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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诞生前夕， 毛泽东同志就自信地预言： “中国的命运一经操

在人民自己的手里， 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 以自己的辉煌的光

焰普照大地。”

在新中国成立后， 农村奇迹时有出现。 王国藩合作社指出了农民的方

向， 小岗村红手印推动了农村的改革， 华西村神话般地震撼了中国， 周家

庄合作社令人惊叹。 这些都是中国农村奇迹， 值得纪念。

本书介绍了一个合作社———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合作社。 这个合作

社成立于 1951年， 至今已 65 年。 现有 13564 名社员， 实行社、 队两级所

有， 乡统一核算管理体制。 作为一个乡， 在全国是唯一。 时间之长， 人数

之众， 体制独特， 是中国奇迹。

本书叙述了合作社发展壮大的成长历程。 书中的事件、 人物、 场景、

风情， 全是真实写照。 本书属纪实传体， 采用随笔的手法， 兼有通讯、 说

明文的影子。 每一篇独立成章， 珠连一起， 则全面介绍了周家庄合作社。

本书着重总结了合作社的做法、 经验、 精神和境界， 使人看后受到了

思想的启迪、 情感的升华， 对人对事， 大有裨益。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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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美 丽

第一篇 特色篇

体制独特 中国奇迹

这是一个乡。

这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

这是开放在冀中平原上的一朵美丽的鲜花。

这朵鲜花香飘四溢， 香味独特。 诗画农业， 花园村落， 生态和谐， 幸

福家园。 吸引得国内外各界宾客到周家庄乡视察、 参观、 调研、 访问。 人

们都是以惊疑的心态来， 以惊讶的眼神看， 以惊喜的心情表示由衷的赞叹。

2002 年 5 月 21 日，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同

志视察周家庄乡后题词： 依靠群众， 实事求是， 走共同富裕之路。

周家庄乡何以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和无限赞赏？

因为这里有独特的模式、 独特的天地、 独特的景观、 独特的美丽。

（一） 全乡体制特色。 全乡的土地， 集体耕种。 全乡的经济， 集中管

理。 实行社、 队所有， 两级管理， 全乡统一核算。

周家庄 1949 年成立互助组， 1951 年成立晋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

社， 1952 年成立晋县第一个超百户大社， 1954 年成立 425 户的独村初级

社， 1956年成立高级社， 同年， 6 个自然村联合成立高级联村大社， 1509

户， 6686人，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 1983年成立乡农工商合作社。

周家庄乡从 1956 年一直到现在， 全乡一社， 始终实行合作社、 生产

队两级管理。 合作社、 生产队两级所有， 乡统一核算管理体制， 至今已有

61年历史。 作为一个乡， 这在全国是唯一， 在中华大地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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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庄乡是老典型、 新模范。 自 1949 年至今， 道路， 始终坚持； 目

标， 始终如一； 事业， 始终创新。 从老乡党委书记雷金河同志的艰苦奋

斗， 到曾任党委书记雷玉良同志的顽强奋斗， 直到现任党委书记雷宗奎同

志的不懈奋斗， 三代人接力拼搏， 经历一次次宏伟壮丽的实践， 实现一个

个开拓创新的跨越。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 终于建成了中国

美丽之乡。 周家庄乡互助合作的辉煌实践， 彰显了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就

是中国精神！

（二） 生产管理特色。 乡合作社对各生产队实行 “三包一奖” （包工、

包产、 包成本， 超产奖励） 生产责任制； 生产队对社员实行 “劳动定额”

岗位责任制。 这种管理形式， 表面上看是大集体劳动， 是大锅饭， 实际上

是一种责任制。 它的核心是按劳分配、 同工同酬， 正确处理了集体与个

人、 个人与个人、 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达到了责任、 权力、 利益的统

一。 这种管理形式自 1952年建超百户大社到现在， 已经实行了 65 年。 全

乡统一， 内容一致， 集体管理， 始终坚持， 效果显著， 堪称办社成功的一

大法宝。

（三） 致富理念特色。 60 多年来， 始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 团结共同

致富。 不让一户贫困， 不让一户后进， 不让一人掉队， 不让一人受罪。 社

员均衡富裕， 共享幸福滋润。 这是建社宗旨， 也是奋斗目标， 这是全乡群

众的共同心愿。

在利益分配上， 始终坚持国家、 集体、 个人三头一本账。 完成国家

的， 留足个人的， 剩余全是集体的。 集体的实质也是个人的， 只是作为公

积金、 公益金和再分配风险基金等公共积累而已。 做到富不忘国， 富不忘

民， 富不忘集体。 不能分光吃净， 只顾个人。

这种求富思想， 是朴实的、 纯真的、 珍贵的， 这是经过解放前穷困折

磨后发出的心声。 他们依靠党， 依靠国家， 依靠合作社， 找到了一条致富

路， 这条金光灿烂的道路就是集体共同致富， 这是共产党指引的光明大

道。 社员们把它写入 1953年 1月 1日的 《合作社章程》， 铭刻在心， 执着

坚持， 艰苦奋斗， 凡 60 多年， 终得辉煌。 这是周家庄乡党员和社员的最

美境界， 这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精神， 这是一种带有共产主义芳

香的大道情怀。

（四） 党支部设置特色。 周家庄乡的农村党支部没有建在村上， 而是



建在生产队上， 这是一个独到之处。 这种设置形式， 从 1956 年的联村大

社至今未变。 把自然村划为生产队， 小村， 一村为一个生产队； 大村， 一

村划成几个生产队。 全乡 6 个自然村， 共划分为 10 个生产队。 现在， 全

乡 4529 户， 13564 人， 每个生产队 1000 人左右， 大体相当， 比较适中。

党支部建设是农村工作的生命线， 这样， 利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便于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益于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五） 社会管理特色。 注重教育， 依靠法制， 以人为本， 和谐管理。

把思想政治和行为规范融为一体， 渗透到群众的观念中。 培养优秀农民，

提高整体素质。 发挥集体优势， 坚持多种形式， 干部言传身教， 加强集体

主义教育， 培养新式农民， 体现新时代风采。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大集体。 土地集体耕种， 社员集体劳动， 粮食集体

分配， 全社集体分红， 一切归为集体。 紧密的组织、 严密的管理、 统一的

尺度、 统一的号令， 经济政治， 全乡统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全乡社员， 围绕集体， 60 多年， 风雨磨炼， 沐

浴了阳光， 享受了温暖， 修养成资深社员， 历练成著名农民。 生活在大集

体怀抱， 爱国至上， 以社为家， 一切听从党指挥， 一切服从集体干。 几十

年来， 党员干部没有贪占腐败， 社员群众没有聚众上访， 没有重大刑事案

件。 全乡社会清明， 秩序良好， 人心向善， 民风纯正。 曾两次荣获国务院

总理嘉奖令， 多次受到中央部委、 河北省、 石家庄市、 晋州市的表彰和奖

励， 曾 12次出席全国农业和棉花工作会议。

一个乡， 66 年， 长盛不衰， 健康发展， 成就辉煌。 实属不易， 实属

难得， 实属伟大。 堪称中国农村奇迹， 实在令人翘首赞许！

60 多年的实践证明， 农村工作、 农民工作、 农业工作， 也难也易，

重在管理。 管理先管人， 管人要育心。 要坚持理想信念， 要坚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要让群众敬仰法规， 要培养职业道德、 遵守社会公德、 培养

个人品德。 这样， 优秀的农民凝成牢固的集体， 就能创造出丰功伟绩。

（六） 廉洁勤政特色。 周家庄乡有铁规矩： 严禁公款吃喝， 严禁铺张

浪费， 严禁形式主义， 严禁摆花架子， 严禁弄虚作假； 接待领导宾客， 清

茶一杯， 不摆瓜果、 香烟； 招待领导宾客， 食堂就餐， 家常便饭， 饭后付

款； 外出开会， 没有餐补； 生产队干部不得招待乡干部， 乡干部从不白吃

生产队特产； 办公用品， 生产购置， 精打细算， 节约开支， 勤俭办社；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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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财务， 一清二白， 1954 年至今的账本保存完好， 随时可查； 上级奖给

乡干部的奖金， 干部不拿， 留在集体； 政府采购， 公平公开， 严格程序，

阳光操作。

这个乡有三套领导班子， 即乡党委、 政府、 合作社， 三套班子互有交

叉任职。 合作社是一个经济实体， 负责全乡的农工商经济工作。 乡党委、

政府的领导班子成员均由晋州市委提出候选人， 然后按程序选举产生， 班

子成员多数是不脱产干部。 合作社的领导班子由乡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 均为不脱产干部。

不脱产干部不吃 “皇粮” 挣工分， 年终与社员一样分红， 报酬一般居

于中上等。 报酬按 “德、 能、 勤、 绩” 等级划分， 不能吃大锅饭。 乡所有

不脱产干部没有公休日、 节假日， 只有在春节休息 10 天， 全年上班 355

天。 不脱产干部加班、 值班， 没有补助， 而十多名脱产干部略有补贴。

乡、 队干部不得从事第二职业； 不得用公款买一盒烟、 买一斤果、 请一次

客； 不得拿集体一草一木。

乡、 队干部的廉政勤政， 自 1951 年至今， 始终坚持。 现在， 更如钢

铁， 雷打不动， 是晋州市廉政教育示范基地。 他们都做到了， 而且做得很

好， 真是难得。 原因就在于干部的信念、 觉悟、 品质， 在于党委书记的坚

定、 执着、 认真。 不占不贪是高尚的， 吃了拿了是可耻的。 这是党的优良

传统， 要继承、 要发扬、 要光大， 这是现任者们的共同心声。

（七） 现代种植特色。 田园锦绣， 美丽如画， 生态种植， 绿色产品。

全乡近 2万亩土地， 全部为田园化。 土地均为方田， 平坦整齐。 田间道路宽

阔平整， 或灰渣铺路， 或红砖砌路， 或水泥筑路。 晴天无土， 雨天无泥，

机械行走自如， 运输方便无阻。 道路两旁绿树成荫， 美丽壮观。 全乡实行

规模化种植， 建有五大生产基地， 即 1万亩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4000 亩葡

萄基地、 3000亩梨果基地、 2000亩大棚蔬菜基地、 1000亩苗木基地。

农业种植有 8 个特色， 农业管理有 11 个统一。 这样， 乡集体、 生产

队、 劳动者， 三方智慧凝一起， 同心协力干集体， 确保集体经营质量好、

产量高、 信誉优。

（八） 社员劳动特色。 快乐劳动， 精耕细作， 遵守纪律， 确保质量。

他们在 60多年的集体劳动实践中， 注重培养农民的宽广胸怀和长远眼光。

种田确实需要一种精神境界， 农民应该具有一种劳动精神， 周家庄乡的农



民就有这样高尚的情怀。 他们有自信， 种田照样能够致富。 他们懂得， 种

田既为自己， 又为集体， 又为国家。 种的不是一般商品， 而是出口产品，

或是为国家育种。 出口果品代表国家质量， 培育种子事关农民利益， 信誉

如天， 责任重大。 因此， 马虎不得， 松懈不得， 糊弄不得， 必须像侍弄婴

儿一样伺候庄稼。 他们遵守劳动纪律， 遵照劳动程序， 按质量、 按时间、

按要求完成劳动定额。 他们以生产优质产品为荣， 以完成国家任务为乐。

如若不然， 一个乡， 怎么能 12次出席全国的农业会议呢？

每到劳动时节， 全乡社员同种一块地， 呈现一派大集体劳动场面。 既

有机械的轰鸣， 又有骡马的嘶鸣； 既有联合劳动， 又有分散劳动。 现代劳

动与传统耕作交织在一起， 如歌如画， 是一支优美的田园风光交响曲。 在

诗画般的田园里劳动， 有笑声， 有歌声， 有比赛， 有协作； 不单调， 不枯

燥， 不沉闷， 不迷茫； 有希望， 有激情， 有快乐， 有幸福。 一个社员， 70

岁上下， 文化不高， 身无一技， 就靠劳动， 一年干 7 个月， 能分红 3 万元

左右， 高的可达 3.5 万元， 甚至更多； 管理葡萄的可达 4 万多元， 这就是

勤劳致富。 2015年， 全乡社员人均现金分配 13189 元， 人均纯收入 18048

元。

（九） 绿化美化特色。 绿树环绕， 花木相间， 三季有花， 四季有绿。

全乡的绿化美化， 值得欣赏。 各色花木， 精心设计， 讲究品位， 巧妙种

植， 品种搭配， 色调相宜， 宛若一幅美丽图画镶嵌在周家庄乡。

田野有苗圃园、 百花园、 梨园、 葡萄园。 田间道路绿树成荫， 随风摇

荡。 单位院内白杨、 梧桐， 树冠硕大， 飞鸟和鸣。 家庭宅院， 奇花异草，

鲜花盛开。 街道绿化， 令人注目， 一街一色， 一巷一品。 全乡大小街道总

长 150里， 全是水泥筑面， 无土、 无尘、 无草、 无秽， 不跑一条狗， 不飞

一只鸡。 管理严谨、 柔细， 高层次， 有品位。 街道两旁， 全是观赏花木，

有国槐、 龙爪槐、 塔松、 冬青、 玉兰、 樱花、 百日红、 木槿、 紫叶李、 香

椿、 石榴、 柿子等 20 多个品种， 无人采花， 无人摘果， 无人折枝。 全乡

绿化率达 45%。 人在绿中， 鸟在树中， 蝶在花中。 人鸟相居， 相映成趣，

共享自然， 浑然天成。

（十） 幸福生活特色。 社员生活莺歌燕舞， 生态环境如锦如画。 周家

庄乡是一个生态乐园， 又像一个人间桃源。 全乡社员早已实现了劳动田园

化， 生活城市化， 娱乐时尚化， 休闲和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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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全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统一规划， 统一设计， 统一施

工， 民建公助。 宅基面积相同， 建筑风格可异。 经过 20 年的努力， 到

2002 年， 全乡社员住上了新居， 每家都是单门独院二层楼房。 全乡共建

住宅小楼 3426 座， 24900 间， 64 万平方米。 新民居建成后， 不仅未占一

亩耕地， 而且还节约宅基地 842亩， 全部复耕。 现在， 全乡各村各队， 大

街宽阔， 小巷整洁， 院落干净， 室内敞亮， 被誉为 “城市村庄”。

坚持以人为本， 实行人性化管理， 是全乡一贯坚持的服务宗旨。 从

1982 年开始， 逐步对全乡社员实行了 12 项福利保障。 主要有： 老年人、

老党员津贴制， 老干部退休制， 烈军属优抚制， 五保户、 残疾人供给制，

全乡社员水、 电、 医疗优惠制， 全乡社员生活补贴制。 这既是集体的温

暖， 又是个人的互助； 既有社会主义的关爱， 又有共产主义的萌芽。

全乡的文化、 教育、 卫生、 计划生育健康发展， 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 1982 年建设河北省第一座农民文化宫， 有图书室、 游艺室、 电影

厅、 篮球场等， 农民在这里可读书看报、 学习培训， 可举办文艺演出、 篮

球比赛、 运动会等。 乡建有农民乐园， 有文化广场、 健身器材、 花池、 亭

台、 演出台等， 可健身、 可修心、 可唱歌、 可跳舞。 建有乡合作社纪念馆

和荣誉陈列室， 展示了合作社艰苦奋斗、 开拓创新、 发展壮大的历史， 是

传统教育和改革开放成果展示的教育基地。

全乡非常重视教育事业。 乡办中学、 中心小学、 各村小学都是高标准

校舍， 花园式学校， 师资雄厚， 设施完备。 从 1982 年起， 全乡就实行了

九年免费义务教育。 乡办中学被石家庄市教育局命名为 “规范化学校”。

乡建有宽阔、 舒适、 高雅、 现代化的幼儿园， 可容纳全乡七岁以下的幼儿

入园。 晋州一中坐落在该乡， 是省重点示范高中。 这样， 全乡幼儿、 青少

年在本乡学校即可受到良好而全面的教育。

卫生事业全面发展， 日益完善。 各队有卫生室， 全乡有卫生院。 社员

看病， 小病不出村， 中病不出乡， 大病不误诊。 乡卫生院被石家庄市卫生

局授予 “标准化医院”。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自 1985 年至今， 计划生

育率一直保持在 100%， 多次被省、 市、 县评为先进集体。 1986 年， 河北

省人民政府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周家庄乡 “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光

荣称号。



周家庄乡合作社， 全称叫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有些一般

特点和显著特点， 全国罕见， 堪称独特。

特点之一是 ， 成立时间早 。 周家庄 1949 年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 ，

1951 年成立合作社， 1956 年成立由六个村庄组成的联村高级农业社，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 1983 年 3 月 24 日成立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 合作

社成立至今已 66年。

它是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 是一个经济实体。 这个合作社经历时间

越长， 发展规模越大， 越来越昂扬， 越来越富强。 在 66 年的互助合作中，

历经三次严峻的体制冲击， 他们始终不离不分， 团结合作， 一心一意， 脚

踏实地， 干好自己的事情， 终于走向现在的辉煌， 这就叫坚持。 看来， 目

标明确， 矢志不渝， 坚持信念， 就能胜利。

特点之二是， 服务范围广。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内容广， 涵盖一

产、 二产、 三产， 有农业、 工业、 建筑业、 商业、 畜牧业、 旅游业、 林果

业等， 凡属本乡社员的生产、 生活问题， 都在服务之列。 一个是人员多，

包括全乡 6个自然村 10个生产队的 13564名社员。

这么多的社员， 分布在这么多的行业， 能够做到方向一致， 目标统

一， 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 十年八年好说， 几十年意志不变， 非常

不易， 这就叫功夫。 干部下功夫， 社员下功夫， 全社上下齐下功夫， 就为

集体。

特点之三是， 家大业大。 有 6000 多名劳动力， 有几亿元的公共积累，

有 1亿多元的再分配风险基金， 有众多的公共设施， 有 2 万亩土地， 有齐

全完备的生产机械， 有企业、 事业等等。

那些大中小型的劳动机械， 从来都是集体购置， 集体保养， 越来越高

档、 先进。 每到劳动季节， 它们高歌猛进， 演唱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欢快

第二篇 独特篇

内涵丰富 堪称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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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章。

尤其是那土地， 自 1956 年至今， 从来就没有被分割过， 而是全乡社

员同种一块地。 土地成方， 平滑如镜， 越种越美丽， 越修越鲜亮， 如锦如

缎， 如诗如画， 真是锦绣田园， 风光无限。 社员们用勤劳的双手描绘了现

代农业的画卷。 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 要爱护它， 保护它， 珍惜它， 谁也

不能践踏它， 更不能在它身上开膛破肚。 这里的社员们爱护土地就像爱护

自己的眼睛， 建新农村， 盖新民居， 不占耕地还节约宅基地。 几十年来，

他们的耕地越来越美丽， 这是为什么？ 就是人心齐， 为集体。

特点之四是， 实行统一。 合作社是一个大家庭， 是一个整体， 凡事讲

究统一。 大宗种植、 生产环节、 劳动过程、 计分标准、 社员劳动、 社会秩

序、 大宗购置、 产品销售、 分配方式等， 全社统一。 就连社员住宅安排、

村落建设、 街道宽窄、 学校建设、 文化设施、 社规民约、 治安管理、 社员

福利待遇等一切社会管理内容， 也是全乡统一。

细细琢磨， 统一的好处很多， 意义深远。

易于掌握平衡。 水平则稳， 不平则流。 标准统一， 就能正确处理人与

人之间、 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各种利害关系， 一个标准、 一个砝码、 一碗水

端平， 能使大家心平气和， 和谐相处， 没有怨气， 只有心顺气顺， 才有利

社会平稳。

易于培养农民的集体观念。 一切统一， 显示公平、 正义。 社员感到集

体可以信赖、 可以依赖， 愿意在集体的怀抱里锻炼、 成长、 温暖、 滋润，

觉得融洽、 和美、 有胆气、 有自豪， 就不愿意游离集体之外， 形单影只，

从而增加社员的向心力， 也愿意在集体的大舞台上一展身手， 彰显魅力。

易于指挥， 调度灵活。 要实现城镇化， 实现农业现代化， 要建设新农

村， 实现小康社会， 这是宏伟的蓝图， 是农民的期盼。 讲究统一， 就能带

领全体社员统一思想、 整齐队伍、 浩浩荡荡、 昂首阔步， 行走在宽广明亮

的大道上， 就能只争朝夕实现伟大的目标。

一个乡， 能实现内容繁多的统一， 多么不易， 而且是几十年的统一，

更是极为不易。 尤其在当前， 处于一家一户自由生产的汪洋大海包围之

中， 能够排除干扰， 凝聚成团。 它体现了社员的追求、 高尚和优雅， 彰显

了干部的信念、 责任、 担当、 才华和纯粹。

特点之五是， 乡一级统一核算。 这是最本质的特点， 也是最鲜明、 具



传奇的特点。 合作社实行生产队、 合作社两级所有， 乡合作社一级核算。

这种管理体制， 在全国农村是唯一， 这就是周家庄乡独特的地方。 这种独

特体制， 是合作社生存、 发展、 壮大、 辉煌的法宝， 是他们在实践中创造

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这种管理体制， 始于合作社之初。 1951 年成立了 20 户的小社， 1952

年成立了 102 户的大社， 1954 年成立了 425 户的独村初级社， 它们实行

的都是统一核算。

到了 1956 年， 周家庄、 刘靳庄、 北王家庄、 南王家庄、 张家庄、 北

捏盘 6个自然村， 因区域相连、 村情相似、 志向相同、 人性相合， 联合成

立了高级农业生产联村大社。 联村大社实行土地共有、 农具共有、 财富共

有、 劳动共同， 采取了分级管理、 一级核算的管理形式。 自此， 使两级所

有、 一级核算的体制沿袭至今。 但所有制的范围、 核算的内容、 形式， 几

经实践、 修订、 完善、 健全， 才形成现在的模式。

为什么实行一级核算？ 是因为合作社是一个经济实体， 是一个整体，

必须用统一的方式管理。 核算的内容主要是经济范畴， 含收入、 支出、 财

产、 购置、 销售等等。 核算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是合作社本身的存

量， 如公共积累等； 一个是生产队的总量， 如总开支、 总收入、 劳动力收

入、 人均收入、 生产成本、 劳动效益诸方面； 一个是社员家庭的经济状

况， 只核算集体的部分， 如收入、 开支等。

合作社统一核算， 有许多优越性。 主要是：

便于掌握主动权。 各生产队、 各户家庭、 各劳动力的收支情况， 悉数

在胸， 易于分析研究， 调整政策， 正确处理各种关系， 完善生产关系， 促

进生产力发展。

便于掌控生产成本。 各生产队的收入、 开支悉数在胸， 易于指导生产

队开源节流， 降低成本， 提高收益， 促使各个生产队健康发展。

便于调整协调。 资金都集中于合作社， 如一方需要， 一经协调， 便及

时调拨， 方便快捷。 是借用， 不是平调， 以解燃眉之急， 到期要本息偿

还。

一级核算， 是合作社长期实践的产物， 是社员们的一种劳动创造。 这

种核算， 形式固定， 计算简便， 一目了然， 大家乐意接受。 这种高度集中

与适度分散的核算形式， 巩固了合作社大集体经营的模式。 这是一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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