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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
。

它生动地展现 出 了中国特 色的农村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光辉前景和 农民在这一 变化过程中从生产
一生活方式到观念的全面更新

。

文章写得很简练
。

将此 文与下面关于皖北 农村和苏南的 两篇 文章对照起来读
,

则会更

有启发
。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
,

共有 83 2户
,
3 3 2 0人

。

党的十一届兰中全会以来
,

大邱庄成立了农

工商联合公司
,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

成为闻名全国的集体富裕乡村
。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迅

速发展
,

人们头脑中那些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陈旧观念开始得到清理
,

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

新观念开始确立
,

主要发生了五个方面的变化
。

一
、

由 “ 为 , 必资
,

越穷越革命
”
的现念转变为

“
劳动致 ,

,

, 了光荣
”
的观念

。 “ 为

富不仁
” , “

无商不奸
”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

。

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
,

这

种传统观念又和
“

左
”

的思想影响结合在一起
, 以它特有的形式束缚着人们的头脑

。

人们习惯

于把
“
富” 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

认为富就是资本主义
,

穷才是社会主义
。

农民只有依附于

土地老老实实种田才是
“
良民

” ,

只有
“
穷

”
政治上才能保险

。

于是人们头脑中逐渐形成了
“
肩扛锄头

、

手拿镰刀
、

蓬头垢面
、

厂

衣着破伯
”
的固定的农民形象和生活观念

。

现在人们则

普遍地认识到
,

社会主义就是要人们共同富裕起来
,

社会主义的劳动致富同旧社会的剥削致

富有着本质区别
,

穷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

从而激发了劳动致富的巨大热情和强烈的荣誉感
。

人们把收入多少和富裕程度作为衡量个人劳动贡献大小
、

政治上进步和落后的重要标志
,

在

观念上再不把穷和革命
、

光荣联在一起
,

而把穷和懒惰
、

无能放在一起
。

公司各单位每年评

出的先进个人
,

在政治上是具有高度荣誉的人
,

在经济上则是收入最多的人
。

例如
, 1 9 8 3年

,

一个普通劳动力和五位厂长个人收入都在一万元以上
,

他们就成为大邱庄人心 目中的有功之

臣
,

受到群众的尊重和敬佩
,

被树立为学习钓榜样
。

相反
,

那些劳动收入低的人则被视为
“

落

后人
” ,

受到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压力
。

随着人们劳动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
,

人们在保持

艰苦奋斗的前提下
, “ 吃讲营养

,

穿讲漂亮
,

住讲宽敞
,

用讲高档” 的消费观念开始萌发起

来
。

这不能被简单地说成是
“
高消费

” ,

而是在生产发展基础上生活得到改善的必然表现
。

二
、

由 “ 土里创食
” 、

单一经曹的自然经济现念转变为
“
农工联体

” 、

多种经曹的商昌

经济观念
。

解放前
,

大邱庄人祖祖辈辈都是靠自然经济为生
。

解放后
,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

又搞所谓
“
割资本主义尾 巴

” , “
大批促大干

” , ’

把农村的工
、

商
、

副业统统当作资本主义

加以批判
,

全村 12 00 人只限于单一的种粮经营
,

其结果一方面造成了粮食总产 量 只在 12 0万

公斤左右徘徊
,

另一方面又巩固了群众的 犷玩龙玩虎不如玩土
”
的自然经济观念

。

其表现
:

一是自给性
,

即农民生产粮食的目的是上缴或自用
,

没有进行交换的想法 , 二是封闭性
,

即

社员在观念上只把自己狭小的生产单位作为本位
,

不重视横向经济联系
、

市场信息等
。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这些观念得到逐步转变
。

他们在思想上把农
、

工
、

商业看作是一个有

机的整体
,

办起农工商联合公司
,

实行农工综合经营
,

互促互补
,

使农村经济走上 良性循环

的正确轨道
。

全村先后办起 5 个总厂
,

下设 34 个工业企业
, 19 8 6年产值实现 9 7 4 3万元

,
’

占全

1



村工农业总产道的阳 %
。

每年从工业利润
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献

{他们生产出百

出 03 至 05 万元用于扶持农业
,

为农业生产的发

商品
,

畅销全国各地
; 、

派出 2 00 多名供 销业务

拿竹
ó

种电
·

余

员
,

在许多省市设立了办事处
,

与全国 25 个省市 1 6 8 0多个单位建立了横向联系和协作关系
。

这种联系
,

既包括与企业单位的联系
,

也包括与科研
、

教育单位的联系
,

既包括与城市企业

的联系
,

也包括与乡镇企业的联系
,

从而形成了市场和商品信息的组织和网点
。

这时
, “

农

业
万
在大邱庄人的观念里已不再是单纯种粮的狭隘概念

,

而是农工商一体化的
“
大农业

” ;

商品经济
,

也不再是过去那种开小铺
、

摆小摊
、

做小买卖的狭隘理解
,

而是升级为有现代化设

备
、

技术
、

管理水平的包括生产各个环节的商品经济 ; 市场
,

也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天津一个城

市的概念
,

而是扩大为全国甚至国外某些地区的获取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世界性市场的概念
。

三
、

由怕留风除
、

因循守伯的保守心理转变为对外对内全面竞争的观念
。

随 着 农 村 商

品经济的发展
,

大邱庄人开始抛弃了
“
中庸之道 ,,

、 “
不敢为天下先

” 、 “
出头椽子先烂

”

等封建传统思想和保守观念
,

认识 到竞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
,

树 立 起 对 外对 内全面竞

争的观念
。

所谓对外竞争观念
,

即大邱庄人在观念上把中国这个拥有 10 亿人口的大市场作为

自己的竞争对象
,

坚信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展
,
社会大市场总有某些短缺的商品来供自己创

造和生产
。

他们提出的竞争方针是
, “

人无我有
,

人有我多
,

人多我优
,

人优我新
,

人新我

早
” 。

所谓对内竟争观念
,

即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内部各个企业之间
、

每个职工之间在观

念上都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竞争对象
,

比经济效益
、

比产品质量
、

比服务态度
、

比贡献大小
。

公司下属的 13 个单位虽然业务性质不同
,

产品种类不同
,

各单位领导之间有的是父子关系
,

有的是兄弟关系
,

有的是亲戚关系
,

但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政治荣誉方面
,

都自然地结成了竞

争对手
。

尤其是 5个工业总厂
,

有的生产同类产品
,

有的生产不同产品
,

但几年来都一直憋

着一股劲争高低
,

结果共上新项目33 个
, 19 8 6年创产值 4 1 0 3万元

,

每个总厂产值都超过 1 0 0 0

万元
,

都比 1 9 8 5年增长 40 % 以上
。

1 9 8 6年青年农民刘风洋公开向著名种田能手
、

曾获得法国

农业骑士勋章的马德良提出挑战
,

马德 良也积极应战
,

两人分别带领 自己的农业作业组
,

在

广阔的田野上展开激烈的竞争
,

结呆粮食产量都超过了 60 万公斤
,

平均每人产粮 6万公斤
,

最后使大邱庄涌现出 34 个马德 良式的模范人物
。

四
、

由轻视知识
、

轻视人才的观念转变为井皿知识
、

称皿人才的观念
。

过去的大邱庄人

普遍地存在着靠传统经验过 日子
,
小农意识

, 、 不重视知识
,

不尊重人才
,

文化素质比较低
,

结果出现了
“
按 了电磨倒着转

” , “
算帐少收 1万元

”
等笑话

。

三中全会以来
,

他们在发展

商品经济的实践中认识到
, “

知识就是金钱 ” , “
人才就是财神

” 。

只有起用当地的
“ 土财

镶” ,

聘请外地的
“
大财神

” , 培养下一代的
“

小财神
” ,

才能振兴大邱庄
。

他们改变了对人

才的看法
,

认为对人要
“
尊其所长

,

容其所短 , 扬其所长
,

避其所短
” 。

针对不同人的特长
,

安排不同的工作
,

发挥其不同的作用
。 “

鬼头鬼脑的搞技术
,

白白话话 (方言
,

即能说会道 )

的跑业务
,

老实 巴脚的干体力
” ,

结 果 使 原 来有这样那样毛病的人都成了业务骨干和生产

能手
。

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兼总公司经理禹作敏深有体会地说
, “

用
`
阶级斗争

’
的观 点看

人
,

有本事的是罪人 ; 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看人
,

带头致富的是敌人 ; 用派性观点看人
,

逆

我者是仇人
,
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观点看人

,

到处是能人
” 。

他们还提出了
“
给当代人

创财富
,

给后代人留才能
”
的 口号

,

舍得花本钱进行智力投资和开发人才
,

提高大邱庄人的

文化素质
。

一是投资办学
。

他们先后投资30 多万元建起了幼儿园 ; 投资 1 50 万元 建 起了一所

建筑面积为 3 8 0 0
一

子方米的中
、

小学教学楼 , 投资80 万元联办一所大学 , 1 9 8 7年还将投资 40 万



先
,

选送 3 名木村大学生去英国深造
。

二是鼓励青年 自学
。

公司党委决定
,

没有初中毕业支

凭的人不安排就业
,

文化水平不同
,

工资待遇也不同
,
各厂还作出鼓励职工 自学的规定

,

职

工 自学取得结业证的一般学习费用由厂里开支
,

拿不不结业证的自己负担
。

三是以优厚待遇

招聘外地人才
。

他们已经招聘了外地的 1 0。多名土程技术 人员
,

对做出重要贡献 的人才为之

提供一栋具有全套现代设备的
“
别墅楼

” 。

次邱庄经济的腾飞
,

人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五
、

由平均主义和少劳多褥的伯现念转变为按劳分配
、

多做贡献的观念
。

由于过去长期

受左的思想的影响
,

大邱庄农民一方面存在着把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
“
大锅饭

”
等同起来的

观念
,

把人们对社会贡献大小不同而造成的分配上的差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 ; 另

一方面
,

平均主义
“
大锅饭

” 又掩盖和助长了一些人
“
少出力

、

多拿钱
”
的自私自利观念

。

特别是在
“ 四人帮

”
横行时期

,

干的不如唱的分配多
,

多干的不如少千的吃得开
。

由于分配

不合理
,

结果养了奸滑人
,

肥了懒惰人
,

埋没了各种能人
,

打击了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高的

人
。

通过拨乱反正
,

大邱庄党委在改革中把铲除平均主义观念
,

打破
“
大锅饭

”
作为一项重

要内容来抓
。

通过四次改革
,

在分配上实规
几 ’

“
统一经营

,

专业承包
,

.

联产到劳
,

累进计奖
”

的方法
,
把每个人的收入与劳动成果紧密联系起来

,

真正做到奖勤罚懒
「

,

奖优罚劣
。

印刷厂的

亚务员马继明 1 9 8 3年承揽了40 0万元的活儿
,

按照规定
,

发给他工资 和奖金 8 0 0 0元
。

1 9 8 3年

务农收入最高的达 1
.

6万元
,

`

最低的是 50 0多元
,

.

二者相差 30 多倍
。 ,

到目前
,

在过去的 8 年中

务农人 口数量每年递减 30 %以上
,

农业产量每年递增 7 %
,

生产效率 比改革前的 1 9 78 年提高

了 6 3倍
。

现在大邱庄人都明确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

领导敢于把钱花在
“
尖

”

上
,

即敢于用重金鼓励冒尖的人们
,

劳动者则不再顾虑依靠辛勤劳动致富后会当作资本主义

加以批判
,

从而更加理直气壮地贫彻和维护按劳分配原则
,

人人争先创优
、

多做贡献 已蔚然

成风
。

同时
,

他们富裕之后还做到
“ 四个不忘

” : 一是富了不忘国家
,

努力向国家缴纳税金
。

了9那年向国家缴纳税金 74 0万元
,

平均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户向国家贡
,

献 1
.

14 万元
。

二是富了不

忘集体
,

扩大集体积累
,

增加集体福利
。

1 9 8 6年全村公共积累达到 5 4 6 9万元
。

三是富了不忘扶

贫
。

目前
,

大邱庄的企业 已为外地安排了幼 09 个劳动力
,

培训了一些技术骨干
;
向全县提供扶

贫专用资金 4 万元 , 为一些经济学报刊提供资金 4 万元
,

用于给全国贫困地区订报纸
,

以传播

致富经验和经济信息
。

四是富了不忘改革
。

在巩固改革成果的基础上
,

逐步把改革引向深入
。

大邱庄农民的观念更新
,

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
,

而是公司支部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

形势
,

采用
“ 思想教育晓之 以理

,

严格规章导之以轨
,

物质鼓励施之以利
”
的综合治理的结

果
。

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
,

经济上富了不等于精神上也富了
。

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

在商

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发生尖锐的冲突
。

不进行观念更新
,

不提高人的素质
,

改革就

不能深入进行
,

商品经济就不能继续发展
。

于是他们于 1 9 8 4年提出了 “ 破除小农意识
,

实现

观念更新
”
的口号

,

反复宣传教育
,

使新的生产
、

流通
’

、

分配
、

人才
、

竞争
、

信息
、

贫富
、

道德
、

消费
、

生活
、

理想等观念
“
入耳入脑

” , 并制定了一系封厂规厂章和村规民缘 约束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

使之潜移默化为人的心理素质
,

进入意识结构
;
并用经济手段对好的进

行鼓励
,

对差的进行教育
,

使经济利益成为人们观念变革的强大动力
。

因此
,

大邱庄人的观

念更新既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也是党支部积极宣传教育的结果
,

反过来又对农

村商品经济发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成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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