加强农业技术

培训，通过在村里设置专职农科员对农民养殖种

植进行指导，并以针对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投资补

贴减轻农民应对农资上涨的压力，帮助农民改善

生活水平。此外，应该尽快在塘房村所处的西畴

县推广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拓宽新农合支持覆

盖力度，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投入，为农村的老人

和儿童解除后顾之忧。

在正确政策的指引和城乡统筹整体推进的制度

安排下，地方政府应该进行合理的村镇规划，遵循

分阶段、有步骤、批次投入的原则，有效利用和引

导资金和项目的流向，同时将扶贫与开发分开，以

补贴或优惠条件吸引有意向的金融机构走进农村，

为农民提供更为便捷和经济的普惠金融服务，帮助

塘房村向新农村建设的第二阶段乃至第三阶段稳步

迈进，真正给农民带来实惠和好处，而不仅仅只停

留在改善村容村貌，被某些人戏称为 “伊丽莎白

（一律刷白）”的新农村建设。

小村庄里的厕所革命

你去过农村的厕所吗？一人高的土墙，地下

埋个大瓮，三两块木板用来下脚，就是一个典型的

农村厕所。我在农村长大，那时候上厕所，临近

门口得有意弄出点声响来，厕所里若已有人“捷

足先蹲”，便会哼一声，发出信号，你就得折回去等

上一阵子。等你顺利踏入厕所，一股臭气袭面，随之

蚊蝇嗡声升起，一阵乱舞，避之不及。便坑里的蛆虫

秽物，更是不能入目。接下来，你得排除这些杂扰，

屏息静气，加倍小心，才能顺利站上蹲厕用的木板。

这需要极大的抗干扰能力和一点点勇气。若是夏日，

如厕排解内急的惬意和释然，将被成群的蚊蝇纠缠的

无影无踪，如厕成了抗争。厕所卫生问题又岂止是出

现在农村，我国的厕所卫生一直为外国朋友诟病，在

国际上留下了“用鼻子就能在胡同里找到厕所”的笑

三团（安徽凤台县）4组  水利部农电局  何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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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厕所卫生影响了我国的文明形象。

这次来关庄，实实在在在农民家住了一个星

期。我所住的农户是村里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在村

里的规划区上建起了三间两层的小楼，俨然乡间

别墅，家里用的是抽水马桶，和城里没有两样。那

些尚未搬入新房的老住户家的厕所情况又是如何

呢？反正，仅凭鼻子在村子里是找不到厕所喽。

2010年，关庄村掀

起了一场“厕所革

命”，全年共新建

卫生厕390座。搬进

新楼的人家，在屋

后用砖块和水泥新

建一个“三格式”

卫 生 厕 ， 用 于 储

粪化粪。仍在老房

子的住户，在房前

或是屋后，统一新

建成排的“瓮式”

卫生厕所。“瓮式”卫生厕所是砖混结构的坑式

蹲厕，占地大概3平米左右，厕所门是铝合金材料

的，门的上半部分镶着磨砂玻璃，用于采光，厕所

后的地下埋着两个相连的翁，用于储粪化粪。关庄

是水乡，农民家的房前屋后不远处就是沟塘，农户

们用桶在沟塘里提满水，放在卫生厕所里，如厕完

了，就用水冲洗，保持厕所卫生。据村民们介绍，

新建一个“三

格式”卫生厕

的费用大概是

2000多元，一

个“瓮式”卫

生 厕 所 也 得

1000多块。这

些费用全由村

里拿，没让村

民出一分钱，

如果村民愿意

开挖自家用于

修建厕所的土

坑，村里还给

工钱。

新的卫生

厕所干净卫生，蚊蝇失去了孳生的环境，如今如厕

不再有负担。赶上这样的好政策，村民们的喜悦溢

于言表。

厕所能够透视出文明，从一个地方厕所卫生

情况，可以看出这里的公众文明习惯、卫生习

惯。关庄村的“厕所革命”改变的不仅是厕所卫

生、如厕习惯，而且提高了村民生活质量、输入

了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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