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梯模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梯模式>>

13位ISBN编号：9787203063858

10位ISBN编号：7203063852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民省 著

页数：3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梯模式>>

前言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资源相对短缺。
因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新农村建设勾画出“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民富、民安、民乐的灿烂图景，十七大又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鲜明地提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的新任务。
那么，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必须立足本国基本国情，以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
有效供给、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维护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科技成果
的转化率以及科技成果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为主要方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
主要途径，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为主要手段，以维护农民权益、确立农民主体
地位为主要方针，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为保障，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
控的综合作用下，建设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中国
特色的现代农业。
　　目前，国内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较多，但是落实在基层的个案研究却相对较少。
张民省等同志完成的基于合作社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总结——《北梯模式》，解剖了山西
省永济市虞乡镇北梯村以农业为基础、以改革为动力、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创建的“股份合作社”发展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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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梯模式》研究的北梯村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当地的农产品（或其他可利用的资
源）大做文章，形成了基于合作社引领广大农民共同致富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符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提出的：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
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要求。
这三大原则在北梯村的发展探索的过程中都得到良好贯彻落实。
因此，选择了该村作为“山西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型案例分析及其机制研究”（2008041024—01
）的案主进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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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和谐。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
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
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第三，只有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确保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
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
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
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而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
阻。
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
、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
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第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之一。
我们正在建设的富裕型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
在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
村还存在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等现象。
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
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第五，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
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
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
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
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梯模式>>

编辑推荐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盛。
希望我们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先进典型的研究，能为中国特色现代农业之路的探索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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