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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街不要跑，吃饭不烧草；夏天不用扇，

冬天不用烤。”一见面，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华这

样描述村里人的美好新生活。当年的“红手

印”是在严立华家那间茅草房里按下的，现在，

老严已搬进新楼房，当年的老房子成了那段历

史的见证。

从小岗村大包干开始，中国农村改革迈上

了辉煌的历史征程，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小岗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论粮

食生产，在 1979 年遭遇大旱的情况下，小岗村

的粮食总产量仍达 13.3 万斤；论村民平均收

入，1978 年是 22 元，2020 年是 27600 元；论集

体收入，1978 年是负数，2020 年是 1160 万元。

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尊重农民的首创

精神，按照市场需求配置资源，40 多年农村改

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坚持走改革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全面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理顺了

国家、集体与农户的利益关系，农业生产力得

到了极大发展。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最大

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

础性地位，坚持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

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市场盘活农村资源要素、

培育农业农村市场经济主体，从推行农村家庭

承包经营制度开始，不断增强市场机制作用就

成为农村改革的主要特征。

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农村

改革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行，正是因为我们党充

分相信农民的智慧，尊重农民的意愿，维护农

民的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

不是代替农民选择。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

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家庭

承包经营制度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唯改革才

有出路，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定能促进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唯改革才有出路
南 梗

78 岁的严金昌，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精

神矍铄。这位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在自家的

“金昌食府”里每天忙前忙后，抽空还给客人们

讲述当年大包干的故事……

“1976 年，小岗村 111 口人每人每天只有

六两三钱的口粮，一个壮劳力辛苦一个月还赚

不到 3 块钱。”严金昌说，那时候，凤阳“十年九

荒”，自己小时候曾跟着父母去讨饭，“那时候

想，这种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儿啊！”

1978 年底的一个晚上，严金昌和村里 17
户村民在严立华家签订了“大包干契约”，犹如

平地惊雷，改变了小岗村人的生活。

“1979 年下半年，庄稼长得特别好，村里

大丰收，我们干一年够吃 5 年的。”老严有些激

动地说，秋收后，他家里堆满了稻谷、花生、山

芋。交足公粮后，还剩下几大堆。他将山芋都

切开，晒成山芋干。

让严金昌心里感到踏实的是大包干得到

了党中央的关心和支持。1982 年，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

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后，严金昌家的日子有了很大改

善。1982 年，他买了一辆小四轮和一台收割

机。小四轮可以跑运输赚钱，收割机除了帮自

家收割庄稼外，还可以租给别人用。第二年，

他 就 搬 出 了 茅 草 房 ，住 进 了 砖 瓦 结 构 的 新

平房。

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严金昌又成

为 小 岗 村 第 一 个 拿 到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书

的人。

“以前把土地分到户是为了吃饱饭，现在

把土地流转出去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党始

终想着咱农民！”严金昌说，他把家里的 7 亩土

地以每亩 800 元的价格流转了出去，并以土地

承包权为抵押，从银行贷款 10 万元，用于“金

昌食府”的扩大经营。

这几年“金昌食府”的生意越来越好，年收

入已近 20 万元。更让严金昌高兴的是，他的

几个儿子都在村里开了饭店或超市，一大家子

生活在一起。“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家家都住

小 洋 楼 ，这 日 子 过 得 舒 心 ！”严 金 昌 乐 呵 呵

地说。

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

“党始终想着咱农民”
本报记者 韩俊杰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第

一村”。40 多年前，发轫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

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大包干纪念馆内的一尊雕塑，再现了当年

的一幕：一间破旧茅草屋内，18 户村民聚在一

起，他们有的眉头紧锁，有的沉着冷静，在一张

事先拟好的契约上按下红手印。

2016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

主持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指出：“小岗村是

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在小岗村大包干等农

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

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

政策的重要基石。”

从大包干纪念馆到签下契约的 18 名大包干

带头人，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历程。

包产到户，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积极性

“当年的小岗村，是出了名的‘三靠村’——

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泥巴

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大包干纪念

馆讲解员的一段讲述，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上

世纪 70 年代末。

小岗村的贫困，是当时中国的缩影。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总的看来，我国农业近

20 年来的发展速度不快，它同人民的需要和四

个现代化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

积极性，所以当时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

善都比较缓慢。

穷则思变。可出路在哪？

1978 年 12 月的一个冬夜，小岗村人凭着“敢

为天下先”的勇气，毅然做出决定——“包干到

户”。

大包干纪念馆里展出的那份放大版契约，

寥寥数语，却字字千钧：“我们分田到户，每户

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

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

钱要粮……”

年近八旬的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至今还记

得：“契约签订当晚，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

都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再往后，每天天不

亮，家家户户就下地干活了，不用操一户的心。”

生 产 关 系 一 经 理 顺 ，极 大 地 解 放 了 生 产

力。实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迎来大丰

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 13.3 万斤，相当于

1955 年至 1970 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 20 多年

吃 国 家 救 济 粮 的 历 史 ，并 首 次 归 还 国 家 贷 款

800 元。

一些地方先行先试。安徽省从 1979 年 1 月

起，在较早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凤阳县、肥西县，

允许生产队打破土地管理使用上的“禁区”，实

行“分地到组，以产计工”的责任制。有些生产

队则继续进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简称“双

包”）责任制的试验。

改革唤醒沉睡的土地。在最早实行“双包”

生产责任制的凤阳县，1980 年粮食总产量比历

史最高水平的 1979 年又增长 14.2%，许多生产队

和农户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

顺应时代，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推开

人民是改革的创造者，党是人民的领路人。

小 岗 村 的 大 包 干 ，在 当 时 一 石 激 起 千 层

浪。对于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责

任制形式，很多人心存疑虑。

“关键时刻，离不开党的指引，党中央和咱

农民连着心呢！”关友江感慨。

在小岗村村民文化广场上，一尊摊开的《邓

小平文选》雕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凤阳花

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

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

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

心是不必要的。”

党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尊重人民首创精

神。1982 年 1 月 1 日，党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

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其中明确指出，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

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

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

济的生产责任制。”

之后的 1983 年、1984 年，党中央又连续下发

一号文件，肯定了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为主要

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这一中国农

民的伟大创造在全国推行开来。

小岗村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在中央政

策支持和推动下，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

生产队由 1980 年占全国生产队的 50％，迅速上

升到 1982 年 6 月的 86.7％。到 1984 年底，全国

569 万个生产队中 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段应碧

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的责、权、利紧

密结合起来，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等弊病，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

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做到了有统有分、统分结

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

经营的积极性。

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后，迅速

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从 1979
年至 1984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速达 3%；

1984 年，全国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 393 公斤，基

本解决温饱问题。广大农民利用剩余劳动力和

资金发展多种经营，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户、重点

户。我国农村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生

产转变。

深化改革，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充满活力

改革大潮奔腾不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

终充满活力。通过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有机

结合，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实现了根本性转变，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一

般应在 15 年以上”；

1993 年，针对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陆续到

期情况，中央及时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

期之后，再延长 30 年不变”的政策；

1998 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持

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

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

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

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不改革难发展，大改革大发展。”小岗村党

委 第 一 书 记 李 锦 柱 感 叹 ：“ 从 大 包 干 的‘ 红 手

印’，到确权颁证的‘红本本’，再到集体股份合

作的‘分红利’，小岗村的实践证明，承包关系越

稳定，农民发展生产的信心就越坚定，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的生命力就越强！”

走过千山万水，仍要跋山涉水。农村改革

再 出 发 ，亿 万 农 民 正 阔 步 走 在 乡 村 振 兴 的 大

路上。

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序幕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本报记者 朱思雄 高云才 常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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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小岗村牌楼。

陈友田摄（影像中国）

图②：小岗村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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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小岗村现代农业基地的“创意水

稻画”。 陆志强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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