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问题调查报告书 三农问题的社会调
查报告(通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
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三农问题调查报告书篇一

**镇共有35个村民委员会，406个村民小组，农业户13669户，
农业人口51981人，农村劳动力26708个，全镇耕地面
积76941.03亩，其中旱田11995亩，水田64946.03亩。目前，
我镇通过农业招商引资，已形成大湖养蟹，堤塘养鱼，网箱
养鳝，池塘养鳖的水产模式和林地养鸡的种养格局。并且积
极倡导农产品深加工转化增值，引进了深圳望家欢蔬菜配送
公司投资400万元开发**水生蔬菜深加工项目，目前已完成土
地征用规划，进入实施阶段。

目前，我镇农村虽然发展较快，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尤
其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农村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条件改善不明显。
由于种种原因，对农村的社会服务设施，环境改善，农村公
共设施的投入较少，造成对农业的投入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
和农村生产发展的需要不协调。加上我镇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普通存在水利工程和设施老化，险危工程增加，导致水源浪
费和供水不足，致使一些良田好地成了“望天收”。渠道、
池塘淤积严重，灌溉能力大幅下降，农村基本没有生活垃圾、
污水处理设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制约了农业生产较快发
展。



二是农民综合素质较低，创收渠道窄，收入增长缓慢。我镇
总人口72655人中，近70%是农村人口。同时农村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低，由于思想观念落后，择业面窄，大多数农民
只能守着几分田土过着温饱的日子。在技能素养方面，一技
之长的人少，导致种地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打工
只能卖苦力打粗工，没有多余的资金去投资改善生产条件和
生活环境。如果广大农民的收入没有突破，农业生产条件和
农民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

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发展滞后，不能满足广大农民
的需求。农业技术、农田水利、金融服务、医疗卫生、文化
教育、公共安全、乡村规划，这些都是与广大农民群众密切
相关，关注程度最高的大事。根据调查，我镇农民最需要解
决的是：医疗卫生、子女上学和增加收入，可见，农民关注
的问题，也是当前我镇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虽然目前加大
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建设，但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村公共卫
生医疗水平低下的状况没有改变。

四是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农村稳定和谐面临压力，部
分基层组织运转面临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组织在
广大群众中的威信。

1、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我镇大力发
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推进农业标准化生
产。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发展水产
畜牧养殖，突破性发展农产品工业，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
营。培植壮大现有的**超市、文鹤米业、天宇服装城、水生
蔬菜深加工企业，拉长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产品加工增值。
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2、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
新型农民。使农民群众在走向富裕、迈向文明的进程中，真
正成为建设新农村的创造主体。不断拓宽农民增收门路，提
高农民收入。只有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业转



移，才能保证农民收入不断增长。积极组织引导农村劳动力
转移，为外出劳动力牵线搭桥，避免盲目外出，无功而返。
保护外出民工利益，他们付出劳动，就应获得相应的劳动报
酬。加大对外出劳动力技能培训，拓宽他们的就业门路，引
导农民进城务工经营，为农民进城经商提供保障，引导农民
自主管理、自我管理。

3、全面落实农村政策。严格兑现粮食直补，全部取消农业税，
减轻了农民负担。不断强化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和
管理，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
补偿机制，完善征地程序，切实保护失地农民利益。提高农
业抵御风险能力，积极推进农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4、切实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强对换届后村“两委”成
员的教育培训，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带领群众致富的
本领。大力实施“村村通”油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文明
生态村创建和经济薄弱村帮扶等工程，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实行严格的农村工作目标责任制，把任务分解到人，加强督
查考核，严格兑现奖惩，确保每项工作都落到实处，以实实
在在的政绩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5、增加投资，主要用于农村的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
通讯、广播电视，对农村厕所、厨房、圈舍，中小学校舍和
卫生所进行改造，特别是加大对农村校舍环境条件改善的投
资力度，在短时间内清除村级小学的安全隐患，为广大农村
学生提供安全、明亮的教室，逐步改善村级教师待遇和生活
环境，留住教师，保证农村教育正常运转。还要建设必要的
公共活动场所和垃圾处理设施。

三农问题调查报告书篇二

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回到了我们扶风县，进行“三农”政策的
再宣传、有关“三农”的问卷调查。通过宣传与调查，我了



解了一些情况，发现了一些问题。以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
扶风县的具体情况，在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上，我也提出
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与措施。希望能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得到实
惠，生活得到提高!

1.1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部渭河流域。西汉时此地为京官右扶
风的封地，唐时借汉官名作县名沿用至今。面积751平方千米。
辖1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扶风
县辖城关镇、天度镇、午井镇、绛帐镇、段家镇、杏林镇、
召公镇、法门镇、南阳镇、上宋乡、揉谷乡、太白乡、黄堆
乡、建和乡、新店镇。耕地4.92万公顷。耕地4.92万公顷。
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油菜、
芝麻、花生、辣椒、烤烟次之。是我省麦、棉主要产区之一。
扶风县是农业大县，是国家确定的粮食生产大县和陕西省粮
食、油菜、生猪、苹果、辣椒、秦川牛等生产基地。建
成“吨粮田”10133公顷，水果总面积7333公顷，蔬菜面
积1067公顷，辣椒2800公顷。县北有天然林400余亩，以山杨、
栎类为主。经济林有苹果、柿子、杏、核桃、梨等。种植药
材主要有白术，生地、大黄，黄芪等，野生药材主要有防风、
黄苓、苍术、柴胡、地榆、酸枣、山楂等。大家畜有牛、马、
骡、驴。“秦川牛”、“关中驴”广泛分布于高原和平原乡
镇。有野兔、锦鸡等野生鸟兽10多种。工业有农机、电机、
毛巾、水泥、水泵、食品加工等厂。

1.2人口

辖1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

1.3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指标

关于我们县总经济收入，到目前为止没找到近两年的任何可
参考资料，但就我本人来看我们的的确确是个经济相对落后
于其他兄弟县的穷县，缺少支柱产业，农业灌溉面积较少，
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农民生活相对较困难。



2.1“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在过去暑
期三下乡的过程中，就在扶风县开展了“关注农业关注农村
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他们向广大过往群众发放中
央“三农”政策相关资料，向他们介绍中央“三农”问题的
相关知识，同时他们还开展了有关“三农”政策的问卷调查。
我们调研和分析了以前的数据。得出三农问题需要再收入的
宣传。

2.2关于“三农”的问卷调查。我们自己又做了一次问卷调查。
能再准确的对以前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共向过往群众发放
问卷120份，回收109份，回收率90.833%。我们的问卷共有11
道题，其中8道是选择题，2道是填空题，1道问答题。8道选
择题中3道有固定的答案，5道答案不定。

2.3调查结果。在回收的109份问卷中，我们抽取其中的有效
问卷98份。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针对其中的四
个问题)问题如下：

1)“三农”问题的“三农”是指：

a农民b农业c农村d农户e农田

2)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
策措施，以下哪一项被取消了：

a农业税b农业特产税c我不知道

3)您是怎样知道有关“三农”政策的?

a看电视b听广播c别人告诉我的d政府宣传的'

4)对于国家出台的相关“三农”政策，您支持吗?

a大力支持b支持c我不在意d我不知道这些政策



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

623663.265%722673.469%561024821452111

通过上表中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扶风县，对于什么
是“三农”，竟有36.735%的人不知道;而对于哪一项税收被
取消了，也只有73.469%的人知道;除此之外，他们在了
解“三农”政策的途径以及对“三农”政策的关注程度方面
也存在着问题。再加上我们调查分析与走访农户，同时结合
扶风县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政府宣传力度不
够，农民不是很了解“三农”政策;“三农”政策没有很好的
落实;“三农”政策的出台对于农民朋友来说，他们好像并未
得到什么真正的实惠;农民增收仍然很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还是很大。我想，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扶风县的问
题，更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要如何去
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接下来将讨论这个
问题。

认识与思考通过这一次的宣传调查，我们对“三农”问题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我认识到了落实“三农”政策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与障碍。

“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万家富;农村定，天下定!”所以，
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问题，想方设法解决“三农”问题。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

3.1加强“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贯彻落实“三农”政
策。

3.2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
的途径。

1)尽快打破造成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
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把我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开辟为农民充



分就业的广阔战场。3)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向国外输出劳
动力的力度，增加其数量。4)将城镇化作为农民就业的主渠
道。

3.3从农村内部着手，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充分就业
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伟大而庞大的系
统工程，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我认为，除了
以上的措施外，我们还可以从农村内部入手，进一步的深化
改革，来解决有些问题。

3.4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现
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又是一个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我们既不能走以
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
特征的道路，也不可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
物技术为侧重的道路。我们要依据我国的国情、国力、农情、
农力，选择一条既重视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又侧重生
物技术采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农业现代
化路径的选择上，我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

3.5农业土地制度创新。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

1)制定农业用地有偿转让的法律法规，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
制度(当然并不是完全的土地私有化)，确保土地流传依法有
序进行。2)设立农用土地转让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3)建立承包土地社会保障的替代机制。4)建立土地补偿
机制。

加大培养农业高科技人才的力度，造就越来越多的农业高级
科学技术人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耕地的减
少将是一个大的趋势，如何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解决中国人
吃饭的问题，这个重任也只有依靠农业的高科技才能完成。
正如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先生所说的：“农业的根
本出路在科技在人才!”



结束语：“三农”问题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关系民生国计涉
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应该说是一个挑战，而如果从我国农民的根本出路入手，将
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是一个严峻的挑
战。由于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作为农民的孩子，我对农民
的酸甜苦辣有着切身的体验，对农村的种种变迁有着深切的
感受。我很关注“三农”这一问题!当然，我的这篇文章绝对
谈不上什么研究，不过是我看到了一些现象，发现了一些问
题，产生了一些想法，然后经过认真的思考，翻阅了一些资
料，最后将自己的认识与想法用文字表述了出来而已。只要
我们的政府、农民朋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采取得
力的措施，“三农”问题的解决很快就会变成事实!实现城乡
的差距，减少人民不满情绪的发生和蔓延，保持国家的长远
高效发展，建造和谐家园，维持社会稳定!

三农问题调查报告书篇三

调查人：

调查时间：

一、调查背景及意义：

泽州县是山西省的农业大县。全县有耕地72万亩。传统的农
业以种植业为主。粮食作物主要有冬小麦、谷子、玉米、大
豆等，经济作物有棉花、油料等。近年来不断加强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先后投资上亿元，组织实施了国家级农业综合开
发、旱作农业、机械化保护性耕作、国家级生态环境建设、
太行山绿化等一批重点工程，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水浇地面积发展到17.8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6.1%，全县
农业机械拥有量达到5.02万台(件)，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到618811千瓦。

泽州县现代农业发展迅速，建成了31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



科技农场，面积达到6.5万亩，优质小麦、优质玉米、优质小
杂粮、优质果品等特色农产品基地规模发展到20万亩，占全
县耕地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先后被确定为国家级商品粮生产
基地、国家旱作农业示范基地县、山西省优质小麦示范县、
山西省瘦肉型猪生产基地县和晋城市蔬菜基地。年，全县粮
食总产粮达到478708吨，小麦总产量达到215904吨，蔬菜总
产量达到192088吨，肉类总产量达到9606吨，禽蛋总产量达
到6514吨。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三农”问题的阐述占了很大的篇幅，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三农”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和
安排，会议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和四中
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
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加大对农村投入力度，加大对“三
农”工作领导力度，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
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努力实现粮食增产、农民持
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业直接补贴税的发
放更是体现了中央关于三农政策的具体实施。在这样的背景
下我对三农政策在附近农村中的具体落实情况进行了抽样调
查。

二、调查方式：

问卷调查。。网上查找资料等。(附件)

三调查分析：关于三农政策的调查报告。

轻了农民的负担。4月2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会第二十次会议召
开，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拟调至3000元，政策的修订和出台本
身需要一个过程，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有可能调整个税起
征点的步伐还敢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在个税征管方式上应
建立系统和人性化的制度，纳税人可根据各自不同的申报状
态和个人情况，计算出起征点。这种征税方式尽可能兼顾了



公平正义，因为纳税多的都是真正的高收入者，不会“伤及
无辜”。粮食上涨，对城市居民生活影响不大。粮食上涨对
城市居民生活冲击不大，但对于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占比较
大、农业基础薄弱的农业村百姓来讲，影响却比较深远。如
果粮食与粮价生产价格呈现不协调发展，必将进一步拉大城
乡差别，影响基础农业和农村经济。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
的农民工被迫上楼现象，人们褒贬不一。近年来，很多地方
在大力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吧原有的村庄整体拆迁，农
民集中居住到新的多层或高层住宅，原村庄用地和宅基地复
垦为耕地，地方政府借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在城市近郊区征用同等面积的耕地，用于城市或工业建设。
通过这种试验，城市建设用地有所增加，但由于农民集中居
住后，原宅基地和村庄复垦为耕地，确保了一定区域的耕地
总量并没有减少。在一些实验区，这种“增减挂钩”的指标
还可以在不同县(市、区)之间交易，集中居住的农民也能由
此获得一定的土地收益。这被形象地称为“宅基地换房”。
在经济开发区，农民早已脱离农业，多从事二三产业，集中
居住对其影响不大;但对那些二三产业并不发达的区域，盲目
推进集中居住，必然增加农民的生活成本，损害农民的土地
权利，造成诸多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宅基地作为农民的
不动产，政府把农民集中居住后节省下来的建设用地指标，
调整用于房地产或工业发展，所得的巨额利益，本应该归农
民集体所有，但事实上，农民只能分得土地收益的部分。这
引发了农民的不满，甚至出现了群众性事件。

三农问题调查报告书篇四

姓名：

学号：

学校：

寒假期间就“三农问题”在家做了调查报告，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
此,“三农”问题也备受关注。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问
题的重视力度也在不断的加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三
农”问题的阐述占了很大的篇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三
农”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和安排,会议强调：认真贯彻党
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
予、少娶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加大对
农村投入力度，加大对“三农”工作领导力度，稳定、完善
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努
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去年农业直接补贴税的发放更是体现了中央关于”
三农”政策的具体实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三农”政策
在农村中的具体落实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人：冯亚菲

调查时间：2月1日—202月15日

调查地点：农村家户、超市

调查对象：农民、公务人员、

调查形式：问卷调查

此次调查采用了问卷的形式,共设置了10道题,其中有8道选择
题,2道简答。问卷共发出100份,回收了89份,回收率为89%,而
有效问卷有77份。就问卷中的四道选择题进行了统计分析,选
取的四道选择题为:

1.你对”三农”问题是否关注?a.是b.否

2.”三农”指的是哪几个方面?a.农业b.农田c.农村d.农民



3.你对”三农”政策知识的获得来源于:a.电视b.广播c.报纸

d.听说

4.你认为”三农”政策的制定对农民来说:a.有帮助b.没有帮
助

c.不知道

对以上四道选择题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第2题是有固定答案
的,而其他3道题是反映个人意见的,没有固定答案。在回收的
有效问卷中,有26份选择了正确答案,正确率为33.77%;而对于
第1题有54份问卷选的是b答案,这就意味着有70.13%的农民对
党中央制定的政策还并不是十分关注;对于第3题有49份选的
是d答案,就是说63.64%的农民是听说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积极
主动去关注去搜集有关的政策信息.对于第4题,有42份选的是
不知道,比重为54.55%,更加体现了农民对政策意识的淡化。
尽管这只是部分地区的个别反映,但却是我国农业发展现状的
真实写照.是我国农业落后,农民增收困难的真实反映,有此我
们可以推及全国的农业现状。

调查表明：我国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程度是非常低的,这也
说明我国在农业政策的实施推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还不够
充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点:

1.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由于农民自身素质普遍偏低,他们一
般不会自己积极主动地去关注惠农政策,在制定政策后,没有
做到有力的宣传,使得政策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最终导致政
策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和落实。

2.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民收入低,而且
增加收入的途径有限,致使农民增加收入极其困难,使得农民
在扩充自己知识,了解国家政策的投入非常低,所以对国家的



政策关注程度自然不高.而城乡差距的扩大更衬托出农民的贫
穷与落后,使农民收入表现相对低。

3.农民思想禁锢,小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进一步制约了农民
积极创新,开展新事业的思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国家，13亿多人口，9亿在农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
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
题，农村教育对于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实现农村现代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就没有全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因
此“三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
稳定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尽快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当
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迫在眉睫的紧要任务。对此我仅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增强农民的竞争意识,增强农民的就业
后劲。目前，我国农业在总体上实现了温饱、进入小康的前
两步目标，已经开始向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迈进。
然而，中国农村的现状却令人担忧。目前，我国农民整体素
质较低，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状况，这将成为阻碍我
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样，如何培养大批安心在
农村的专业人才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者，适应农村经
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成为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
要任务。而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就是普及农村义
务教育。

2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不断进行创新,积极发展优势产业.积极
发展蔬菜、水果、畜牧、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及技术密
集型产业。不断推进农业土地制度创新,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创
新,培养农业高科技人才,建立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主导产业。
为了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各级财政要安排支持农业产业
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
对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的技改贷款，可给予财政贴息。对龙



头企业为农户提供培训、营销服务，以及研发引进新品种新
技术、开展基地设施建设和污染治理等，可给予财政补助。

三农问题调查报告书篇五

近年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党的“十六大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三农”问
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是将“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到
了很高的位置，认为：“农村工作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没
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小康社会
的全面建设，就没有全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在这一背
景下，利用暑期“三下乡”，笔者作为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
来到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进行“三农”政策的宣传、有关
“三农”的问卷调查。

通过宣传与调查，笔者了解了一些情况，发现了一些问题。
以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华岩镇的具体情况，在如何解
决“三农”问题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与措施。

1华岩镇(中梁山街道)概况

1.1地理位置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中梁山街道）位于中梁
山以东，重庆市主城区西部近郊，东、南与大渡口区相连，
西为九龙坡区白市驿镇，北与沙坪坝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区接
界。境内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龙园区b区。辖区面
积53．4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4158亩。

1.2行政区划与人口行政村社区居委会农业常住人口城乡总户
数14个8个24701人29153户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非农业常住人
口101个115个67339人。

1.3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指标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农民
人均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33.29亿元12553718
元3150元8287元33.98%工农业总收入财政税收招商引资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入农转非人数32.58亿元5956万元2.23亿
元107528万元7942人。整个华岩镇农业常住人口为24701人，
总人口为92040人，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为26.837%。由表二中
数据可以知道，华岩镇20农民人均收入为3150元，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为8287元，两者相差5137元，相差率为163.079%。

2华岩镇“三农”政策落实情况

2.1“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在暑期三
下乡的过程中，我们在华岩镇中梁山街道开展了“关注农业
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我们向广大过往群众发
放中央“三农”政策相关资料，向他们介绍中央“三农”问
题的相关知识，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有关“三农”政策的问卷
调查。通过此次活动，我们发现，华岩的广大群众非常关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三农”的政策，然而，他们中的许多
人却不了解“三农”，有的甚至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三农”。
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们了解到，华岩镇政府在有关“三
农”政策方面也曾做过一些宣传，但比较少，大部分农民
对“三农”还了解的比较少，他们仅仅知道一点，他们了解
的途径主要还是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一些宣传媒体。他
们认为这样面对面的交流与讲解对他们了解“三农”效果很
好，他们很希望以后这样的宣传能够多一些。正如宣传现场
的一位老大爷对我们说的：“感谢上面（中央）对我们农民
的关心，也感谢你们重庆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为我们送来了
‘三农政策’的相关资料，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一
些！”

2.2关于“三农”的问卷调查。在宣传“三农”政策的同时，
我们还做了一些问卷调查。我们共向过往群众发放问卷120份，
回收109份，回收率90.833%。我们的问卷共有11道题，其中8
道是选择题，2道是填空题，1道问答题。8道选择题中3道有
固定的答案，5道答案不定。

2.3调查结果。在回收的109份问卷中，我们抽取其中的有效



问卷98份。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针对其中的
四个问题）问题如下：

1）“三农”问题的“三农”是指：a农民b农业c农村d农户e农
田

3）您是怎样知道有关“三农”政策的？a看电视b听广播c别人
告诉我的d政府宣传的

统计分析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在华岩镇，对于什么
是“三农”，竟有36.735%的人不知道；而对于哪一项税收被
取消了，也只有73.469%的人知道；除此之外，他们在了
解“三农”政策的途径以及对“三农”政策的关注程度方面
也存在着问题。再加上我们调查分析与走访农户，同时结合
华岩镇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政府宣传力度不
够，农民不是很了解“三农”政策；“三农”政策没有很好
的落实；“三农”政策的出台对于农民朋友来说，他们好像
并未得到什么真正的实惠；农民增收仍然很困难，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我想，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华岩
镇的问题，更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要
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笔者接下来
将讨论这个问题。

3认识与思考通过这一次的宣传调查，我们对“三农”问题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们认识到了落实“三农”政策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与障碍。“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
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成败。“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万家富；农村
定，天下定！”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问题，想方
设法解决“三农”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

3.1加强“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贯彻落实“三农”政
策。



3.2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
的途径。

1）尽快打破造成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
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2）把我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开辟为农民充分就业的广阔战场。

3）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向国外输出劳动力的力度，增加其
数量。

4）将城镇化作为农民就业的主渠道。

3.3从农村内部着手，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充分就业
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伟大而庞大的系
统工程，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笔者认为，除
了以上的措施外，我们还可以从农村内部入手，进一步的深
化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

1)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培育他们竞争意识，增强他们的
就业后劲。

2)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创新，积极发展我国农业的优
势产业。如蔬菜、水果、畜牧、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及技术
密集型产业。

3)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如恢复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农
会)，建立健全多种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从而使得农民的意见和想法、基层的矛盾和问题可以有通畅
的反映渠道，不至于造成决策的迟缓和失误。同时，提高农
民的组织化程度还能够增强农民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
能力，增强抵抗来自于各方面的侵犯农民权益的能力。

3.4引导农民，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要



发展乡镇企业，就要涉及到一个征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华
岩镇是存在着的，而且还比较激烈）。然而，在经历了封建
社会的土地地主所有制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农民朋友
好不容易才分到了土地，现在又要从他们手中拿走，他们肯
定是不愿意的。而且，发展乡镇企业，农民能不能得到更多
的实惠？可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他们的日子是不是会更加
的好？这一系列的问题他们都在怀疑，都不敢过分的相信，
也就不敢轻易地放弃手中的土地。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做大
量的工作，通过宣传，引导他们，转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
认识到发展乡镇企业的好处多多，将会对他们更有利，他们
的日子将会过的更好。

3.5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现
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又是一个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我们既不能走以
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
特征的道路，也不可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
物技术为侧重的道路。我们要依据我国的国情、国力、农情、
农力，选择一条既重视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又侧重生
物技术采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农业现代
化路径的选择上，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

3.51农业土地制度创新。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

1)制定农业用地有偿转让的法律法规，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
制度（当然并不是完全的土地私有化），确保土地流传依法
有序进行。

2)设立农用土地转让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建立承包土地社会保障的替代机制。4)建立土地补偿机制。

3.52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
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然后迅速传入西欧、日



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的运作对这些发达国家
的农业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我国农业现代
化进程的演进，农业和农村经济中久已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日
益暴露出来。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制度创新，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行农业产
业化。那么到底如何来实行农业产业化呢？我们可以采取哪
些措施呢？根据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面临的问题，笔者提出
以下几点想法。

1）大力发展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内联千家万户，外联国内外
市场，它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环节。实践证明，建立起
一个龙头企业就能够带动一种或多种农产品的综合开发。可谓
“龙头兴，则产业兴”！

2）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和资源潜力，
开发市场需求旺盛、前景好且有继续开发潜力的产业。

3）加强农产品商品基地的规划与建设。实行“围绕龙头建基
地，突出特色建基地，连片开发建基地”的基本方针，切实
保证在农业产业化中起基础作用的“商品批量供给大本营”
的建设。

3.6加大培养农业高科技人才的力度，造就越来越多的农业高
级科学技术人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耕地的
减少将是一个大的趋势，如何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解决中国
人吃饭的问题，这个重任也只有依靠农业的高科技才能完成。
正如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先生所说的：“农业的根
本出路在科技在人才！”

4结束语

“三农”问题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各个方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挑战，而
如果从我国农民的根本出路入手，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



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由于笔者生于农村
长于农村，作为农民的孩子，我对农民的酸甜苦辣有着切身
的体验，对农村的种种变迁有着深切的感受。我很关注“三
农”这一问题！当然，笔者的这篇文章绝对谈不上什么研究，
不过是笔者看到了一些现象，发现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
想法，然后经过认真的思考，翻阅了一些资料，最后将自己
的认识与想法用文字表述了出来而已。还望各位批评指正！
笔者相信，只要我们的政府、农民朋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
同努力，采取得力的措施，“三农”问题的解决很快就会变
成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