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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儋州新农村建设与市域经济发展的联系、存在问题、产业调整形式 ,提出建立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农村建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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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市近年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经济结构调整 ,

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在市域经济发展中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增加对

农业的投入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 ,建立了有利

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新建了一批交通 、通信 、

水利设施和农村电网改造等工程 ,对加快城镇化 ,引导农村

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 。

儋州市建设用地面积由 1996年的 28 507.40 hm2 增加到

2004年末的 38 444.43 hm2 ,年均增长速度 4.36%;GDP 、固定

资产投资 1996年为 40.12亿 、7.11亿元 , 2004年增加到 62.64

亿 、15.36亿元 ,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7.01%、14.50%,均呈明

显的同向增大态势。GDP ,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建设

用地扩展增速要大得多 ,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建设用地规模的

扩张 ,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又促进了市域经济的增长 ,二者

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 。儋州市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 ,城市化

水平由 1996年的 25.8%提高到 2004年的 39.7%。

在未来的 10年中 ,儋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和

政策背景都将发生变化。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10+1)的

建设 、泛珠三角“9+2”区域经济联合 ,有利于儋州吸引外资 、

参与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分工;海南省政府实施“南北带动 ,两

翼推进 ,发展周边 ,扶持中间”的大区域发展战略思路及洋浦

化工区的进一步发展 ,给儋州经济发展 ,尤其是农村地区经

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空间。

1　儋州市新农村现状

2004年底 ,儋州市共有 218个村委会 , 1 451个自然村 ,

1 959个村民小组 ,农村人口 565 746人 ,农民人均纯收入3 283

元。为了推动儋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提高农民素质和农村

文明程度 ,加快把儋州建成海南西部经济文化中心 ,儋州市

紧密结合当地实际 ,创新工作思路 ,开展了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目标 、以基层组织建设为龙头 、以文明生态村建设为载体

的农村综合创建试点活动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2005年底 ,全市共建成文明生态村 400多个 ,其中生态

村建设连片模式得到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的肯定 ,经验在全

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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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农村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1　土地开发利用不充分 ,生产率尚待提高 。近年来 ,在

土地经营管理上存在 2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即粗放经营与过

度利用并存。一方面受商品大潮的影响 ,农村有经营能力的

人和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 ,致使平时对土地的管理疏失 ,产

量和效益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投入不足 ,对部分土地过

度利用的现象也很普遍。主要表现在:①肥料投入结构不合

理 ,无机肥施得多 ,有机肥施得少;②受农资价格上涨的影

响 ,农民向土地投入的积极性下降 ,甚至进行掠夺式经营;③

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 ,养地作物比重下降 ,造成土壤板结。

管理粗放 ,重用轻养 ,再加上农田水利设施不配套 ,科学

种田水平低等原因 ,致使全区土地的生产力远未充分发挥 ,

中低产田面积长期居高不下 ,耕地后备资源缺乏 ,土地整理

改良任务重。

1.1.2　建设用地布局不规范。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过大 ,

与人口规模不协调;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不合理 ,缺乏规划 ,

布局零散 ,利用率低;农民观念陈旧 ,土地浪费严重 。由于经

济的快速发展 ,各类建设用地不断扩张 ,全市现有耕地面积

持续减少。

1.1.3　农民对土地保护的意识不强。《宪法》规定农村土地

归集体所有 ,使得农村土地真正意义上的处置权 、抵押权等

得不到体现。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 ,甚至“虚化” ,这样就给

农用土地的管理带来很多困难 ,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

离 ,占有收益 、处置权限不清 ,使农民对土地投入缺乏热情 ,

土地所有者 、农村集体又缺乏投入责任约束 ,农村土地管理

问题日益突出 。

1.1.4　新农村创建中存在浪费现象 。儋州市居民点分布比

较分散 ,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各自为政 ,独自申报的情况 ,浪

费了大量资金和土地。

1.2　新农村发展的有利条件

1.2.1　生态文明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 。海

南生态文明村建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一种发展模式。儋州市生态文明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果 ,目前共有生态文明村 400多个。

1.2.2　发达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提供动力。儋州市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

条件和机遇。洋浦是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产业定位为“一个

基地 、三个集群” 。在未来 15年内 ,洋浦的工业将以产业集

群的方式实现超常规 、跨越式的大发展。工业的产业集群化

将极大地推动儋州市的城镇化进程 。到 2020年 ,儋州市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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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南西部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中心。随着工业

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儋州市完全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 ,

城市支持农村”的有利条件和历史机遇。预计至 2020年 ,儋

州市的城镇化水平为 52%,处于海南省领先水平 ,接近中等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目前儋州市的城镇化水平约为

33%,这意味着至 2020年 ,将有近 13万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

人口。可以说 ,儋州市的新农村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农村 ,

城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城镇化。

1.2.3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

六届五中全会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推动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是推进儋州市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缩小城乡差距 、构建

和谐儋州的一项重大工程。按照“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

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 ,坚持“多予 、少取 、放

活”政策 ,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增加农民收入 ,提

高农民生活质量 ,使乡村面貌明显改观 ,扎实稳步推进儋州

特色的新农村建设。

2　儋州市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构想

2.1　两极带动 ,沿路发展 ,向中推进　随着儋州市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 ,洋浦和那大的经济辐射功能将进一步加强 ,以那

大和洋浦为两极的周边村庄片区和沿那(大)洋(浦)公路西

侧的村庄片区将有较快发展。按照“突出重点 ,示范引路”的

原则 ,应将那大 、洋浦为两极的周边村庄片区和沿那洋公路

两侧的村庄片区作为优先规划发展的重点村和示范村 ,形成

“两极带动 、沿路发展 、向中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廊。

2.1.1　“两极带动”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那

大和洋浦将带动周围的小城镇和村庄的发展。要做好村庄

居民点规划 ,使之与城市(开发区)总体规划相衔接;逐步将

城市的水 、电 、路 、通信等基础设施延伸到农村;逐步完善村

庄文教 、卫生 、科技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发展壮大农村

经济 ,加快农村和农业向工业化和产业化转变;加强村庄环

境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建设一批“乡风文明 、村容整

洁 、管理民主”的生态文明村。

2.1.2　“沿路发展 、向中推进”。随着产业链的延伸 ,那大至

洋浦之间的产业园区也将快速发展起来 ,那洋公路两侧部分

村庄也会被纳入到产业园区的规划范围以内 ,这部分村庄也

将完成向城镇化转变的进程 ,成为产业园区的一部分。

2.2　示范引路 ,突出特色 ,逐步推广　按照 “一村一个品牌”

的指导思想 ,根据各地特色资源条件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发

展特色产业 。

儋州市属热带海洋性气候 ,光热充足 ,耕地利用率较高。

耕地适宜的农作物除水稻外 ,还有旱粮 、番薯 、玉米 、花生 、芝

麻 、甘蔗 、蔬菜 、各类瓜果等。复种指数很高 ,农作物大多能

达到 2～ 3熟。目前已大面积推广“稻-稻-薯”、“花(生)-

稻-薯” 、“稻-稻-玉” 、“稻-稻-菜” 、“蔗-菜(薯)”和“稻

-稻-瓜”等形式的二熟 、三熟制 ,同面积耕地的产值比内陆

省份高 ,经济效益也相对较好。1998 ～ 2005年 ,受经济效益

驱动 ,农民自发调整各类作物种植面积 ,对总产造成了影响。

粮食 、油料等传统作物逐年减少 ,蔬菜 、糖蔗等经济作物逐年

增加。具体结果如表 1 、2所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 ,儋州近

年来逐渐成为重要的优质反季节蔬菜基地和热带水果基地 。

尤其近年来种植热带水果 、橡胶等经济效益显著 ,因此受比

较效益驱动 ,耕地改种园地的数量有较大的增加。

　　表1 儋州市耕地产出比较 万 t

1998年 2000年 2003年 2004年

粮食 　　26.51 　　26.22 　　23.21 　　　23.51

油料 2.13 1.85 1.70 1.82

糖蔗 130.77 137.42 141.48 145.78

蔬菜作物 26.86 28.83 28.75 29.45

　　表2 儋州市典型农产品种植平均收益比较

技术

含量

生产周

期∥a

风险

指数

利润∥元/ hm2

2004年 2005年

水稻 低 　　0.5 0.1 18 000 22500

木薯 低 0.4 0.1 12 000 12000

甘蔗 低 1 0.3 15 000 12500

荔枝 高 4 0.5 30 000 34500

香蕉 高 2 0.5 25 500 27000

橡胶 中 6 0.7 25 500 27000

纸浆林 低 4 0.3 18 000 19500

　　1997～ 2004年耕地利用动态变化的总趋势:耕地的减少

量远远大于耕地的新增加量 ,耕地净减 1 422.22 hm2。1997 ～

2004年园地是耕地最主要的去向地类 ,合计 862.25hm2 ,主要

为改种橡胶园和少量果园;城镇建设占用排第 2位 ,共274.66

hm
2 ;排第 3位的是退耕还林减少 ,共 209.53 hm2。这与全国

乃至全省严格保护耕地的政策矛盾 ,如何协调林地 、园地 、耕

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是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2.3　儋州市新农村建设发展模式　按照“总量控制 ,合理布

局 ,集约用地 ,保护耕地”的原则 ,统筹城乡建设用地 ,合理确

定中心村数量 、布局 、范围和用地规模。按照边远地区自然

村向中心村聚集 ,农村向集镇归并 ,集镇向小城镇发展的指

导思想 ,依据各村自然及经济状况 ,主要采取以下发展模式:

2.3.1　迁村进镇。距离城镇较近的地方 ,规划引导零散村

庄整体向城镇搬迁。

2.3.2　村庄合并 。对远离城镇的村庄 ,组建中心村。

2.3.3　移位发展 。对地下水质低劣 、交通不便 、地质灾害多

发区的村庄进行整体搬迁 ,另行选址 ,统一规划建设新村 ,腾

出原有村庄建设用地复垦还耕。

2.3.4　填补空缺。通过调整和执行村庄规划 ,严格控制宅

基地使用条件和标准 ,打通主次干道 ,拆除违章建筑 ,收回超

占土地 ,完善村内基础设施 ,使村庄用地实现节约 、集约。

同时新农村建设要留住田园风光 ,根据海南省农村居民

点特殊自然条件 ,保持特色 、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 ,在加快乡

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 ,

保护好乡村特有的人居环境 、田园风光 ,杜绝“千村一面” 。

3　新农村产业带布局

3.1　中部绿色农业产业带　主要集中于中部大成 、王五 、中

和 、东城等地区。该地区地势相对平缓 ,水利设施完善 ,交通

便利 ,是儋州市粮油 、甘蔗 、瓜菜主产区 。该区发展的主要方

向是建成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在调整提高水稻 、甘蔗等传统

热作种植效益的基础上 ,以蔬菜为主发展无公害绿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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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南部热作农业产业带　主要包括和庆 、兰洋 、南丰 、那

大 、雅星地区。该地区土地资源丰富 ,土壤肥沃 ,气候温和 ,

降水充沛 ,避风条件好 ,适宜发展橡胶 、荔枝 、龙眼 、香蕉 、芒

果等作物 ,依托有利资源条件 ,打造优质早熟水果基地 、橡胶

产业示范基地。在建成专业化 、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上 ,发展

加工业 ,形成产业化经营。

3.3　北部生态农业产业带　主要包括光村 、木棠 、峨蔓 、三

都等镇。该地区降雨量少 ,蒸发量大 ,干旱缺水 ,地形多为玄

武台地 ,水利设施较差 ,交通不发达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较低。优质稻 、秋种甘蔗 、黑山羊 、小种鸡和良种黑猪很有特

色 ,种养有机结合 ,互相促进 ,良性循环。充分发挥区域产业

优势 ,打造生态特色农业基地 。

3.4　渔业 、滨海旅游产业带　主要集中于白马井 、光村 、海

头 、排浦 、新州 、三都等西部沿海地区。依托沿海优势 ,大力

发展养殖和捕捞业 ,同时依托资源优势 ,发展旅游业。

3.5　生态旅游产业带　主要是兰洋温泉和松涛水库地区。

依托区域自然资源优势 ,发展生态旅游业。

3.6　新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3.6.1　解决好工程性缺水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加强

松涛灌渠配套建设工程 ,实施天角潭水库防洪水利工程 ,切

实落实水库堤防加固 、灌区工程 、节水灌溉等水利设施工程 ,

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农业生态环境脆弱的局面 ,实现农村生态

良性循环。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争取在 2010年之前使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45%。

3.6.2　加快农村道路建设。加快乡村公路建设 ,实施“村村

通工程” ,争取在 2010年之前自然村道路通达率达到 100%。

3.6.3　大力发展农村沼气。按照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循序

渐进 、进村入户的原则 ,推广“一池三改”和“种 、养 、加 、沼”四

结合的物质循环多级利用 ,力争到 2010年实现全市累计用户

3万户 ,占全市宜建沼气池总户的 80%。

3.6.4　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 ,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 ,

健全农村文化网络设施 ,加强推广农民技能教育培训 ,加强

农村科普基地建设 ,培育农村新型文化 ,开展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卫生事业 ,加强农村医疗卫生设施

建设和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使农村卫生覆盖率达 100%。

4　儋州市新农村建设的保障措施

4.1　经济保障措施

4.1.1　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 ,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加快改

造传统产业 ,提高生产技术 ,推广优良品种与多种形式的产

业化经营模式;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实施无公害标准化生产 ,

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加强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

健全农产品营销网络;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 ,加快

科技兴农步伐。

4.1.2　改善农村就业环境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强农

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落实好保护农民利益的各项政策。

4.2　政策保障措施

4.2.1　优先安排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建设用地 ,及时保障新

农村建设的重点基础设施用地。节约和集约用地。严格保

护耕地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土地收益要向农业倾斜。

4.2.2　加强农村地质灾害的预防 ,保护农民生命财产安全 。

4.2.3　建立“政府引导 、农民参与”机制 ,让农民享有知情权 、

参与权和决策权 。除中心村外 ,其他村庄建设用地总面积要

严格控制 ,新建住宅用地以内部挖潜为主 ,缩村填实。同时

应积极引导农民新建住宅往中心村迁移 ,并给予一定的优惠

政策 ,同时要及时做好旧宅的整理工作 ,确保农村建设用地

总量不增加 ,农村住宅用地整理新增耕地可以抵新增建设用

地占用耕地指标。

4.3　法律保障措施

4.3.1　规划先行。土地的承包要区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

村庄规划的制定要科学 ,要分村内村外 ,分别明确产权 ,切实

发挥规划对土地利用的引导 、促进和制约作用。

4.3.2　土地产权物权化 ,健全法制。农民的土地产权包括

建设用地产权 、农用地产权 ,应得到物权化承认及保护 ,这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有

效途径 ,土地流转的前提和保障 ,破除城乡二元社会 ,促进土

地集约利用的必然选择 。应赋予土地管理机关更多的执行

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农民的违法用地 ,也应当以高额

罚款予以吓阻 ,不能因为存在以罚代法现象 ,就因噎废食。

4.3.3　建设用地有条件有偿使用。超过居住标准的其他建

设用地应当有条件有偿使用 ,并经依法批准 。此举将使政府

宏观调控的力量遍及城乡 ,有效缓解基层窘迫的财政状况 ,

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4.4　基层组织建设保障措施

4.4.1　组织建设。包括党支部建设和村民委员会建设 。村

民委员会建设是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来运转的 ,村民委

员会的职能 、作用和党支部有所不同 ,但“两委”关系有时很

难协调。组织建设还有一个组织专业协会的问题 ,像瓜菜协

会 、天然橡胶协会等。

4.4.2　社会建设。城市和农村差距的扩大 ,不仅体现在收

入上 ,还体现在居民受教育的水平 、机会和质量上 ,体现在医

疗卫生等方面能享受的待遇上。城市居民有最低保障线 ,农村

居民没有。所以 ,要在农村建立最低保障 ,推行合作医疗和义

务教育 ,把计划生育工作真正做到群众自觉自愿的程度。

4.4.3　政治建设。政治建设在农村主要是落实《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 ,推进村民自治 ,让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实行

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

理和民主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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