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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指明了航向，广袤田野从此焕发

勃勃生机：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综合改

革、农村金融改革……35 年来，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

力，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35 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吹响

了改革的号角，“三农”发展迎来了又一次重要机遇：健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

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

地市场……这一幅幅愿景展现在人们面前，鼓舞斗志、热情和干劲。坚定信心，

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曾多次使

用过类似提法。但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为深远的

意义和更加全面的要求。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

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

村稳则社会安；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

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工业化有了一定发展基础之后都采取了工

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

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

跨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性举措的实施正当其

时。 
在高举改革大旗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村的现状究竟如何？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在历经数载的努力后，我国农村究竟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面

对当前农村发展势头中存在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应当如何调整具体的政策，以保

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沿着科学的轨道继续前行？希望此次小规模调研活动能

够对这些“大问题”的解读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调研对象与调研内容简介 
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大省，江西一直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沿上，

此次调研活动就选择在江西省宜春市下辖的高安市进行。高安市，位于江西省会

南昌西部，距离南昌仅 35 公里，为县级省辖市，由宜春市代管。高安国土面积

2439.33 平方公里，人口 100 万，下辖 20 个乡镇、2 个街道、1 个风景名胜区。 
高安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风调雨顺、土地肥沃，是发展农业的

天然温床。同时高安临近省会，交通发达，是多条主要交通要道的汇聚之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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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了高安成为全国的物流大县的一切有利条件。此外，高安自汉高祖时期便已建

县，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这些也在高安的发展过程中提供了坚实的文化与精

神支持。 
高安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市，但是它足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缩影。

在高安所属的各村镇中，体现出了多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向。 

第一站：石脑镇菜田村 

 

 
锦江以北的区域一直以来都在农业方面深化改革，并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例如石脑镇的菜田村，该村是江西省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并且在 2012 年被评

为江西省首批“森林村庄”，其种植业和养殖业都发展迅猛，也因此成为了此次调

研走访的第一站。 
地处锦江北部区域的石脑镇是高安农业发展重镇，建立了五大农业生产基地：

2 万亩优质稻基地，2 万亩蔬菜基地，万亩油菜、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基地。

石脑镇不仅拥有广阔的农业种植区域，同时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进行了科学、合

理的规划。在菜田村田间走访的过程中调研小组发现，这里的农田按照各种农作

物的不同生长周期和生长习性进行了合理的规划种植，水稻、油菜、大豆、花生

等农作物的种植都有集中、合理的布局，整体上并无任何凌乱的感觉。同时，菜

田村建有一个大型水塘，并且配套建设了现代化灌溉用水渠，采用集中灌溉的方

式。最有特点的是，这里的田埂、水渠边沿、农田与公路交界处都经过了统一的、

特殊的设计，土地资源利用率极高。各种独特设计都体现出，菜田村的农业生产

是经过科学、合理的设计，最大限度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菜田村的交通建设十分完善。“村村通”公路直接与国道 320 相通，并且修

建至村内，甚至修到了每一户村民的房前。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基本上这里家家

户户都有摩托车或者三轮车，有些村户院子中还停放有小型货运车甚至轿车。在



与村民的交谈中得知，从村子到高安市里骑摩托车只需要半个小时，几乎每周都

会进城，非常方便；除了务农以外，他们还会经常带些农副产品到城里去卖，有

时也会在周末去城里摆摊，做点 小买卖；城市 里的新鲜事在村里能第一时间得知，

甚至村里有好几户人家的孩子都是在城里念书。 
在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调研小组也发现了“新农村”所具有的“新气象”。

在以往，“脏”、“乱”、“差”一直是城市人对农村的普遍印象，但是菜田村的景象

却并非如此，整个村落干净、整洁。据调研小组对民居数量的观察，菜田村共有

村民约不到 50 户，民居排布比较集中，并且布局比较整齐，建造风格也相对统

一。在民居聚集区的中心开阔地带还建设有各类健身设施，宛如城市中的社区休

闲健身广场。村里设有路灯，方便村民夜间在村中行走。村口设有幼儿园和小学，

校舍及各类基本教学设施齐全，并且位置距离村民居住区域仅 300 米。 
 

 

 
 



 
 
调研小组在与村民的交谈中了解到，石脑镇一直以来都是以农业为主，但是

在过去主要是以家家户户各自经营为主。自从江西省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活动以来，菜田村就被纳入了首批试点村当中：国家拨款，将原有的土路都修

成水泥路；省规划设计院进行实地考察和细致设计，重新规划了田亩分布、水渠

样式以及村户与村内设施布局；由镇里和村里共同出资，为经济条件较差、仍住

在危房或者破房中的村民重建或者修缮了房屋。在改善了农业生产和居住条件的

同时，村委会的作用也发挥了出来：经常会组织村民在一起交流种植经验、养猪

经验，村公社也经常会为村民聚餐、唱歌、下棋提供场地，拉近了村民之间的关

系，干农活和日常生活的步调逐渐统一，并且形成了良好的互相帮扶的氛围。 

第二站 八景镇蔡家村 

在结束了对菜田村为时一天的调研活动后，调研小组一行跨过锦江，穿过高

安城区，来到了位于锦江南侧的八景镇蔡家村。蔡家村是江西省高安市八景镇所

辖上保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江西省城市规划设计院的资料显示：这里有村民

61 户，人口 220 人，2005 年被建设部村镇建设办公室列为全国 4 个村庄整治规

划与行动计划编制和实施的试点村之一。 
如果说菜田村是一片现代“田园风景”的话，那么蔡家村就是“坐落于农田中

的城镇”。蔡家村虽然只是一个自然村，但是在调研小组驱车驶离国道进入村镇

的一路上，完全感受不到“农村”的气息：刚刚驶离国道便看到一个大石牌坊，上

面刻有“蔡家村”三个大字——这里就是村口；而在沿着国道 320 距离该村口不足

500 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大型商圈，内有酒店、KTV、台球城等休闲娱乐场所，

外有大型停车场。在驶入“村门”后，入村道路两侧分布着大量四、五层高的楼

房，并且还分布着大量小超市、饭馆等各种商业门店，完全是一副城市居民区的

景象。直至沿着水泥马路行驶到尽头，大片农田才映入眼帘，仿佛提醒着我们所

处位置是一个自然村，而不是一个城镇。 



 

 
在进一步的走访中调研小组发现，虽然楼房只是集中在村口区域，仍有大量

住宅为传统平房院落，但是所有住宅都非常整洁、干净，并且建造规模、建造风

格都很相近，排布也十分整齐。整个村民住宅区域位于农田与国道之间，临近江

西省主干道的享受便利交通的同时，也不会距离农田过远，依然可以方便经营田

地、操持农活。 
在与当地村民的交谈中，有村民拿出了以前的蔡家村照片，与当前的景象有

天壤之别。村民告诉我们：在十几年前，这里基本没有楼房，都是砖瓦村屋，并

且外观十分破旧。村中也没有水泥路，都是土路。高安区域多雨，所以村中经常

是泥泞不堪，还有许多很大的泥坑，很少有外人愿意走进蔡家村。但是随着国道

320 进行大修，蔡家村门前就是交通运输要道，许多村里人开始离开村里，随着

物流大军到全国走南闯北，这一批人中很多都赚到了钱。在此之后，大批陶瓷产

业落户到八景镇，形成了大型陶瓷城，附近的商圈就是陶瓷城建设的，而蔡家村

就在这个陶瓷产业集群的中心地带。于是，又有大量村民到陶瓷工厂打工，甚至

投资做陶瓷；还有一些村民则开始经商，从事餐饮、娱乐、休闲等工厂区周边的

服务行业。逐渐，整个蔡家村大部分人都比以前富裕了很多。近几年，在江西省

政府的主持和规划下，经过蔡家村的村民集体努力，对全村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

治，修缮并新建了大量住宅，并且还翻修了村内的大路小巷。目前，这里几乎家

家都建造沼气池，臭水塘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清洁的大型水塘。村民

中一部分还在务农，而更多的人则是将地承包出去，自己则从事物流、陶瓷制造

或者经商的产业。在持续接近一天的交谈中，调研小组不时听到有汽车驶入村中



的声音，据说这都是在陶瓷城或者高安市区工作的村民回家。 
 

  
   过去        现在 

  
   过去        现在 
 
在蔡家村，调研小组除了被蔡家村的高度城市化所吸引外，还注意到在村民

居住区域与农田接壤的位置，建有一座别致、素雅的祠堂。据当地村民介绍，蔡

家村几乎全部姓蔡，都是源自一个大的家族。而这个祠堂里供奉的则是蔡家的祖

先，相传是明朝时的一员武将。蔡家村的村民每逢喜事，比如结婚、生子等，都

要开祠堂祭拜祖先，感谢祖先的荫庇，然后全村人共同庆贺，这是蔡家村一直流

传下来的传统。 

 

第三站 陶瓷城 

经过在蔡家村一天的调研后，调研小组随即开赴高安辖区内最大的新兴产业

——陶瓷城。 
由于山地中蕴藏大量瓷土矿，早在宋代，高安就开始生产陶瓷。改革开放之

后，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高安锦江以北各村便开始兴起陶瓷产业，并且曾经有



过辉煌的历史，赢得了“瓷砖王国”、“建材大县”、“新兴瓷城”等美誉。但是在随

后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高安的陶瓷业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滑

入低谷。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的扶持，高安陶瓷业不断复

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且超越了以往的辉煌，成为高安市新的经济支柱，

带动了周边农村的经济发展。近几年，随着交通、物流的不断发展，加之政府在

其中的积极引导，各村镇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量来自广东、浙江的著名陶

瓷企业也落户高安各村镇之中，使其不断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陶瓷产业基地。 
调研小组随机进入了某建设中的陶瓷工厂进行调研，受到了企业领导的热烈

欢迎和大力支持。该厂正在建设之中，第一条生产线已经建设完成，造价约 1.5
亿人民币，主要用于生产高品质地砖；第二条生产线也正在建设之中，造价预计

1.2 亿人民币，主要用于生产中档次地砖。据企业领导介绍，在工厂建设过程中，

大约招募了 100 多附近村镇村民来此务工；如果工厂投产，还会吸纳更多的村民

来此打工。 
在该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的陪同下，调研小组参观了已经建设完成的一号生

产线。这条生产线全部采用最先进设备，采用专用铁路进料，利用最先进的泥沙

沉淀技术进行瓷土矿筛选和泥浆制备；改进普遍采用的 30 米砖窑，使用 45 米砖

窑，加长烧制时间，增强杂质剔除效果，使瓷砖品质更好；全程进口数控机床，

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生产的安全性。 

 
 

 
 



 
 
 
除了生产线之外，企业领导还带我们参观了员工宿舍和食堂。企业的各部门

领导与员工同住一栋宿舍楼，实现生产、生活“零距离”。宿舍内设施齐全、干净

整洁。食堂面积宽阔，足以容纳全体员工一齐共同聚餐，并且能够为就餐人员提

供舒适的就餐环境。在调研最后，正值员工就餐时间。我们发现虽然员工中一半

以上是附近的村民，但是整个就餐过程十分有序，绝大部分餐桌、地面在餐后都

保持得十分干净，体现出了良好的素质。 

 
 

 
 



二、高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优点与不足分

析 
经过四天的调研，调研小组对这三站的调研内容和调研感受进行了细致的总

结和深入的讨论，认为高安市作为江西省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县市，展现出了其在

农村改革与建设过程中的诸多优点： 
第一，善于利用资源。首先是自然资源。锦江以北自然条件优越，并且有良

好的农业基础，而以菜田村为代表的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恰恰就是选择发展农业为

切入点，合理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各类自然资源，使其成为全省最为

突出的农业示范村镇。而锦江以南矿产丰富，并且有依托瓷土矿发展陶瓷产业的

先例，因此在这一轮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将优势资本吸引至该区域，集中力量

建设集群化的产业园区。其次是产业资源。高安地处交通枢纽位置，造就了其发

达的物流行业。据统计，高安的百吨级货运车达到两万辆，位居全国各县市之首。

在如此发达的物流行业支撑下，高安一方面是引导陶瓷产业等制造业产业分布到

国道周边村镇，如八景镇，使其能够充分利用交通物流资源；另一方面则是积极

修建“村村通”公路网，使每家每户都能驾驶机动车直接并入交通网络之中，在发

展“大产业”的同时，也将这一产业资源惠及“小家”、“小户”。最后是资本资

源。一直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都是出现在资本无法有效流通和运转，“自
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和“小农思想”舒服了大量资本停留在田间地头或者自家产业

之中。而高安一直在传递“市场”理念，吸引农民主动将农产品流转起来、引导

物流行业的盈利资本回归并投资到瓷砖行业、吸引其他省份的企业到本地投

资……高安的各项产业能够有如此快的发展速度，这与资本的畅通流动有密不可

分的关系。 
第二，政府在统筹规划方面不遗余力。从调研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几个调研

对象的发展过程中，都有政府统筹规划的身影。石脑镇的菜田村，从田亩规划到

村户房屋建设，都有省城市规划设计院的参与，八景镇的蔡家村也同样如此；将

零散的陶瓷产业集中到八景镇区域，构建大型陶瓷城，这也是省政府一直在其中

大力引导和规划的结果。就在调研过程中，省政府还在八景镇举行了一场大型展

会介绍与动员会，筹备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迪拜的“高安陶瓷展”，要将高安

陶瓷推向一线城市甚至海外。几个调研对象的发展历史也表明，无论是农业还是

制造业，在从“各自为战”向“统一作战”的转化时，高速发展的模式也同时开启

了。 
第三，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虽然文化不是一种有形的资产，但

是它能够使人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在蔡家村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高速发

展经济的背后，有两个强大的支柱：一个是村民之间的相互团结与相互协助，这

是得益于蔡家村村民尊敬祖先、时时刻刻希望维护家族整体繁荣的内心意愿；另

一个则是坚强的信念，这也是因为蔡家村的村民坚信只要努力勤劳、内心纯良，

不给祖先丢脸，就一定能够得到祖先的庇佑，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在陶瓷城的调

研则揭示了另一个角度的文化建设：农村企业不止是促进物质文明，同时也是要

利用推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传播现代企业文化，来促进农村务工人员素质提升，

使其从务农人员转变为高素质产业工人，这是将城市工业发展带来的精神文明成

果传递至农村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力求做到可持续发展。石脑镇的菜田村在发展农

业的同时，也不忘维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方面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尽可能

节约耕地、节约灌溉用水，使自然资源得到最高效的利用，而不会遭到浪费；另

一方面，菜田村对山地实施退更还林，将耕地集中于平原地带，以树养山，防止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在蔡家村，家家户户兴建沼气池，在为各家各户提供

能源的同时，最大限度对村内生活垃圾实现循环使用，减少对生存环境的破坏。

在陶瓷城，生产陶瓷需要大量地下水，而陶瓷城管委会要求，所有企业必须限制

地下水开采速度和开采总量，并且做到及时回填。各种实际措施都表明，高安的

新农村建设，是一条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发展”之路。 
当然，在总结各种优点的同时，调研小组也对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足之

处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首先，公路的建设与保养方面表现出重大问题。由于此次调研过程中，调研

小组一路驱车前往各调研对象所在地，因此对几条路线上的公路建设和保养情况

也有一定的感受。在锦江南侧也就是制造业和物流业发达的区域中我们发现，道

路破损情况十分严重。国道 320 上频繁出现各种大坑，据了解这均为重型卡车在

冬季水泥路面硬脆时驶过所碾压形成。而在通往各村的“村村通”公路上，破损情

况更为严重，某些路段长达 5 公里已经仅剩碎石，完全看不出其曾经是一条平整

的公路。交通是高安经济能够得以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支撑，而这种局面将严重影

响其经济发展速度的维系。经过走访当地居民、企业主和物流运输司机了解，造

成公路破损至此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缺乏合理规划，例如许多公路在设计时

并没有想到会有重型卡车经过，结果路面采用“倒置水泥”工艺，材质偏脆，很容

易在冬季被重型卡车压坏；二是规划不合理，例如 2013 年在高安境内修建高铁

线路过程中，参与建设的重型卡车频繁往来于几公里的“村村通”路段，导致这

些路段被压得面目全非，但是 2014 年初高铁高架桥等大型工程建设完工后，道

路并没有得到及时养护，目前原本只需要半小时可以抵达的村子现在需要开车两

小时，而且只能是具备越野能力的车才可以进入，摩托车很难驶入城中，这等于

切断了农村与城市本应建成的沟通渠道。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特别是在

农村的改革与建设过程中，切断公路等于是切断了改革的“生命”。 
其次，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均衡。虽然锦江南侧村镇普遍比锦江北侧村镇

要富裕，但是这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同所致。因此，此处所说的这种“不均衡”并

不是指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悬殊，而是各种可以普遍推广的“优势作法”没有在各村

镇得到均衡发展。最为明显的就是文化的发展。在抵达蔡家村进行调研之前，调

研小组曾走错路，进入另一个村。该村与蔡家村仅 1 公里多的距离，可以说是在

客观上具备了相同的优越条件。但是，该村的村容村貌以及村民的衣着、打扮等

都可以直观看出其在经济上与蔡家村有相当大的差距，甚至比不上以农业为主的

菜田村。这是为何？我们发现，该村仅有一座小学，而且明显已经年久失修，调

研组抵达时是下午两点左右，但是该村小学锈迹斑斑的大门已锁。在与路边孩子

的交流中得知，老师上课讲的听不懂也没意思，大家都不爱去，学生少的时候学

校就只能放假了。而在与村民的交流中我们还了解到，该村是外来人聚集形成的

存，大部分人都并不同姓，因此也没有祠堂之类的，更没有任何集体的活动。文

化发展一个好一个坏，经济发展也同时伴随高下之分，这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内

在的联系？这可能需要进一步细致调研。但是无论如何，文化教育应当有更高水

准的要求，这种相隔如此之近文化教育环境却天差地别的局面，值得地方政府的

深思。当然，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也是一个隐患。目前农业村虽然在经济上远不如



制造业村，但是村民尚能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生活。但是随着村民对物质文化需求

的日益提高，而农业收入有存在天然的有限性，农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悬殊差距必

将引导大量农业人口转为从事制造业的产业工人，这会造成整个区域经济规划失

衡，产生不可挽回的不利结果。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报告

中也提到了工业应当反哺农业的必要性，蔡家村就是这种反哺的典型例子。但是

如何将“相邻才产生的利益”也推广到与产业基地较远的其他村镇，使各村均衡、

统一发展？这才是未来解决该问题的首要难题。 
第三，劳动力流失及人才缺失严重。虽然菜田村和蔡家村都有数百人口，并

且也都属于“发达农村”，但是这两个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男性轻壮劳动力数

量失衡。在两个村走访时发现，几乎大部分家里只有妇女、老人和孩子。据了解，

随着物流业以及锦江南侧陶瓷业的发达，农村的青壮年要么是跑长途运输，要么

是去陶瓷工厂打工，而农活交给家中的老人、妇女和小孩，或者是承包给其他人

种，甚至有不少土地是荒着的。新农村建设是要逐渐缩小农村与城镇的差距，而

劳动力是缩小差距的必要因素。没有劳动力，怎么继续加快建设农村？最多只能

是维持现状。与农村劳动力的流失状况不同，人才缺失主要是有管理、经营的高

素质人才大量缺失。这种 流失一方面是高安本地培养的大学生在学成之后的回流

率很低，除了本地大学的本地学生会在毕业后留在本市外，其他人才都尽可能到

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发展，导致青年才俊大量流向外地；另一方面是在陶瓷城大街

小巷都能看到陶瓷企业的招聘广告，其中主要都是招聘生产管理、营销管理、工

长等带有管理职能的岗位，这在一个侧面上也说明高安制造业的高速发展的背后，

面临的是高素质人才的大量缺位。 
第四，建设规划尚有不完善之处。前文提到的蔡家村附近的陶瓷城商圈，论

建筑规模不亚于地级市的大商场区域。但是调研小组实地进入该区域时发现，几

乎全部商户都没有营业，只有两家小超市、一个修车铺还在营业。据仍在营业的

业主介绍，这个商圈原本是要规划为陶瓷城内休闲和娱乐消费的中心，但是由于

陶瓷城距离高安和南昌都很近，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都直接前往市区消费，该商

圈完全没有顾客，在经营一年后就纷纷倒闭关门了。在经济、环境、文化和生态

正处于发展而尚未达到发达的村镇之中建立一个如此规模和档次的消费集中区，

是否符合当地的消费结构呢？建设之后才发现没有用处，这是不是一种错误规划

带来的浪费呢？这种浪费是否仅仅是高安存在的个案呢？希望这几个问题能够

引起各地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规划时给予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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