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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关键看人气。没出正月，中

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

村就早早地告别假日的状态，洒水扫路，端

出新鲜的草莓，一切就绪，喜迎八方来客。

58 岁的丁雯从新疆阿克苏来，这是她

第二次来到小岗村，对比两年前所见的村

容村貌，她不禁感慨 ：“又变了，好多地方

已经不认识了。”远处，几台工程机械车辆

正在施工，再过一段时间，小岗村的外环

路就会畅通起来，更加方便节假日游客的

出行，助力 5A 级景区创建。要知道，该村曾

经在 2019 年 5 月 1 日当天接待游客超过 3
万人次，直逼黄山风景区。

作为一名 3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丁雯

这次回到蚌埠探亲，特意带上家人重访附

近的小岗村。在她看来，“小岗是中国农村

改革的发源地，眼下学习党史就要好好温

习‘大包干’这一课，让全家人都来实地感

受小岗村的历史巨变。”

年轻导游吴静一天的工作，是从万里

同志题写馆名的“大包干”纪念馆开始的。

“1978 年以前，小岗村是有名的‘三靠村’，

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现

在是‘三红村’，从大包干的红手印，到土

地确权颁证的红簿子，再到农村集体经济

的分红利，群众过上了红红火火的生活。”

出于经验，每当此时，吴静会稍做停顿，等

待 参 观 者 的 提 问 ——“ 你 是 小 岗 人 吗 ？拿

到分红了吗？”她习惯了用略显平静的语

气回答：“我是土生土长的小岗人，连续 4
年有分红，就连我 5 岁的孩子也有！”

18 个红手印开启农村改革序幕

民 以 食 为 天 ，那 段 艰 难 的 岁 月 ，“ 粮

食”“饥饿”两词深深刻进小岗人的集体记

忆中。“大包干”纪念馆的起展处，便是

一幅粮食产量表：100 多人的小岗村，1966
年-1976 年间，粮食产量始终徘徊在 3 万斤

左右，触目惊心的是，1966 年人均口粮仅

有 110 斤。村民长期吃供应粮，1975 年整整

吃了 10 个月。

“种地的，不能养活自己，还要靠国家

来 救 济 ，脸 上 无 光 呀 ！”78 岁 的 严 金 昌 回

忆，“一天几顿稀饭，没见过干饭的影子，

最盼着春天，可以挖野菜充饥”。

在生存和尊严面前，小岗人只能无奈

地舍弃后者，别上一副“凤阳花鼓 ”，外出

讨生活。“如果有一线生机，都不想出门要

饭。”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今年

78 岁，仪表堂堂、身板挺直。他至今仍记得

当年头一回讨饭，实在不好意思走到人家

门口，“有好心人会倒上一碗稀饭，不在饭

点时，人家会给一小把米，我就紧紧攥在

口袋里，生怕丢了一粒”。

报告文学作家温跃渊回忆，严金昌家

当时屋前还有两三分地，他把种的生姜弄

到 淮 北 去 换 山 芋 干 ，一 次 在 固 镇 县 换 了

128 斤山芋干，往家挑，挑不动了，就数着

电线杆子挪脚步。即使这样的讨饭户，“割

资本主义尾巴”也割到他头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深刻指出：“政

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

配上存在着严重平均主义倾向，这种体制不

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

了国家对农业的巨大投入，致使农业生产的

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比较缓慢。

不过，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面对严峻的农村经济形势，有的地方实行

“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率先进行

改革试验。1978 年，安徽省遭受大旱灾，秋

种遇到严重困难。安徽省委决定把部分土

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

不计口粮 。这一应急性措施，立即将群众

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地出现了全家男女

老幼齐下地的景象。

借 地 ，无 疑 唤 起 了 农 民 生 产 积 极 性 ，

他们头脑里一直被压抑的“ 单干 ”念头重

新 冒 了 出 来 。1978 年 12 月 的 一 个 沉 沉 寒

夜，村民严立华家的煤油灯散发着希望之

光。关友江、严俊昌、严宏昌、严金昌等 18
户村民在此按下红手印，立下生死状，将

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

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这一年，严金

昌刚刚 30 岁出头，大部分人年纪相仿，这

群敢为天下先的农村青年，就这样吼出了

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声“惊雷”。

“ 大 包 干 ”第 一 年 ，小 岗 村 粮 食 总 产

量 13.3 万斤，人均收入 400 元，20 多年吃救

济粮的历史戛然而止。“大包干”揭开了我

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

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渐确立，

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为全面改革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从“温饱线”步入“富裕门”

改革之路，道阻且长，难免迂回曲折。

由于小岗村田少地薄、交通闭塞，虽然“跨

过温饱线”，却“未进富裕门”。盛名之下的

小岗，与其他乡村一样，一度遭遇发展的

困境，为此受到了外界的质疑 ：小岗是不

是躺在了历史的功劳簿上？

为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展农村经

济，2004年，作为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沈

浩从安徽省财政厅到凤阳县任小岗村党支

部第一书记。近 6 年时间里，他修路强基，招

商引资，发展产业，试点土地流转，开展适

度规模经营，让村民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这期间，小岗人曾用他们惯用的方式——

两次按下红手印，挽留届满的沈浩。

为 了 小 岗 的 发 展 ，沈 浩 呕 心 沥 血、鞠

躬尽瘁，最终倒在了深爱的这片土地上 。

继“大包干精神”之后，“沈浩精神”成为小

岗村的又一座精神丰碑，激励着小岗人走

上发展的快车道。

2016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主持召开农村

改革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小岗人牢记

总书记嘱托，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为主线，不断深化农村关键领域改革。

“我们对集体土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

进行了确权登记颁证，巩固了所有权，稳定

了承包权，用活了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

成效明显。”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

土 地 确 权 为 土 地 流 转 奠 定 了 产 权 基

础，让农民吃了“定心丸”，推动土地向种田

能手集中。此外，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

设，让小田变大田，更加有利于连片机械化

操作。一批返乡创业青年因地制宜组建家

庭农场和合作社，带着村民共同致富。

1979 年 出 生 的 殷 玉 荣 曾 经 在 外 跑 运

输，返乡后办起了养猪场，获评小岗村致

富带头人。富起来的殷玉荣看到村里土地

闲置的现象，萌生了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

的念头。小殷村民组 43 户村民以 584.81 亩

土地经营权入股，加入殷玉荣牵头成立的

民 益 土 地 股 份 合 作 社 。入 股 农 户 可 获 得

“三金一补”收益。

“ 过 去 外 人 常 说 小 岗 发 展 不 足 ，今 天

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农产品加工为核心，

全域旅游、培训教育、农村电子商务为补

充的‘ 一二三产融合 ’的产业发展格局在

这里基本形成 。”李锦柱向记者出示了一

份“ 小 岗 村 2021 年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安 排 ”，

其 中 细 化 到 68 项 具 体 任 务 ，每 一 项 都 对

应着凤阳县和小岗村的具体单位，全年发

展方向与具体路径一目了然。

分享改革红利，共促乡村振兴

“ 只 有 业 态 丰 富 了 ，村 民 的 增 收 渠 道

才能更宽广。”在李锦柱看来，乡村振兴不

仅仅是硬件建设，更重要的是把人气提起

来，让村民人人参与经营，个个有赚头。如

今在小岗村，春天草莓节、夏天葡萄节、元

宵夜市⋯⋯各种节庆活动轮番上演，政府

搭台，百姓唱戏，农家乐家家爆满，村民家

的土特产被外来游客抢购一空。

李 锦 柱 至 今 记 得 ，有 一 年 葡 萄 节 ，大

包干“带头人”关友江家开的农家乐，一个

中午接待了 43 桌。“关友江的老伴笑着对

我说，你们怎么一下子弄来这么多人，鸡

被吃完了，鸡蛋也炒完了！”

改 革 的 终 极 目 标 是 让 所 有 人 享 受 到

发展的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随着小岗村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三变 ”（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的

不断深入，村民从昔日的“户户包田”转变

为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

2020 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再创新

高，达到了 1160 万元。自 2018 年起，小岗村

连 续 4 年 分 红 ，村 民 人 均 分 红 金 额 从 350
元、520 元、580 元增加到 600 元。

在小岗村，每一年的分红大会也是一

场表彰大会，坐在前排的是昔日的“ 大包

干”带头人，以及村里评出的“美德少年”、

新入学的大学生代表等。李锦柱印象最深

的是，2019 年人均分红 520 元，喜欢与群众

打成一片的他在场打趣地问道：“520 是什

么数字？”大家齐声呼道：“我爱你！”

“小岗人打心底发出了对党的热爱之

情，那一幕，让所有人为之动容，感恩的小

岗人始终不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小岗

人的新生活 。”李锦柱深情地说，“我们也

希望，小岗的未来一代把这种爱党爱国的

情怀传承下去。”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如今小岗

村这片希望的田野，以更加开放的胸怀迎

接有志青年的到来。

80 后 的 潘 苗 苗 是 安 徽 农 业 大 学 的 一

名在读博士生，当年她带着“ 全谷物食品

项目 ”落户小岗村，根据当地小麦软硬适

中 的 品 质 特 征 ，采 用 欧 盟 标 准 的 先 进 工

艺，成功研发出七彩谷物杂粮意面、儿童

谷蔬面、时尚意大利面等小岗系列面条产

品，填补我国高档全谷物意面的空白。

85 后 的 李 飞 是 小 岗 村 首 批 “ 引 智 上

岗 ” 的 博 士 ， 负 责 村 里 “ 弘 浩 书 院 ” 的

运 营 ， 定 期 举 办 文 化 沙 龙 ， 推 广 国 学 经

典，打造书香村庄，推动文化振兴。“明

显 感 觉 到 ， 随 着 产 业 项 目 的 相 继 落 地 ，

小 岗 的 年 轻 人 越 来 越 多 ， 每 到 晚 上 ， 大

家 济 济 一 堂 ， 畅 谈 人 生 理 想 ， 商 讨 创 业

计划。”李飞说。

来自山东临沂的李飞成为小岗村第 17
位荣誉村民，也是迄

今为止年纪最小的荣

誉村民。“这份荣誉是

对我工作的认可，下

一步我打算在小岗尝

试具体的农业项目，

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

跨越。”他说。

3 月 4 日，来自河南的骑行队在小岗村游览，队员年龄大多在 60 岁到 70 岁之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摄

从18个红手印到一句“520”

小岗村：没有躺在历史“功劳簿”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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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青年陈敬萍用 20 亩流转土地，建起了草莓大棚。3 月 4 日，她在自家大棚里向前来采摘的游客介

绍草莓品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磊/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当 杨 小 运 开 着 私 家 车 在 车 水 马 龙

的城市娴熟穿行，40 年前收获人生第

一辆自行车的记忆，仍不时涌到眼前。

1979 年 ， 面 对 吃 不 上 饱 饭 的 困 难

局 面 ， 湖 北 应 城 杨 河 公 社 六 房 生 产 队

队长杨小运把全队分成 3 个生产组，再

将 田 分 到 组 。1980 年 夏 收 ， 生 产 队 一

下子就完成了全年粮食定购任务。

1981 年 8 月，在完成国家征购粮任

务外，24 岁的杨小运将超 产 的 5000 多

公 斤 粮 食 卖 给 国 家 。 当 应 城 县 委 办

的 翟 姓 科 长 下 乡 调 研 ， 问 他 有 什 么

要 求 时 ， 杨 小 运 摸 着 脑 袋 想 了 半

天 ， 说 ：“ 我 想 买 一 辆 永 久 牌 自 行

车 。”——这在当时是公认的家庭“三

大件”之一。

随 后 当 地 媒 体 一 条 《种 粮 状 元 超

售 万 斤 粮 只 想 买 辆 自 行 车》 的 短 消

息，让他成了“新时代农民典型”。他

当 选 为 全 国 第 六 届 人 大 代 表 ， 武 汉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成 教 班 毕 业 后 从 一 个 农 民

一 步 步 成 长 为 应 城 市 农 委 副 主 任 ， 为

全 市 数 十 万 亩 农 田 从 分 田 到 户 到 土 地

流转、规模经营而操心。

如 今 ， 杨 小 运 的 自 行 车 被 存 放 在

应 城 市 档 案 馆 最 显 眼 的 位 置 ， 他 超

卖 万 斤 粮 食 的 发 票 保存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

这 位 农 村 土 地 改 革 四 十 年 的 参 与

者 和 见 证 者 说 ， 自 己 是 撞 了 时 代 的 大

运 。 这 背 后 ， 亿 万 中 国 农 民 随 时 代 大

潮奔涌向前。

“中国农村改革发端于土地，每一

次 农 村 改 革 都 是 从 调 整 农 民 和 土 地 的

关系开启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研究院院长邓大才教授说，“改革开放

以 来 中 国 农 村 土 地 制 度 的 创 新 实 践 ，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

他 把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的 农 村 土 地 改

革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分”。

1978 年 ， 作 为 开 启 农 村 土 地 改 革

的 标 志 性 事 件 ， 为 了 吃 上 一 顿 饱 饭 ，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 18 位农民在包干到

户的“生死状”上摁下红手印。

小 岗 村 的 星 星 之 火 ， 迅 速 燎 原 。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随 之 开 启 ， 彻 底

打 破 了 以 生 产 队 及 生 产 大 队 为 单 位 的

“大锅饭”体制，奏响我国农村土地改

革的第一部曲。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

弯 。”“ 交 够 国 家 的 ， 留 够 集 体 的 ， 剩

下都是自己的。”亿万农民在焕发粮食

生 产 积 极 性 ， 中 国 农 村 迅 速 由 “ 贫 困

饥饿”到“温饱有余”。

1984 年 ， 出 现 了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的 首 次 粮 食 过 剩 ，1985 年 出 现 了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首 次 农 村 消 费 占 全 国 绝 对

比重的态势，“中国农民从此告别了饥

饿的历史”。

邓 大 才 教 授 分 析 ， 这 个 阶 段 是 针

对 当 时 集 体 经 济 “ 统 得 过 死 ” 作 出 的

反应。“这一分，农产品从短缺到极大

丰富，一下子就把农村搞活了。”

第二个阶段是“活”。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伴随着打

工 潮 的 出 现 ， 农 村 青 壮 年 劳 动 力 走 向

城 市 ， 党 的 十 五 届 三 中 全 会 明 确 ， 农

户 承 包 地 使 用 权 可 以 自 愿 、 有 偿 流

转 。 原 来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是 既 有

承 包 又 有 责 任 ， 这 个 阶 段 ， 土 地 开 始

流转，“活起来，是工业化城市化必然

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是“合”。

2005 年 ， 征 收 了 2600 多 年 的 农 业

税 从 此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 结 束 了 种 田 缴

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免除农业税，实

际 上 免 的 是 土 地 税 ， 这 是 农 村 土 地 制

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在 工 业 化 、 城 镇 化 快 速 发 展 背 景

下 ， 大 量 人 口 离 开 农 村 ， 原 来 家 家 户

户 种 地 的 农 民 出 现 分 化 ， 承 包 农 户 不

经 营 自 己 承 包 地 的 情 况 越 来 越 多 ，

“合”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2014 年，中共中央办 公 厅 、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关 于 引 导 农 村 土 地

经 营 权 有 序 流 转 发 展 农 业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的 意 见》， 明 确 指 出 ， 土 地 流 转

和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是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的

必 由 之 路。

土 地 规 模 开 始 集 中 整 合 ， 家 庭 农

场 、 合 作 社 、 龙 头 企 业 、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等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蓬 勃 兴

起 ， 目 前 我 国 各 类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数 以 百 万 计 ，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达 到 千 万

量级。

“ 土 地 性 质 从 此 发 生 了 深 刻 变 化 ，

从 生 存 的 工 具 ， 变 成 了 生 产 要 素 ， 传

统 的 农 村 农 业 开 始 向 现 代 农 业 转 变 。”

邓大才教授说。

他 对 此 解 读 ， 与 这 三 个 阶 段 相 对

应 ， 中 国 的 农 村 土 地 政 策 出 现 了 三 次

大 的 调 整 ， 第 一 阶 段 是 赋 予 了 农 民 承

包 权 ； 第 二 阶 段 承 包 权 与 经 营 权 分 离

了 ； 第 三 阶 段 ， 明 确 提 出 所 有 权 、 承

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三次调整，解放了农民，搞活了

土 地 ， 释 放 了 资 本 跟 土 地 结 合 的 空

间。”

邓 大 才 教 授 认 为 ， 整 体 上 看 我 国

四 十 年 的 土 地 改 革 ， 既 没 有 像 西 方 完

全 个 人 化 私 有 化 ， 也 没 有 像 苏 联 一 样

纯 粹 的 大 一 统 的 集 体 化 ， 兼 具 了 集 体

和个体的优点。“这是一种非常精妙的

设 计 ， 是 我 们 国 家 的 一 个 伟 大 的 创

举。”

回 望 中 国 农 村 土 地 改 革 四 十 年 ，

成功背后的规律是什么？

邓大才教授的答案是，视野放长远

一点来看，中国所有能取得成功的改革

往 往 都 是 缘 起 于 底 层 动 力 的 推 动 ，“ 政

府之手如何舞动，最核心的就是要尊重

农民的选择和基层的创新精神，尊重市

场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今天，“谁来养活中国”的崩溃论

早 已 被 打 破 ， 中 华 民 族 已 经 远 离 饥 饿

的 恐 惧 ， 亿 万 农 民 开 始 了 美 丽 乡 村 建

设的新征程。

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中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

绘 出 一 幅 “ 产 业 兴 旺 、 生 态 宜 居 、 乡

风 文 明 、 治 理 有 效 、 生 活 富 裕 ” 的 振

兴图景。

前 不 久 ， 邓 大 才 教 授 到 江 西 省 彭

泽 县 调 研 ， 这 里 农 村 土 地 改 革 带 来 的

新景象让他眼前一亮。

从 2015 年开始，短短 5 年时间，当

地 3 个 乡 镇 ， 29 个 村 通 过 土 地 流 转 整

合，搞成了一个 15 万亩的稻虾养殖基

地 ， 创 造 了 一 个 60 亿 产 值 的 龙 头 企

业。“所以他们的市委书记表扬，是无

中生有，遍地开花。”

“ 乡 村 振 兴 还 是 要 打 地 的 主 意 。”

在 他 看 来 ， 农 村 土 地 问 题 对 中 国 来 说

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让老

百 姓 从 填 饱 肚 子 到 鼓 起 腰 包 ， 要 通 过

土 地 的 要 素 化 、 市 场 化 、 集 约 化 和 资

本化，才能把土地搞活。”

邓 大 才 教 授 介 绍 ，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农 村 研 究 院 在 全 国 有 数 十 个 调 研

基 地 ， 进 行 了 长 达 10 多 年 的 百 村 观

察。“从我们调查过的地方来看，凡是

‘四化’搞得好的地方，都有钱了，都

发 展 起 来 了 ； 凡 是 搞 得 不 好 的 地 方 ，

就发展不起来。”

农村土地改革
从分到合的成功密码

3 月 4 日，在重庆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的现

代化果园内，村民驾驶小型农机运送采摘的鲜果

（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青龙村激活土地资源，变零碎地块

为成片土地、变“肩挑背磨”为机械耕作、变分散

经营为集体经营。村集体和当地村民的收入都实

现了稳步增长，村民们对乡村振兴充满了信心。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