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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总序

总序 ／ 不碎的新闻

刘小骅

“新闻是易碎品”这一观点似乎为今日多数人所认同。然而，这世

界上也有不易碎的新闻——《南方农村报》就生产了不少这样的产品。

从《南方日报》农村版到《广东农民报》，再到《南方农村

报》；从一份报纸到拥有报纸、专业杂志、网站，能够综合运用

文、图、声、光、电等各种表现形式，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

容的南农“小全媒体”，50年间，怀揣服务农业、农村、农民这股

热忱，一家根植南国沃土的“农字号”媒体，数代人栉风沐雨，默

默坚守，挥洒了汗水，收获了赞许。惟其坚守，南农才得以把责任

见诸每一个行动，才得以使报道最大限度地还原真相、揭露本质。

在《南方农村报》创刊50周年之际，一套总共四册的“南农50周年

书系”作为奉献给社会各界、特别是关心三农的朋友的特别礼物出

版了。虽然，这套书选编的文章，够不上惊世，也未必可让每一位

阅者发财致富，但是，一如南农的它，蕴含非同寻常的气质，这就

是朴实。它摒弃了一切矫饰和无病呻吟，杜绝了一切正确的废话。

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忠实记录，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好文汇

编，而且是凝聚了半个世纪一拨又一拨新闻人的辛勤探究和深入思

考，揭示了三农生态之奥秘，具有持续生命力和历久弥新魅力的醒

世之作——这便是它的不碎。

若能带给阅者回顾、感受和思索，便是这些不碎篇章的价值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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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序

序 ／ 自由铸就中国发展之路

党国英　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

究员、南方农村报特聘专家

如果不懂中国30余年何以迅猛发展，就请读这本书。读了这本

书，如果你得出错误的结论，那是你的良知出了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其实简单。给中国人一点自由，中国人必

释放灿烂。但自由是中国人自己争取来的，这其中包括了中国老百

姓不屈不挠的奋斗，也包括了中国有良知的官员的改革努力。这本

书以生动感人的故事记述了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壮举。

中国农村实行的集体经济制度，其实是一种政治架构的延伸。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正常运

转，需要对经济部门的活动实行强力控制，除非限制军事机器运转

的规模。如果有了错误观念的支持，以为对经济部门实行控制可以

产生高效率，便可能以一个错误来加强另一个错误，使一系列错误

链接成荒谬制度的链条。因为荒谬，这个链条其实是脆弱的。农民

会以尽可能少的劳动付出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多付出不会得到

多回报。于是，集体经济就陷入一种共同奔向贫穷与饥饿的困境。

控制者对此不满意，就要改造农民，说农民是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小生产者”，必须要变为无产阶级。于是，农民又多了一层苦

难，即在政治上被剥夺、被束缚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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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农50周年书系 002水产风云

30多年前，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民试图向这个制度挑战。不只是

安徽的小岗村的农民搞了“分田单干”，广东、甘肃、河北、青

海、陕西等省的农村都有那么做的。党内只有少数觉悟者支持农

民，但他们的做法受到了反对和阻挠。政治问题要通过政治手段来

解决，最终通过领导层人员的变更，集体经济的束缚开始解体。

以上这个历史梗概在这本书里得到反映。

时至今日，集体经济制度对农民的束缚还没有彻底打破。人类

活动并非总要结成“集体”。但凡个人或家庭能做的事情，就不必

假借合作，不必假借集体。需要结成一个集体时，也不一定是中国

农村这样的集体，例如，股份公司也是一个集体，但这个集体可以

很方便地退出，没有什么强制性。中国农村的集体事实上是一种不

能退出的集体；这种集体也需要，但我们把这种集体的功能延伸到

了不必要的经营性活动领域。一个村庄也可以构成一个不可退出的

集体，但仅限于必要的领域，例如，村庄的公共道路是庄民的集体

资产，庄民对其行使集体产权；庄民离开村庄时通常不能将这个产

权利益变现带走。庄民没有这个自由。这里就发生了某种强制。强

制仅限于此才合适。但中国农村走得太远了。庄民有一块耕地，他

可以自愿与别人合作生产，但只要他决定出走，离开村庄，他就有

权利将这块地赠送他人，或变现处理。如果不给他这个权利，这个

资源利益将不会被合理利用。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一切毛病就出在

这里。

把上面这段略显晦涩的话做一个简单概括，就是一个好的社会

可以有集体产权，但不需要集体经济；集体产权体现了集体成员对

难以分割的公共资产的权益，而经营性的活动则不需要接受一个具

有强制性的集体公共产权架构。

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能懂得上面这个道理。

中国农村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给农民更大的自由。农民当然离

不开集体，但集体这个东西并不是越壮大越好。真正要壮大的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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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序

庭农场，以及由农场主自愿组成的合作社。这才是中国农村发展的

方向。但这个过程远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一场以扩大农民自由

选择权为核心的全面改革。

第一个是农民自主处置其农业资产的自由。农业资产包括耕

地；对耕地的处置应该是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自由权利。上世纪50年

代成立合作社时，革命政权给农民承诺过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今

后要以不同形式恢复农民这项权利。

第二个是农民离开农业、进入城市的自由。关于农民的这项自

由权利，论者纷纭，而实际中更是问题累累。这本书给我们描绘了

农民进城的艰难。中国大部分农民进城转业的趋势不可逆转，我相

信在各种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民的这项权利会逐步确立。

第三个是农民对公共领域的政治竞争有投票表达意愿的自由。

这也是农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利的自由。这项权利的确立更非一朝一

夕的事情。前两项权利的确定，是这项权利达成的基础；没有经济

的自由，政治权利的自由是空中楼阁。这本书所反映的农民在争取

民主政治权利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核心

的制约因素却是农民在经济领域的自由空间太小。

自由权利的行使需要秩序；秩序的核心是平等。自由与平等的

结合，构成社会公正。中国政府需要为确立社会公正而努力，一方

面下决心给农民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使自己成为中立的公共权

威，维护自由竞争赖以存在的平等社会环境。

中国历史因中国人民获得自由而向前迈了一大步。中国更光辉

的前景能否实现还将取决于中国人民所获得的更大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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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兴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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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为了建设一个先进国家，全国掀起

了建设大热潮。除了工业化和城市建设，农村建设也成为全国上下

齐心推进的重点。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后，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农

村基础设施严重制约农业生产力提升的认识，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山野村夫的迫切愿望。

在初步解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严重威胁的大江大河

的治理后，农田水利建设成了工作重点。在这一全国大干水利的热

潮下，广东自然不愿屈居人后，全省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如火如

荼，大家从各地实际出发闯出了新路，积累了经验。当时的《南方

日报农民版》为此竭尽全力鼓劲，不惜版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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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兴修水利 003

新会县的城南大队作为基础较好的地区，为了进一

步提高生产力，增加产量，发现除了饮水，排灌也非常

重要，总结出了新经验与全省群众分享。

田间沟渠四通八达　要排要灌全凭人意

城南大队全面整修排灌系统
产量大幅度提高

在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怎样按高标准来搞好水利，把水稻

产量大大提高一步呢？新会县环城公社城南大队，有个好经验值

得参考。

城南大队是个水网潮田地区，河网纵横，土地肥沃。解放

后，他们修好水利，早在几年前，就不怕旱涝水灾了。加上推

广良种，技术改革，因此，在1958年，全年平均亩产量便已达到

1000斤。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1960年，水稻亩产量却始

终停留在1000斤左右。怎样才能前进一步呢？干部和社员好几年

都摸不着门路，直到去年秋天，才找到了出路。

为什么好禾不好谷　原来是死水稻难长

那是去年秋收前的事。大队干部在墨盘围地方，看到那里的

38亩水稻长得特别好，禾苗不仅没有倒伏，而且出穗整齐，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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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农50周年书系 004守望三农

平均亩产量达到1280斤，比同等土质的稻田增产300斤。而企冲

围地方的稻田，论禾苗生势是全大队最好的，可是，一到收割的

时候，禾苗却长得像个“大脚筒”，禾头大，谷穗少，半结实粒

多，花叶多，全年平均亩产只有900斤。这种情况给了大家很大的

启发。原来，这些田之所以产量较高，主要是因为排灌好，能够

做到即排即灌，田间积水少。别的田“好禾不好谷”，却是因为

排灌不好，积水深。当时，有些老农也对干部说，常言道：“生

水禾，死水果。”队里的土质是重黏土，泥土板结，地下空气不

能流通，如果积水太深，就会影响根群的发达，根群不发达，任

你用什么良种，施多少肥，禾苗也没有办法吸收；即使吸收了，

也是长苗不长谷。

找到了“病根”，大队党支部就决定“对症下药”，按照墨

盘围的水利标准，进一步整修全大队的排灌系统。

按照高标准修好水利　两三小时可灌满排干

经过去冬今春的整修，现在每个围都开了一个环绕全围的水

渠；还根据围田地势有高有低的情况，每隔11丈到14丈，开了一

条中心沟和非字沟，在中心沟的出入水口设一个大水杻，在地势

有高有低的非字沟口再设间枢担，以便控制高低水位的差距。同

时，每隔1丈至2丈左右，还开一条田间毛渠，以便加快排灌水的

速度。另外，还全面地平整了耕地，把高低不平的田分小，筑成

间基，使田块平整，做到高田不受旱，低田不受浸。这样一来，

全大队的稻田，只要两个钟头，便可以灌满水了；排水也只要三

个钟头就可以排干，即使是下了200毫米以上的暴雨，也可以在一

天内将积水排干。而且他们挖了那么多排灌沟，也不会使耕地面

积减少，因为这些沟梁种上了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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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排水何时灌　里面大有文章

为了使这个灌溉系统充分发挥作用，城南大队还实行了合理

用水、科学用水的制度，并且规定灌水要等到潮水涨定的时候

才灌。因为到这个时候，围外的潮水水位比围内高，水流的速

度快，而且灌进来的都是凉水，所以可以促进泥土底层的空气流

通。这样，禾根就能更好地发展，施下去的肥料，也能更好地被

禾苗所吸收。因此，今年早晚两造都获得大幅度增产，平均每亩

产量比去年增加了288斤。

（原文刊于1963年12月28日《南方日报农民版》，作者新会

县委通讯组）

九校DT285_南农50周年书系_守望三农.indd   章节1:005九校DT285_南农50周年书系_守望三农.indd   章节1:005 2015-11-24   11:21:372015-11-24   11:21:3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