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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
“

造镇运动
”

塘桥镇工 业 小区建
一

没调查报告

叶 鼎 张 燕 乌卜大千

农村城市化
、

农业现代化与
“

民工 潮
”
已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

。

在 乡镇工业 的发祥

地 苏州近几 年又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

被 入们 称作
“
村村 点火

、

处处 冒烟
” , “

小土群
、

低

水平
”
的乡镇工 业走出了无序 发展的初始阶段

,

继
“

造镇运动
”
之 后又兴起 了新一轮小

城镇 的
“

再造运动
” 。

新一轮
“
造镇运动

”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焦点问题 的研 究

,

乃致提

高具有社会学学科特质 的超前研究
,

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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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乡镇工业发祥地的苏州
,

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
.

星罗棋布的农村小城镇随着乡镇工业的

蓬勃发展奇迹般地繁荣兴旺起来
。

一些专家从这
一生产实践和社会发展中得出结论

:

乡镇工业

之兴起是农村的
“

造镇运动
” 。

最近我们对张家港市塘桥镇的工业小区建设进行了一番调查之

后
,

也形成这样 一个看法
:

如果说乡镇工业之兴起是农村 的
“

造镇运动
” ,

那末乡镇工业小区的

建设
,

便是农村小城镇的
“

再造运动
” 。

工业小区的面世是乡镇经济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塘桥工业小区情况看
,

小区内并非只是工业
。

这里既是塘桥工业的聚集中心
,

同时又是

商业和金融事业的中心
,

还是党
、

政
、

经领导机构的所在地
。

所以
,

有人建议说
,

叫乡镇经济小区

比之工业小区更妥 切些
。

我们也有同感
。

工业小区的形成
,

实实在在地将塘桥的国民经济重新

进行了一次布局
,

把塘桥这 个农村集镇重新进行了一次改造
,

给塘桥镇带来了新一轮的繁荣兴

旺
。

这个 1
.

6 平方公里的工业小区
,

生动地展现了农村工业化
、

城市化
、

现代化的最新发展
,

成

了最有生机
、

最具吸引力的一块宝地
。

塘桥镇的工业小区
,

是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
,

在短短 3 年的时间里建设起来的
。

贯穿工业小

区的两条主干道一一 北京路和南京路
,

宽阔
、

平坦
、

整洁
,

水泥路面 30 米宽
,

令人赏心悦目
。

建

筑风格各异的幢幢大楼
,

错落有致地分列在街道两侧
:

中外合资企业
、

商贸市场
、

金融
、

邮电
、

宾

馆饭店
、

文化娱乐场所及镇里党政经领导机构… …透过这些高标准的建筑物和各种现代化的

设施
,

洋溢着一派勃勃生机和宏伟气势
,

置身其间
,

使你感到与身在城市没有多大差别
。

为什么塘桥工业小区能在很短时间得到如此惊 人的发展 ? 为什么苏州全市的乡镇也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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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工业小区的建设 ? 根据我们的了解和观察
,

主要是 由于三股力量的冲击和推动
:

一是乡镇企业集约化发展的需要
。

与城市工业始而相对集中
、

继而逐步扩散的发展路子相

反
,

乡镇工业走的是一条从分散到逐步集中
、

结构布局渐趋合理
、

组织程度不断提高的独特路

子
。

那种
“

村村点火
、

处处冒烟
” , “

小土群
、

低水平
”

的无序状态是乡镇工业发展的初始阶段
,

但

随着规模的 日益扩大和水平的日益提高
,

走相对集中的区域化布局之路又成为一种必然的趋

势
。

因为乡镇工业布局的相对集中
,

有利于集中投资和充分利用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

有利于增

强对外的吸引力和对内的辐射力
,

有利于科学地组织生产和与消费市场联系
,

有利于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

也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

这就是所谓的
“
连带效应

”
和

“

聚集效益
” 。

塘桥工

业小区的建设也正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而发展起来的
。

近年来
,

按照塘桥的发展规划
,

有相当一批新项 目需要上马
,

其普遍特点是规模大
、

水平也

比较高
,

集中布局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

塘桥工业小区中的工业
,

并非老厂搬家
,

而是新厂安

家
。

我们在那儿看到的厂子
,

大都是名副其实的所谓上规模
、

上水平的企业
。

如最近正式开业

的张家港普坤毛纺织染有限公司
,

是塘桥镇与台湾普坤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兴办的企业
,

投

资总额 1 5 0 0 万美元
,

从 日本
、

美国
、

意大利
、

德国
、

英国
、

瑞士等国引进了具有一流水平的设备
,

加上一流的工艺
,

生产出一流的产品
,

在试产试销阶段
,

就受到许多外商的青睐
,

认为普坤的产

品可与国际市场的高级呢绒媲美
。

预计这个公司每年可产轻薄型精纺呢绒 1 50 万米
,

产值 3亿

元
,

创汇 7 00 万美元
,

创利税 2 5 0 0 万元
。

又如虹桥实业总公司与香港王氏海外集团坤犁美商企

业合资建办的江苏集成装磺材料有限公司
,

总投资 35 0 万美元
,

从意大利引进的多功能多层板

复合挤出机生产流水线
,

是 目前国内同类企业中档次最高
、

功能最全 的装备
,

年产各种塑料板

材 2 5 0 0 吨
,

50 %销往海外
,

其中 P C (防弹玻璃 )高强度透明板材和 PM M A / A sB 有色复合板材

填补了国内空白
。

按照一期工程 已竣工投产的情况和全部三期工程完成后的设计能力
,

这家企

业年产值可达 6 0 0 0 万元
,

利税 1 0 00 万元
,

创汇 2 80 万美元
。

目前
,

塘桥工业小区内已办有 12

家工业企业
,

其中投资额在亿元以上的 1家
,

千万元以上的 5 家
,

5 00 万元以上的 4 家
。

建办类

似具有这样规模的较高水平的企业
,

相对集中在一个开发区内
,

显然 比分散布局更为有利
。

近

两年来
,

塘桥镇新增固定资产项 目共计投入 5
.

53 亿元
,

其中投入工业小区内企业的达 2
.

77 亿

元
,

这就使工业小区成了塘桥乡镇工业的集萃之地
。

二是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的需要
。

塘桥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态
,

同乡镇工业先分散后集中布局

不一样
,

他们一开始就 比较自觉地意识到
,

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即乡镇工业的

发展为依托
,

相对集中地布局于全镇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点
,

紧靠群众聚集之地
。

老的
、

小的商

业企业要改造
,

要向工业小区靠拢
,

新建的三产企业则全部布局于工业小区内
,

以形成规模
、

造

成气候
。

塘桥镇商业大厦总经理周高龙向我们讲了他的经商经验
。

他说
:

人多店多才能成市
,

越是相对集中越有吸引力
,

不仅吸引本地人
,

还会吸引外来客
。

原先塘桥镇几十家集体商业网

点
,

布局零乱分散
,

店面破破烂烂
,

年销售收入不过 60 0 多万元
。

趁着镇里建设工业小区
,

商业

系统投资 3 00 多万元
,

在小区内建起一座有 1 4 0 0平方米营业面积的四层大厦
,

尽管近年来个

体商户迅猛增加
,

市场竞争异常剧烈
,

但集体商业的年销售额跃升至 2 0 0 0 多万元
。

正因为工业

小区具有相对集中的优势
,

顺应 了第三产业发展的规律
,

因此
,

到工业小区搞三产被当地居民

和周围农民看作是致富的门路和机遇
,

纷纷投资兴办三产
,

并逐渐形成了纵横二条各具特色的

街道
,

一条是以饭馆
、

酒楼为主兼有旅社
、

公司办事处的美食街
,

一条是以理发美容为主兼有服

装
、

烟糖食品以及文化娱乐场所的美容街
。

工业小区的兴建
,

为三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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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条件
;

三产的发展又给工业小区以至整个的塘桥镇带来了繁荣
、

增添了光彩
。

三是外向开拓的需要
。

纵观乡镇工业的发展史
,

曾出现过两个最引人注目的跳跃式的发展

阶段
。

先是把 自己的市场 目标 由
“

三就地
”

转 向
“
四服务

” , “
乡下 人

”
向

“

城里人
”

伸出手来
,

开展

横向经济联系
,

把城市科技引进乡镇
,

使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
再是把自己的市

场 目标由
“

五湖四海
”

拓向
“
五洲四洋

” , “

老乡
”

向
“

老外
”

伸出手来
,

发展外向型经济
,

促进乡镇

工业普遍上规模上水平
,

而乡镇工业小区正是在大力推进外向型经济的直接刺激下发展起来

的
。

从塘桥镇来看
,

发展外向型经济起步虽然较晚
,

但近几年发展较快
。

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快

速发展
,

塘桥的知名度逐步提高
,

吸引力越来越大
,

为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

乡镇需

要吸引外商投资
,

外商也在选择环境
,

在这样的形势下
,

乡镇工业小区也就应运而生了
。 “

筑巢

引凤
”

的经验
,

在塘桥也得到了生动有力的印证
。

工业小区造就了方便的交通
、

通讯条件
,

完善

的基础设施
,

较有现代气息的工作
、

生产
、

生活和文化娱乐场所
,

对外商投 资的吸引力就强 多

了
。

而今
,

全镇 已经办起三资企业 38 家
,

引进外资 2 0 0 0 多万美元
,

其中办在工业小区内的 10

家
,

引进外资 1 0 0 0 多万美元
。

值得一提的是
,

外商仍络绎不断地接踵而来
,

最近又有四
、

五个投

资项 目正在洽谈之中
。

看塘桥
,

想苏州全市
,

竟在短短的数年之 中
,

建起了 13 0 多个乡镇工业小区
,

其规模
、

其水

平
、

其速度实出乎人们之预料
。

很明显
,

这决不是哪一个行政首长的主观意志所左右得了的
,

主

要的因素是乡镇工业趋 向集约化经营的需要
,

是 乡镇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
、

一定阶段的产

物
。

当然
,

使需求成为行动
,

成为现实
,

则又必须借助于行政力量的组织
、

引导和推动
,

舍此也将

一事无成
。

工业小区为小城镇带来新一轮繁荣

如上所述
,

建设工业小区
,

主要的 目的是发展
、

提高
、

优化 乡镇工业
,

然而在实现这个 目标

的同时
,

影响和作用于小城镇的建设与繁荣也是十分明显的
。

— 工业小区的建设
,

是对农村小城镇的一次全新规划和改造
。

塘桥这个农村集镇
,

在 80

年代中期
,

依托乡镇工业的发展
,

曾进行过一次塘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改造
,

集中投资的一条

人民路
,

曾使塘桥人感到 自豪
。

但在工业小区初具规模之后
,

昔日的塘桥镇与现在的塘桥镇已

经形成了隔时代的反差
。

从镇区面积来说
,

实际上是再造了一个塘桥镇
,

一个崭新的
、

规模更大的塘桥镇
。

塘桥镇的

镇区面积
,

原先 只有 0
.

5 平方公里
,

80 年代的第一轮改造
,

扩大到 l 平方公里
,

现 已拓展到 2
.

6

平方公里
。

现在的塘桥镇
,

是过去老塘桥的 5 倍多
,

比初步改造后的塘桥镇又增加了 1
.

6 倍
。

今

天的塘桥镇
,

无论是建筑物的风格
,

或是交通道路
、

邮电通讯
、

供水排水
、

路灯绿化等基础设施
,

都已冲破了过去那种小修小补
、

自我封闭式的改造
,

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同国际尽

早接轨的要求
,

按照新的标准
、

新的格局进行建设和改造的
。

整个布局实行划区定位开发
,

以骨

干企业为主体
,

逐步配套发展
,

分别形成轻工
、

纺织
、

冶金
、

高新技术
、

重点出 口产品
、

商业服务
、

, 金融机构和行政管理以及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在 内的外来职工的住宅生活区
,

不同区位相对明

确特定的区域功能
,

这里名副其实地成为全镇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中心
。

还应当提一提的是
,

作为一种连带效应
,

工业小区的兴起正在带动老镇部分的重新改造
。

过去的塘桥
,

与许许多多乡村集镇一 样
,

不过是一条小街
、

几家商店
、

上千人 口而 已
。

80 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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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轮改造
,

只是集中地新建了一条街道
,

对那个破破烂烂的老镇区基本上原封不动
。

不是不想

动
,

而是无力动
。

苏州的小城镇的第一轮改造
,

大都也是这样做的
,

叫做
“

保留老街道
,

建设新街

道
” 。

所以
,

塘桥旧时的那条老街
,

至今仍是
“

房屋破连连
,

人走肩擦肩
,

踞起脚来手碰檐
”

的一副

破败相
,

同 80 年代建造的那条 8 米路面的人民路
,

已经显得很不协调
,

同现在富有现代气息的

北京路
、

南京路相比
,

更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

今番的工业小区建设
,

实际上是对集镇的一次重

新规划
,

是给镇区绘制一幅新的蓝图
,

旧街的改造自然也列入了镇领导班子的视野
。

而老街上

的居民也有此迫切要求
,

他们眼看周围新街居民和附近农村住房日益改善的情况
,

对老街道的

彻底改造
,

对摆脱世代住破房的那种窘境
,

可说是朝夕企盼
、

翘首以待
。

在这样情势下
,

由镇房

地产开发公司统一组织
,

按照镇区建设总体规划和新的要求标准
,

分块分批逐步起动
,

拆旧建

新
,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

统计资料显示
, 1 9 9 3 年 3 月到 10 月已改造好的一块地段

,

共拆去 1

家厂房和 5 户私人住房
,

计 4 80 平方米
,

因为拆掉的多为平房
,

新建的是三
、

四层楼房
,

因此新

房面积扩大到 1 8 0 0 平方米
,

安排了 15 间可供营业的店面房和 32 户居民
。

拆迁的居 民不但住

房面积 比以前宽敞得多
,

而且屋 内设施基本齐全
,

已非昔日可比
。

目前正在着手第二块地段的

改造
,

计划拆房 12 户
、

1 2 0 0 多平方米
,

可建成新房 5 0 0 0 多平方米
,

除可安排原来的 12 家住户

以外
,

至少还要安排进 14 户人家
。

按照有关部门的预计
,

再花五
、

六年时间
,
老街以及 80 年代

建起的那条街道两旁的有些建筑物
,

就可以全部按新标准改造好
。

也就是说
,

到 2 0 0 0 年
,

既无

名胜
、

又无古迹的那条简陋破烂的老街道
,

将在塘桥土地上被永远抹去
,

塘桥镇将以崭新的面

貌跨进 21 世纪 !

— 工业小区的建设
,

增强了小城镇作为城乡人 口蓄水池和调节器的功能
。

发展乡镇工

业
,

繁荣小城镇
,

吸引和转移农村人 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
。

在塘桥
,

我们看到
,

随着工业小区的形成
,

这种转移的趋势正在加速
。

自从乡镇工业
“

异军突起
”
以来

,

镇

上就出现了一支从工队伍
,

这些亦工亦农人员
,

工作基础在镇上
,

生活基础在农村
,

成为常年工

作在镇上的农村人
,

或者说是还没有割断农业脐带的镇上人
。

顺应二
、

三产业的发展
,

随着工业

小区的形成
,

这支从工队伍扩大了
,

还新增了一支亦商亦农的从商队伍
,

也就是从事商业
、

服务

等第三产业的大军
。

由于第三产业的经营特点
,

这支从商队伍
,

比起前一支从工队伍来
,

脱农的

倾向更为明显
。

他们中的多数人
,

已在镇上建房买屋
,

门面经营
,

楼上住人
。

至此
,

他们除了还

没有一张镇上的户 口证外
,

已是实实在在的镇上人了
。

据了解
,

几年以前
,

居住在塘桥镇上的不

过 4 0 0 0 人
,

而今已有 1
.

6 万人
,

增长了 3倍
。

新增的 .1 2 万人中
,

属于本镇的农民有 4 0 0 0 人
,

其中 2 0 0 0 人是随着镇区范围扩展而被
“

圈
”

进来的
, 2 0 0 0 人是自己

“

跑
”

进镇来从工从商搞生

产经营的
;
另外的 8 0 0。 人则是从外地

“

涌
”
进来的

,

有本省苏北的
,

也有安徽
、

河南
、

四川等外省

的
,

多数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富余劳力
。

— 工业小区的建设
,

带来了市兴镇荣的效应
。 “

有市才有镇
,

市兴镇更荣
” ,

这是小城镇产

生
、

发展的一般规律
。

鉴于工业小区牵动了滚滚人流
,

原来乡镇工业 比较发达而第三产业的发

展相对滞后的塘桥镇
,

也随之出现了一支三产大军
,

形成了一股创办三产的热浪
。

不但镇里原

有的三产单位积极发展三产
,

镇上居民利用地理优势开拓三产
,

周围农民也踊跃投资兴办三

产
。

前面提到的美食
、

美容两条富有特色的街道
,

基本上都是农民兴办的商业服务业
,

其中美容

街是由镇里投资建房出租给农民个体户经营的
,

美食街则是完全由农民自己投资 1 0 0。 多万元

建房兴办的
,

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农民街
。

我们访问了这条街上 28 户经营者中的 2 户
。

一户

是庞新村的林国平
,

自己和妻子在镇办企事业单位工作
,

父母在村里种 田
,

这次投资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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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1 7万元
,

向亲朋好友商借 13 万元 )
,

在美食街建起 34 0 平方米使用面积的三层楼房

一幢
,

顶层供自家住宿
; 二楼办了个配有空调

、

卫生设施的小旅社
,

由父母照看经营
;
底层租给

邻村一户农民开办个体饭馆
,

每年收取房租 1
.

6 万元
,

加上经营旅社收入
,

年净收入可达 5 万

元左右
。

另一户经营者顾建东
,

原在村办厂当工人
,

后来离厂做个体生意
。

兴建美食街时
,

他筹

资 40 万元
,

造了一幢三间门面的三层楼
,

三楼为宿舍
、

办公场所
,

底楼二楼开了一 月名为大富

豪火锅城的菜馆
,

以高薪从四川聘来 2 名厨师
,

雇佣 3 名服务员
,

加上 自家兄弟妻子 4 人一起

经营
,

由于菜肴具有川味特色
,

很受顾客欢迎
,

生意兴隆
,

从 19 9 3 年 n 月开张以来
,

除去工资

等开销
,

已获净利约 5 万元
。

目前全镇从事第三产业的已有 4 1 1 2 人
,

占总劳力数的 28 %
,

19 9 3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1
.

4 亿元
,

比 19 91 年增长了 4 倍半
。

市场的发育
,

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
,

给

塘桥这个农村小城镇带来了一派繁荣景象
。

从塘桥实践中引发的几点思考

1
.

兴办工业小区
,

推动乡镇工业集约化经营
,

促进小城镇建设的做法
,

是一个带有方向性

的问题
。

塘桥通过兴办工业小区的途径
,

收到了
“
一石两鸟

”

的功效
,

既引导 乡镇工业迈向区域

化集中
,

又建设和繁荣了小城镇
。

坦率地讲
,

在未经调查研究之前
,

我们也曾想过
,

在江南一带
,

城镇密集
,

平均每三
、

四平方公里就有一个乡镇
,

而每个乡镇的所在地就是一座小城镇
,

有必要

每乡每镇都搞一个工业小区吗 ? 经过塘桥调查之后
,

在把兴办工业小区与乡镇工业集约化经

营
、

小城镇建设联系起来思考一番
,

与农村工业化
、

城市化
、

现代化联系起来思考一番之后
,

得

出了这样的结论
:

在率先发展乡镇工业的苏州市
,

此举具有普遍意义
。

2
.

开发工业小区虽具普遍意义
,

但各乡镇在具体实施中又必须从实际出发
,

量体裁衣
,

t

力而为
。

塘桥镇工业小区建设的规模和速度
,

是建立在全镇年国民生产总值达 5
.

8 亿多元
,

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 2
.

1 万元
、

利税 1
.

37 亿元
、

农 民人均年收入 3 2 7 0 多元的基础之上的
。

他们的

经济发展水平在苏州全市各乡镇中的位次也是靠前的
。

据塘桥的有关同志介绍
,

单是工业小区
“

三通一平
”

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就达 2 0 0 0 万元
,

近两年用于工业小区和小城镇建设的全部投

资达 1
.

6 亿元
,

这在 一般乡镇是难以仿效的
。

所以
,

我们赞扬塘桥工业小区建设的成就
,

决不是

想鼓动和倡导所有的乡镇都以同样的规模加以布局
,

同样的速度予以推进
。

各个乡镇的工业小

区规模到底多大
,

功能结构如何布局
,

规划几年实施
,

都应根据各自所处的地域区位
、

优势特点

和经济条件等实际情况
,

经科学论证后郑重决定
。

尤其是大型商城
、

高级宾馆和高档次娱乐场

所的建设
,

更要讲求实效
,

一切以需要
、

可能和效益为前提
,

不能贪大求洋
,

更不能盲 目攀比
。

说到这里
,

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塘桥镇多渠道筹集资金的经验
。

过去搞小城镇建设
,

资金只

来自一个渠道
,

让乡镇企业掏腰包
,

势单力薄
,

自然难办大事
。

塘桥镇此番建设工业小区
,

除 运

用乡镇企业积累的这部分资金以外
,

还通过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利用外商投资的一部分资金
,

结

合市属各系统驻镇单位改善工作
、

经营环境投入一部分资金
,

开发房地产让农民进镇经商投入

一部分资金
,

做到本资
、

外资
、

客资
、

农资
“
四资

”

并举
,

形成了投资来源多元化的新格局
。

比如银

` 行
、

邮电
、

工商
、

粮食等 10 多个驻镇单位
,

共汁投资 3 5 0 0 多万元
,

在镇里统一安排下
,

都在工业

小区的有利位置
,

建起了新的办公和营业大楼
,

既改善了他们工作
、

经营的条件
,

又使这些建筑

物成为体现工业小区新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
。

再如通过房地产的开发
,

既吸引了农民 1 0 0 0 万

元的投资
,

建起了一条商业街道
,

还采取价格优惠等措施
,

帮助一部分经济不很富裕的市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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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决了住房困难
,

可谓一举数得
。

钱民铺镇长把这种做法
,

风趣地说成是
“

替有钱人服务
,

为

少钱人着想
” 。

塘桥镇这些开拓创新的思路
,

是可以使人从中得到一点启发的
。

3
.

乡镇工业小区和小城镇建设
,

是关系整个乡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
“

百年大计
” ,

在建

筑指导思想上
,

起点要高
,

实施步骤要稳
。

与其低标准二年
、

三年一气呵成
,

还不如高标准五年
、

六年分期实施
。

怕就怕仓促上马
,

拆了建
、

建了拆
,

几年一轮回
,

欲速则不达
,

又造成极大浪费
。

塘桥镇本着
“

从远期着眼
、

近期入手
,

系统规划
、

分步实施
”

的精神
,

计划用 5年或者稍长一点时

间
,

把塘桥建成具有一流水平的新型小城镇
。

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
,

他们做到工业小区的建设

同镇区的建设相结合
,

发展第二产业同发展第三产业相结合
,

生产生活设施同社会化服务设施

相结合
,

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布局同城镇的防治污染
、

绿化美化相结合
。

这些想法

和做法也是可供我们借鉴的
。

4
.

随着工业小区的发展和农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

进镇从事二
、

三产业的农民大军也日

益壮大
,

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
。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促进农业专业化
、

商品化
、

现

代化的必要条件
,

也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

土地产出率
,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

但推进农

业规模经营必须以农业劳动力的大批转移为条件
,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一个常识性问题
。

我们在

塘桥看到的情形是
,

由于青壮劳力大多进厂做工或外出经营第三产业
,

平时农田管理就靠一些

老弱劳力顶着
,

大忙时
,

有的停工歇店突击耕种
,

有的雇请外来劳力承包作业
,

费力不小
,

收益

不多
,

致使相当一部分亦工亦农人员把承包的农田看成
“

包袱
” ,

尤其是那些经营第三产业的
,

以及乡村工厂中的管理人员
、

采购人员和技术骨干
,

都迫切希望把农田转包掉
,

以便一心一意

从事本岗位工作
。

这些人的心态告诉我们
:

加快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步伐
,

时机已经到来
,

关键

在于组织和领导
。

塘桥镇近年来 已有 4个村办起了小农场
,

还有 5 户承包百亩以上农田的种 田

大户
,

规模经营的农 田合计约 2 0 0 0 亩
,

占全镇粮田总面积的 10 %
。

另外
,

还扶持培育了 70 多

个大户
,

建起了 30 0 多亩副食品生产基地
,

其中养猪最多的一个大户年出售生猪 3 0 0 0 头
。

然而

与塘桥工业化
、

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照
,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仍显得相对滞

后
。

我们高兴地了解到
,

塘桥的领导者借助农村劳力加速向工业小区转移的势头
,

正在积极而

又稳妥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使这一进程与二
、

三产业的最新发展相适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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