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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三十年前，中国改革大业从农村发轫，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农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农村
体制改革浪潮。三十年来，我们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
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
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和三十年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从
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迈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
史性步伐。

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 “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
出。2004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上正式提出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进一步提出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
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三农”问题能否解决好，是关系着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如果广大农民不能进入小康，就难以实现和谐社会的战略。2005

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
略目标，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政策为标志，我国农村又来到了一个大变迁的十字路口。“十
一五”规划为我们勾画出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
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一个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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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公平、统筹发展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框架呼之欲出，随之而来的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要求，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为重
点，把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作为党的工作的奋斗目标。

上个世纪 80 年代，位于江阴西郊的华西村，面积仅占中国版
图的千万分之一，却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被称为 “天下第一村”。

从 1972 年起，华西村就以亩产吨粮而名震大江南北，成为中国著
名的先进典型。改革开放后，华西人在吴仁宝书记的带领下，跳出
单一农业经营的思想框框，调整产业结构，走出一条农业、副业、

工业综合发展的道路。工业、副业的崛起为现代化农业的稳定发展
铺平了道路，农业的稳定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华西村成为江苏最
大的村级乡镇企业集团，华西村的发展成了中国众多乡村走向共同
富裕的一个缩影。

继华西村的辉煌之后，中国又涌现出了南街村、刘庄村、花园
村、将军村等一系列 “明星村”。中国大约有 320 万个自然村，60

多万个行政村，“明星村”所占的比例很小，但 “明星村”的经济
总量是他们周边村庄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数千倍，村民福利也远
远高于城市工人，连小岗村也 “三顾茅庐”虚心向 “明星村”求
教。诚然，“明星村”的成功离不开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及
当时的政策等客观因素。因此，有人提出，他们的成功经验是 “不
可复制”的。但是，“明星村”极强的学习能力、实事求是的精神
和稳步前进的治村理念，却是完全可以借鉴的，“明星村”对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关键是组织和示范。

我国的农民不是没有组织的农民，党和政府已经服务到了乡村的基
层社区，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成就，是共产党的一个伟
大创举。组织农民，靠的不是比农民更丰富的书本知识，而是靠基
层党政干部的示范作用，靠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靠生于兹、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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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熟悉当地民风民情，深爱一方热土的基层党政干部。建国初期
山西大寨的陈永贵是位老英雄，是当时中国农村、农民当之无愧的
形象和符号。他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带
领大寨人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寨之路。上世纪 80 年代初始，

随着陈永贵的大寨失去光彩后，天津的大邱庄异军崛起，一夜间成
了 “华夏第一村”。可由于掌门人禹作敏居功自傲，封建家长习气
严重，最终导致他触犯刑律，自酿苦果，令人扼腕叹息。吴仁宝作
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村官，从建国初期 “摸着石头过河”

到改革开放的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都做出了前人无法企及的事
业，到现在还没有谁能做到像他一样将一面旗帜树了近半个世纪。

农村社会的治理是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所在。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增强，新兴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成
为乡村社会治理和发展中的新生力量、中坚力量。村由人带动，人
以村为依托发展事业。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感召和社
会的责任，我们在京郊众多美丽的乡村中选择了张湾村。

京东大地古运河畔的张湾村，在村党支部书记刘国利的带领
下，用十年峥嵘岁月走出一条改革之路、创业之路、发展之路、美
丽之路，实现了持续发展、稳步发展、健康发展、和谐发展。

本书上篇首先回顾了张湾村的历史变迁，按照 “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基本要求，展现了今天张湾的新农村风貌，并对张湾村的未来前景
进行展望与预测。下篇则带着我们细数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的人生
四十载。在过去筚路蓝缕、披星戴月的艰苦奋斗中，张湾村党支部
书记刘国利从不断经受考验、接受挑战并获得历练中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共产党员，他的每一个脚印都伴随着张湾村成长。在本书中我
们可以共同见证张湾村是如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一步一步创
造了今天的富裕美丽，它的每一个转折点是如何酝酿直至发生; 我
们更看到刘国利贫寒的幼年、拼搏奋斗的青年、充满机遇与挑战的
壮年，随着他的苦难境遇而落泪，随着他的快乐昂扬而欣慰，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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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断展开的人生画卷而激情荡漾。所以，这本书不仅仅对于中国
数十万个农村基层干部怎样做好 “村官”有借鉴意义，即使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读之也会深受震撼，也会从中获取一些有关建
设、发展及人生真谛的感悟。

张湾村上下心齐劲足，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破难创新，实现
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率先崛起，入围 2008 年北京综合实力百
强村。一个别有韵味的魅力张湾，一个充满生机的活力张湾，一个
健康发展的实力张湾，一个和谐稳定的豪气张湾，展现在你面前。

在张湾村村民看来，这成绩的取得靠的是怀揣责任感、使命感
的刘国利临危上任，积极行动、沉着进取的刘国利不辱使命，上善
若水、德行天下的刘国利不负重托。

改革未有穷期，发展永无止境。上个世纪的 “华西现象”曾给
我们的心灵带来了震撼，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 88 周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我们隆重推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型
《走向卓越》，谨以此书作为对党和国家的献礼。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心，团
结一致，迎难而上，扎实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祝愿伟大的祖国繁
荣昌盛，祝愿社会主义新农村富饶美丽，祝愿亿万农民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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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

有人说你娇媚
娇媚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
有人说你富贵
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
冰封大地的时候
你正蕴育着生机一片
春风吹来的时候
你把美丽带给人间

牡丹是中国传统花卉，其端丽妩媚、雍容华贵，兼有色、香、

韵三者之美，令人倾倒，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尽其才华描绘和赞颂
牡丹。唐时刘禹锡的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脍炙人
口; 李白的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化浓”也成为千古绝
唱; 元代词人李孝光认为牡丹 “富贵风流拔等伦，百花低首拜芳
尘”; 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更有 “阅尽大千春世界，牡丹终古是花
王”的赞叹。自古 “牡丹发展在盛世，太平盛世喜牡丹”，我国人
民视牡丹为和平、幸福、富贵的象征。

今人只知 “富贵”乃富裕而显贵，且看香港富豪李嘉诚的
“富贵观”———生命的丰盈并不仅在于金钱的多少。李嘉诚坦言，

衡量财富的准则在于 “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他引用中国古代
哲学家的观点来加以说明: “势为天子，未必贵也; 穷为匹夫，未
必贱也; 贵贱之分，在行之恶美。”富贵二字，必须分开解释，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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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运用个人财富为社会做好事，帮助有需要的人，才是真正的
“贵”。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曾说过: 富可以是一个数字，但是贵
则相关于生命的尊严。什么是真正的贵气? 那是一种慈悲，是一种
责任，是一种担当，是他对于社会持久的关注，与他以富的能力转
化出来的一种效能，这才是贵。

刘国利从打工者到千万富翁，正如歌中所唱: “历尽贫寒”。穷
则思变，从物质极度匮乏的生存状态中奋而崛起，实现富裕，这对
于一个 “穷透了”的人来说，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刘国利富了，假
如他仅仅满足于个人财富的积累，也许他会生活安逸，却很难走出
一条卓越之路，正所谓富易贵难，金钱可以使人 “富”，却未必通
向德性高雅、品质高尚、豁达宽容的 “贵”。得益于母亲、家庭的
影响，得益于穷困生活中始终屹立不倒的尊严和富裕之后的时刻自
省，刘国利热心关注公益事业，在张湾村面临发展困境时挺身而
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在物质上是富裕的，在精神上是高
贵的。

作为一个群体，张湾村民走向富裕，不仅因为沐浴着中央 “三
农”政策的春风，也在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张湾村的发展成就，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竞夸天
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春”，张湾村仿若一朵盛放的牡丹，她是
富贵新农村、和谐大中国的缩影，她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
达、美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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