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眸過去五年，春風拂面滿園春。十六大
以來，黨的一系列惠農政策相繼出台。武漢
市委、市政府因勢利導，多方助農增收，積
極構建和諧大武漢，江城7600平方公里桑田
由此開始經歷一場劃時代的歷史變遷。
2002年，按照市委、市政府《關於加快都

市農業發展的意見》，武漢農業由「小生產」
躍向「大生產」，由「小農型」轉為「現代都
市型」。2003年，大刀闊斧推進農村稅費改

革，當年全市農民負擔減輕31.7％。2004年，
武漢率先在中西部全部免除農業稅及其附
加，千年皇糧國稅在武漢打上了句號。2005
年，推出「農村家園建設行動計劃」，與中央
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思路不謀
而合，「武漢先行經驗」被廣泛認可與推
介。2006年，中部六省省會農業經濟協作論
壇在漢召開，武漢農業走上了聯合創新之
路；2007年，全省現代農業發展現場會在漢
舉行，全國副省級城市農業「當家人」匯聚
江城，交流探討發展現代都市農業經驗，一
幅幅和諧生動的鄉村畫卷，記錄了武漢農業
的歷史變遷。

現代科技升級「傳統」農業
漆學文，武漢新洲區陶咀村農

民。2007年，他的稻田全部開始
機械作業。他算了一筆賬：牛耕
每畝420元；機耕每畝190元，增
產100斤，合計每畝增收300元。
如今，武漢市農機裝備總動力

達185.98萬千瓦，農業綜合機械
化水平達55.5％。全市良種覆蓋
率達95％，科技對農業增長的貢
獻率達56％。

規模經營鋪「集約之路」
「去年，我和三個鄰居互換5畝土地，18畝

分散土地連成一片，種大棚蔬菜，一畝地多
賺3000塊，總收入增加5萬多」，新洲區陳路
村陳海寬通過土地流轉，形成了自己的小農
莊。今年，全市13萬畝農村土地合理流轉，
其中53.6％形成適度規模經營。過去五年，全
市耕地面積減少15萬畝，農業總產值增加57
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增9.5%。武漢農業
局長付明星說，「農村土地的規模化經營，
為武漢農業鋪了一條寬闊的『集約之路』」。

農戶田園樹農業品牌
2002年武漢的綠色無公害農產品僅8個，在

全國省會城市倒數第一。今年，全市436個農
產品獲得國家綠色證書，列全國省會城市第
一。洪山區江堤鄉劉中明種了二十幾年的菜
薹，去年全部按「洪山菜薹」標準化種植，1
公斤「洪山菜薹」賣到60元，比原普通菜薹
高出近10倍。5年來，武漢建成標準化生產基
地125個，「洪山菜薹」、「蔡甸蓮藕」、「梁
子湖蟹」等一批「漢」產名優農產品走上港

澳台、日本、美國百姓的
餐桌。

田園風光生財興農
黃陂區劉家山村發展鄉

村休閒遊三年來，農民人
均純收入年增170%。「以
前是個窮山溝，現在卻是
全國十大新農村典型，現
代觀光農業大有文章可
做。」副市長張學忙一語
中的。今年1-6月全市休閒
觀光農業旅遊綜合收入6.01
億元，同比增長44.8%。武
漢觀光、休閒農業造就了

新農村，其生產、生活、生態等「三生合一」
的多功能日益彰顯。

工業化提農產附加值
位於南湖的武漢國家農業科技園，入駐企

業216家，實現技工貿總收入35.6億元，有機
產品出口創匯5000萬美元。副市長張學忙堅
信還用5年的努力，南湖農業科技園將成為全
國知名的「農業硅谷」。目前，武漢初步形成
了東西湖國家級食品加工區和黃陂武湖、新
洲雙柳、江夏大橋等農產品加工園，具備年
加工農產品1000多萬噸的能力。去年，全市
實現農產品加工銷售收入480億元。
時代的腳步匆匆，忙碌之中，昨天已成為

歷史。記憶的思緒翻飛，驀然回首，滄海桑
田。十六大以來，武漢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
面貌發生深刻變化，農民收入增長最快，政
府對農村投入力度最大，農民受惠最多，城
郊農業向現代都市農業轉變最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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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

社會的5年裡，對武漢300萬農民

來說，收穫的是實惠；對武漢農業

而言，收穫的是前所未有的活力與

魅力。五年，武漢農業破繭成蝶，

實現了由小農型向集約型、由溫飽

型到小康型、由城郊型向現代都市

型的三大歷史性轉變。

全市農業增加值由2002年的89.5

億元增加到2006年底116億元，年

增4.2%；農民人均純收入從3295

元增加到4748元，年增9.5％以

上；建成優勢農產品板塊基地64萬

畝，規模養殖小區85個；全市無公

害綠色食品519個，品牌數量在全

國省會城市中名列第一。

本報駐武漢記者

鄒珍貴 俞鯤 程菁亮

通訊員：李自南

革故鼎新，是武漢市委、市政府的執政理念，追求卓越是
武漢農業人永不言退的秉性。中部崛起，武漢人不甘邊緣
化，武漢崛起，農業必有所作為。十一五，武漢擬定了「五
個一」目標，旨在引擎武漢現代都市農業在中部率先崛起。
建設一個有武漢特色的新農村。以明晰農民致富門道為核

心，武漢版的新農村建設在全市2087個村全面鋪開。農村家
園建設將依托龍頭企業、優勢農產品正規化基地和主導產業
帶動，促進農業結構調整、農村村灣改造和農民持續穩定增
收，連片推進農村家園建設，年均推進15萬畝正規化基地，
到2011年全市正規化基地面積達120萬畝，生產專業村達
10%，特色產業村達50%，主導產業明晰村達30%，農村生產
生活條件提高村達10%，農村面貌得到根本改變。
構築一道活而不亂的民生安全網。「貨到武漢活！」十一

五，武漢農業將建立「批發市場、農貿市場、生鮮超市、農
民購銷」相結合的現代流通體系，做到「村」有運銷專業
戶，「鄉」有產地批發市場，「區」有綜合批發市場，「市」
有全國性的超級市場。與此相配套，實行市場准入制度，加
大農產品檢疫檢測力度，對產前農資、產地環境、產品質量
從源頭到加工全程監管，構築一個堅固的農產品質量安全防

護體系，不僅保證800多萬江城百姓的安全，也保證流向全國
市場的農產品質量安全。
拉長一條農產品加工產業鏈。全市農業在全面完成300萬畝

標準農田、六大區域性特色農業基地、100萬畝設施農業建設
的基礎上，㠥力培育加工企業龍頭、加強品牌建設、發展產
業集群和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在「十一五」期末，全市計劃
發展規模以上農業龍頭企業達到200家，銷售收入達500億元
以上；培植省級以上農產品名牌達到30個以上；培植3個農產
品加工產值過50億元的區，1個產值過500億元的加工產業園
區，全市農產品加工業產值達1000億元；農村專業合作組織
社員數達到8萬人。
完善一個覆蓋全市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十一五」加大

對農村特困群體救助力度，建立全覆蓋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
和養老保障制度，將五保戶、殘疾人員、無勞動能力人員、
長期患病人員及其他生活困難人員全部納入農村保障體系之
中，實現應保盡保。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農民參保率達到100
％，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參保率達到100％。
培養一批適應現代都市農業的知識型農民。「十一五」，武

漢市將大力開展農民職業教育，使農村勞務輸出逐步從「體

能型」向「技能型、智能型」轉變。實現農村新增勞動力引
導性培訓達100%，貧困農戶子女免費中職教育達100%，全市
新增轉移農村勞動力18萬人，使農村勞動力在第一產業就業
的比例降低到50%以下。
玉笛一聲黃鶴起，江城十月桂花香。「十一五」，武漢農業

必將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那時，「千盅茶、萬擔
米，不如漢口一早起」的俗語，不再是老人們回憶當年的吟
誦！

「革故鼎新」促武漢農業崛起

■1000萬人口的武漢，連續5年農產品生產
與銷售無一例重大安全事故。武漢所生產
的農產品經國家認證的無公害產品、綠色
食品、有機食品數量達519個，居全國省
會城市之首。

■2004年，武漢市政府啟動「陽光工程」，
共投資3000萬元用於勞動力轉移培訓，3
年來，利用公共財政1.5億元，使20萬農
村剩餘勞動力重新走進課堂，6.5萬農民工
成為城市知識型、技能型的產業工人。

■武漢借鑒台灣經驗發展觀光休閒農業，5
年來全市新建完善休閒農莊等農業旅遊接
待點達739個，從業人員1.3萬餘人，年接
待遊客740萬人次。2006年全市農業觀光
旅遊收入達8.14億元。

■5年來，武漢共實現購機補貼2000多萬
元，引導農業發展機械化，目前，全市農
機裝備總動力達185.98萬千瓦，農機具數
23.53萬台，農機專業戶15000多戶，農業
綜合機械化水平達56％，「無牛耕」村
198個，且每年正以100－200個的速度遞
增。

■武漢在推進現代都市農業的進程中，發展
「養殖－沼氣－種植/水產」等為主的循環
經濟模式近10萬畝，發展「一池三改」戶
用沼氣池6.05萬戶，建成高標準畜禽養殖
小區沼氣治理糞便及污水工程25處。

武漢已制定出2010年農業經濟發展目標、
社會發展目標、生態環境目標、農業科技目
標和民主法制建設目標。規劃到2010年：
■全市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8000元，
年均增長9％以上；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100％，農村
城鎮化水平達到40％以上；

■畜禽養殖小區糞便無害化處理率達90％
以上；

■優良品種覆蓋率達95％，科技貢獻率達
60％；

■村民村務公開和社會治安滿意度均達85
％以上。
基本建成「致富門道明晰、基礎設施完

善、社保體系建立、社會和諧穩定」的新
農村。

武漢農業五年成就
重要數字

「十一五」武漢農村
五大目標

■武漢新洲區
素有「楚天蘑
菇 之 鄉 」 美
譽，有4萬多農
民種菇。 0 5
年，該區鮮菇
總產量達到5.2
萬噸，年實現
產值2億多元。

■武漢市將
在5年內為
家園建設投
入專項資金
30億元，圖
中整齊的房
屋為其初步
成效。

■武漢現代農業
蔬菜園主要生產
番茄、甜椒、黃
瓜等無公害、無
污染的潔淨蔬
菜，是武漢市傳
統農業向現代農
業轉變的示範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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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農業局局長付明星走進武漢電台
「行風連線」欄目，與農民朋友「面對
面」，現場回答農民朋友關心的問題。

■武漢市80%菜籃子實現機械化生產，圖為農民正用機械
收割毛豆。

■張學忙副市長在梁子湖螃蟹文化節開幕式上致辭

■武漢市蔡甸區蓮藕節，一根「藕王」拍出6萬元。

（特刊）

■市長李憲生在湖北全省現代農業現場
會上發言，俞正聲、羅清泉、楊松、苗
圩、劉友凡等中央省市領導參會

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桑田嬗變看

■市領導涂勇（右二）、張學忙（右一）陪同湖北省副省長李春明（右四）和中國國民黨副
主席江丙坤（右三）為武漢台灣農民創業園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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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隨㠥中央政府對全國民生問題的高度關注，本屆武漢市政府亦將「親民」

作為最重要的執政理念，把經濟發展積累的公共財力應用於公共事務建設，讓百姓生

活乘上經濟發展快車，享受經濟增長「紅利」。「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從市民迫切

需要解決的事情入手，本屆武漢市政府努力讓市民感受㠥城市發展帶來的實際利益。

本報駐武漢記者 鄒珍貴、俞鯤、程菁亮

年辦十實事 民生入官員考核
從2003年起，武漢市開始每年選取十件與老百姓利益密切相關的實事，納

入當年《政府工作報告》，作為當年政府必須完成的目標任務，向全市市民通
報並接受監督，到2006年末，共辦理40件實事，累計投入26.5億元（人民幣，
下同），內容涉及住房、教育、醫療、就業社保、社區建設、環保綠化、社會
治安、農村農民等諸多方面，五年來，每年辦理十件實事已經演變成政府的
常設制度，每年十件實事的徵集都通過媒體廣泛徵詢市民意見，目前已經成
為市民反映訴求的重要渠道和政府收集民情、傾聽民意、吸收民智的重要平
台。
同時，武漢市考核官員沿用多年的GDP考核被弱化，今後武漢對各級官員

的考核將增加節能、環保以及科技創新等指標，而GDP、全社會固定資產投
資、出口總額等指標將不再向各區分解下達。此舉也促使官員將工作重點放
在重點項目和重點工程落實，切實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抓好市內60個重點耗
能企業的節能降耗上。

市委市府決意破「兩難一貴」
面對「就業難、上學難、看病貴」等幾大市民反映最突出的問題，武漢市

委書記苗圩在武漢市委十屆十一次全會上表示，未來兩三年內武漢將㠥重解
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和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近五年，武漢市財政共籌措社會保障和就業方面資金146.98億元用於城市低

保、下崗再就業和養老保險補助，年均遞增33.05％；對醫療衛生方面共投入
49.3億元，用於建設公共衛生體系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年均增長
17.6％。在教育方面，武漢市對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比例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
增長比例，僅2006年，市級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就達6.37億元，增長30％，全
市義務教育財政預算內投入19.84億元，增長29％，高於市級財政經常性收入
增幅近10個百分點。

城建近民生 105億奠民生基礎
貼近民生搞城建，是武漢市一直堅持的「有序城建」理念。武漢市2007年

城建投資規模再創新高，達到227億元，比上年整整多出52億元。其中，57億
元建造182處路橋連通千家萬戶，11.9億元潑綠全城，17億元建設過江通道改
善城市交通，13億元加快城市軌道交通建設，6億元「盤活」江城水，累計
105億元的城建資金投向民生。武漢市政府的思路是，城市建設是為了市民更
好的生活，必須堅持「人」是城市建設第一要素，把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
接、最現實的利益維護好、實現好。武漢市今年用105億元來加強「民生」項
目建設，這在武漢城建歷史上絕無僅有，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信號。

服務農民工 重文衛保收入
2007年3月，武漢正式啟動「百千萬工程」，為農民工提供免費公共衛生服

務。該工程具體內容是：為500名採石作業農民工進行免費職業病體檢；為
1000名農民工進行免費肺結核病篩查；為1萬名農民工免費注射乙肝疫苗。
為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難問題，武漢市教育部門出台多項政策，共接受農

民工子女入學約14萬人，314所公辦學校免收借讀費接納農民工子女，81.4%
的農民工子女在公辦中小學入學。
作為九省通衢的武漢擁有一個龐大的流動人口群體，為保障流動人群及其

子女的各項權益，武漢市專門公佈為外來人口服務的「十件實事」， 包括為外
來務工人員建設專用住房，組織不少於5萬個就業崗位的求職務工招聘洽談
會，落實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確保工資按時足額發放，保障外來人員子女平
等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實施農民工平安健康計劃。對存在職業病危害嚴重
的行業企業或地區的外來人口進行職業健康監護檢查，提供法律服務和法律
援助等。

漂亮的中央花園、開放的圖書室、寬敞的健身房，5年內，至少13
萬戶武漢中低收入家庭將要入住以此為標準的經濟適用房小區。2007
年8月，武漢市市長李憲生作出批示，將以「黃埔人家」為藍本，出
台經濟適用房建設標準，從整體上提高該市經濟適用房小區的宜居環
境。
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與中低收入人群最為密切相關，從今年起，武漢

市在每年年初設定當年經濟適用房的最高限價，07年的限價為小高層
每平方米不超過2800元，多層住宅則控制在每平方米2600元以內。
「黃埔人家」多層銷售均價為2458元/平方米，小高層2638元/平方
米，比當時同地段商品房每平方米低2000元以上。
房地產開發不能只靠高檔樓盤賺錢，要多替中低收入缺房戶㠥想。

為此，武漢市07年以來已批准開建經濟適用房項目29個，加上去年已
批計劃、今年動工的7個項目，共將建設473萬平方米經濟適用房，為
歷年之最。武漢市已明確提出，「十一五」期間將建設1200萬平方米
經濟適用房，使商品房與經濟適用房建設規模比率達到6：4，並規定
凡達到標準的經濟適用房開發建設單位，可作為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基
本隊伍，不達標者將即刻出局。

2007年6月26日，身為農民工的熊偉務工回家途中不幸溺水死
亡，武漢市政府向家住該市黃陂區羅漢街小熊灣的熊偉家送去3萬
元保險金，這是武漢市政府承保農民工人身意外傷害保險以來的首
筆賠付案。
今年4月份武漢市政府就投放資金450萬元，為該市75萬武漢籍農

民工購買了意外傷害保險，以保障他們在非工作時間的人身安全，
如工作之外發生意外傷害事故導致身故、殘疾、燒傷的，最高可獲
3.5萬元的保險金，其中醫療費用最高賠付為5000元。投保範圍是具
有武漢市農業戶口的中心城區到市外務工人員，遠城區到中心城區
或到市外務工人員，同時要求男性年齡在16至60周歲，女性在16至
55周歲。每人每年保費為6元，由武漢市、區財政部門共同承擔，
農民工不用自己掏錢，還可以獲得一份保障和公平。對此，武漢市
市長李憲生表示，保障農民工的權利，就是保障社會的公平與安
定，它是城市文明與進步的標誌。

■2006年全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0元，是2002年的1.58倍，年
均增幅12.1％，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4748元，是2002年的1.44倍，年均
增幅9.6％；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26.86平方米，比2002年提高4.7
平方米。

■2006年全市養老、醫療、失業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53萬人、196萬人
和91萬人，在湖北省範圍內率先建立農村低保制度，2006年10月底達
4.78萬戶、10.76萬人，基本實現應保盡保，殘疾人保障金徵收突破5000
萬元，比上年增長82%。

■2006年全市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8.3萬人，新增轉移農村勞動力6.5萬
人，新增就業崗位13.4萬個，實現殘疾人就業2175人，城鎮登記失業率
控制在5％以內。

■2006年全市森林覆蓋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人均公共綠地面積
21.88%、37.8%和9.32平方米，分別比2002年提高4.6個、3.6個百分點和
1.1平方米；中心城區污水集中處理率70%、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率75%，
分別比2002年提高48.6個和13.6個百分點。

■全市初中畢業生升學率86.13％，優質高中在校生比例提高至61.25％，
普通高校在校學生74.92萬人，2006年投入1.2億元用於農村義務教育，
比國家規定提前一年實現對
全市農村學生接受義務教育
免收學雜費。

■承辦「第六屆全國城市運動
會」，全社會投入20.19億元
修建體育場館40座，啟動
「與城運同行」全民健身計
劃，2006年以來落實全民健
身專項資金超過1000萬元，
全市經常參加體育鍛煉人數
超過360萬。

■全市建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96個，衛生服務站365個，
149.7萬農民參加新型農村合
作醫療試點，實現社區衛生
機構網絡和新型農村合作醫
療制度全覆蓋，居民平均預
期壽命達到77.3歲。

■全市17座區級以上公共圖書
館、19個博物館、紀念館對
公眾免費開放，每年為全市
2218個行政村放映1萬場電
影，有線電視行政村通村率
達到100%。

武漢市市長李憲生2007年初在武漢市十二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表示，武

漢要「切實解決民生，把群眾呼聲作為第一信號。」 今後5年武漢的民生

新面貌也躍然政府工作報告之上：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000元，年均增長10%以上。
■新增就業崗位60萬個。㠥力幫助零就業家庭和就業困難人員就業，促進
殘疾人、失地農民等特殊群體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低於5%。

■建立健全勞動關係協調機制，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完善分配制度，健
全工資增長機制，嚴格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制度。

■建設濱水生態城市，完成城區40個湖泊「一湖一景」工程。推進漢陽
「六湖連通」和武昌「大東湖」生態水網建設工程。完成長江、漢江80公
里岸線和鐵路沿線環境綜合整治。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達到40%以上，人
均公共綠地面積達到12平方米以上。

■建設後湖、四新、南湖等10個居住新城。基本完成中心城區新一輪舊城
改造。全面完成二環線以內「城中村」改造任務。

■對人均住房使用面積8平方米以下的低保家庭全面實施廉租住房保障。
■實施農村飲用水安全工程，農村安全飲用水普及率達到國家標準。建立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30萬人。

武漢社會發展有關數據

試點意外險
保75萬農民工

市長批示
樹經濟房典範

民生新面貌
躍然政府工作報告

■「黃埔人家」成為武漢市經濟適用房樣板工程

■武漢建設濱水生態城市，為市民提
供良好生活環境。

■武漢市長李憲生在武漢市黃陂區慰問低保家庭

■民生問題
是本屆武漢
市委市府高
度關注的問
題。圖為武
漢市委書記
苗圩(右 )和
武漢市長李
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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