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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篇 

从农业大省到农业强省 

——河南农村 60年变迁 

河南地处中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生

物资源，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发祥地之一。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 3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和勇于创新的河南农民积极

探索，大胆开拓，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符合河南实际的农村发展道路，农业

和农村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成功地实现了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历史性跨越。 

一、社会大变革中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1949 年初，河南基本解放后，在党中央领导下，全省建立了各级党委

和政府，开始了从革命战争年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性转变。 

（一）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 

旧中国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的桎梏，是河南长

期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完成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广大

农民的迫切要求。1949 年 4 月，河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即把土地改革确

定为当时农村的中心工作之一。6 月下旬，省委专门召开土改座谈会，决

定首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郏县、宝丰、襄城三个县的 47 个自然村中进行土

改试点。9 月，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省委制定了《河南土地改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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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草案）》，并决定在鲁山、临汝、伊阳、郑县等 11 个县进行第一批土改

工作。1950 年 2 月 7 日，省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河南省土地改革条例》，

2 月 20 日，省委又发出《关于土地改革的决定》，要求全党动员，集中精

力，宣传贯彻好《条例》。从 3 月起第二批土改工作在南阳、潢川、巩县等

33 个县全面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河南省委认真

总结了一、二批土改的经验，立即按照《土地改革法》规定在全省剩余的

43 个县进行第三批土地改革。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到 1953 年 2 月，

河南省人民政府正式颁发布告，宣布河南（黄河以南地区）3200 万人口的

地区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历史任务，彻底废除了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完成了河南农村最根本的历史变革。 

（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  

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生产积极性高涨，全力投

入到大规模的恢复发展生产运动。为引导、鼓励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省委、省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要求各地以恢复粮食生产为主，

有重点地恢复和发展特种农作物，在水灾严重地区以治水防患为主，在可

能的条件下发展农副业和手工业。积极推行以保证农民土地、财产的地权、

产权，推广互助合作，保障借贷自由，奖励兴修水利，开垦荒地，鼓励粮

棉油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十大政策。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

府的号召，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生产运动，掀起了增产节约竞赛活

动，从而极大地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根据中共中

央和政务院的部署，在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河南省委、省政府通

过发放救济粮、增加贷款、减免农业税、以工代赈等措施，组织群众开展

了大规模的以治理黄河、淮河水害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52

年大型引黄济卫灌溉工程——人民胜利渠顺利竣工，随后石漫滩、白沙、板

桥等各种大中小型水库在淮河上游相继修建，大大改变了黄淮的水利面貌。

经过建国初三年的艰苦奋斗，到 1952 年底，河南顺利地完成了恢复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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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历史任务，全省农业总产值和农、林、牧、副、渔都超过了新中国成

立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三）积极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土地改革后，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生产也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是由

于农村生产力的极端低下，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生产，仍然无

法让农民彻底摆脱贫困，更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因此，

1953 年党和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对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任

务，积极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

中，河南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了逐步过渡、相互衔接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组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第二步是组织以土地入股、

统一经营为特点，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是

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私

有制为公有制。到 1956 年 5 月，河南全省建立起了 25665 个高级社，加入

高级社的农户已经占到全省农户的 95.73%，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 

虽然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的问题，但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

些必要的纠正措施，因而在农业生产指导上没有出现大的错误。农业合作

化的开展，为发挥集体优势，兴修农田基本建设、采用农业机械抗御自然

灾害提供了有利条件。1956 年，河南全省水浇地面积由 1951 年的 391 万

亩发展到 858 万亩，增加近 1.2 倍；1956 年，全省共打井 100 余万眼，下

泉井 2.2 万余眼，修小型水库 1321 座，修塘、堰、坝 43 万余处，修小型

渠道近 2 万条。1957 年，全省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1952 年的 0.3 万马力提高

到 4.5 万马力，增加了 14 倍，机耕地面积也从 2.3 万亩增加到 199 万亩，

增加了 85.5 倍。农田基本建设的兴修、农业机械的采用促进了河南农业的

快速发展。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从 1952 年到 1957 年，全省农业生产

总值从 30 多亿元增加到近 37 亿元，粮食总产量从 1007 万吨提高到 1180

万吨，棉花总产量从 13 多万吨提高到 17 多万吨。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在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国家开始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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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棉花、油料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严禁私商和农民个体经营。河南

广大农民群众在自己生活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踊跃交售爱国粮棉油。1954 年至 1957 年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约百亿公斤，

为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粮棉油等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实

施对于稳定市场与物价，保障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支援工业建设起了积

极作用。但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一政策使农民的生产与销售脱节，不利

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滞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曲折探索中农业与农村经济的缓慢发展 

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前，在曲折的

探索中，河南农业和农村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文化大革命”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下，河南农业生产和

农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长期徘徊不前，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在艰难曲

折中努力探索着农业发展的道路。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由于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更由于在胜

利面前党内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1957 年 11 月，中共河南省一届二次会议重点讨论河南农业的“大

跃进”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克服右倾思想，打破常规，站在运动面前积极

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1958 年初，河南又不切实际地提出了“两年水

利化”，“三年‘四无’省”（“四无”指无苍蝇、无蚊子、无老鼠、无麻雀），

“五年超过四、五、八”（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 1967 年黄河以北、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分别实现亩产 400 斤、500 斤、800 斤的

粮食指标）的全面“大跃进”目标。于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

“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省严重泛滥起来。 

在“大跃进”运动浪潮中，1958 年 7 月，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率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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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8 月毛泽东在视察七里

营时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此后中共中央又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

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骤然兴起，到 8 月底，全省

农村在 2700 个大型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建成 1355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 

7578 户。参加公社的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99.99%。“一大二公”的人民

公社体制，把农村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公有，取消了评工记分，推行“吃饭

不要钱”，大办公共食堂。结果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

损害了农民利益，使农村生产力遭到空前破坏，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

下降。 

1961 年初，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

始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中央的

指导下，河南开始对全省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将农业生产放在了各项工

作的首位，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全省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整

社，积极开展清理退赔，取消公共食堂，大幅度调整了农村的社队规模，

积极落实“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在经济特别困难的

沙荒盐碱地区，根据群众的

意愿，省委还决定实施特殊

的“借地渡荒”政策，将数

目不等的土地借给群众自

行耕作。在借地政策受到群

众交口称赞的情况下，省委

又将这一政策由沙荒盐碱

地区推广到全省。为了鼓励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河南还

逐步放宽了对“小自由”的

限制，恢复了社员的自留

地，鼓励开垦小片荒，允许

 
兰考人民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战天斗地，努力改

变兰考的自然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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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恢复开放农村集贸市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河南纠正了过高的粮食征购计划，降低了农业税的实际征收率，提高了

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党的领导下，河南广大农民群众迎难而上，大力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广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在太行山上修建了“人工天

河”——红旗渠，在兰考沙滩和盐碱地上涌现出了焦裕禄那样的好书记。

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战，到 1965 年河南终于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任

务，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都有了明显增长。 

（二）十年动乱与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把国民经济引入歧途。

十年动乱，搞乱了人心，破坏了党的农村政策，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伤害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大批判，强

制取消自留地和农民的家庭副业，强制关闭农村集贸市场等“左”倾错误

做法，扼杀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河南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始终

坚守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顽强抵制着“文化大革命”对农业的冲击与破坏。

1970 年 10 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后，河南提出了大力发展农业，加

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积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县社工业等新措施，在水利、

土壤改良、肥料生产、农业机械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全省各地开展了大

规模的以打井配套、挖渠排水和改土为主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在山区、

丘地带区修建梯田，改滩造地；在平原平整深翻土地，实现灌溉园田化；

在沿黄地区，利用黄河水淤灌稻田，改造沙荒盐碱地，实行土、水、林综

合治理。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

条件，维持了农村经济的缓慢增长。 

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探索中，河南广泛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

动。“文化大革命”前，河南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积极发扬大寨精

神，兴修农田水利，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

作用。但“文化大革命”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却演变成为“大批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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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大批“工分挂帅”和大搞“穷过渡”的政治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一

直持续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由于农业学大寨运动违背了一切

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助长了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破坏了党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农村政策，严重挫伤了农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因此逐渐被人们所抵

制、放弃。 

在农村经济的缓慢发展中，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河南各地开始兴

办社队企业。1975 年 9 月，毛泽东在巩县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

上做出批示，并将这一调查报告作为重要内容发给当时在北京的中央委员

和参加农村工作座谈会的各省委书记。10 月 11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

条以《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介绍了回郭镇发展社队企业的经

验，并配发《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的评论员文章。巩县回郭镇大办

社队企业经验的推广，促进了全省社队企业的发展，到 1978 年全省社队企

业发展数目达到 7.6 万多个，总产值达到 31 亿元。 

三、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业发展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

略决策，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 1978 年到 1991 年底，河南

省委、省人民政府带领全省广大农民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积极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使河南农村发生

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一）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1979 年 1 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从河南“农业这个基础还

十分薄弱， 发展还很缓慢，而且不平衡、不稳定”的实际出发，作出了“集

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重大决策。3 月，省委又制订了《关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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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补充规定》，提出了切实尊重和保护社队的所有权和自

主权；加强劳动定额管理、制订严格的生产责任制；认真做好收益分配，

克服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社会成员先富起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农民

看到了生产致富的希望之光，唤起了农民努力生产的热情。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河南广大农民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思想束缚，

积极投身于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与农村人民公社的废除 

农村改革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1979 年初，河南农村

出现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包产到组”、“包

产到户”等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中央和

省委规定，不能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不允许包产到户，

分田单干”。1979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批评河南洛阳一些地方搞“分田到户，

包产到组”。在“编者按”中还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户的地方”，

应当“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三月来信”使河南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生产

责任制遭到迎头打击，引起了较大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省委、省

政府把“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列为全省着力扩大的生产责任制形式。但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影响下，河南农民在实践中继续突破了种种政策误区，

不仅实行了以联产到劳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且在豫东兰考、

虞城、沈丘等地区搞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进一步将农

村改革引向深入。 

1980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

对安徽凤阳和肥西农村搞“双包”责任制予以充分肯定。河南省委、省政

府认真学习贯彻谈话精神，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补充规定》，

进一步放宽政策，使联产到劳和“双包”责任制在全省得到较快发展。1981

年 5 月，河南省委召开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在全国率先肯定了包干

到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会后，全省出现了

“大包干”责任制由贫困边远地区向中间地区和经济较发达地区迅猛扩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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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据统计，到 1981 年 11 月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经占到

72.11%，到 1983 年底更高达 99%。河南成为率先普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省份之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促进了河南农业的大发展。1983 年全省

农业总产值达到 203.92 亿元，相当于 1978 年的 2.06 倍；粮食总产由 1978

年的 419.5 亿斤增长到 580.8 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棉花总产由 448 万担

增长到 1267 万多担，相当于 1978 年的 2.8 倍；油料总产由 4.83 亿斤增长

到 10.3 亿斤。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已逼近全国平均水平，农民温饱问题

基本解决，并由粮食调入省变为调出省。 

 
1984 年，河南农民送公粮的情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形式替代了原生产队统

一经营模式，“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1984 年 6 月，

河南在原来 2088 个公社的基础上建立起乡（镇）人民政府 2101 个，以原

来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委员会 46383 个，以原来的生产队为基础建立

村民小组 401714 个，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体制。 

（三）调整农村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农村改革前，农业不仅管理体制过死，而且内部比例失调，林、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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