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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而更多的声音则发自内心地赞

美着责任制。

澄城县庄头公社岳家庄大队

1980 年秋播前，决定每人划 5 分联

产田。第六生产队划了地后，群众不

相信。村党支部书记郭党顺一看大

家不相信，干脆自己带头给联产田

里上了 40 架子车粪。这一来社员马

上相信了。结果当年夏粮户户增产。

夏收后，社员纷纷要求分地，要求落

实责任制。次年，他们更进一步要求

大包干。当公社向社员们拍胸脯，告

诉他们党中央承诺责任制长期不变

时，群众激动地说：“现在不兴给中

央挂匾。能挂的话我们都去给挂！”

农业落实责任制期间，陕西省

委曾组织了一次赴韩城县（今韩城

市）的农村调研活动。调研结束，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政策研究

室主任朱平作了发言。可以认为，

他这个发言代表了许多人的共同

心声。

朱平说：

这几天看了沿路的情况，今天

是第八天，确有许多开脑筋的东西。

责任制引起了农村的变化，促进了

生产的发展，群众说了许多感人的

话：“社会主义好”，“三中全会之治

胜过贞观之治”等。
这真是掷地有声！

如果说，从前有许多歌颂合作

化、歌颂人民公社的歌曲是纯粹政

治功利性质的产物，那么农民这些

朴素的语言，则是自农业合作化以

来，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唱出的

最美好最动听的赞歌！

陕西如此，全国更是如此。

早 在 1981 年 3 月，在 国 家 农

委的统一组织下，由国家农委、农业

部、农垦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等部

门组成的 17 个调查组共 140 余人，

分赴 15 个省区，选择各种不同类型

的地区进行调查。几个月后，他们完

成了上百篇调查报告。

王伟群在他的报告文学《伟大的

一步》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

所有的调查组都有了共同的结

论：当前农村形势之好，是多少年

来没有过的，特别是那些长期贫困

落后的地区，面貌变化之快、形势之

好，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实践证

明，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确实是一

项好政策！

调查组成员说起河南、内蒙古、

安徽等地的变化，说起 23 年不变的
农民收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然
翻了几番，心情格外激动。特别是
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是从这次
调查中看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威
力，体会到了久违了的农民的喜悦
心情，他们痛心地反省自己的失误，
反省由于自己的“左”的思想给农村
工作带来的混乱和滞后。农业部原
副部长李友九在痛苦反思之后，向
中央写下了一篇万言检讨书。

调查组也清醒地看到了农村中
出现的新问题，由于担心政策多变，
农民出现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对土
地采取掠夺式耕作，对牲口过度使
用，滥伐承包地上的树木，于是，许
多报告都提出了一个想法，建议中
央下个文件，明确包产到户、大包干
都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都可以长
期不变。

这一年 10 月 5 日，全国农村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整整开

了半个月。半个月后，形成了《全国

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在这份纪要

中，充分肯定了农村实行责任制这

场伟大的变革，认为农业生产责任

制获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充分反映

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

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

强烈愿望。

《纪要》旗帜鲜明地指出：

实践证明，党在三中全会以来

所制定和实行的农村政策是完全正

确的，各地各级党组织在这方面所

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具有深远

意义的。
《纪要》强调：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

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

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

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

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

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

不要变动。
纪要形成以后，呈送邓小平。邓小

平看后，只说了四个字：“完全同意。”

而陈云看到后，则专门叫秘书

打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

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

的拥护。”

1981 年 12 月 21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

工作会议纪要》。

十天以后，1982 年元旦，中共

中央向全国正式下发了《全国农村

工作会议纪要》。这是当年向全国下

发的第一个中央文件。

按理说，每年中央都会发出许

多文件，并且这些文件都会按照先

后排序。因此，总会有第一号文件以

及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文件。但

是由于 1982 年发出的头一个文件

经历了如此曲折反复的过程，也具

有如此激动人心的内容，因而使得

人们对它格外关注和上心，使得它

在众多的文件中脱颖而出，有了一

个原本寻常、如今却格外响亮的名

称：一号文件！

此后连续五年，中央每年发出

的第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业的。

“一号文件”从此成为一个靓

丽的称呼，一个鼓舞人心和激动人

心的称呼！这个称呼以它艰难的探

索、负责的态度、翔实的内容和辉煌

的成就而载入史册！

至此，中国农村开始迈着稳健

而扎实的步伐走向艰难的改革，

也走向伟大的辉煌。长期笼罩在农

民头顶的极左阴影正在逐渐消散，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在恢复

生机。黄河之滨，炊烟缭绕；长江两

岸，花红柳绿；到处热气腾升，到处

阳光明媚。

那确实是充满了希望的田野！
（连载完）

这是他的心里话，他一直打心里

从农民的心愿去理解他们，也是打心

里感激他们，他培育出的每一粒种子，

都必须通过农民辛勤的播种、耕耘，才

能开花结果，聚沙成塔。如果说保障十

三亿人的粮食安全是居于塔顶的国家

政策，那么这亿万农民就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最坚实的底部。谁能养活

中国？谁在养活中国？说到底就是

这数以亿计的农民，只有依靠他们，

中国人才能一直把饭碗牢牢地端在

自己手里。

“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

稻田里的太阳，蒸发出一股股炙

人的水汽和热浪，但那个被耀眼的阳

光照亮的身影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

像他的身影一样清晰的，还有稻

田里插着的一块“超优千号”的标志

牌，这一强优势超级杂交稻组合，就是

他最新研制出的“神秘核武器”，也是

中国超级稻第五期攻关的首选品种。

那优势一看就无与伦比，从立夏播种

到现在，也就两个多月，这稻禾的剑叶

已举得高高的。这家伙也确实挺神奇，

在去年的多个百亩示范片试种，已达

到每公顷 16 吨的产量目标，但袁隆平

的攻关目标是每公顷 17 吨，那是迄今

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

一个俯身扑在稻田里的身影，张

开双手，拥抱着如尼亚加拉大瀑布般

的稻穗，这双手，仿佛搂紧了人类的命

根子。这副面孔，这个形象，被载入了

《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已经

成为世界上传播率最高的中国形象之

一。一个人，一辈子，要吸收多少阳光，

才会变成这样一个老而弥坚的形象，

阳光不仅赋予了他伟大的头脑和灵

魂，也塑造了一个农学家特有的形象，

一副如同黑釉般透亮的脸孔，那犀利

的眼神，依然透着内心的明亮。我感觉

他的血液和骨骼都已被阳光深深地渗

透了，那刚毅的、健康的色泽，不仅来

自阳光直射，他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

浑身都在焕发着内在的光芒。

他曾说过：“原来我只想搞到八

十岁就告老还乡，但现在我要奋斗

终生。”

他也曾说过，当他成为“90 后”

时，希望中国超级稻亩产突破一千公

斤大关，这是中国超级稻的第四期攻

关目标，结果比他的预期提前五年就

实现了。从 2015 年开始，他又向第

五期超级稻目标发起了攻关。他这一

辈子都在攻关。我时常觉得他仿佛在

生命与科学的两极中舞蹈。一方面，

他在向人生或生命的极限挑战，一个

奔九旬的人了，依然保持着异于寻常

的精力和创造的激情；一方面，他是

向科学的极限挑战。这里且不说此前

的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走过了

多么艰苦卓绝的路，只说中国超级

稻从第一期到第五期的连续攻关，从

亩产七百公斤到一千公斤，每一次攻

关都是创纪录的巅峰之作，这也让

中国杂交水稻一直保持领先世界的

绝对优势。

而现在，请听听他的心声：“我还

想再活十年，十年后，一系法杂交稻肯

定能搞成功，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

自己的吃饭问题！”

肯定！他一向是不说满话的，但

这次他说的是肯定。我注意到，他说

这话时，眼里闪烁出一种奇异的甚至

是神奇的亮光。我深信，随着他向水稻

高产的极限、向人生与生命的极限发

起挑战，一个人和一粒种子的故事还

将续写，那不是传奇，更不是神话。事

实上，他早已不是在向世界挑战，而是

一直在向自己挑战，而对于他，没有最

高，只有更高。我知道，科学探索永远

没有极限，从不承认终极真理，但有永

恒的追求。而我眼前这位老人，已经抵

达或正在抵达的境界，或如卡尔维诺

所言，已进入了“时间的永恒存在或循

环的本质”，那就是与天地同在的、辽

阔而博大的爱与拯救……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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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发
展史，个体农民几千年来在自然
经济状态下生活、劳作，形成独立
而稳固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行
为方式。由于中国从未经历过典型
的资产阶级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
时，农耕文明依然是我国文化的主
流，这就使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逐
渐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过程的推
进更为艰难。

研究现代中国乡村社会裂变
及其固有关系的变化，要关注市场
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与演变，要理
解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传统文明
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和融合，理清农
村市场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罗新
远新著《周礼村落》，选取中国西部
地区周原大地上的村落为样本，采
用政府、市场、社会、文化四维一体
的分析框架，对周礼文化在新时代
的存在状态以及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性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是
近年来反映这一领域研究进展的代

表性学术著作。
周原是周人早期的居住地，在

今陕西宝鸡、咸阳境内，西起汧河，
东濒漆水河，北依岐山，南临秦岭。
周人始祖后稷，原居邰，后迁豳，至
周太王古公亶父时，开始定居周原，
建立周国。周国在姬发统治时期推
翻了殷商王朝，建立周朝。周王朝
绵延八百年，作为我国延续历史最
长的王朝，创制了完整的社会制度
和成熟的周礼文化，为中国传统文
化奠定了基础。周原村落的乡民深
受周文化的熏陶和洗礼，至今仍然
保留着浓郁的周文化遗风。《周礼村
落》通过历史考察、现实调查、文献
记载、实物图像，充分展示了周原村
落中保存的周文化元素，对我们认
识周代的礼乐文化特征、认识中华
传统文化的原初形态和精神基因具
有重要的价值。

在周文化中，“礼”指社会秩序。
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之所以极力
主张克己复礼，意在恢复“礼”的社
会秩序，实现“礼治”。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中对存在于中国乡村的
“礼”作了“礼”“礼治”“礼俗社会”三
个层次的描述，指出由“礼”的社会
秩序衍生出“礼治”的社会形态，形
成中国特有的“礼俗社会”。《周礼村
落》则从“礼”出发，生动描述了礼乐
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和实
际功能，深刻剖析了周原村落的“礼
俗社会”在社会变革中对于周“礼”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周礼”本是以
维护“礼”的社会秩序为目标而设定

的贵族阶级的行为规范，是社会基
本的价值导向，它强调“明德慎罚”，
强调通过外在的礼乐形式和内在的
审美情趣的统一，实现人的崇高境
界和道德自律。翻阅《周礼村落》的
描述，可以看到基于对周礼文化的
传承，周原村落的人们生活在一种
守“礼”尚“德”、不讳“功”“利”的朴
素民风中。在作者的寻索范围内，无
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大情小事，均有
稳固的内涵和特定的仪式。透过看
似形式化的现象，反映了村民“洁净
精微”“恭俭庄敬”的生活态度，整个
村落“民庞、士秀、土厚、风淳”。

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周原村落，
既有变迁又有传承，当地乡村社会
秩序的维持有着明显的周礼特征。
守礼尚德的朴素民风，使周原村落
面对当代社会的激荡，并未出现传
统文化的式微。从作者的著述中可
以看出，“礼”序社会并不排斥利益。
崇“礼”尚“德”的周原人在市场经济
大潮下，并不否定利益的合理性，他
们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
审美情趣融入当代思维方式和经营
方式中。尤其在旅游产业方面，独特
的“周礼文化”使周原村落演变出独
具特色的旅游产品，成为振兴乡村
的一条有效路径。《周礼村落》以当
地民俗旅游业的开展为基点，着重
介绍了当地村落在市场供需扩大、
市场规律逐渐显效之后，民俗旅游
市场转变为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自发
参与经营的内生发展模式。书中通
过分析民俗旅游市场的起落，揭示

出周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民俗旅游市
场的紧密关系，证明民俗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有赖于传统文化的浸润和
村落的乡村性。只有保持文化的系
统传承、保留文化载体的完整形态，
才能使地方旅游产品以鲜明的文化
和地域特色形成真正巨大的市场吸
引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迈入新的历
史阶段之际。《周礼村落》对深刻认
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农村发展
中的影响、对探究乡土中国礼俗社
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对总结中国
乡村市场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对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方面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
者主张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坚
持以市场为主体、以传统文化为基
石、以当代文化为依托，构建政府、
市场、社会、文化四维一体的发展
框架，为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丰厚的案例经验和理论依据。

赵炜漫画 （扶贫系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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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麦浪圆金梦；

阵阵蛙声唱稔年。
（李安林）

片片麦黄，惠政扶农收硕果；

家家仓满，勤劳致富庆丰年。
（张驰）

金浪铺天，圆了农户丰收梦；

铁机鸣号，奏着国人奋进歌。

       （康永平）

麦野金黄，充实仓廪充实梦；

夏收火热，丰稔家国丰稔年。
（张峰青）

农机合唱，部部欢声歌美景！

麦海流金，人人挥汗夺丰收。
（李周宣）

村村喜麦黄，欢歌声里，相宜

金浪涌潮，和风扑面；

户户欣登稔，大道曲中，共乐

地无赋税，粮有补偿。
（吴岱宝）

柳浪轻轻，荷风细细，美景

恨无暇，汗飞镰舞炎阳下；

麦香阵阵，笑语盈盈，丰年

欣在望，垛起人归薄暮中。
（赵小平）

金黄遍地，滚滚车流，麦浪

千重圆梦想；

米粽盈香，洋洋喜气，农家

五味庆丰收。

   （胡广勤）

悬联求对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初心

教育扶贫是关键，

让娃赢在起跑线。

浪子立志摘穷帽，

再不躺着等靠要。
文化扶贫送知识，

精神富有人文明。

金融扶贫有力度，

精准贷款到农户。

挖掘礼俗文化  推进乡村振兴
——评罗新远新著《周礼村落》

◎李建

同题作联  夏收

 ■ 莫伸 /著

   出句    扫黑除恶岀重拳，人心大快（蒙卫军）

提示：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在深入推进，此联应对

需围绕此项工作，突出专项斗争的成效。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坚守初心，勇膺使命，竞奋龙舟追远梦（蒙卫军）

应对：践行宗旨，服务人民，恪持党性筑长城（于龙江）

应对：弘扬正气，倡导廉风，振兴国运壮鹏程（雷丙应）

应对：高扬正气，引领清风，宏兴骏业壮中华（张录军）

应对：不忘根本，力争上游，激扬华夏开新程（雷晓力）

应对：担当大任，牢记誓言，继承前辈步新程（王治成）

点评：

上期“悬联求对”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题，得到读者积极响应，共收到应对作

品 80 余比，本期选取其中主题鲜明、对仗工整的

佳作刊出，供读者品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