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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整理模式的多元化探析

吴兰田 彭补拙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南京 21 009 3)

摘 要 随着我国人 口的增多
.

耕地的绝对和相对减少
,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

为保护耕地
,

实现我国耕

地总 t 动态平衡
,

土地整理工作已成为土地管理的中心内容
。

本文就土地整理模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

讨
,

阐述了土地整理模式的概念和意义
,

目前我国土地整理模式建立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

土地整理多元化模

式存在的必然性
,

以及建立土地整理模式的原则和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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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土地整理是指在一定区域内
,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采取行政
、

经济
、

法律和

技术手段
,

综合整治土地利用中不合理
、

不充分和混乱现象
,

调整土地利用和土地权属关系
,

改

善土地结构和生产
、

生活环境
,

增加土地可利用面积
,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的国家措

施 1j[
。

土地整理的内涵随一个国家经济
、

社会发展而相应变化
。

广义土地整理包括农地整理和非农地整理
。

农地整理
: 一是农田整理

,

包括地块合并
、

农

田平整
、

明渠改暗渠
、

坡地改梯田以及水冲砂压农田的垦复等 t2j ;二是荒地开发
,

包括荒山
、

荒

坡
、

荒滩
、

荒水等的开发和改造 ;三是中低产田治理 ; 四是划定地界
、

确定权属 ;五是改善环境
,

维护生态平衡 ;非农地整理
:

一是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

包括村庄改造
、

乡村工矿企业破坏土地和

废弃农业建设用地的整治垦复
、

平坟复田等 ;二是城镇建设用地的整理
,

包括旧城改造
、

城镇产

业用地置换闲置
、

低效用地的开发与再开发 ;三是大型建设项目用地的整理
,

包括工矿
、

交通
、

水利等建设直接破坏土地的复垦
、

线状工程两侧畸零土地的调整利用以及水库下游河道土地

的整治开发等圈
。

四是各级各类开发区用地整理 ;五是乡镇企业用地整理
。

1 土地整理的意义
1

.

1 土地整理是实现我国耕地总最动态平衡目标的重要举措

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形势严峻
:

一 是 人 均 耕 地 资 源 数 量 少

、

质 量 低

。

人 均 耕 地 不 及 世 界 人

均 耕 地 的
4 7%

,

全 国 耕 地 分 布 在 山 地

、

丘 陵

、

高 原 地 区 的 占 66 %
,

分 布 在 平 原 和 盆 地 的 仅 占

34 %
,

真 正 能 作 为 耕 地 的 面 积 占 总 土 地 面 积 的 14 %
,

不 到 20 亿亩
,

而 这 20 亿亩里
,

有 水 源 保

证 的 仅 占 39 % 3j[
。

二 是 近 年 来 我 国 耕 地 大 量 减 少

。
1986 一 1 995 年

,

统 计 的 非 农 地 建 设 占 用 耕

地 2960 万亩
,

而 实 际 远 远 高 于 此 数

,

据 对 一 些 省 抽 样 和 典 型 调 查

,

非 农 业 建 设 实 际 占 用 耕 地 数

一 般 是 统 计 数 字 的
2

.

5 倍左右 :3[
。

主 要 表 现 在 城 市 扩 展 和 开 发 区 盲 目 征 用 土 地 以 及 农 村 居 民

点 建 设 分 散 用 地 超 标

。

如 果 不 对 现 有 耕 地 加 以 保 护 和 对 占 用 耕 地 实 行 更 严 格 的 控 制 措 施

,

随

着 人 口
的 增 长

,

人 地 矛 盾 将 进 一 步 加 剧

,

达 到 人 口
高 峰 16 亿时

,

人 均 耕 地 将 只 有
1

.

08 亩了3j[
。

通 过 土 地 整 理 工 作

,

可 以 挖 掘 土 地 潜 力

,

更 加 有 效 地 配 置 土 地 资 源

,

提 高 土 地 利 用 效 益

,

减 少 土

地 浪 费

,

达 到 保 护 耕 地

,

实 现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的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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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土 地 整 理 是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的 最具 体 体 现

土 地 整 理 规 划 作 为 土 地 整理 的依 托
,

是 在 县

、

乡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指 导 下 编 制 而 成 的

,

县

乡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是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体 系 中 的 基 础

,

是 依 据 国 家 级

、

省 级

、

市 级 总 体 规 划

编 制 而 成

,

具 有 全 局 性

、

战 略 性 和 长 远 性

。

土 地 整 理 规 划 突 出 研 究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的 优 化 和 空 间

定 位 配 置 闭

,

把 县

、

乡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内 容 完 善

、

补 充

,

并 落 实 到 具 体 空 间 地 块

,

明 确 每 个 地

段 的 具 体 用 途

,

形 成 具 体 的 土 地 整 理 规 划 图

,

直 接 对 土 地 整 理 提 供 指 导

。

1
.

3 土 地 整 理 可 以促 进城 镇 土 地 利 用 合 理 布 局
,

从 外 延 扩 展 向 内 涵 挖 潜 转 变

。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通 常 是 在 长 期 历 史 发 展 中 形 成 的

,

不 同 时 期 往 往 有 不 同 的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布

局 要 求

。

历 史 上 合 理 的 布 局

,

在 今 天 可 能 是 不 合 理 的

,

这 要 根 据 城 市 发 展 规 律 和 新 时 期 城 市 发

展 要 求 不 断 进 行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布 局 调 整 和 旧 城 区 的 改 造

。

城 市 的 土 地 整 理 就 在 于 控 制 城 市 土

地 的 外 延 扩 展

,

挖 掘 内 部 潜 力

,

盘 活 现 有 存 量

,

达 到 高 度 集 约 化 利 用

,

充 分 合 理 布 局 的 目 的

。

1
.

4 土 地 整 理 农 业 和 农 村 现 代化 建 设 奠定 了 基础

土 地 整 理 对 规 划 区 内农 业 生产 区
、

工 业 区

、

住 宅 区

、

副 食 品 基 地 等 进 行 合 理 布 局 和 功 能 划

分

,

对 区 内 的 农 田 水 利 设 施

、

道 路

、

田 块 大 小 和 方 向 进 行 科 学 的 安 排

。

通 过 土 地 整 理

,

建 成 区 田

块 连 片

,

格 田 划 一

,

道 路 畅 通

,

水 泥 沟 管 联 网

,

排 灌 渠 系 配 套
闻

,

有 利 于 农 业 规 模 经 营 和 高 效 优

质 化

,

为 农 业 现 代 化 建 设 创 造 条 件

。

1
.

5 土 地 整 理 还 可 以 加 速农 村城 镇 化 进 程

通 过对 农 村 居 民 点
、

乡 镇 企 业 用 地 的 改 造

,

将 其 集 中 统 一 规 划

,

加 强 集 聚 规 模 效 益

,

推 进 农

村 剩 余 劳 动 力 向 城 镇 转 移

,

加 快 城 镇 化 步 伐

。

2 我 国土地 整理模 式 的发展现 状

目前我国土地整理的模式主要反映在对农村土地整理上
,

归 纳 起 来 有 以 下 两 种

:

2
.

1 综合土地 整理模式

即田
、

水

、

路

、

林

、

村 等 的 综 合 整 顿 和 治 理

。

这 种 模 式 是 为 了 合 理 利 用 土 地

,

改 善 农 业 内 部

用 地 结 构

、

农 业 生 产 条 件 和 农 民 生 活 条 件

,

对 农 村 土 地 的 利 用 在 空 间 上 科 学 组 织 和 合 理 配 置

,

对 农 田 进 行 基 本 建 设 和 综 合 治 理

,

对 农 村 居 民 点 进 行 改 造 的 综 合 措 施
t5j

。

这 类 综 合 土 地 整 理

大 多 发 生 在 我 国 东 部 平 原 区

。

如 上 海 奉 贤 县 推 行

“

三 个 集 中

”

的 战 略 (工业区向园区集中
,

居 民

向 集 镇 集 中

,

耕 地 向 规 模 经 营 集 中 )
,

通 过 土 地 整 理

、

整 治 和 建 设

,

开 展 整 治 的
6 个镇 可增 加

2086 亩耕 地
,

占 原 有 耕 地 面 积 的 22
.

32 % 闹
。

2
.

2 专项土地整理

它 的特点是 因地制宜
,

突 出 重 点

,

从 当 地 挖 掘 耕 地 潜 力 最 易 见 效 着 手

。

主 要 包 括

:

2
.

2
.

1 农 村 居 民点 的 改 造
,

这 种 模 式 又 分 三 种

:
一 是 村 庄 内 部 的 改 造

,

如 河 北 黄 弊 市 齐 家 务 乡

三 牛 村 是 个 有 538 家农户的大村
,

但 由 于 村 民 近 年 来 纷 纷 在 村 田 边 区 盖 新 房

,

村 内 大 面 积 的 旧

宅 区 成 了 无 人 居 住 的 空 心 村

。

为 解 决 农 户 盖 房 外 扩 占 地 问 题

,

村 委 对 村 内 旧 宅 区 进 行 整 治 改

造

,

平 整 出 可 用 宅 基 地 82
.

7 亩
。

二 是 村 庄 搬 迁

,

是 指 单 个 村 庄 整 村 搬 迁 或 部 分 搬 迁

,

另 辟 坡 地

或 劣 质 地 作 为 新 村 用 地

,

退 出 原 来 村 庄 占 用 的 耕 地 或 好 地

。

如 河 南 坟 上 县

“

规 划 浓 缩 旧 村 庄

,

挖 复 垦 新 农 田

” ,

已 完 成 搬 迁 改 造 的 村 庄 有 65 个
,

共 腾 田 造 地 6 338 亩
。

三 是 村 庄 兼 并

,

指 将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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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规 模 小
,

布 局 分 散 的 农 村 居 民 点 合 并 为 大 村

,

集 体 统 一 建 设

,

将 迁 走 的 旧 村 址 退 耕 还 田

。

浙

江 海 宁 市 农 村 村 民 建 房 星 罗 棋 布

,

农 村 居 民 点 呈 现 散

、

乱

、

多 的 特 点

。

全 市
286 个行政村

,

拥 有

14 19 4 个 农 村 居 民点
,

平 均 每 个 村 有 50 个居民点
,

平 均 每 个 居 民 点 仅 10 户
,

宅 基 地 面 积 过 大

,

村 内 空 闲 地

、

荒 废 地

、

废 沟 塘 很 少 利 用

,

海 宁 市 为 填 补

“

空 心 村

” ,

将 全 面 实 行 撤

“

小

”

点 并

“

大

”

点

村 庄 规 划

,

按 此 规 划

,

全 市 可 节 省 耕 地 3 万亩川
。

2
.

2
,

2 乡 镇 企 业 的 集 中
。

将 大 量 以 原 来 的 自 然 村 落 为 依 托

,

零 散 分 布 的 乡 村 企 业 向 小 城 镇 或

工 业 园 区 集 中

,

并 将 原 址 复 垦

。

乡 镇 企 业 的 集 中

,

一 般 伴 随 小 城 镇 建 设

、

村 镇 建 设

、

村 庄 兼 并 进

行

,

按 科 学 规 划 实 施

。

天 津 市 西 清 区 张 家 窝 镇 按 照

“

控 制 总 量

,

盘 活 存 量

,

保 护 耕 地

”

的 指 导 思

想

,

确 定 了

“

人
口

向 城 镇 集 中

,

工 业 向 小 区 集 中

,

土 地 向 农 场 集 中

”

的 集 约 利 用 土 地 的 发 展 方 向

,

将 散 居 在 16 个村的 2
.

8 万人 口
,

按 规 划 逐 步 向 城 镇 集 中

,

将 原 村 庄 住 宅 用 地

、

乡 镇 企 业 用 地 逐

年 还 耕 或 用 于 农 业 产 业 化

、

社 会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

2
.

2
.

3 农 地 整 理
。

是 在 耕 作 区 进 行 地 块 合 并

、

农 田 平 整

、

兴 修 水 利

、

调 整 道 路

、

坡 改 梯 等

,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条 件

,

增 加 耕 地 面 积 的 治 理 措 施

。

如 江 苏 吴 江 平 八 农 业 示 范 区

,

总 面 积 5066 亩
,

自

19 95 年秋起
,

在 原 有 的 基 础 上

,

对 基 本 农 田 进 行 复 垦 整 治

,

开 新 河

,

填 老 河

,

从 京 杭 运 河 中 取

泥

,

复 垦 荒 水 面

、

低 洼 地

,

经 复 垦 整 治

,

净 增 粮 田 298 亩闭
。

2
.

2
.

4 开 荒 复 垦
,

充 分 利 用 空 闲 地

,

增 加 耕 地 面 积

。

如 湖 北 随 州 市 对

“

四 荒

”

(荒山
、

荒 水

、

荒

坡

、

荒 滩 )和
“

四 废

”

(砖瓦厂
、

道 路

、

工 矿 地

、

宅 基 地 )等进行了复垦
,

19% 年开发复垦土地 55500

亩
,

其 中 开 垦 耕 地 4 218 亩
,

净 增 耕 地 35 54 亩
。

3 我 国 土地整 理模 式发 展 中的问题

3
.

1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理 论 滞 后 于 实 践
,

规 划 不 够 规 范

土 地 整 理 在 我 国 刚 刚 兴 起

,

相 应 的 理 论 及 技 术 研 究 较 落 后

,

各 地 区 只 是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摸 索

前 进

。

同 时 有 些 地 方 在 区 域 土 地 整 理 项 目 中

,

实 施 前 由 地 方 党 政 领 导 及 土 管

、

农 业

、

水 利 等 业

务 部 门 现 场 踏 勘

,

口
头 确 定

,

即 开 始 动 工 闭

,

即 使 规 模 较 大 的 项 目

,

做 了 规 划

,

也 没 有 经 过 充 分

论 证

,

因 此 规 划 是 否 合 理 有 待 商 榷

。

3
.

2 土 地 整 理 工 程缺 乏 明 确 的 程 序 和 相 应 的配 套 政策

土地 整 理 是 一 项 复 杂 的 系 统 工 程
,

涉 及 面 广

,

开 展 此 项 工 程 时 应 有 一 套 必 须 严 格 遵 守 的 程

序

,

但 在 我 国 目 前 各 地 进 行 的 土 地 整 理 工 程 都 没 有 明 确 的 程 序

。

土 地 整 理 中 需 要 改 变 界 线

,

打

破 村 界

,

涉 及 到 利 益 调 整

,

缺 乏 相 应 的 配 套 政 策

。

3
.

3 土 地 整理 缺 乏 明 确 而稳 定 的 资 金 筹 集 渠道

整理 复 垦 一 亩 耕 地 一 般 需 要 200 0一 4000 元
,

对 一 个 市 来 说

,

一 年 需 投 人 数 百 万 至 上 千 万

元
闻

,

这 笔 资 金 目 前 多 由 市

、

镇 (乡 )两级政府投人为主
,

除 了 可 从 农 业 发 展 基 金 中 拨 出 一 部 分

外

,

多 由 政 府 领 导 临 时 筹 措

,

镇 一 级 在 乡 镇 企 业 中 筹 措

。

由 于 各 市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不 同

,

以 及 乡

镇 企 业 的 多 少 不 一

,

经 济 实 力 各 有 差 异

,

筹 措 资 金 也 就 没 有 可 靠 保 障

,

这 给 土 地 整 理 工 作 的 进

一 步 开 展 带 来 困 难

。

3
.

4 我 国 还 没有 建立 一 套 完 整
、

健 全 的 土 地 整 理 的 法 律 和 法 规

土 地 整 理 在 调 整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和 土 地 关 系 时

,

会 涉 及 到 土 地 权 属 置 换 重 划 等 法 律 问 题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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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 给予保障
,

以 便 于 土 地 整 理 工 程 的 顺 利 进 行

,

同 时 也 有 利 于 保 护 土

地 权 利 人 的 合 法 权 益

。

3
.

5 对 土 地 整 理 的成 果 缺 乏 效 益 分 析 评 价 体 系

土地 整理 不仅 要 体 现 社 会 经 济 效 益
,

还 要 保 证 生 态 效 益 的 实 现

。

土 地 整 理 是 人 们 通 过 采

取 各 种 土 地 利 用 工 程

,

对 土 地 资 源 进 行 深 人 开 发

、

整 治

、

重 划

,

这 种 对 自 然 的 干 扰

,

会 使 土 地 利

用 系 统 趋 于 人 工 系 统 的 特 征

,

系 统 运 转 速 度 增 快

,

社 会 经 济 效 益 提 高

,

但 系 统 本 身 也 变 得 更 加

脆 弱

,

系 统 的 缓 冲 性 能 降 低

,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的 潜 在 威 胁 加 强 闭

。

因 此 有 必 要
建

立 适 合 当 地 自

然 经 济 条 件 的 综 合 的 效 益 分 析 评 价 体 系

,

避 免 土 地 整 理 可 能 出 现 的 负 面 影 响

。

4 我 国土 地整理 模式 的 多元 化及 其存 在 的必然 性

目前在我国各地开展的土地整理形式多种多样
,

呈 现 出 多 元 化 的 特 征

。

这 种 多 元 化 模 式

的 存 在 是 必 然 的

,

其 原 因 在 于

:

4
.

1 各 地 区 自然 条 件 的 差 异 决 定 了土 地 整 理 模 式 的 多 元化

我 国东 部 与 西 部
、

南 部 与 北 部 水 热 条 件

、

地 形 地 貌

、

土 壤 以 及 景 观 等 差 异 很
大

,

农 业 结 构 和

布 局 也 因 此 产 生 很 大 差 异

,

表 现 在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和 方 式 上 必 然 大 不 相 同

,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就 不 能

千 篇 一 律

,

各 地 应 根 据 当 地 的 自 然 条 件 建 立 出 相 应 的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

4
.

2 各 地 区 社 会 经 济条 件 的 不 同 决定 了土 地 整 理 模 式 的 多 元 化

我 国 各地 经 济 发 展 极 不 平 衡
,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较 好

,

农 村 经 济 实 力 较 强 的 地 区

,

可 以 将 保 护

耕 地 与 农 业 现 代 化 建 设

、

农 村 城 镇 化 以 及 可 持 续 发 展 相 结 合

,

对 土 地 进 行 综 合 整 理

,

建 立 一 套

较 为 完 整

,

具 有 长 期 性

、

战 略 性 的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

而 在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较 差

,

农 村 经 济 实 力 较 弱

的 地 区

,

应 根 据 当 地 的 实 际 选 准 项 目

,

突 出 重 点

,

逐 级 推 进

,

建 立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

整 理 一 片

,

见 效

一 片

。

4
.

3 土地整理的 内容复杂
,

涉 及 面 广 决 定 了 土 地 整 理 采 取 多 元 化 的 模 式

土 地 整 理 包 括 田

、

山

、

水

、

路

、

林

、

村

、

镇 等 的 综 合 治 理 和 整 顿

,

各 地 区 原 有 的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设 计 就 不 相 同

,

加 上 各 地 人 们 利 用 土 地 方 式 和 生 产 生 活 习 惯 的 差 异

,

土 地 整 理 的 内 容 必 然 各 不

一 样

,

从 而 形 成 了 土 地 整 理 多 元 化 的 模 式

。

4
.

4 土 地 整 理 投 入 大
,

资 金 筹 集 渠 道 的 不 同 也 会 造 成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的 多 元 化

土 地 整 理 是 一 项 投 资 很 大 的 基 础 工 程

,

虽 然 土 地 整 理 是 调 整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和 土 地 关 系 的

国 家 措 施

,

但 从 我 国 国 情 出 发

,

完 全 或 大 部 分 由 国 家 负 担 是 不 太 现 实 的

,

只 能 由 国 家

、

集 体

、

个

人 三 方 共 同 承 担

。

各 地 出 资 方 式

、

利 益 分 配 机 制 的 不 同 也 会 给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的 建 立 带 来 影 响

。

4
.

5 各 地 区 地 界
、

土 地 权 属 情 况 不 同 也 会 造 成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的 多 元 化

土 地 整 理 要 合 并 地 块

,

包 括 对 一 些 插 花 地

、

破 碎 地 的 调 整

,

会 牵 涉 到 土 地 权 属 单 位 之 间 的

协 调 和 统 一

,

各 地 土 地 权 属 情 况 不 一

,

调 整 方 式 也 会 不 同

,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就 会 产 生 差 异

。

5 建 立土 地 整理 多元 化模 式 的原则 和程序

5
.

1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建 立 的 基 本 原 则

5
.

1
.

1 统 一 性 原 则
。

土 地 整 理 是 一 项 长 期 的

、

复 杂 的

、

艰 巨 的 系 统 工 程

,

开 展 土 地 整 理 要 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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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

3 实 施和 验 收 阶段
。

验 收 是 对 实 施 成 果 的 检 验 和 评 价

,

也 是 土 地 整 理 程 序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个 环 节

。

6 结语

土地整理工作在我国刚刚展开
,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的 建 立 必 然 要 靠 各 地 在 实 践 中 不 断 摸 索

,

同

时 还 应 借 鉴 国 外 成 功 的 土 地 整 理 经 验

,

比 如 德 国 就 是 一 个 在 土 地 整 理 方 面 做 得 卓 有 成 效 的 国

家

,

有 一 套 严 格 的 运 作 程 序

,

并 且 土 地 整 理 计 划 详 细 具 体

,

可 操 作 性 强 闭

。

借 鉴 国 外 经 验

,

更

要 结 合 我 国 国 情

,

因 地 制 宜 建 立 具 有 各 地 特 色 的 土 地 整 理 模 式

,

充 分 显 示 土 地 整 理 在 我 国 产 生

的 巨 大 效 益

,

力 求 实 现 耕 地 总 量 动 态 平 衡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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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
。

这 将 对 长 江 流 域 整 治 经 济 的 持 续 发 展 有 重 大 意 义

。

7
,

我 国 土 壤 与 环 境 问 题 有 关 基 础 应 用 与 开 发 项 目 的 研 究

。

在 开 发 以 上 各 项 研 究 的 同 时

,

必 须 注 意 土 壤 与 环 境 问 题 的 各 个 方 面 的 深 人 研 究

。

包 括

:
土 壤 与 古 环 境

、

古 地 貌
;
土 壤 物 质 循

环 气 全 球 变 化
;
土 壤 污 染 物 质 的 转 化 规 律 与 形 成 因 素

;
水 土 资 源 的 变 化 规 律 与 调 控

;
城 市 与 城

郊 土 壤 的 基 本 特 性
、

发 生 分 类 及 其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
土 壤 资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与 环 境 影 响

;
土 壤 信 息

与 遥 感 技 术 的 应 用
;
土 壤 新 仪 器 设 备 与 手 段 的 研 制 与 开 发

;
土 壤 环 境 技 术 与 成 果 的 开 发

、

转 化

与 推 广 应 用 等

。

总 之

,

土 壤 与 环 境 问 题 是 关 系 我 国 国 民 经 济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重 要 研 究 课 题

。

为 适 应 我 国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

需 要 借 鉴 国 内 外 已 有 的 经 验

,

组 织 有 关 学 科 与 部 门 共 同 完 成

。

我 们 坚 信

,

在 党 和

政 府 领 导 下

,

今 后 只 要 加 强 综 合 协 作

,

发 挥 土 壤 学 及 各 学 科 的 优 势

,

我 国 土 壤 与 环 境 的 研 究 与

治 理 工 作 必 将 在 跨 世 纪 中 获 得 新 的 推 进

,

并 在 推 进 我 国 社 会 经 济 建 设 中

,

作 出 新 的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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