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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凤台县中心村调查

许 宏 业

国内外许多关注中国的人
,

出于各种 目的
,

不断地提出
: “

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

停滞? 中国的发展方向会不会发生逆转?’’ 安徽凤 台县 中心村 的农 民以 自己的实际行

动告诉人们
,

经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洗礼的中国农民决不允许时光倒转
,

他们将汇入

改革开放 的大潮
,

一无反顾地坚定地走下去
。

作者
:

许宏业
,

女
, 1 9 3 8 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19 4 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亿万农民在

政治上得到了解放
。

然而
,

在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年

代尤其是
“

十年动乱
”
中

,

安攀凤台县中心村的社员
们为了所谓的

“
不吃二遍苦

” 、 “
不受二茬罪

” ,

成年累

月地批来斗去
,

却始终没能摆脱逃荒要饭的悲惨命

运
.

如今
,

经历了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初步摆脱贫困之

后
,

中心村的农民终于觉醒了
,

当他们因种种原因再

度陷入贫困境地之后
,

再也不像以往那样默默地忍

受了
,

他们一次次写信向有关部门揭发问题
,

成群结

队地上访告状
,
1 9 8 9 年成了村民们的

“

告状年
” 。

他

们的举动引起了中央及省委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
,

在各级负责同志的亲 自关怀下
,

中心村重又汇入改

革开放的大潮
,

短短几年便挖掉了穷根
,

成为淮北平

原上的一面致富的旗帜
。

一
、

历史的回顾

凤台县中心村地处淮北平原
,

居于淮河与西祀

河交汇点
。

该村共有 6 个 自然村
,

15 个村民小组
,

301 7 人
。

有耕地 3 518 亩
,

人均占有 1
.

16 亩
。

历史上

旱
、

涝灾害频仍与人多地少构成了中心村的基本特

点
,

加之
,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推行
“

以粮为纲
”
的

单一的产业结构
,

农民们被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
,

生

活极其贫困
。

据笔者 1 9 9 3 年 3 月对 69 户抽样调查

统计
,

直到 197 8 年
,

中心村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

只有 8 9
.

8 元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中心村开始走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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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之路
。

然而这里的改革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

大体经

历了一波三折的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 19 8。 年至

198 4 年
,

改革的大和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能人朱咸来

推上了中心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
,

他带领全体村

民一门心思抓好科学种田
,

充分挖掘土地潜力
,

在两

年内基本解决了村民的吃饭问题
.

1 9 8 3年开始改变

单一农业的经济结构
,

发展经济联合体
。

朱咸来邀集

9 户农民组成
“

中心村经济联合体
” ,

承包了因严重

亏损濒临倒闭的毛集乡办轮窑厂
。

朱咸来担任股东

代表
,

从银行贷款 3 万元
,

10 户农民每户集资 2 0 0 0

元
,
5 万元起家

,

10 户人家拼出命来苦干一年
,

不仅

救活了轮窑厂
,

而且当年每户分红 2 0。。 元
。

朱咸来

发誓要彻底改变中心村的贫困面貌
,

带领全村走共

同致富的道路
,

一方面将股份制不断完善
,

一方面广

泛吸收村民入股
,

轮窑厂由原来的 10 股一下增加到

1 32 股
,

股金达百万元以上
。

中心村以轮窑厂为基础

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
,

建立了小型建材总厂并发展

了 7 个合作企业
。

中心村从一部分村 民率先致富开

始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 第二阶段从 19 84 年至

199 1 年
,

在中心村初步摆脱贫困之后
,

一些人出于

私利
,

纠集在一起
,

将朱咸来排挤出领导班子
。

中心

村的经济发展刚刚有些起色就失去了带头人
,

一方

面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

一方面少数掌握领

导权力的人乘机贪污腐化
,

大吃大喝
,

肆意挥霍中心

村村民的血汗
。

他们不仅搞垮了集体企业
,

还大兴摊

派
,

把手伸进了农民的腰包
。

几年内中心村人均摊派



最少时达 84 元
,

最多时达 1 13 元
。

刚 刚开始脱贫而

一部分农民还只停留在温饱水平
,

在难以 负担的盘

剥下
,

中心村的村民又要重新回到改革前的贫困中
。

他们再也不能默默地忍受了
,

于是发生了本文前面

所描述的告状上访
。

在中央及省委领导同志的亲自

关注下
,

排除了重重阻力与干扰
,

挖出了窃取中心村

领导权力的犯罪团伙
,

几年中这伙人贪污竟达 40 万

元之多
。

处理结果 2 人被开除党籍
、
3 人留党察看

,

原党总支书记批捕在逃
。

1 9 9 1 年元月
,

58 3 户村民联

名上书
,

坚决要求上级批准
,

将朱咸来请回 中心村
,

继续担任总支书记
;

第三阶段由 1 9 9 1 年至今
,

中心

村集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

村民们彻底甩掉了贫困

枷锁
,

实现 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
。

实践证

明朱咸来的确是个可以领导农村现代化事业的能

人
,

在他被迫离村的日子里 自己经营的企业又很快

地发展起来
。

重新担任党总支书记后
,

他无私地将自

营企业中的 巧 1
.

7 万元的固定资产奉献给中心村
,

当村办企业缺乏流动资金时
,

又再次拿出 50 万元作

为村办企业的周转金
。

1 9 9 1 年 2 月
,

中心村集体承

包了已经停产 3 年的县办企业淮峰麻纺厂
,

只用了

3 个月时间整顿企业
,

麻纺厂又恢复了生产
。

在朱咸

来的领导下中心村很快发展成拥有 12 个企业的
“
淮

南市兴达实业总公司
” ,

走上 了农工贸一体化的发展

道路
。

1 9 9 1 年 4 月中心村被安徽省科委列为科技示

范村
。

坚持改革开放
,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不断壮大经

济实力的中心村
,

在 1 9 9 1年 7 月爆发的特大洪水面

前经受了一场空前严峻的考验
。

灾害是严重的
,

工农

业生产被迫中断
,

直接经济损失达 6 00 万元
。

面对水

灾
,

中心村党组织领导群众抓紧抗灾
,

使一些企业恢

复生产
,

并继续上了一批新项目
。

1 9 9 1年下半年
,

中

心村共投资了 1 3 0。 多万元
,

引进科技人员 10 多人
.

用 7 个月时间先后建成了塑料编织厂
、

医疗器械厂
、

聚氨酷厂
、

调味品厂
、

鞋厂
、

饮料厂 及加油站等 7 个

新企业
,

全年创产值 1 26。 万元
,

获利税 131 万元
。

1 9 9 2 年
,

他们又调整了总公司内部机构
,

成立

了工业
、

农业
、

商业
、

建筑建材业 4 个分公司
,

并进一

步强化管理
,

使第一
、

二
、

三产业得到全面发展
。

截止

到 1 9 9 2 年底
,

中心村的村办企业共有固定资产总额

8 7 5 万元
,

流动资金 1 1 4 0 万元
,

安排就业 1 9 4 4 人
,

全

年共完成产值 4 3 5 5 万元
,

获利税 4 00 万元
.

分别比

1 9 9 1年翻了一番
。

二
、

中心村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

今日的中心村村民从整体上 已经告别了昔 日的

贫困
。

一进入中心村
,

展现在人 们面前的是一排排崭

新的别墅式楼房
,

簇拥着一座具有现代化设施的豪

华的白鹤宾馆
,

宾馆的后面是干净整齐的工厂 区
,

这

里已经变成令城市人羡慕不已的现代化新农村
。

这

一切 巨大变化都来自于 改革开放
,

来自于更深层次

的结构变革
。

( 一 )改革 中的经济结构
一

所有制结构

与全国各地农村的所有制结构一样
,

中心村解

放以来经历了以个体 (家庭 )所有制为主的私有制阶

段
、

以合作集体所有兼顾私有生产资料按股分红的

过渡性阶段
、

以人 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为主的单一集

体所有制阶段
,

80 年代开始出现 以家庭承包责任制

和个体所有制共存的现象
,

近几年来所有制结构发

生了多样化的急剧变化
,

目前大体有如下几种形式
:

①集体所有制
。

中心村的绝大多数企业都属于

集体企业
,

如麻纺织厂
、

毛集轮窑厂
、

调味品厂等
。

此

外还有若干种联营形式
,

例如
,

集体与个人联营
,

医

疗器械厂就是由两位浙江人出技术和专利
,

中心村

总公司出厂房
、

资金
、

设备
、

工人
,

联合兴办
,

所得利

润双方各得一半
;

集体与国有单位联营
,

精密铸造厂

是由中心村与新集煤矿双方各投资一半兴办起来

的
,

中心村还与淮南市第二人 民医院联合经营兴办

了服务于本地 区的医院
;
集体所有个人承包

,

该村的

废品回收站和加油站都是承包给村民
,

由村民经营
,

每年向总公司缴纳一定数量的承包费
。

②联合体
。

目前中心村的各种联户企业有 32

个
,

一般由 2 户至 4 户合办经营
,

如各种商行
、

机械

维修厂等
。

③个体工商户 (详细情况 见
“

(三 )农民的职业分

化及其分层
” )

产业结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尤其是 1 9 8 1 年全面

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经营责任制之后
,

中

心村改变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的产业结构
,

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

村民们将这一 巨大变化形

象地表述为
“
过去是一个月过年

,

两个月种田
,

三个

月赌钱
,

六个 月跑着玩
;
现在是十天过年

,

二十夭种

田
,

十一个月从事二
、

三产业挣钱
。 ”
近几年

,

中心村

的工农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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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村办企业
。

9 190 年以前
,

中心村的村办企业

规模较小
,

只有小油坊
、

木工坊
、

豆腐坊等几个手工

作坊和一座由 10 户农民承包的轮窑厂
.

到 1灼 2年

底
,

中心村已有一个实力雄厚的
、

管理人员达 108

人
,

工人达 18 36 人的兴达实业总公司
,

总公司下分

工业
、

农业
、

商业
、

建筑建材 4 个分公司
。

其一
、

二
、

三

产业比重见下表
。

表 1 1992 年各类产业的产值及所占比盆 (村集体部分 )

产产业类别别 第一产业业 第二产业业 第三产业业 合 计计

111 9 92 年产值 (万元 ))) 1 1 222 2 0 9 000 1 0 0 333 3 2 0 555

占占总产值的 %%% 3
.

4 999 6 2
,

2111 34
.

333 1 0 000

表 1 显示
,

中心村村办企业主要为第二产业
,

其

次是第三产业
。

19 92 年
,

村集体的 320 5 万元产值中
,

第二产业占 6 2
.

2 1%
,

第三产业占 3 4
.

3%
。

②农户家庭经营
。

目前中心村除总公司少数卫德

管理人员因工作忙巳没有时间种地而将责任田转包

外
,

其余 98 % 以上的农户都种田
,

但是除部分农户家

庭由于种种原因 (如劳动力年纪大
,

素质低
,

没有资

金
,

技术等 )从事单一农业生产外
,

大多数农户都兼营

第二或第三产业
。

据统计
,

全村 706 户中
,

兼营第二
、

三产业的有 424 户 (包括个体和联户 )
。

详见表 2
.

农 2 各类产业所占比盆 单位
:

户 %

类类 别别 第一产业业
。

第二产业业 第三产业业

占占 %%% 3 9
.

999 2 4
。

999 3 5
.

222

表 2 显示
,

目前中心村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户为

总户数的 39
.

9%
,

第三产业占第二位
,

为 35
.

2%
,

第

二产业为第三位
,

为 24
.

9 %
.

从事第二
、

三产业为主

的农户已占据多数
.

收人结构

据笔者抽样 69 户调查统计
,

19 9 2 年 69 户农民家

庭 人均 收入 为 1 0 6 8
.

9 元
,

其中第 一产业 收 入 占

50
.

1%
,

居三类产业收入的首位
、

,

而在农业收入中
,

种

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中的 64
.

4 %
。

详见表 3
。

农 3 1 9 9 2 年 69 户农民人均纯收人构成

种种种箱加加养棺 湘湘手工业业农产品品 建筑筑 运输业业 商业业 缝纫纫 从医医 教育育 村联联 工人人 千部部 合计计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工工 建材材材材材材材 防队队 工资资 工资资资}}}}}}}
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人人均收入入 3 4 4

.

888 1 9 0
.

666 3 0
.

444 7 4
.

111 3 7
.

666 81
.

666 1 61
.

444 3
.

888 1 111 666 17
.

444 69
.

888 4 0
.

444 10 6 8
.

555

(((元 )))))))))))))))))))))))))))))))

%%%%% 3 2
.

333 17
.

999 2
.

888 6
.

999 3
.

555 7
.

666 1 5
.

111 0
.

444 111 0
.

666 1
.

666 6
.

555 3
。

888 1 0 000

上表说明两点
:

第一
,

69 户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

源于家庭经营
,

在 10 6 8
.

9 元中
,

来 自家庭经营的收入

为 9 3 5
.

3 元
,

占 87
.

5%
,

来 自集体经济 中的为 13 3
.

6

元
,

占 12 币 %
。

第二
,

农户中的收入主要来自第一产

业
,

人均为 535
.

4 元
,

占全部收入的 50
.

1 %
,

来自第二

产业的为 2 75
.

7元
,

① 占 25
.

8 %
,

来 自第三产业的为

2 5 7
.

8 元
,

占 24
.

1%
。

① 其中包括来自村集体发给干部
、

教师的工资
.



(二 ) 变迁 中的 家庭

①家庭人 口
·

家庭人 口是反映家庭规模的重要

指标之一
。

据统计
,
1 9 9 2 年底全村共有 3 0 1 7 口人

,
7 06

户
,

户均 4
.

2 7 人
.

又据笔者对 69 户农民家庭调查统

计
,
1 9 9 2年 69 户共有 3 1 8 人

,

户均 4
.

6人
。

②家庭类型
·

据对 69 户农民家庭统计
,

核心家

庭占的比重最大
,

占 71 %
。

见表 4
。

表 4 家魔类型 单位
:

户
.

%

家家庭类型型 夫妇家庭庭 核心家庭庭 主干家庭庭 隔代家庭庭 其他家庭庭

户户 数数 222 4 999 1 222 111 555

占占 %%% 2
.

999 7 111 1 7
.

444 1
.

444 7
.

333

③家庭功能
。

在人民公社时期
,

家庭只有组织消

费
、

生活和赌养的功能
。

实行联产承包后的农民家庭
,

还恢复了生产经营和积累
、

扩大再生产的功能
。

于是

我们看到农户不仅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和

经营单位
,

而又具备积累
、

扩大再生产的功能后
,

家庭

之间的差异增大了
,

家庭经营类型随之发生了变化
。

过去中心村 只有清一色的
“

社员户
” ,

现在有农业户
、

兼业户
、

专业户
、

个体工商户
、

雇工户等等
。

④家庭收入
。

据对 69 户农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
,

收入逐年增加
。

解决了温饱
,

走上了富裕
。

表 5 1 9 7 8~ 1 9 9 2 年 6 9 户农民家魔收人

年年 份份 1 9 7 888 19 8 000 1 9 8444 19 8 888 1 9 9 000 19 9 222

收收入 (元 ))) 8 9
.

333 1 3 8
.

333 5 9 1
.

777 7 4 4
.

444 95 8
.

999 10 68
.

999

随着收入的增长
,

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拉

大
。

1 9 7 8 年
,

该村人均收入 89
.

8 元
,

最高人均收入户

( 1 8 0 元 )是最低人均收入户 ( 3 5元 )的 4
.

1倍
。
1 9 9 2 年

该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 1 068
.

9 元
,

最高人均收入

( 3 1 0 7 元 )是最低人均收入 ( 3 65 元 )的 7
.

5 倍
。

(总公

司上层管理人员不在统计之内 )
。

如果把总公司上层

管理人员和各工厂负责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与人均收

入最低的农户比
,

那差距就更大了
。

有一位承包集体

企业的厂长告诉笔者
,
1 9 9 3 年

,

他们家的人均纯收入

将在万元以上
。

所以
,

企业管理者与工人收入悬殊很

大
。

⑤家庭消费
。

改革开放后
,

该村农民生活消费水

平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69 户人均消费由

1 9 7 8 年的 87
.

5 6 元上升到 19 9 2 年的 9 6 8
.

3 元
,

增长

1。倍
.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
,

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
。

1 9 8 0 年以前
,

农 民只能维持生存
,

谈不上享受
。

现在农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

在食品消费方

面
,

猪肉
、

鱼
、

蛋
、

水果
、

食塘
、

烟酒
、

茶和副食品的消费

占的比重逐渐增大
,

食品质量也有较大提高
。

据对 69

户调查
,
1 9 92 年同 1 9 84 年比较

,

猪肉
,

鱼蛋
,

水果
,

食

糖的消费量分别增长 1
.

36 倍
,

1
.

58 倍
,

15
.

4倍和 2
.

8

倍
。

特别是近两年
,

烟
、

酒消费和人情往来费用增长很

快
,

占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

详见表 6
。

表 6 1 9 9 2 年 69 户农民家庭人均消费情况 单位
:
元

.

%

种种 类类 食 品品 衣 着着 燃 料料 用 品品 烟 酒酒 人情往来来 孩子读书书 生产性性 合 计计

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出①①①

数数 量量 4 3 666 9 1
.

3 888 2 7
.

6 777 1 7
.

5 444 8 9
.

555 1 0 7
.

3 222 64
.

6 111 1 0 7
.

2888 9 68
.

召召

占占 %%% 4 7
.

888 9
.

444 2
.

999 1
.

888 9
.

222 1 1
.

111 6
.

777 1 1
.

111 1 0 000

注
:

①指种养业人均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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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
,

农户人均消费中
,

烟
、

酒支出几

乎与衣着支出持平
.

人情往来支出和人均生产性支出

相等
,

都占全年人均支出的 1 1
.

1写
.

据农民介绍说
:

“
烟

、

酒消费增加只是近两
、

三年才出现的
,

因为近两
、

三年第二
、

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了
,

农户家中用钱也 比

过去方便了
. ”

在农户住房消费方面
,

19 78 年
,

全村农民每户平

均居住房屋只有 9
.

6平方米
,
1 9 9 3 年人均住房面积为

巧
.

01 平方米
。

在 69 户中
,

目前住草房的 14 户
,

占

2 0
.

1%
,

住瓦房的 55 户
,

占 79
.

9%
。

其中 14 户的草房

分别建于 5 0 年代 ( 1 户 )
、

6 0 年代 ( 7 户 )
、

70 年代 ( 6

户 )
。

改革开放后
,

80 % 的农户都盖了新房
,

其中 19 7 8

~ 1 9 8。 年盖的是草房 (4 户 )
,

1 980 年以后盖的都是瓦

房
,

其中有 2 户楼房
,

3 户平房 (准备以后加盖楼房 )
。

19 78~ 19 9 2年底
,

户均造房用费是 41 4 元
。

家庭耐用消费品消费方面
,

农户中耐用消费品拥

有量不断增加
,

详见表 7
。

农 7 1 9 9 3 年 69 户家房中耐用消费品拥有 t 单位
:

个

电电风扇扇 收录机机 黑 白白 彩 电电 洗衣机机 电冰箱箱 收音机机 缝纫机机 组合家具具

电电电电视机机机机机机机机

888 111 3 555 5555 444 444 333 444 222 111

(三 )农民的职业分化及其分层

经济结构的变迁引起了农民的职业分化
,

并且带

来了农民阶级内部分层结构的进一步复杂化
。

中心村

的农民在职业的分化上
,

其规模与速度虽然不能与经

济发达地区的农民相比
,

但在安徽省仍属于较突出的

典型
。

目前
,

该村的农民大致可分为如下数种不同的

职业层次
:

①企业管理者
。

随着村办企业的逐年增多和规模

的不断扩大
,

该群体的数量亦逐年增加
,

到 1 9 9 2 年底

已有 101 人 (男 73 人
,

女 28 人 )
,

占全村劳动力总数

的 6 %
,

分别担任不同层次的领导
。

企业的上层管理

者共计 7 人
,

分别为总经理朱咸来
、

副总经理沈多认
、

朱克谦
、

李士武以及主管会计史国怀等
。

7 人中除 1

人为 1 9 9 2 年才来到总公司任职者外
,

其余 6 人在

1” 1 年以前都是合伙企业的经营者
.

在经营过程中

他们都有了相当数量的积蓄
,

并在凤台县城中购置了

楼房
,

其家属基本上都住在城里
,

有的为子女购买了

城镇居民户口
。

他们往返城乡之间依靠总公司派车接

送 ;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包括总公司办公室成员及各企

业的正副厂长
,

共计 42 人
。

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公司

的内外各部门间的协调
,

正副厂长担任生产的组织
、

管理及销售等
。

总公司向厂长下达产值及利税任务 ;

企业的下层管理者包括各企业的会计
、

供销员
、

保管

员
、

统计员等
,

共计 52 人
。

负责企业的财务及产品销

售等
。

企业管理者群体是中心村里素质最高
、

工作能力

最强
、

有门路善经营的一批能人
,

也是经济地位
、

社会

地位最高者
。

他们的年收入主要依据其经营企业的效

益评定
,

一般年收入在 5。。。 元至 1 0 0。。 元之间
,

在中

心村他们是高收入层
。

笔者对企业管理者阶层中的 71 位进行了调查统

计
,

他们的年龄
、

文化程度
、

政治面貌
、

来源地等情况

见表 8一 11
。

表 8 71 位管理人员的年赞结构

年年 龄龄 2 0一 2 9 岁岁 3 0一 3 9 岁岁 4 0一 4 9 岁岁 5 0一 5 9 岁岁 6 0 岁以上上 合 计计

人人 数数 2999 2555 1 222 333 222 7 111

占占 %%% 4 0
.

888 3 5
.

222 1 6
.

999 4
.

333 2
。

888 1 0 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
,

这是一个以青年为主体的群体
,

青年人占 76 %
,

平均年龄 32
.

2 岁
。



表 97 1位管理人员的文化程度

文文化程度度 小 学学 初 中中 高 中中 中 专专 大 专专 合 计计

人人 数数 333 3 5552 666 333444 7 111

占占 %%% 4
.

222 4 9
.

6 333 3
.

666 4
.

222 5
.

7770 1000

表 10 7 1位管理人员的政治面貌

政政治面貌貌 中共党员员 共青团员员 群 众众 合 计计

人人 数数 2000 1777 444 37 111

占占 %%%2 8
.

222 2 3
.

9994 7
.

99910 000

表 1 1 7 1位管理人员的来派地

来来源地地 本 村村 本乡外村村 本县外乡乡 本 市市 外 省省 合 计计

人人 数数 3666 666 l 999 555 5557 111

占占 %%% 50
.

2 7772
.

666 12
.

777 7
.

000 7
.

000 10 000

在这批管理人员中
,

除本村人外
,

还有从浙江
、

江

苏
、

淮南市
、

凤台县城等地聘请来的技术人员
,

有的还

当了厂长
。

②村级管理者
。

包括村民委员会和党总支部委员

会成员
。

该村共有 95 名党员
,

组成一个党总支
,

下辖

企业支部和农业支部
。

朱咸来任总支书记
,

两位总支

副书记李士武
、

沈多认分别兼任农业支部
、

企业支部

书记
,

此外还有两位总支委员
。

村委会和农业支部共

有 16 名成员
,

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 。
.

96 %
。

朱咸来兼

任村委会主任
。

村级管理者群体中除妇女主任 (兼管

计划生育工作 )
、

计划生育助理员和出纳会计等 3 位

为女性外
,

其余全是男性
。

16 名成员中共有 14 名党

员
、

2 名团员 ;其中年龄最大者 54 岁
、

年龄最轻者 24

岁 ;文化程度为小学毕业 2 人
、

初中毕业 9 人
、

高中毕

业 5 人
,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者占 87
.

5%
。

村级管理者

群体是该村政治
、

社会生活与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

者
,

是村集体企业
、

集体财务及土地和水面所有权的

代表者
,

也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

这一层次每人月工资一般为 1 00 元
,

但年终奖金

相差较为悬殊
,

最高为 1 万元
,

最低只有 10 0 元
,

一般

在 50 。 元至 7 00 元之间
。

分配原则主要依据其担负职

务高低
、

工作量大小
、

工作能力强弱及工作态度如何

等
。

③农民工人
。

指常年在村办企业里从事第二
、

第

三产业的农民
,

约占全村劳动力的 10 %
。

他们吃
、

住

在家
,

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

多数还没有结婚
。

据对

6 9 户农民家庭从业结构的调查统计
,

在 188 个劳动

力中
,

在村办企业里做工的有 21 人
,

占劳 动力的

11
.

1%
,

其中男 n 人
,

女 10 人
。

他们的年龄在 19 ~ 25

岁
,

平均年龄 21
.

3 岁 ;他们的文化程度是
:

高中 2 人
,

初中 10 人
,

小学 9 人
。

他们的月收入不等
,

最低的 80

元
,

最高的 150 元
,

平均月收入是 n l
.

6 元
.

④外来工
。

中心村各企业中的工人
,

约有 80 %
,

即 1 5 0 0 人左右为外来工
,

年龄在 18 岁至 25 岁之间
,

80 %以上未婚
。

外来工分为两类
,

一类为本乡外村的

农民
,

居住地距中心村较近
,

上下班骑 自行车
。

另一类

是来自较远地区的农民
,

大都吃
、

住在工厂
,

村里免费

为其提供宿舍
。

在分配上
,

工厂都实行计件工资制
,

多

劳多得
,

一般每人每月 1 00 ~ 120 元
,

技术熟练的工人

一个月 150 元
,

刚进厂的工人
,

一个月 60 ~ 80 元
,

个

别刚进厂的学徒工每月只 50 元 (极少数 )
。

这些人在

中心村劳动
,

享受中心村青年一样的待遇
,

中心村人

不歧视他们
。

表现好的
,

能干的同样会受到重用
。

⑤智力劳动者
。

指从事教育
、

医疗卫生和科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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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劳动者
,

共有 47 人
。

教师 中心村有一所建于 1 9 8 3 年的 5年制村办

小学
,

共有学生 5 07 名
,

分为 8 个班
。

该校现有教师 20

名
,

其中公办教师 12 名 (男 9
、

女 3)
,

民办教师 3 名

(男 2
、

女 1)
,

代课教师 5名 (男 3
,

女 2) ,有 4名党员
,

7

名团员 ,文化程度为中师毕业 9人
,

中专毕业 5 人
,

大

专毕业 1 人
,

初中毕业 4 人
,

高中毕业 1 人 ,其职称为

小教 1级 3 人
,

小教 2 级 5 人
,

小教 3 级 7 人
,

5 名代

课教师没有职称
。

教师的工资收入情况
:

12 位公办教师平均每人

月工资为 191 元
,

3 位民办教师平均 每人月工资为

12 5
.

6 元
,

5 位代课教师平均每人月工资为 92 元
.

20

位教师的平均月工资是 15 6
.

4 元
。

医生 中心村共有 24 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

其

中有 17 人为国家正式职工
,

属于淮南市第二人民医

院
。

中心村与该医院合办了一家医院
,

由淮南市第二

人民医院出设备
、

技术
,

中心村出房屋
、

床
、

桌等
.

17

名来自淮南市二院的人员有 2 人有高级职称
,

其余大

部分有中级职称
。

中心村有 5 人在医院内工作
,

其中 1

人任副院长
,

曾在凤台县某厂职工医院工作
.

此外该

村还有 2人从事个体医疗卫生工作
,

l 人摆药摊
,
1 人

看病
。

科技人负 中心村有两位农业技术员
,

都为农技

师
,

文化程度都是高中毕业
,

负贵全村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
.

此外还有 1人为个体兽医
.

⑥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
。

该村从事个体工商

业的人数较多
,

因为这个村有部分农户就居住在集镇

上
,

有的农户家离集镇很近
,

最远的也不过二
、

三里
。

所以
,

到 1 9 9 3 年 3 月底止
,

全村从事第二
、

第三产业

的有 42 4户
,

近千人
.

他们中
,

住在集镇上的都有一个

门面
,

领了个体执照
,

常年从事个体工商业
.

在 4 24 户

中
,

经商的有 119 户
。

他们中有卖布的
,

卖小百货的
,

开商行 (又叫交易所 )的
,

如米行
、

牛行
、

猪行
、

鱼行等
。

有的还从事粮食贩运
.

还有 56 户为运输专业户
,

他们

中除少数户有货车
、

小四轮外
,

多数用的是手扶拖拉

机 (这个村 95 % 以上的农户都有手扶拖拉机 )
.

这一层次的劳动者收入悬殊较大
,

有的 1 个月只

能挣 80 ~ 10 。 元
,

如打草包
,

做豆腐
,

泡豆芽卖的 ,有

的每月能挣 10 。~ 15 0 元
,

如榨黄豆油的
、

做木工的 ;

有的每月能挣 5 00 ~ 600 元
,

如跑运输的
,

制海棉瓦的

等
。

从总体上讲
,

这个职业层次的人经济收入在村里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

随粉商品经济的发展
,

人们及尸看

不惯
”
到

“

学着干
” ,

所以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逐

9 2

渐提高
,

他们很辛苦
,

不善于经营或者没有经营经验

的往往要亏本
.

这是一个处于动荡之中的不稳定的阶

层
.

他们怕政策变
,

怕被偷被抢
,

对乱收费
、

乱罚款以

及有些地区或部门管
、

卡
、

压极不满
,

希望有个稳定
、

连续的政策
,

安定
、

良好的社会秩序
,

比较宽松的经

济
、

社会环境
.

⑦农业劳动者
。

中心村共有 706 户
,

其中 424 户

从事第二
、

第三产业 (收入以经营第二
、

第三产业为

主
,

兼营农业 )
,

家中没有经营第二
、

第三产业的只有

28 2 户
,

占全村总农户的 3 9
.

9%
。

据随机抽样调查的

69 户
,

共有劳动力 18 8 人
,

从事农业的 60 人 (其中种

植业 35 人
,

林业 2人
,

牧业 23 人 )
,

占 69 户劳动力的

31
.

9%
.

有的农户家庭虽没有搞第二
、

第三产业
,

但是

家中 20 岁左右的儿子
、

女儿
、

媳妇在村办企业中做

工
。

也有的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
,

虽没有到工广做工
,

但农闲时搞点其他副业
,

有的一年搞几次长途贩运
,

有的做点临时工
,

因此
,

真正单纯搞农业
,

什么副业也

不搞的人在中心村确实不多
,

除非是些年老体弱的男

劳动力和中老年妇女
。

从对 69 户农民家庭的调查统

计
,

共有农业劳动者 60 人
,

其中男性 39 人
,

占 “ 写
,

女性 21 人
,

占 35 肠 ; 男性中年龄最小的 30 岁
,

最大的

6 0 岁
。

3 0~ 4 0 岁的 1 0 人
,

占 35
.

6%
; 4 1~ 5 0 岁的 1 7

人
,

占 4 3
.

6%
, 51 ~ 60 岁的 1z 人

,

占 30
.

8%
.

女性中
,

年龄最小的 3z 岁
,

最大的 52 岁
。

20 ~ 30 岁的 6 人
,

占

28
.

6 % , 31~ 4 0 岁的 7 人
,

占 38
.

1%
. 4 1~ 5 5 岁的 7

人
,

占 33
·

3%
。

在这 60 名农业劳动者中
,

文化程度为

初中文化的 n 人 ,小学文化的 14 人 ,文盲 35 人
,

其

中女性文盲占 72
.

4%
.

在中心村的各个阶层中
,

农业劳动者是一个劳动

条件最苦最早而收入最低的阶层
.

19 9 2 年
,

他们人均

年收入为 5 80~ 8 0 0 元
。

⑧外聘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层
.

村办企业中的科

技人员约 30 人左右
.

多数是从国营工厂或科研单位

聘请来的或自愿到中心村落户的
.

他们绝大多数事业

心强
,

有开拓精神
,

有 比较丰富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

术特长
,

能吃苦耐劳
,

忘我工作
.

上述几个职业层次不是固定不变的
,

尤其是在产

业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

农民的职

业身份及所处地位正处于经常性的分化与重组之中
。

(四 )农民观念的变化

随粉经济
、

社会的发展
,

特别是近几年村办工业

的崛起
,

中心村由自然和半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转化
,

社会变迁给农民的思想带来巨大的影响
.



目前
,

中心村农民的思想惫识
、

道德观念
、

价值取向
,

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
、

动荡之中
.

知识观 笔者与许多村民进行了座谈
,

当问到他

们
“

致富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 ” 时
,

多数农民回答
:

“

不懂技术是最大的困难
。 ”

事实正是如此
。

近两年
,

随

着村办工业的发展
,

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
,

本村农

民文化素质偏低
,

只好从外村
、

外乡
、

外县
、

甚至外省

引进了一些科技人才
。

由于文化素质低
,

还有相当一

部分农户家庭经营搞得不够好
。

例如
:

该村是产粮区
,

又是稻谷加工比较集中的地方
,

本村有 20 家稻
、

麦加

工厂
,

米糠
、

麦轶特别多
,

价格也便宜
。

而鸡
、

鸡蛋却比

北京贵得多
。

但是全村没有一个家庭养鸡场
,

村集体

也没有养鸡场
。

有的农户只养了几十只鸡
,

还常常死

于鸡疽
。

主要原因就是不懂养殖技术
,

不会防治鸡病
.

多数还没有富起来的农户都是因为文化素质低
,

阻碍

致富
.

因此
,

多数农民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知识
、

有

文化
,

受最好的教育
。

有的农民甚至把文化程度作为

选择儿媳
、

物色女婿的一个重要条件
。

“ 位农民对您

希望您的子女上学上到什么程度?’’ 的间题作了如下

选择
:

农 1 2 “ 位农民对孩子上学的希扭

文文化程度度 小 学学 初 中中 高 中中 大 学学 研究生生 出国留学学 能上就就

继继继继继继继继继续上上

人人数 (人 ))) 000 111 888 2 000 555 222 3 000

占占 %%% 000 1
.

555 1 2
.

111 3 0
.

333 7
.

666 333 4 5
.

555

从上表可以看出
,

98 %以上的农民都希望 自己的

孩子得到高中及其以上程度的教育
,

在回答
“

能上就

继续上
”
一栏中他们解释说

,

只要孩子能念得上去
,

花

多少钱都让他继续念下去
。

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
,

为

了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

他们以每人 6 0 0。

元的价格给孩子买了县城户口
,

不惜以高价让孩子进

县城重点学校学习
.

农民中有 72
.

5写的人希望 自己

的孩子将来成为知识型人才
。

掌握技术
“

吃得开
” , “

善

于经营吃得开
” 已成了该村农民的一种共识

。

“
多子多福

”

观念渐趁淡化 随着非农业生产

的发展
,

中心村青年已像城市青年一样
,

每天在企业

里上班
,

下班后从事农业和家务劳动
,

终 日忙碌
,

深感

精力与时间可贵
,

因而不愿多生儿育女
,

不愿因此增

加精神与经济上的压力
。

加上计划生育工作近年来抓

得较紧
,

以及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
,

传统的大家庭被

小家庭所代替
,

婆婆对媳妇施加的压力相对减弱了
,

因此
,

目前在中心村
,

有不少青年妇女做到了一胎化
,

尤其是 20 岁左右的未婚男女工人
,

思想更加开放
,

他

们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和一般中老年农民形成了一个

很大反差
,

见下表 1 3
。

农 13 81 位 f 年和 69 位中老年农民对计划生育的行法

一一一 男男 一 女女 一男一女女 两 男男 两男一女女 只要一个个 不 要要

男男男男男男男男女一样样样

青青青年年 中老年年 青年年 中老州州青年年 中老年年 青年年 中老年年 青年年 中老年年 青年年 中老年年 青年年 .
, , _ ` ___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有州州
人人数 (人 ))) 555 555 777 000 2 555 5 888 000 000 000 000 4 333 666 111 000

占占 %%% 6
.

222 7
.

222 8
.

666 000 3 0
.

999 8 4
.

111 000 000 000 000 5 3
.

111 8
`

777 1
.

222 000

上表显示
,

青年人有 53
.

1 %人认为只要一个孩

子
,

不管是男是女
,

还有个别男青年提出不要孩子
,

而

中老年农民
,

他们有 84
.

1% 的人认为
,

在农村和城市

不一样
,

如果只有一个女孩
,

长大后出嫁了
,

家里只剩

两个老人
,

什么事也不方便
,

所以他们认为
,

在农村一

对青年夫妇还是要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好
。

尤其该村

少数老太太
,

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在她们的

思想里还根深蒂固
。

总希望儿媳妇为她们生个孙子
。

土地依棘意识逐渐淡化
。

1 9 8 1 年该村推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后
,

土地分户承包
,

农民生产积极性高

9 3



涨
.

但是
,

随着村里二
、

三产业的发展
,

特别是近几年
,

一些有头脑
、

有手艺
、

有技术的能人
,

长期经营非农产

业
,

已经没有精力再耕种土地了
,

他们把承包地转包

给了亲戚或朋友种
。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

到处有

挣钱的机会
,

很多人不再单纯依靠土地那微薄的收

入
,

而从事第二
、

三产业
。

到 1 9 9 2 年底
,

全村从事第

二
、

第三产业的农户已占全村总农户的 60 %
,

农民们

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感情日益淡薄
。

三
、

农民的呼声

为了了解农民的意见和要求
,

我们对中心村的部

分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

同时还组织了座谈会
,

进行

了入户访谈
,

笔者将农民们的意见与要求归纳如下
:

对联产承包贵任制的反映 对 69 户有效间卷统

计结果表明
,

认为联产承包制好的有 67 人
,

占总数的

97
.

1纬
,

有 2 人回答
“
说不清楚

” ,

占总数 2
.

9%
。

中年

( 40 岁 )农民李方正说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使我们有了自主权
。

我家 6 口人
,

除了种地外
,

农闲时还做小生意
。

1 9 9 2

年
,

我家人均收入 1 3 4 2 元
,

比 1 9 7 8 年的 120 元增长

了 10
.

2 倍
。

我们感谢党
,

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 ”
问

卷统计结果表明农民普遍要求改革开放政策长期稳

健
,

67 岁农民李在业说
: “
土地承包到户对我们来讲

是件大好事
,

我对现行政策很赞同
,

希望政策不改

变
。 ”

对化肥
、

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反映强烈

农民们普遍认为
“

种田划不来
” 。

在中心村当清洁工

的凤台县夏集乡康庙村的 47 岁农民刘富红给我们算

了一笔帐
,

他家 6 口人
,

种了 n 亩地
,

1 9 92 年收获稻

子 1 0 4 5 0 斤
,

价值 22 9 9 元 (每斤 0
.

2 2 元 )
,

而当年农

业总支出和上缴各项费用高达 1 76 4
.

2 元
,

纯收入仅

为 5 3 4
.

8元
,

平均每亩地收入 48
.

6 元
。

他所列的支出

项目包括
:

化肥 334
.

4 元
、

农药 55 元
、

种子 110 元
、

柴

油 83
.

6 元
、

投入劳动力 3 08 元 (按 44 个劳计 日
、

每工

7 元计算 )
,

共计 8 91 元
,

平均每亩投入 81 元 ,上交国

家农业税和地方各种摊派包括
:

稻子 1 7 0 0 斤
,

按每斤

0
.

2 2 元计
,

共为 3 7 4元
。

小麦 1 0 8 0 斤
,

按每斤 0
.

24 元

计
,

共为 2 59
.

2 元
。

交水利兴修款 2 10 元
、

计划生育费

30 元 (他家无育龄妇女 )
,

诸项合计为 873
.

2 元
。

全年

各种支出为 17 6 4
.

2 元
。

刘富红反映
,

他所在的村子共

有 40 多户农民
,

有耕地 290 多亩
,

19 92 年撂荒达 40

多亩
,

占全部耕地 15 %
。

刘还表示
,

如果粮价有所提

高
,

而农业生气资料涨价得到控制
,

种田划得来的话
,

他是不会出来打工的
。

中心村粮行经理朱克学说
: “
目前粮价太低

,
1 9 9 2

年秋
,

我们这里稻子上市时
,

每斤市场价 0
.

19 元
,

农

民需要钱买化肥
,

稻价那么低
,

忍痛也得卖
,

当时 5 斤

稻子换不回 1 斤柴油
。

越是经济困难的农民
,

越是吃

亏
. ”
在和他们个别交谈中

,

有朱长群等 7 位农民要求

国家提高粮食价格
,

降低农用产品如化肥
、

农药
、

柴油

等价格
。

对 目前党风问题和社会风气问肠的看法 农民

对一些基层千部的贪污
、

受贿
,

尤其是大吃大喝风气

极其反感
,

对于社会治安问题也是优心忡忡
。

许多农

民向我们反映
: “
现在到处都有受贿现象

,

没钱办不成

事
,

这不仅败坏了党风
,

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

同时也

影响 了干群关系
。 ”
在入户访谈的 69 位农 民中

,

有近

半数农民要求国家采取措施搞好社会治安
,

他们列举

了农民外出做生意遭到拦路抢劫的多起案件
,

被劫款

项少则数百
,

多则数千
。

对农村收人差距拉大的看法 调查结果有些出

乎我们的预料
,

我们在调查中提问
“
您对 目前农村收

入差距拉大有什么看法
” ,

69 位被调查者的回答结果

如下
:

表 1 3 6 9 位农民对收人差距拉大的看法

看看 法法 满 意意 较满意意 不满意意 很不满意意 合 计计

人人 数 (人 ))) 5 333 1444 lll 111 6 999

占占 %%% 7 6
.

888 2 0
.

222 1
.

555 1
.

555 1 0 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
,

绝大多数农民对 目前农村中收入差

距拉开还是能够接受的
。

对拉开收入的看法似乎不完

全决定于本人收入的多寡
,

例如
:

中心村副村长朱克

9 4

永
,

1 9 9 2 年
,

他家农业收入和开饭店收入合计 12 4 0 0

多元
,

人均年收入 3 5 0 0 多元
,

他在交谈中说
: “

目前农

村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了
,

今后差距越来越大
,

目前农



村中
,

家庭经济收 入越低越贷不至 出 、
的款

,

越畜的

人越能贷到款
” 。

相反
,

有的收入低的农 户
,

对收入差

距拉大却较满意
。

如朱洪树
,

家中 5 口 人
,

妻子 (种

菜 )
、

儿子 (在村 办企业做工 )
、

小儿子 (收养的才 3

岁 )
、

哥哥 ( 73 岁 )
,

种 3
.

2 亩地
,

平时还种些蔬菜上集

卖
,
1 9 9 2年家庭人均纯收分

、

才 5巧 元 在 个别交谈中
,

他说
; “

国家
、

政府对谁都一样
,

凭本事赚钱
,

自己没有

下事
,

又能怪谁呢 ? ”

对农村干部和群众关系的看法 为了了解农村

中干群关系
,

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
: “

您认为

农村中 ( 不局限于本村 ) 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怎样 ? 原因

是汁么 ?

表 1 4 农民对农村中干群关系的看法①

好好好好 较 好好 一 般般 紧 张张 不了解解 合 计计

人人 数 (人 ))) 555 333 444 4 666 l 111 6 999

占占 %%% 7
.

222 4
.

333 5
.

888 6 6
,

777 2 000 1 0 000

注
:

主要指外村
,

因为中心村农民提留轻
,

干群关系较好
。

在和农民个别交谈中也有许多农民反映 目前农村中

基层干部和一般农民群众关系比较紧张
,

笔者进一步

间他们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 他们的回答 归纳

起来如下
:

①农民负担太重
。

和 69 位农民交谈中
,

有 29 位

(占 4 2% )农民说
: “

提留太重 (指外村 )
,

是造成 干群关

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 因
。
”
农民朱兆 田说

: “

干部向农

民要钱
、

要粮
、

要命 (搞计划生育 )
,

这些在客观上加剧

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
。

②一些基层干部工作长期不 见成效
,

不仅农民的

生活难得提高
,

各种名目的负担却不断增加
,

农 民的

怨气很大
。

毛集乡梁庙村农民梁新樟 ( 30 岁 )说
: “

有

些基层干部领导不得力
,

死脑筋
,

不懂得组织农民搞

第二
、

第三产业
。

最使农民生气的是
,

拿群众的钱
、

吃

喝
、

贪污
、

挥霍
。

自己能力不强
,

村里有能力的人
,

他们

又不重用
,

使得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
,

农民收入低
、

负担重
。 ”

③干部和农民群众贫富差距拉大
。

在 和农民交谈

中
,

有 7 位 (占 10
.

1% )农民认为
:

目前农村干群关系

紧张
,

与收入悬殊
、

贫富差距拉大有关系
。

有些商品经

济不发达的村
,

群众生活不好
,

住草房
,

而少数干部吃

得好
,

住楼房
,

群众有意 见
。

④少数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

有的干部当群众

需要他们来解决间题时
,

他们不帮助群众解决
。

68 岁

农 民朱咸亮说
: “

提留重
,

农民没钱交
,

就扒农民的粮

食
。 ”

中心村村长朱德 良说
: “
有的村干部和群众关系

不好
,

与干部不能帮助 群众办实事有关系
,

当群众有

困难时
,

他们不能及时帮助解决
。 ”
因此

,

农 民要求各

级领导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
,

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工

作
。

50 岁农民朱长启说
: “

应加强对党员和基层干部

的教育
,

要求我们的干部树立起不论职位高低
,

都是

人民的勤务员的观念
。
”

凤台县中心村近年来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
,

这是党

的改革开放与富民政策带来的结果
。

同时也是中国农

民摆脱形形色色精神枷锁
,

不断地争取自我解放的结

果
。

改革被称作中国人 民的第二次解放
,

其深刻的意

义之一就在于农民的再一次觉醒
,

没有中心村村民的

不屈不挠的奋斗也就没有中心村的崛起
,

历史将进一

步证明
,

没有农民的觉醒也便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和 中

国的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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