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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位专家，各位来宾，首先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再次对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同时，对来自
中央各部门的专家、兄弟省市的专家、朋友们对北京新农村建设、“三农”工作、特别是山区的建设
发展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刚才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论坛发言，也听了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看了农委作的一个山区的片子，听
了延庆的介绍，很受启发，也很受教育。
我想就凝结成一句话，我对沟域经济的认识确实有了一个新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沟域经济概括成一句话，沟域经济既是模式，也是理念，更是境界。
所谓模式，其核心是解决了山区发展的模式，怎么走？
咱们都说城乡差距比较大，在农村，山区和平原同样存在差距，怎么把这块短板接上。
这几年，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城乡统筹的原理，十七届三中全会又给我们提出一体化的要求，北京在市
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了积极的探索。
沟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各区县的一种创造。
刚才片子上介绍，门头沟首次提出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早在这之前，我们各区县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创
造。
我们7个山区县都有自己很有特色的沟，凡是从城里面去的人，恐怕都深有体会。
我觉得这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产业的融合性，就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它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干预，而是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
北京农业有先天的优势，也有先天的不足。
先天的优势，农业不在自身，而在市场，市场容量很大。
在北京卖东西，不怕东西贵，就怕东西假。
一个苹果卖6万，一条鱼卖30万，怎么出来的？
就是北京的市场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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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区问题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研究课题，山区特殊的地理或自然障碍，使之在经济上要与其他
地区完全融为一体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如何在保证山区生态环境的同时，利用山区的资源优势，加快山区的经济发展，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所
面临的一个难题。
　　北京山区是建设宜居城市的生态屏障，是首都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建设“人文
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资源支撑区，是破除二元结构、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示范区，是
实现首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攻坚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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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规划先行。
沟域经济以统一规划为先导，利用资源优势，统筹安排，合理布局，精心打造。
沟域内的各项建设项目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依法有序进行。
5.农民主体。
广大农民是建设新山区的主体和依靠力量，是建设沟域经济的主力军。
坚持以人为本，培育和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闯市场的新型农民。
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试点沟域内的各项工程，优先农民干；社会力量参与的，也要把吸纳农民
就业作为重要条件。
6.政策集成。
充分利用现有小流域治理、新农村建设、“十百千”工程、生态搬迁等政策，将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新村创建、生态建设、旅游开发等工作统筹考虑，搭建沟域经济发展平台。
7.文化创意。
运用文化生产力提高农业附加值。
通过培育特色农产品，融入文化创意，升级特色农产品价值，拓宽销售渠道，克服农产品季节性强、
产品单一的弊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挖掘农村传统文化，整理、传承民间各类传统艺术活动。
培育发展特色艺术品制作，提升产品的内在品质。
8.开放合作。
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以功能为纽带整合区域资源，合作开发，共同发展，实现
山区与城区优势互补，要素资源优化配置。
同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生态保护协作，共同增强生态屏障功能；整合区域资源，推进山区县之间的
产业互补和整体发展；加强与城区乃至国内国际的合作，引进和培育高端产业，为实现区域跨越式发
展奠定基础。
总之，沟域经济是生态友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是高效富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经济形态
；是凸显首都资源特色的经济形态；是点线面协调、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形态；是服务首都、提升市
民生活质量的经济形态。
沟域经济代表了北京山区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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