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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建设“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把“三

农”列入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锦绣农村村村富，力贯九天天天新”，这对

于中国农村来说，是发展的良好机遇；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蕴含希望的

好事、幸事；对于数百万“村官”来说，是释放能量、展示才能的大好时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新”在从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出发，提出了农村工作的新思路。 《建议》提出，

要在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随着我国经

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明显提高，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条

件正日渐具备，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

段。 而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为此，要合理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

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市场机制；加快形成有利于促进农村

公共事业发展的机制。

新农村还“新”在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加快改善农村的生

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出发，提出了农村工作的新要求。 《建议》提出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 20字要求，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体现，其内

容丰富，涵义深刻，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

的要求。 “生产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物质条件，“生活宽裕”是建设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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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落实，“乡风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思想基础，“村容整洁”是建设新

农村的环境氛围，“管理民主”是建设新农村的体制保障。 五个方面相互融

通、相辅相成。 重点是加强村镇建设规划和环境整治，建设新村镇；发展农

村各项社会事业，培育新农民；加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倡导新风尚。

新农村是“新”在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眼光，从适应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出发，把农村工作提到了新高度。 “三农”问

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国民经济

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国家的真正发展；没有农民的富足，就没

有国家的持久繁荣。 只有近八亿农民都加入到现代化的进程，才能盘活国

民经济全局，实现长期持续的发展；只有广大农村明显改变落后面貌，才

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 从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解决“三农”问

题这个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意义非常深

远。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进程中， 村党委书记怎样才能挑起这

副时代赋予的重担呢？ 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表明，必须要抓好三条：一要避

免误区，量力而行；二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三要因地制宜，富民为先。

什么是新农村？ 这里面的内容很多，千万不能认为建设新农村就是建

新房，建一个新村就叫新农村，而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其实，把乱

搭、乱建的拆掉，把脏、乱、差的搞好，把房前屋后的卫生搞好、绿化好，房

子粉刷好，营造一种相对较好的环境，这也是建设新农村的一项内容。

当然，建设新农村，首先要想到怎样发展经济，怎样致富百姓，像“生

产发展”，也并非就一定要办工业，而是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副则副、宜

商则商。因为，搞农业同样能形成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总之，要从本地

本村的实际出发，适宜什么就搞什么、就建设什么。 建设新农村不是一年、

两年就能建成的，也不是五年、八年就能建成的，甚至需要数十年、几代人

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宏伟目标！

中国“十大名村”的经验是中国农村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农民共同富

裕的典范。 我们将他们的故事整理后推荐给大家，旨在抛砖引玉、给予启

发，让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为“富裕村”、“亿元村”，让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

真正的人间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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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豫南一枝花”的临颍县南街村，近年来村办企业的飞速发

展，引来了络绎不绝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访者；南街党总支坚持以毛泽东

思想育人，两个文明一齐抓，用政治统帅生产的做法，更引起了各界人

士的瞩目；专家、学者、记者、作家、企业家、教育家纷纷前来访问探究。

报纸杂志所载有关南街总支书记王宏斌和南街致富之路的材料， 只是

勾勒出了南街发展的大致轨迹而已。 要想进一步了解南街的精神文明

建设，进一步了解南街人，进而找出南街发展迅速的奥秘，我建议读

者很有必要读读本书。

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南街人的精神风貌、高尚品质和南街

村的文明村风。南街人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南街村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闯出来的村。 他们爱国、爱党、爱集

体、爱共产主义；他们胸怀全局，开拓进取，讲究奉献，乐于助人；他们正

在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兢兢业业地劳动着，探索着，前进着！ 具有

远见卓识的党组织，率领勤劳、文明的群众，乘改革开放的东风，牢牢掌

握党的十四大和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 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 同舟共

济， 群策群力， 形成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 从而创出令人赞叹的业

绩———这就是南街崛起的奥秘！

它的成功也会给我们的乡镇基层领导干部一定的启发和深思。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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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现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建设的大好形势下，依托本地资源，结合

实际情况，借鉴成功农村的经验来发展自己，来深化农村改革体制，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成功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希望通过阅读

此系列丛书，能够激发基层领导的开拓创新精神，努力建设新时代新农

村。

一个有着宽阔平坦的公路，整洁一新的街道，到处是鲜花，到处是

绿荫， 无处不呈现出走向腾飞的中国现代化农村繁荣景象的京郊首

富———韩村河位于北京西南 40公里处。

曾经是村破家贫，人称“寒心河”的韩村河，如今已是一个经济总收

入 15亿元，上缴税金 4450万元的“都市化的农村”。今天的韩村河有一

幢幢欧式、美式、古典式的别墅和多层住宅楼；有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

绿色食品基地；有京郊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的村办公园；有京郊第一所

村办大学；有京郊第一家村办旅行社。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韩村河始终坚持把让农民得

实惠作为目标，既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又充实了农民的精神生

活；既实现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 在

生产上，结合实际，壮大韩建集团，培育有特色的主导产业；在生活上，

解决了农民的吃、穿、住、医疗、养老等问题；在乡风上，实现了家庭和

睦、邻里和谐；在村容上，达到了环境清洁、规划有致。

韩村河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从当初仅由几个泥

瓦匠组成的建筑队艰苦创业，发展到目前拥有村办企业 36 家，固定资

产 13亿元，年产值达 20亿元的模范村。 这样的实力，在整个中国所有

的自然村中都是少有的。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不是都去

搞第二个、 第三个韩村河， 而是要从韩村河的发展历程中学习借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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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韩村河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结合实际，夯实新农村建设基

础，让农民得实惠，这样才能得到农民的认可，才能凝聚人心。怎样夯实

基础？ 一是改善农业基础生产条件。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推广

农业科技，完善农业基础管理。二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搞好农村规划，

抓好资金投入，把环境整治作为切入点。 三是培植农业基础产业。 发展

特色农业。 推进产业化经营；加快第二、三产业发展，推进工业化进程；

加快劳动力转移，促进就业。 四是培育农村经济基本力量。 五是提高农

民基本素质。 强化农村精神文化阵地、农民培训和公共服务体系。 六是

建立完善农村基本保障制度，解决好农民的医疗、养老等问题。 七是加

强农村基层组织。巩固和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韩村河

就是通过一点一滴夯实基础，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通过这些努力，使

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 生产发展了，村子富裕了，村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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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概况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紧靠 107 国道，西临京广铁路，

东临京珠高速公路。 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848户，3180口人，1000亩

耕地，总面积 1.78平方公里。

中国的行政划分上，这里只是一个 800多户人家的村庄。 但是，这

里是中国第一个有着独立党委的村。而且，这里有着民兵营、武装部、档

案馆、税务所、法庭、中国农业银行南街村支行、工商行政管理局漯河市

南街分局等一个县条条块块所该有的一切。

南街村村党委会下设 22 个基层支部，279 名党员， 村民委员会下

辖 15个村民组。 村企业组织———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是国

家大型一级企业。和全国无数个乡村的百姓一样，昔日南街村的群众承

袭着祖先的传统美德，伴着沉重的历史车轮，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那几分贫瘠的黄土地上，辛勤劳作，维持生

活，繁衍后代。

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拂着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也吹绿了南街

村。这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寻觅的普通农庄，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

崛起。

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了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拥有 “中原第一村”、“红色亿元村”、“豫南一枝花”、“共产主

义小社区”等一系列称谓，与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并称中国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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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富裕村，固定产值 10亿元。 它是中国目前仍在走集体经济道路

的 2000多个行政村中甚为成功的一个。

它以独特的发展模式和辉煌的成就， 日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

来参观、调研、旅游，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有 30 多万

人；每年寄来的信件有 4000多封。

朱镕基、乔石、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罗干、刘云山、曹刚川等 20

多位党政军领导同志和 170 多位将军，300 多位省部级领导来该村视

察工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朝日新

闻》、美国之音等众多国内外新闻媒体对南街村作了大量报道；美、英、

法、德、日等 20 多个国家的数十家新闻单位也都到南街村作过实地采

访。 南街村也因众多的旅游者显得更加熠熠生辉、光芒四射。 南街人正

以豪迈的热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征程上

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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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索之路

（一）探索之阵痛

“过去的南街村，是全县出了名的‘难街村’。 60％的村民住的是破

草房，人均 8分地，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只能挣一口饭吃。 就连生产队

牲口棚里点灯用油的钱，也要靠群众凑，村集体买不起 7分钱 1斤的平

价煤油”，“那时村民吃了上顿愁下顿，年头至年尾，难穿一件新衣服”，

“逢年过节，能吃一顿白面馍，能尝尝肉味，是村民最大的期望”。

1981 年，在全国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南街村的土地与集体资

产也一样分到各家各户。不过，土地承包下去了，农民反倒外出打工，大

量土地荒芜； 而两个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 却因为承包者不发工

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了众怒。

1985 年，就在全国最后一批 249 个人民公社解体时，南街村反其

道而行之，重新完成了逆向的分合过程。 承包出去的企业被收归集体，

撂荒的土地由集体统一耕种。段林川说：“土地都是自愿交的，有力量耕

种的我们一般还不收，一直到 1990年土地才全部收归集体。 ”

1.成功有没有普遍性

早在 1997年，南街村已经实现了工业总产值 17亿元，位居中国最

大乡镇企业 100 强里面的 27 名，并率先摘取了河南省内的第一个“亿

元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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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许多南街村人提起当初创业时的艰辛依旧直掉眼泪。

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南街村自然也不例外。 但遗憾的是，

土地承包下去了，农民反倒外出打工，造成大量土地荒芜；而两个承包

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却因为承包者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了众

怒。秉直的村民将现状迁怒于村领导的无能，有人甚至在村支书王宏斌

的家门口倒了一堆烂番茄。

苦苦思索，王宏斌觉得似乎还是先前的“集体搞法”好些，土地既有

人耕种、村办企业也办得风光体面。

1986 年 2 月 5 日，南街村村委会的一纸公告悄然贴出“关于回收

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针对我村（南街村）大量田地荒芜，并结合村

办企业发展的需要，村委会决定收回大量闲置田地，农户由村里安排工

作，吃粮问题由村里统一供应……

这一看似与联产承包责任制背道而驰的做法， 却在南街村悄无声

息地拉开了大幕。

当初南街村的领导发现， 很多外出的村民们回来时常常拎着个方

便面袋子，一问才知道，“那玩意味道不错，且食用方便，最多耗二两面

粉的一团面就要卖一块多钱”。 河南地区盛产小麦，并且还没有一家方

便面厂，几个村干部觉得搞方便面厂能赚钱，便就设想着上马方便面项

目。

农民一旦认真起来往往就认死理。 于是这些村委会干部有的化装

成买主去其他的方便面厂偷经学艺， 有的在风雪夜里赖在银行行长家

门口请求贷款， 有的啃着干馍南下北上考察方便面设备……1989 年，

在村民的好奇与欢呼中， 南街村在河南地区率先上马了第一条方便面

生产线，当年产值便突破了 2100万元。

方便面厂日益兴旺，原有的一个面粉厂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南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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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而生产方便面需要大量调味品，村里又建起了调味品厂；产品

需要包装，南街村又与日本企业合资建起了彩印厂、油墨厂，而生产方

便面的下脚料又可以供村办养殖场使用……如此， 环环相扣， 优势互

补，一个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格局在南街村逐步兴盛。

1992年时，南街村的工业产值达到了 2个亿；1994年为 8个亿；而

到了 1997年时，南街村的工业产值匪夷所思地达到了 17亿元。此时的

南街村拥有方便面厂、食品厂、包装材料厂、胶印厂、彩印厂、啤酒厂等

26个企业，职工人数 12000多人。

“但这并不是农村现代化的模式。 ”北京大学马列学院副院长易保

云教授指出，“南街村靠的是工业致富， 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把一个乡

村变成了企业集团，把村民变成了职工，而不是依靠土地的商品化、农

产品的商品化得以实现， 南街村是依靠一些比较好的资源优势获得了

比较突出的发展。 ”这种成功是一种进步，但在全国农村没有普遍的推

广意义。

专家所指的资源便是南街村在发展中逐渐积累的政经关系。

“南街村前期的发展除了遇到比较好的机遇外，还有一个必要的条

件就是银行的贷款。”王宏斌承认。在当时，银行对乡镇企业大门关闭的

条件下，南街村能够得到银行的绿灯，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可贵的资源。

而现在，南街村在银行的贷款已经达到了 6亿元，这在很多乡镇企业几

乎可望而不可即。

2.能人之治能走多远

在南街村，对于带领大家奔向富裕的领路人王宏斌，几乎所有的村

民都有着近乎崇拜的感激。人们从来没有称其为“书记”，而是亲切地称

之为“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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