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社会的新发展与不协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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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建六地市十二村的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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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是由多因素构成的整体
。

各因素间关系协调
,

农村社会就会发展
、

进步
。

福建

省农村在进一步改革中
,

社会各因素有何变化 ? 是否协调 ? 福建省社会学研究所四位研究人

员
,

于 1 9 8 9年六
、

七月间到 6个地市
,

调查了 12 个村
。

在每一个村
,

听取村干部介绍
,

到村

民家里访谈
,

考察村庄
、

企业
、

学校
,

填写主要因素变化数据的调查表
,

从而了 解 到 这 些

村的社会状况
。

这 12 村是
:

南平地区西芹镇的浆甲村
、

大横乡的常坑村 ; 三明市 岩 前 乡 的

星桥村
、

陈大镇的陈墩村 , 龙岩地区曹溪乡的董邦村
、

古田镇的五龙村 , 漳州市芝 山乡的前

锋村
、

步文乡的后坂村
;
泉州市磁炉镇的岭畔村

、

陈津镇的洋棣村 ; 莆田市度尾 镇 的 中 峰

村
、

龙华乡的建华村
。

这些村工作做得较好
,

在深入改革中
,

社会有新的发展 ; 但也有不协

调乃至趋 向更不协调的因素
。

现报告如下
:

农村社会的新发展和值得推广的好经验

农村改革
,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
,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一
、

利用当地资源兴办企业
,

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
。

农村有利用地境
、

山林
、

矿产等 自然资源的
,

有利用劳动力
、

技术
、

设备等社会资源的
。

在实行农业生产承包之后
,

农 民放开了手脚
,

除对承包地精耕细作外
,

并积极创办企业 , 当

农业潜力得到发挥
,

生产处于徘徊而劳动力更富余时
,

更多的村千部和中青年村民
,

致力于

办企业
,

较快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增加生产总值
、

人均收入
。

前锋村以紧靠漳州市的地境优势
,

先恢复和扩大炉灶厂
、

冰糖厂
,

进而创办折扇厂
、

电

镀厂
,

再办有钢管
、

玻璃钢等工厂的加工区
, 1 9 8 8年总产值达 7 71 万元

。

这个村40 3户
、

1 5 5 1

人
,

95 3个劳动力
,

其中 1 99 人承包农业
, 7 54 人从事企业生卜

, “ 以工补农
” ,

评工记分
,

合

理分配
,

使村民都能增加收入
。

近年全村人均收入都在 3 0 0 0元左右
。

岭畔村在晋江公路旁
,

交通方便
,

但人多耕地少
,

全村 2 6 7 8人
,

只有 67 0亩田地
,

人均仅

2
.

7分
。

这个村原有三个陶瓷厂
,

包给村民
,

扩大经营
,

收入猛增
,

有 39 户相继建窑
、

买设备
,

烧制白瓷砖
、

马赛克
、

琉璃瓦
。

除安排本村 1 1 3。个劳力外
,

还向外地招工 1 2 0 0多人
。

村里集

资 2 5万元装上 31 8门的电话总机
,

收取信息
,

推销产品
。

去年生产总值达 1 6 2 0万元 (农业产值

仅占 6 % ), 人均收入 1 6 0 0元
,

盖新楼房的户达 70 %多
。

1 9 8 9年还同泉州
“ 万事可 乐

” 总 厂

合资
,

在村边办起分厂
。

在山区的村利用山林
、

矿产等资源办厂 (场 ) 企业也得到发展
。

董邦村有煤 矿 和 砂 石

矿
,

本村开矿
、

办水泥厂
,

并同邻近两村合办砂石厂
。

这个 1 35 户的小村
,

有 13 户买 了载重

汽车
,

运煤一趟不到两天
,

除了开支净赚四百多元
。

星桥村建两个水电站
、

一个牛皮纸水泥

袋厂
,

年产值达 38 0万元
。

五龙村办的木地板砖厂
,

去年用杂木制 2 50 立方米的产品
。

这些都

较快地增加村民和村财政收入
。

一 邵
, ,



二
、

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增加农业产量和专业户收入
。

承包 田原定多年不变
,

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作为
“ 社会保障

” ,

即使收入低也要承包
。

而

当企业发展的时候
,

收入比农业高
,

有些企业和农工要求转让承包田
,

专门从事企业生产
;

农业专业户和种田能手则要求多包耕地
,

成片经营
,

增加产量和收入
。

在这样的条件和意愿

下
,

适度规模经营得以推行
,

并取得较大效益
。

洋棣村 1 0 3 3户
, 5 8 5 8人

,

耕地 4 2 0 0亩
,

人均 7
.

2分
。

几年来
,

个体户和联户办鞋厂 的 越

来越多
,

从布鞋厂
、

注塑鞋厂到鞋样厂
、

鞋底厂以及商标厂
、

运输公司等
,

共 142 家 计 46 9

户
,

去年产值达 4 2 4 2万元
,

交税 23 7万元
,

交村
、

镇财政 1 40 万元
。

但农业产量 自1 9 8 4年后逐

年下降
。

办企业的户要求只留
“ 口粮田

” 。

去年村委会在镇政府支持下
,

实行
“ 双田制

” ,

把耕地划片
,

一边为
“ 口粮田

” ,

每人 3 分 ; 一边为 “
商品田

” ,

包给农业专业户和种田能

手
,

小户包 10 亩至 19 亩
,

大户包 20 亩以上
。

同时加强管理
,

统一排灌
,

及时供应农用物资
,

并及时防治病虫害
,

使亩产由 1 6 0。斤提高到 1 8 0 0丘 (双季稻 )
。

每亩收入 60 。元
,

除成本外可

挣 28 0元
。

规模经营好处多
,

而且为农业现代化打好基础和提供条件
。

三
、

山区种植果树
、

平原集约经营
,

促进农产品商品化
。

山区的村民除承包有限的田地外
,

这几年又发展了包山地种植果树
,

生产水果
,

供应城

乡市场
。

浆甲村 2邓户
, 1 1 0 4人

,

山地 1 0 2 0 0亩
,

人均 9
.

2亩
,

户户承包栽种柑桔
,

全村 共 种

果树96 6亩
。

去年总产值达 1 80 万元
,

人均收入 8 01 元
。

陈墩村种果树 1 千多 亩
,

人 均 达 1
.

3

亩
。

星桥村平均每户种 30 0株以上的达 3 60 多户
。

平原人多耕地少
,

进行集约经营
,

以富余的劳动力来生产更多的农产品
。

建华村人口 4 0 35

人
,

劳力 2 89 2人
,

耕地 1 6 7 0亩
,

人均仅4
.

1分
。

1 9 8 8年种甘蔗 8 65 亩
。

甘蔗卖给糖厂
,

每 担

仅 9 元
。

他们在蔗田集约经营
,

套种瓜菜豆和种植食用菌
,

在省农科院
、

农学院研究人员指

导下取得成功
。

甘蔗生产前期
,

在蔗畦上套种黄豆
、

四季豆
、

瓤瓜
、

蔬菜
; 后期蔗禾成荫

,

在里面搭架
,

种植蘑菇
、

鲜香菇
。

蔗畦中间深沟养鱼也成功了 (但由于饲料贵水污染
、

被偷抓

未能推广 )
。

去年在 7 00 亩甘蔗田集约经营
,

产甘蔗 5 6 0 0吨 ,
收 1 0 0 8 0 0 0元 (平 均 每 亩 1 4 0 0

元 ) , 套种黄豆 5 6 0亩
、

四季豆
、

瓜菜 1 4 0亩
,

收1 3 7 2 0 0元 ; 种植蘑菇 1 2 0 0 0 0平方
、

鲜香菇 7 0 0 0 0

袋
,

收 4 7 1 0 0 0 0元
。

共计收入 5 9 7 5 2 0 0元
,

平均每亩 8 5 3 6元
,

比
一

单一种甘蔗增收 5 倍多
。

而且

蘑菇由罐头厂收购
,

制成罐头出口创汇
,

为国家作贡献
。

四
、

建立经济合作社
,

农业服务社会化
。

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家庭是生产单位
,

各家各户 自主经营
,

有灵活机动的一

面 , 也有零星
、

分散
、

耕作和管理不便的间题
。

以村建立经济合作社
,

开展社会化服务
,

较

好地解决了这些难题
。

那些 t’L 卜年青年搞工商
,

妇女老人在田问
” 的地方

,

更迫切需要这种

服务
。

后坂村严逢金
,

丈夫搞运输
,

两个孩子上学
,

包种 2
.

1亩地
,

养 3 头猪
。

种 7 分 双季

稻
,

栽 1
.

4亩糖蔗和果蔗
,

要买化肥
、

农药
,

又要买饲料
,

只有 68 岁的公公帮做点农活
,

她

每天劳动达十几个小时
。

陈田玉丈夫宰猪
,

三个子女念书
,

她包种 3 亩地
,

养 5头猪
,

清早

时起床干活
,

千到晚上 9 时才得休息
。

村里建立了经济合作社
,

把供应的农资统一买回来分

发
,

为各家各户服务
。

严逢金去年甘蔗收入 2 8 0 0元
,

养 猪 收 入 3 1 0。元
,

共 5 9 0 0元
, 5 口人

人均为 1 1 50元
。

中峰村经济合作社服务的范围更广
,

效益更大
。

这个合作社的口号是
: “

为农户服务
,

帮农民致富! ”
服务的主要项 目有种 子

、

农资
、

技术
、

机耕
、

制造复合肥等
。

去年为本村各

争 38 一



农户调来杂优种子 5 0担
,

使全村杂优化
,
甘蔗苗 1 5 0 0担

,

落实
一

甘蔗面积 5 00 多亩
,

薄膜 1 4 0 0

斤
,

全村用地膜育秧 ; 化肥 50 肺
,

尿素 18 吨
,

送到各村民小组
; 农药按水稻

、

甘蔗需要及时

供应 ; 请农业技术员来培训
,

教给柑桔栽培
、

除虫和种植食用菌技术 ; 购置 5 部拖拉机并配

上旋翻机
,

机耕达 1 千多亩 ; 办复合肥厂
,

用氮
、

磷
、

钾科学配制
,

适合 于水池稻
、

蔗用肥
,

科学施用
,

效果很好
,

供应本村
,

外村也来求购
。

这种经济合作社发挥了 .tj 灵务生产
,

协调管理
,

积累资产
” 三种职能的作用

,

既给各承

包户提供方便
,

促进农业生产
,

又为集体积累了资金
。

这种社会化服务是适应农业发展和农

户要求的一大创举
。

五
、

甩正确的生活导 向
,

组织群众集资扩大生产和建设精神文明
。

农村经济有所发展
,

农民手头有了余钱
,

是用于陈规陋习浪费了
,

还是用于生产投资 ?

有不少人一年辛苦劳动
,

积蓄了一些钱
,

在一两次喜丧事中花光了
。

这要正确引导
,

用群众

乐于接受的办法
,

把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扩大再生产
,

并把群众的经济生活引导到文明健康

的方式上来
。

常坑村 1 9 3户
,

8 0 6人
,

劳力 3 4 6人
,

耕地仅 5 4 0亩
,

人均只有 6
.

7分
,

而山地 6 4 6 0亩
,

人均 8

亩
,

还有其他资源可 以用于办企业
。

但不论是开发山地
,

还是创办企业
,

都要有资金
。

村委

会试建
“
股份制

” ,

每股 5 00 元
,

村千部带头投资入股
,

群众跟着投资
,

先办机砖厂和开山栽

雪柑
。

机砖厂赚了钱
,

雪柑投产后
,

收入用于扩大再生产
。

群众看到前景好
,

投股的越来越

多
,

计有 4 97 股
,

资金 42 万元
,

除了扩大机砖厂和果山外
,

还办了烧碱厂
、

林场
、

养猪场等 8 个

厂 (场 )
。

1 9 8 8年总产值达 2 30 万元
,

人均收入 2 千多元
。

村民盖新房的
、

添家用电器的多了
,

一

搞封建迷信的少了
。

我们访间的几户
,

厅堂上不摆菩萨神佛
,

挂的是先进人物
、

新景色的画

图
。

正确的经济生活导 向
,

既有助于发展经济
,

又有助于移风易俗
、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六
、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

发展学校教育和公益事业
。

经济发展了
,

村一级也有资金积累和财政收入
,

精明的村干部把它用在发展教育和公益

事业上
。

我们在各村参观了学校
,

访问了教师
。

这 12 村有 n 村建了新校舍
, 1 个村对原校舍

进行了修缮
。

各村干部关心教师生活
,

或给生活补助
,

或为盖宿舍
。

洋棣村投资 56 万元
、

划

出 1 9亩地
,

建了 5座校舍
、

1 座办公楼
、

一个运动场
,

给每位教师每月 80 元补助费
,

1 9 8 9年

还为学校筹集 n 万元 的教育基金
。

中峰村把准备盖礼堂的 13 万元用于建校舍
,

盖 了 12 个 教

室
,

并为教师盖了 20 套住房
,

共投资 29 万元
。

岭畔村盖了 2 千多平方米的校舍
,

供 10 班小学

生
、 3 班幼儿计 5 00 多人的学习

,

活动
,

每年还为学校提供 2
.

1万元资金
,

每月校
’

长 补 助 70

元
、

教师补助 50 元
。

董邦村建新校舍
、

做桌椅
,

还盖一所幼儿园
。

五龙村也盖 了新校舍
,

并

给每位教师每月 35 元的固定补贴
。

村组织对教师的关心和对学校的支持
,

提高了教师的积极

性和教学质量
,

入学率
、

巩固率和毕业率
、

升学率都是高的
。

中峰村去年毕业 72 人
,

有 67 人

考入初中
,

其中乙班算术都在 90 分以上
。

岭畔村去年毕业 38 人
,

35 人考入初中
。

各村不但积极投资办学
,

而且努力办公益事业
,

如办医疗站
、

卫生所
,

安装电灯
、

自来

水
,

修建道路
、

公共厕所等
,

有的还为老年人发退休金
,

为无男孩户交保险金
。

前锋村这些

方面都做得好
,

他们还有计划地安排村民住房用地
,

充分利用空间盖三层的省地又卫生的楼

房
。

医疗站既认真医疗
,

又注意防疫
, ’

我们在考察村庄时
,

在厕所边
、

放垃圾处
,

也没有发

现苍蝇
,

进村民家里
,

家家清洁卫生
,

谈起话来个个心情舒畅
,

气氛和谐
,

成为
“
文明村

” 。

七
、

有一个好的村领导班子
,

有守职型和开拓型的村干部
。



一个村的工作如何
,

能否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关键在于党支部的领导和村委会的工

作
,

在于这
“
两委

” 的干部
。

从这 12 个村的班子看
,

好的干部有两种
,

一种是守职型的
,

能

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

并在执行方针政策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

带领群众前进 , 一种

是开拓型的千部
,

能够动脑筋出主意开办新事业
,

并身体力行做出成效来
。

这两种类型干部

的结合
、

团结
、

分工
、

合作
,

受到群众拥戴
。

浆 甲村经济发展较快
,

同时村建设和学校教育

办得好
,

而且人 口控制严紧
,

这主要在党支部书记龚振烽和 23 位分管各方面工作的党员发挥

了好作用
。

这个村位于沙溪口水电站上头的库 区
,

房屋淹没
,

开 山坡建新村
,

请工程技术人

员统二开交叭 妥妇民 俞后翻瓦
一

左右座丁先自报 ` 后抽签 ; 干部 `
觉员和村民一样 i 无 一 例

外
。

他们认识到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

却是
“
得罪人

” 最难做的工作
,

必须从自己做起
,

24

个党员 7 年无早生
、

无超生
,

凡 已有两女结扎的
,

不论千部
、

党员
、

群众
,

都为其交保险金

搞社会保障
。

常坑村创办 8 个厂 (场 ) 和开山种果树
,

是党支部书记陈庆顺
、

村长郑金生等

干部出的主意和带头搞起来的
。

陈庆顺有建窑烧砖的技术
,

外地用 5 00 元的月薪聘请他
,

他不

去
,

而带头投股办机砖厂
,

郑金生也带头投股开 山种雪柑
,

把几个厂 (场 ) 办好
,

村民收入

不断增加
。

前锋村党支部书记郑溪泉
、

村长杨在元两人紧密配合
,

不放松粮食生产
,

大 力 发 展 企

业
,

村建设和公益事业统一规划
,

办一项成一项
,

农业税
、

特产税
、

教育费附加和国库卷等

及时交纳完成
。

中峰村党支部书记黄兆其和正副村长
,

创造性地建立经济合作社
,

开展多项

目的社会化服务
,

同时计划生育
、

学校教育
、

民事调解和治安保卫等工作都抓起来
。

支委 5

人
、

村委 n 人
,

分工合作
,

轮流值班
,

大事立即报告
,

小事及时处理
。

以上企业的发展
,

农业的规模经营
、

集约经营
,

经济合作社的建立与社会化服务
,

群众

集资扩大再生产
,

发展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等
,

都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多数村民的愿望
,

精

明能干的村干部在上级的支持和指导下
,

在农村深化改革中创造性地做出来的
,

既促进经济

的发展
,

又促进社会的进步
,

而且两者相互促进
。

农村社会的不协调因素和函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农村社会在发展前进中
,

也出现了不协调因素
,

有的还在向不协调的趋势发展
。

一
、

人 口增长过快和人均收入减少
。

在这 12 个村中
,

人口 自然增长率在 14 蝙以上至 20 输以上的占 6 个村
,

这 6个村 1 9 8 8年 1

月至 5 月的总人口
,

出生
,

死亡人数和年自然增长率如下表
。

另 6 个村是
:

生 5 4人
、

死 1 8人 ; 生 3 9人
、

死 1 1人 , 生 3 3人
,

死 1 5人 , 生 1 6人
、

死 4人 ,

生 9 人
、

死 4 人 ; 生 2 人
、

死 9人
。

生多死少
,

这是经济发展
、

生活提高的人 口再生产从生

多死多的传统型向生少死少现代型过渡期的必然
。

现在农村的人 口再生产正处于这样的过渡

期
,

加上推行计划生育前生育的人 口 已相继进入婚育高峰期
,

农村文化水平低
,

以家庭为生

产单位需要劳动力尤其需要男劳力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
,

必然出现生大大多于死的趋势
,

如

不有效地控制
,

就会导致人 口膨胀
,

人均产量和收入将相对减丸 那个自然增长 率 达 2 3
.

3 6

编的村
,

年生产总值增加
,

而村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却减少
,

人均仅 6 85 元
。

这个村的支 部 书

记 4 个子女
,

村长 3 个子女
,

我们随机抽查三户为样本
,

一户 4 孩
、

一户 3 孩
,

一户有两对

新婚不久的夫妻
,

一对已生一女
,

两对都有生两孩并要有一个男孩的意愿
。

怎样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
,

浆甲村的有效办法是
,

干部
、

党员带头 计 划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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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际

育
,

不早生
、

不超生 , 深入宣传人口政策 , 对无男孩和独子户实行社会保障
。

还 要 把生产

承包和生育承包结合起来
,

订出家庭生育计划
。

二
、

耕地逐年减少和产量下降
。

人 口增多
,

要土地盖住房
,

企事业发展
,

也要土地建厂房
,

还有水灾
、

农 田水利失修
、

水土流失等
,

导致耕地的减少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
。

这 12 个村不同程度地逐渐减少了耕地

面积
。

我们在一个办企业多的村
,

看到在田地上建了不少的新房屋
,

还有不少家正在盖
,

据乡

统计
,

原建的用 1 50 亩地
,

新盖的用 3 00 多亩地
,

计占用耕地 45 。多亩
。

有个靠近城市的村
,

本村办加工区用地 9 亩
,

区政府在这黑又办加工区
,

用耕地 50 亩
,

这都是年产二季稻一季菜

的
“
三熟

”
高产田

。

有个村仅 11 3户
,

这几年减少耕地 70 多亩
,

不少户把新楼房盖在承 包 地

上
,

而旧住房空着在村里
,

说是
“
祖宗屋不能撤

” ,

有的还在粮田里种柑桔
。

1 9 8 7年一次洪

水
,

又冲坏 30 多亩耕地
。

另一个村原来人均 1 亩田
,

亩产一吨粮
。

近几年村民盖住房用去 30

多亩
,

办企业盖房用去 10 多亩
,

加上人 口的逐年增加
,

现在人均只有 4
.

4分
。

而且由于中 青

年
“
搞工商

” ,

老人
、

妇女在种田
,

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甚至
“
断代

” ,

粮食产量下降了
。

去年又由于秋季遭水灾
,

全村减产 30 多万斤
,

只剩下 63 万斤
。

粮食和其他作物的 产 量 的 下

降
,

必然引起食物供不应求
,

价格上涨
,

影响人们生活
,

甚至引起社会的混乱
。

农村乱占耕地的现象
,

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 首先要制订乡村建设规划
,

科 学 安

排
,

严格审批
,

交纳土地税
。

第二要尽量利用山坡地
、

旧宅地和其他杂地
,

我们在各地观察

村貌
,

各村都有可利用的非耕地
。

同时要充分利用空间
,

住房盖 2 至 3 层
,

上面还可铺水泥晒

场 ; 以手工加工为主的企业更可盖 3 至 4 层
。

第三要致力于农田水利建设
,

我们看到九龙江
、

晋江河水都是黄色的
,

田地的泥沙被冲刷和流失下去
,

木兰溪也多年失修
。

九龙江建闸后缓

解早灾问题
,

但河床被淤积常溢流成灾
,

据说修一段 2 公里多长需一千多万元
,

这非承包户

力所能及的
。

大工程有待政府投资
,

小工程可用
“ 以工补农

”
等办法集资修建

。

三
、

村企业管理人员文化素质低
,

面临竞争能力差和污染严重两大问题
。

农村办企业
,

多是由村干部或有些搞加工
、

采购经验的村民
,

以及有经济关系的外地人

开办的
,

文化素质低
、

技术水平差
,

刚办时靠贷款
、

免税
,

原材料便宜
,

市场缺货好销等
,

挣了一些钱
。

但是挣了钱
,

用于盖楼房
、

置
“
家电

” 以及其他的开销多
,

用于更新设备特别

是先进设备少
。

现在还贷款
、

交税
,

原材料上涨
,

设备陈旧
,

产品质量不高
,

在市 场 不 好

销
,

甚至滞销
,

用送东西推销产品
,

劳动力也将被迫回归
。

如地砖厂买不起价值上千万元的

压砖机流水线
,

地砖既比不上台湾
,

也比不上广东
。

胶合板厂买不起数十万元的热压机等设

备
,

靠天气晒千
,

气候一不好木材质变
,

质量差
。

山区村有的名 日办矿厂
、

木具厂
,

其实还

是卖矿产
、

木材等资源
。

国家和乡村财政收入不多
,

污染却相当严重
。

如一个村开 6个煤洞

包给个人
,

每吨仅交给国家 6 元税
,

交给乡村财政 60 元
,

运到广东卖玉70 元
,

路经各个 关 卡

,J.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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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
、

索取后
,

得数十元
。

而煤洞缺乏开采的基本设施和劳保条件
,

乱开掘
,

一下大雨把煤

冲到地上水中
,

不但资源流失
,

而且各种有害元素侵蚀农田和污染河水
。

有个村近城市
,

城

市工业废水排放到村里
,

村里企业的废水和城市的废水都排入河沟里
,

使河沟水发黑
,

热天

发臭
,

而这样的河沟水被用于农田灌溉
。

我们还看到用这样的河沟水清洗蔬菜
,

运到城市市

场卖 出
。

废水如此循环
,

势必影响农作物产量质量和损害城乡人民的健康
。

但企业管理人员

熟视无睹
,

或
“ 无能为力

” 。

要结合治理整顿
,

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
,

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强竞争力
,

整顿那些卖

资源的企业
,

调整那些产品卖不出去的企业
。

要珍惜资源
,

科学开发和合理使用资源
,

应 由

国家
、

集体开发的
,

不能给个人乱挖
。

认真治理
“ 三废

” ,

城市工业废水不得向农村排放
,

哪个厂的废水由那个厂处理
,

并且要帮助流到那个村的村庄处理
“ 三废

” 留下的后患
。

四
、

教育脱离生产建设实际
,

农村缺乏科技人员
。

农业
、

林业
、

渔业
、

畜牧业和各种企业都缺乏技术人员
。

在填写农业技术人员数时
,

这 12

村有 5 个村是空白的
,

其他村填 1 个 至几个
,

都是村里请人培训后兼任的
,

水平低
。

少数企业

则用高薪聘请来技术员
。

我们在各村到村民家里访谈时
,

有的说病虫害越来越难治 ; 有的说

猪瘟鸡瘟没人防治
;
有的问柑桔酸

、

桃子不大怎么办? 有的问养鱼长得慢成活少怎么办 ? 都

迫切需要科学技术人员
。

至于各种企业面临设备陈旧
、

产品质量低下等难题
,

更是渴求科技

人员
。

但是
,

我们大专学校培养能够适应农村实际需要的科技人员少
,

而且也不到农村去
,

已在农村的也想回到城里
。

这几年
,

这些村小学教育发展
,

教学质量提高
,

入学率
、

毕业率

和升学率也是高的
。

但是
,

学校教育从体制结构
、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

仍是为
“
升学

” ,

小

学升中学
、

中学升大学
。

但从小学到能够进入大学的只有 1 一 2 %
,

也就是说 95 %以上不能升

大学
,

而要留在农村
,

学校却未能给他们提供农村所需要的生产建设知识和技能
,

不少的中

学生考不上大专学校
,

竟以
“

失败者
”
的心态进入农村社会

。

许多家长把初中未毕业甚至小学

未毕业的子女送到企业当徒工
,

有个工厂车间的工人大半是少年
,

我们问了其中年约十三
、

四岁的 3 个女工和 3 个男工
,

问年龄
、
工资

,

他们都说是 t’1 6岁 ” ,

每天
“ 4元

” ,

问 “
念

过几年书
” , “ 累不累

” ,

一个个摇头不答
。

但看他们汗流满面
,

气喘吁吁
。

我们问家长
,

回答悬
“
上不了大学不如早去做工

,

做工不会被 日晒雨淋
,

收入也比种田多
。 ”

但是
,

不

论是农业还是企业
,

都缺乏人才
,

当前科技人员更是奇缺
。

这些矛盾尖锐地摆在眼前!

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
,

要发展并提高质量
,

特别要普及 9 年义务教育和发展 中等职业教

育
, 9 年教育的后 3 年要学习生产知识和技能

,

地市县中等职业学校要为农村培养生产建设

的人才
,

使学生一毕业回去
,

就能够担任农业和企业的技术人员
,

能够适应和满足农业和企

业发展的需要
。

要认真宣传贯彻 《未成年人保护法》
,

严禁收童工
。

五
、

城乡关系问题
。

各村千部为我们介绍工作情况中普遍反映一个问题—
“ 上面向农村要得多

、

给得少
” 。

有个支部书记当着两个乡干部的面说
: “

你们下来不是催钱
、

催粮
,

就是催结扎 ! ”
有的村干

部还说
: “

上面来一要粮
,

二要钱
,

三要命
。 ” “

分配给我们的尿素不够当味精
,

农药少买

也难买到
。 ” “ 上面向下面要有政府

,

下面要求找上面无政府
。 ”

有的村算了税收和收费
,

共有十来种
,

除 了农业税
、

定购粮
、

国库卷
、

教育附加费
,

还有特产税
、

水利费
、

计划生育

费
、

民兵训练费
、

优属费
、

残疾人基金
、

干部补贴
、

减产赔偿等
。

企业除了税收
,

还有各种

收费以及捐赠
、

赞助等
。

供应给农民的
,

一年人均尿素半斤
,

农药分配 1 斤
,

氟肥几十斤
。

臀



有的还掺假
、

短秤
、

加收肥袋钱等
。

甘蔗卖给糖广
,

一担 仑元比一担稻草 1。元还使宜 1元
,

给的化肥打白条
,

到买肥时价格同市场差不多
,

供应蔗粮时面粉占30 %甚至占50 %
,

剩下的

大米是压库的变质的
。

运蔗到糖厂要排队
,

汽车司机敲竹杠
,

过磅还要送烟讲好话
。

有的蔗

农一气之下
,

回去把蔗头都挖掉
。

干部们说
, “

如不采取措施
,

将无人种甘蔗
。 ” 我们在村

里访谈时
,

几个村的干部都说
, “

社会要安定
,

不要动乱
,

政策不要变
。 ” 我们问农民

“
有

什么新要求? ”
他们异口同声地讲了三个方面要求

: 一
、

农业资料要多供应 , 二
、

要盖新房

子奋 买家用电器 ; 三
、

好政策不要变
,

要变的是供应多一些
,

收款少一些
。

以上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心理
,

涉及到城乡关系间题
、

干群关系间题
。

要以
“
加强

工农联盟
” 的要求为出发点关心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

为农民生产供应所需要 的 资料
,

并 且

规定合理的购销价格
,

禁止有关部门随意向农 民收费
。

公安部门要协同民兵组织做好农村社

会治安工作
。

当前农民的要求
,

是同他们温饱型的经济生活相适应的
,

要引导他 们 开 拓 视

野
,

努力发展经济
,

提高文化素质
,

向小康型的经济过渡
。

六
、

社会组织的职能与其他非正式组织的关系问题
。

农村原有
“ 五大组织

” ,

即党支部
、

村委会
、

共青团
、

妇女
、

民兵等正式组织
。

现在各

村的主要作用是党支部委员会
、

村委会这
“
两委会

” ,

党支部书记和村长的作 用 尤 大
。

村

不是一级政权机构
,

但要执行上面所贯下来的各项工作
, “

上面千条线
,

下面一根针
” ,

什

么工作都要村千部去做
,

却不善于发挥共青团
、

妇女
、

民兵等正式组织的作用
。

有的村一些

非正式组织的能量越来越大
,

如宗族组织
、

宗教组织等
。

有个支部书记说
: “

封建宗族势力

在发展
,

大房大姓又欺侮小房小姓了
,

怎么办 ? ”
这个村开村民会

,

来者寥寥无几
,

而天主

教堂做
“
礼拜

” ,

不少人带全家人去跪拜
。

在有企业特别是企业较多的村
,

主要干部大多兼

任企业的领导
,

其中有
“
领工资

” 的
,

有
“
参实股

” 的
,

有
“
参虚股

”
的

。

有 自己盖了楼房

又帮妻弟盖了楼房的
,

有以不正当手段为儿子买了载重汽车的
。

干群之间从组织到分配到思

想等的矛盾在加深
,

甚至在加剧
,

我们务必在深化改革中认真解决
。

要认真培训农村干部
,

使各个组织的干部明确本组织的职能和 自己的职责
。

党支部应切

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

积极宣传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

教育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
,

加强思想政

治教育
,

联系和团结群众
。

村委会作为村民的自治组织
,

应该办好公益事务和公益事业
,

公

平调解民间纠纷
,

维持社会治安
,

及时向政府反映要求和提出建议
。

共青团
、

妇女组织努力

做好青年
、

妇女工作
,

民兵组织积极维持社会治安等等
。

有关部门应帮助他们分析当前农村

社会的种种矛盾和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

搞好本村的工作
,

使经济
、

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
。

上述人 口
、

土地
、

文化教育
、

社会心理
、

社会治安
、

社会组织等
,

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因

素
。

它们的不协调
,

如同人患关节炎
,

平时不觉得
,

一旦发作
,

全身疼痛
。

社会的发展
、

进

步
,

这些因素必须优化和协调发展
,

也就是人 口要适度
、

素质要提高
,

土地要合理使用
,

文

教科技要发展
,

心理要健康
,

社会要安定
,

社会组织要教育社会成员遵守杖会规范
,

为社会

作贡献
。

这样社会就有凝聚力和整合力
,

就会推动社会向现代化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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