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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面面观》序言

姬业 成

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美好希望；改革，使社会主义

获得了新的活力；改革，已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歌．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在一抽典型

带动下展开的，不断深入的改革，又造就着一批又一枇新的

典型．典型是改革的产物，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是党的改革

的结晶，是全社会的麓富，是树立在人们面前的一面面镜

子．任何典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成长的，都有其特殊

性和局限性．但是，把一大秕典型集中起来，让许多面镜予

从不同角度照来，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描绘出中国农村已经

走过的和今后还要继续走下去的道路；显现出中国农村经

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表层和深层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的

产生和具有开创意义的新体制的奠定；展示出整个中国乡村

令天的面貌。标志着中舀农村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编辑出版《中国乡村面面观》丛书的目的是：让人们透

l-．．-系歹lJ典型，认识农村改革，交流改苹与发展的经济，推

卅农村改革与发展．

中国农村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发展的道路是漫长的．

这是因为，我国虽然巳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还处在初

级阶段，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初级阶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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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要在各个领域反映出来，但更集中地是表现在农村．中

国经济发展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

中国人民的富裕决定于中国农民的富裕。农村问题．农民问

题、农业问题。将始终是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于

中国农村问题，我们必须从党的十三大指出的“十亿多人

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靠手工槁饭吃”的实际出发，

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我们这一代人和下几

代人的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这个历史进程

中，我们愿把每一个有时代意义的典型介绍给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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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喜
，J’ 日

七一人民公社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棵参天大树上是

很小很小的一叶，她的历史犹如迢迢银河中的一颗流星。

。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七一公社地域虽

小，历史虽短，但她却是中国城郊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个缩影。有其取得成绩的喜悦，也有其经历20多年“左”

的困扰。这些用喜悦和困扰编写的历史，圉与总的路线、方

针、政策紧紧连在一起，然而也与执行路线、疗针、政策者

的主观认识息息有关。《七一公社志》力图客观地反映本地

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隆替，也记录这一历史阶殷中的种种

得失功过。

绍放以来，七一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同心协力，治愈了战争创伤，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彻底改变了旧社会那种“头上帽子开花疆、脚上鞋子脱后

跟”的贫穷落后的状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

乱反正，全面改革，全社工业生产蒸蒸日上，各项事业欣欣

向荣，人民生活步步提高，新人新事生生不已。 “春来江水

绿如兰，日出江花红胜火”，形势十分喜人。忆往昔峥蝾岁

月，我们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有痛心的失误。这些

成败的史实，是我们以至后代人可以借鉴的一份重要史料．

t。盛世修志，确为壮举”在中共上海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在县志办公室的指导下，经过社志组全体同志的艰苦

努力，尤其是主编的认真编纂，反复推敲，几易其稿，最后

曲党委、政府和县有关部门以及市农委政策研究室审查定
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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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我们终于编纂成《七一公社志》，实系首创，堪称喜

事．但由子有的资料不全，难以查证；有的众说不一，颇费

断论，加之各方面条件所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殷切地

期望领导，专家。同行和读者揽评指教．。本固枝荣，源渊

流长。，愿《七一公社志》垂信于世，惠迪后代”l

沈金荣 ．

1987年12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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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起1949年本地解放，下迄1986年，共73

载．其中有关内容需要突破者，适当上溯或下延．．

二．本志按章、节横排篇目，纵述史实．节以下设目或

分段记述．全志共分12章47节，其中以时间为+序的《大事

记》列于篇末，欲收。以时系事，一目了然”之效．
一 三．本志所言的。七宝地区”是指本壮范围(含七宝

镇)内的地区。1958年9月公社成立以后，更lJ用。七一地

区”或。本地区”．文中用旧地名时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

必要时记叙今地名时也加注旧地名．

四．本志充分采用图、表等形势，综合性表格附在书

末，有关图．表分别歹q于所述正文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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