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旗村映象代序　

战旗村映象
（代序）

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
——— 〔德〕 海德格尔

一、 战旗之神： 精神的活力

战旗村， 这个当年因民兵训练荣获嘉奖而更名战旗的川西边缘村落， 至

今仍充盈着生龙活虎的气息； 正是三十多年前那些高唱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的战旗民兵们，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 高举战旗， 乘风破

浪， 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彼岸勇往前行。

二、 组织之魂： 正能量的堡垒

今日的战旗村， 不能不说已经山乡巨变， 面目一新， 村民们三年前就已

住进了连体别墅式的新房。 那一排排川西民居风格的三层楼房， 错落有致，
布局有格， 曲径通幽， 别具乡村风情； 更门庭相望， 院落相间， 邻里通融，
一派祥和！ 如此安宁的生息， 如此宜人的居家环境， 连城里人观后都感叹不

已。 但我们更要为战旗村人感叹的是， 他们对城乡统筹可期实现乡村城镇化

愿景的共识与共谋， 并为之而同心同德地求索与践行。 为什么战旗村人在各

显神通自谋发展的市场经济中仍有集体意识与意识集体呢？ 为什么战旗村人

在建设美好家园的行动中能如此集中统一与统一集中呢？
我们调查研究的结论： 战旗村党的基层组织始终健全有力， 并能运筹帷

幄， 明达政策， 把握方向。
我们能推断并实证这个结论， 是因为从 １９６５ 年以来的八任村支书中，

有七位仍健在， 其中年龄最大的蒋大兴书记已近百岁高龄， 仍精神矍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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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清晰。 他们真可谓战旗村社会发展里程最可靠的历史见证， 是其半个世纪

的社会变迁的由来与梦境交汇。
为此我们对仍健在的七任村支书进行了专访， 并通过其同事和家人对已

过世的杨正忠村支书在任期间的党建与村务经略进行了资料补救整理 （见
本书纪实篇： 半个世纪的梦境）。

这八任村支书中， 有一位连任过三届， 有两位连任过两届； 他们中大多

都曾任过村委会主任或生产大队长， 并经过民选再度脱颖而出。 由此可见，
战旗村的村支书们的民意共识度都很高； 也由此可见， 战旗村的 “村官”
们是村民群众值得信赖的集体当家人； 更由此可见， 战旗村的事业是经过前

后承接、 届届相传， 从而持续稳定地发展起来的。

三、 村官的睿哲： 问计村集体保障

从土地集中整理提高生产效益的角度， 从农业生态资源保护的迫切现

实， 在仍要以土地为生存依托的农村， 只要还有 “三农”， 村级基层就是不

可再分的载体与集体所在。 再分就意味着其形态的解构， 对于 “三农”， 就

意味着一切都成为无米之炊的空谈， 这其中的奥妙很早就被战旗村的村官们

所解读。 这便是战旗的精英们在生产经营与资产管理的种种制度设计中始终

坚守村集体所有制为底线的由来。 即使是在三十多年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时， 战旗村也保留了村办企业的集体经济成分， 这为其后的 “合” 留下了

纽带。 因为他们知道 “分” 可以是一夜之间的事， 而 “合” 则要有千种理

由与万种前景的利益导向。 所以， 在土地再度集中之后， 其使用权集中经营

并将其制度化。 因为战旗村人深知， “三农” 是脆弱的， 这有三层意思： 其

一， 脆弱是经不起折腾的， 因而要倍加关爱呵护， 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不能有

损 “三农”； 其二， 唯有守护集体才可守护 “三农”； 其三， 村集体是 “三
农” 最小的合法载体。

我们理解的村集体解读， 从书面上只能表达出以上三层意思。 至于战旗

村怎样维护村集体从而维护其 “三农” 利益的种种做法， 特别是村集体不

可再分的玄机与哲理， 如果读者想进一步解读， 可联系战旗村党支部。
在调查和与村官们的交流中， 我们知道战旗村以村集体所有为底线， 绝

非守旧， 而是从社会公正、 公平的角度， 以保障村民利益为根本利益的原

则， 去创新设计村集体制度， 这些制度既要根除 “大锅饭” 的平均主义，
又要杜绝资产耗损与流失的现代偷窃伎俩。 正如李世立书记在前不久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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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时所说， 股份制现代管理制度好不好？ 当然好， 但我们不能照搬， 作为

经营管理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好的办法， 作为村集体的资产管理绝对不行。 道

理很简单， 全世界所有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的， 任何时候都可以宣布破产而

逃之夭夭， 也不顾及任何社会责任。 我们的村集体能够破产吗？ 我们对村民

群众的利益只有维护的责任， 对村集体资产只有保值增值的责任！

四、 村官的逻辑： 催化的非农是浮云

在与现任村支书高德敏的几次交流中， 他都提到城镇化问题。 他说： 我

国有十三亿多人口， 我估计目前还有七亿农民在农村。 当然， 有些打工的农

民已住进城了， 但他们还是农民， 他们的根还在农村。 我不知道什么是刘易

斯拐点， 反正有人说这 “拐点” 已经到了， 大多数农民很快就可进城干事

了， 按照他们的说法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可转移到城市了。 对此我很疑虑， 这

个 “很快” 是十年、 二十年还是一百年？ 几亿农民转移到城市能都就业吗？
如果是去白吃白住， 国家负担得起吗？ 几亿农民进城就得新建数十个百万人

口的大城市， 建到哪里？ 太玄了， 我个人认为， 再过五十年， 我国至少还有

五亿农民仍在农村， 信不信由你。
你想， 把英国、 法国、 德国加在一起， 只有两亿人口； 美国国土面积与

我国相当， 也才三亿一千万人口； 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比我国大得多， 仅三千

多万人口。 而我国的人口国情是， 再过五十年才呈现人口规模的高峰， 最底

线也有十六亿。
所以， 战旗村人很本分， 知道自己的农民身份也许还会延续几代人， 为

此一定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为子孙后代造福。 他们不奢望进城， 在城里没

有工作算什么城里人？ 如果养老， 我们战旗村就很好， 这里是成都的上风上

水的位置， 空气好， 水好， 生态好。

五、 村官语录： 灼见真知

笔者在战旗村的跟踪调查已经八年了， 与李世立、 高德敏两位村支书成

了好朋友， 现任的高书记是李书记在任时的村主任。 这八年里， 我们课题组

成员不时进村造访， 已成战旗村的常客。 在与两任 “村官” 的长期交流中，
我们越来越觉得他们不仅能说、 会做、 见多识广， 更能明达政策、 守经达

权， 且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这里， 我们仅摘录出同他们交谈中的几段话语， 由此你也许就会认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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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上述感知。

想大事， 做小事， 这才是村官。
———李世立

我们仅在一个村做事， 比起省、 市和国家， 我们做的是小之又小的事。
但一个村的小事都关联大事； 而要把一个村的事做好， 就要想大事， 凡事要

想到国家， 想到党的方针政策， 你才把一个村的事办得好。 李书记如是说。

你能具备和做到以下 “三个三”， 你就不畏前进路上有三座山， 你就能

知难而进， 当好一名村支书。
———李世立

李书记用坚定的语气阐述道：
这第一个 “三个三”， 即是当好一名村支书必须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

一是要有一心为村民服务的思想， 二是要有超前理念和全面的工作能力， 三

是要有较强的实干精神。
这第二个 “三个三”， 是在工作中要做到三个明确： 一是要明确自己

干， 二是要明确实现目标的方法， 三是要明确遇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第三个 “三个三”， 指的是三个干： 一是要说服党员、 干部同意干，

二是要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干， 三是要感动上天支持干。

当村支书必须全心全意， 在利益问题上的所谓公私兼顾都是托词， 都不

可信， 都不称职， 这是我们战旗村知人善任的试金石。
———李世立

如此铿锵、 明了、 语惊四座的直声， 任何诠释都会苍白。

大家选我当村长， 是大家的福份； 大家不选我当村长， 是我托大家的

福， 发我自己的财。
———高德敏

这是三年前高德敏就任村支书后， 同我们交谈时， 回忆当年他竞争村长

时说的竞选宣言。 他说， 十多年前 （高德敏连任两届村委会主任） 还年轻，
说话直来直去， 没有弯拐， 至今想起来还脸红， 觉得自己太直白了， 太冲

了。
高书记说的这句话， 很快在村里传开了， 但已被浓缩成更简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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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选了我， 是你们的福气； 不选我， 是我的福气。” （见第十章高德敏书

记访谈录）
就这句话我们在调查中问过几位年长的村民， 他们说高书记当时说过这

样的话。 我们当时不觉得他冲， 他说的是真话、 掏心窝子的话。 他是我们村

的能人， 不当村干部， 他每年可多挣很多钱。 选他当村长， 协助李书记， 书

记掌舵， 村长干事。 这两个强人搭档， 对外我们不吃亏， 对内我们信得过。
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当年选高德敏当村长选对了， 这一届又选他当村支书，
我们照样信得过。

村官漫画： 铜头、 铁嘴、 橡皮肚、 飞毛腿。
———高德敏

同高书记交谈， 当他兴致勃勃的时候， 就敞开胸怀， 妙语连珠。 他戏说

自己： 五短身材， 冲天志气； 头上发光， 心中嘹亮。 他调侃村官： 称官不是

官， 村民称村官； 村官虽知小， 管事知多少？

我就想把战旗村打造成一个农业公园， 用一、 三产业互动的方式来发展

我村的经济， 通过农业休闲旅游项目实现村民的增收， 努力把战旗景区打造

成 ＡＡＡＡ 景区！
———高德敏

这不是空想的豪言壮语， 战旗村人已经规划和着手打造中国农业公园，
几年之内就能梦想成真。

经营好村庄， 造福于村民。
———高德敏

可见战旗村选他当村长、 书记， 真是对了！

六、 战旗模式： 智慧的结晶

经过村党支部、 村委会充分酝酿、 高度概括， 战旗村新近总结出七个字

的管理模式。 这七个字是 “一统” “两制” “三集中”， 可谓战旗村的七字

箴言：
“一统” 指全村发展统一规划， 制定实施计划， 安排、 落实措施；
“两制” 是实行村级资产集体所有制、 土地经营股份合作制；
“三集中” 指土地集中经营， 村民集中居住， 产业集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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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可爱的人： 村官礼赞

你们任重道远，
你们上下求索；
因为建设可爱的家园，
你们可爱；
因为你们做的是长治久安的伟业，
你们可敬；
因为灿烂的华夏农耕文明，
尚需你们，
带领亿万村众传承、 光大， 流芳。
你们可钦！
你们可佩！

本书编委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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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 与乡村社会学
（代前言）

乡村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怎样提高农民的精神境界， 增进他们的团

结以及农民同城市的联系， 因此应把乡村居民的社会化作为研究的中心课

题， 围绕这一课题， 研究乡村社会化的条件、 单位、 过程和动力等。
——— 〔美〕 Ｈ． Ｂ． 霍桑

“三农” 即农村、 农业与农民， 这是区别于城市、 工业和市民的概念划

分。 在今天， 我们将 “三农” 作为问题来研究， 是因为出现了农村穷、 农

业险、 农民苦这三个问题。 其实这三个问题并非现在才有， 可以说自城市化

以来就已滋生并存在着。 这三个问题， 即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城乡差别问

题。 “三农” 问题不是我国所特有， 可以肯定地说， 所有发达国家都曾有

过，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有和将会有， 因为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问

题。 只不过因历史时期的不同和各国国情的差异， 其问题的严重程度、 延续

时间、 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而已， 这还包括继发的失地农民、 农民工与村庄衰

落的 “新三农” 问题。
例如美国， 从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这几十年间， 同样出现了乡村凋敝

与农民贫困的 “三农” 问题， 并由此而产生过巨大的社会矛盾。 面临乡村

的困境与诸多的社会冲突， 罗斯福总统在 １９０８ 年下令组织了一个乡村生活

委员会， 专门研究美国乡村的实际问题， 任命 Ｌ． Ｈ． 贝利为该委员会第一

任主席。 由于贝利被总统委以重任， 从此致力于乡村问题的研究。 从那时

起， 一批批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行列， 于是乡村社会学在美

国率先成为一门社会学学科， Ｌ． Ｈ． 贝利被公认为美国乡村社会学的先驱。
英国实现现代化用了 １７０ 年时间， 美国用时最短也有 ８０ 年。 这些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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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国家当初开展工业化、 城市化时， 其人口都很少 （直至现在， 美国才

３ １ 亿人口， 英国才 ０ ６ 亿人口， 加拿大才 ０ ３ 亿人口）， 因其工业化、 城

市化过程的确能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绝对过剩

（劳动力无限供给———刘易斯）、 相对过剩到短缺这一转移过程中的转折点，
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即是曲线形态从凹到凸或从凸到凹的拐点 （二阶导数

为零）。 从显现刘易斯拐点， 到最终达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吸纳， 形成

城乡劳动力报酬均衡格局， 仅这后半过程， 西方国家也普遍用了好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时间。
我国由于早就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 不仅农村劳动力过剩， 就是城市

劳动力也过剩， 加之我国还没有经过完整的工业化过程， 城市化过程必定缓

慢， 因而 “三农” 问题的解决时间也相对更长， 城乡统筹的过程也相对较

长。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国的工业没有为国家创造相应的红利， 换句话

说， 我国的工业没有向支撑过它的农业反哺， 国家就没有足够的财力向农业

提供巨大的补贴。
由此， 从长计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长治久安的国之利器， 也是

使数亿农民安居乐业的国之大计！

屈锡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于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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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唐昌镇村， 毗邻都江堰市， 为成都 “上

风上水” 之地。 全村辖区面积 ２９５０ 亩， 其中农用地 ２３４４ 亩

（耕地 ２１０８ 亩， 其他农用地 ２３６ 亩）， 荒地滩地 ５６ 亩， 农村宅

基地 ４４０ ８ 亩， 独立工矿建设用地 １０９ ２ 亩， 人均耕地面积

１ ０７ 亩， 确权人口 １７０４ 人。 这个位于川西平原中极为寻常普通

的一个小村落，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崭露头角， 成功实现了农民

集中居住， 土地流转经营， 村级一、 二、 三产业互动发展， 一

跃成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综合示范村和第一个首批规划并启

动实施的新农村社区建设示范点。 该村先后被授予 “军民共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全国文明村” “工人先锋号” 等

荣誉称号， 在这些光环的后背， 战旗村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

的故事？ 她的发展是一帆风顺还是坎坷不平？ 在十八大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成都市构建 “世界生态田园城市” 的战

略规划中， 战旗村又将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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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今天的喜悦

今日的战旗村， 已由往昔的破街陋巷、 青砖瓦房变为街道宽阔、 楼房林

立的城镇式乡村， 村庄内部， 绿色成荫的宽敞街道、 整齐气派的联排别墅、
书香味浓郁的文化大院、 人潮涌动的 “妈妈农庄”、 紫色浪漫的薰衣草花

海， 无不吸引着每一个前往参观的游客……战旗村委带领全村村民， 紧跟市

场经济的节拍， 把握时代脉搏， 立足自身， 放眼未来， 逐步从一个初步温饱

型的农业村转变为全面小康的富裕村。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

中， 认真领会中央 “二十字方针”， 总结出具有战旗特色的 “八十字方针”，
即 “大力发展规模产业， 打牢经济物质基础； 努力拓宽增收渠道， 增加村

民经济收入； 建设农村和谐文化， 提高村民整体素质； 改善村民生活条件，
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依法加强社会管理， 推进民主自治建设”， 谱写了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

第一节　 村庄建设

一、 街巷道路

“要想富， 先修路。” 战旗村为实现 “路面平、 管道通、 路灯亮、 绿化

美、 环境优” 的目标， 实施了小街巷环境综合整治， 拓宽、 硬化路面， 疏

通排水管网， 亮化、 绿化、 美化环境， 以此推进村庄建设。 如今的战旗， 宽

敞的柏油马路可以通向每家每户， 让村民出行、 游客观光更加方便快捷。
地处川西平原腹心地带的战旗村， 依托贯通成都与都江堰的交通要

道———沙西线， 开通了以下几条连通市镇的公交线路：

（１） 成都九里堤公交站 ３６５
→唐昌镇北桥７４１／ ７３９

→战旗村 （全程约 ９０ 分钟）；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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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成都金沙公交站３０５ ／ ３２０
→ 郫县客运站７０９ ／ ７０６

→ 唐昌镇北桥７４１ ／ ７３９
→ 战

旗村 （全程约 １１０ 分钟）；

（３） 成都火车北站 →成灌快铁 （郫县西） →郫县客运站７０９ ／ ７０６
→ 唐

昌镇北桥７４１ ／ ７３９
→ 战旗村 （全程约 ７０ 分钟）。

村庄内部， 昔日的乡间小道， 全部变成了宽阔整齐的车道， 乡间运输均

实现了机械化， 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也减轻了农民负担。 院落之间和户与户

之间的连接道路宽 １ ～ １ ５ 米， 这些道路均为水泥路， 蜿蜒在院落之间。 同

时， 新一届村委班子将通往村口的道路进行改造， 建成了平整、 坚实、 方便

行车的沥青路面， 路面扩宽至 ５ ～ ６ 米。 完善的道路系统， 为村民交往和沟

通提供了极大便利。

二、 民宅民居

新型社区建设 “拆院并院” 工作结束以后， ９９％以上的农户已搬进新

型社区， 村民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村民们通过民主

的方式一次性成功分房。 至此， 战旗村村民彻底告别 “脏、 乱、 差” 的居

住环境， 开始过上 “出门见花草、 在家能上网、 喝水靠自来、 煮饭用燃气”
的城镇生活。 新型社区规划人口 ３０００ 人， 总占地面积 ３１５ 亩， 其中一期占

地 ２１５ 亩， 投资 ９８００ 余万元 （含全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入驻人口 １６５５
人。 新型社区共修建别墅 ４０１ 套， 建筑面积 ７ ４５ 万平方米， 修建多层公寓

式楼房 １７１ 套， 建筑面积 １ ４５ 万平方米， 修建幼教、 商业、 管理等功能配

套房 ０ ２４ 万平方米。
战旗社区简约典雅、 美观大方， 既保持了浓郁的川西传统民居韵味又不

乏新潮的现代气息。 从外观来看， 联排别墅户型各异、 装修洋气， 院外的绿

化带里种着各种花草树木， 一派生机盎然的气象。 随处可见的小标语时刻提

醒着村民们： 爱护环境， 人人有责。
战旗村联排别墅设计超前， 功能齐全， 既新潮又满足了农村日常生活起

居的需求。 别墅多数为两层式， 统一配备了客厅、 卧室、 厨房餐厅、 洗澡

间， 另外还有车库， 完全丢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住宅模式。

三、 人居环境

为了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让村民舒服舒心地生活在一个优美的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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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 战旗村与企业各按照 ５０％的比例投入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据悉，
战旗社区启用后， 战旗村先后投入 １００ 多万元对道路、 渠系以及地下管网进

行改造建设。
为了进一步完善卫生环境制度， 战旗村村委成立了由二十多个中老年人

组成的环卫小分队， 制定详细合理的环卫清扫制度， 采取 “户集、 村收、
镇处理” 的方式， 集中处理村内的生活垃圾， 切实做到了战旗村 “三清三

改三化” （ “三清”， 即清垃圾、 清路障、 清庭院； “三改”， 即改水、 改厕、
改路； “三化”， 即绿化、 净化、 美化）。 环卫工程的实施彻底改善了战旗村

的居住环境， 带动了社区投资环境的优化， 极大地增强了村庄的吸引力。 战

旗村于 ２００７ 年被四川省授予 “四川省绿化示范村” 光荣称号。

四、 整体规划

战旗村自集中居住以来， 现已初步完成 “两区一中心” 的建设， 两区

即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农民新型社区， 一个文化中心即战旗文化大院。 在省

市县乡各级单位的领导下， 战旗村按照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二十

字方针” 及成都市委、 市政府 “坚持城乡统筹、 ‘四位一体’ 科学发展， 深

入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部署” 的总体要求和建设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的

战略目标， 紧紧围绕县委、 县政府构建 “一城二带三基地” 的总体规划，
按照土地经营规模化、 产业发展现代化、 农民居住社区化、 基层治理民主

化、 生态环境优美化的具体要求， 统筹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农民向新

型社区集中， 创新思路， 积极探索村、 企、 农互融， 共建和谐家园的战旗新

农村建设模式。 争取在未来几年， 把战旗村建设成为以乡村生态旅游为主

的、 在西南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现代生态田园村庄”。

第二节　 党政建设

从建村至今， 战旗村共经历了八任书记， 战旗村党组织工作越来越完

善， 党员队伍不断扩大。 目前， 战旗村党支部有党员 ８１ 人， 设书记一名，
负责全村工作， 副书记 （村委会主任兼任） 一名， 负责村务工作， 支部委

员 ３ 名， 对村党务、 财务、 计生、 环卫等进行分工负责。 同时， 党支部根据

９ 个社设置了 ９ 个党小组 （如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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