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综合改革征文

乡 村 嬗 变
——从教场下村的发展看农村改革

邓淑芳

初夏时节，走进位于广东省始兴县

太平镇低 坝的教场下新村，只 见 新近

铺设的几条井字型水泥街道宽阔笔直，

纵横交错，街道两旁整齐排列着几十栋

二三层高、新颖别致的楼房，整个新村

规划整齐有序，环境清洁优雅，四旁空

地和各户庭院里都种上了花草，不时有

老人在村中悠闲漫步，展现出一派生机

盎然、蓬勃发展的现代乡村景象。

教场下村地处粤北始兴县城东面，

墨江 河北岸，距离县城约 1 公里，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全村有 3 个村民

小组，辖区面积约 2 平方公 里，耕地面

积 110 亩，鱼塘 70 亩，总户数 98户，人

口 338人。20 05 年 3 月，教场下村与石

俚坝村合并，更名为东升居委会，完成

了村级管理体制上的一次蜕 变，但仍

沿袭原有村的运作模式。与此同时，随

着城市框架的拉大和县域经济的发展，

教场下村部分耕地被征用，年轻人纷纷

外出务工、经商，小范围的农业社会逐

步向工业化转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

业转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时间

里，教场下村与广大 乡村一样，先后经

历了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镇村企

业，取消农业税，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和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等多项改革，实

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普遍提高的目标。可以说，教场下村的

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折

射出的正是粤北乃至全国 30 年农村改

革所取得的成就。

集体经济显著增强

教场下村耕地资源十分有限，受政

策和观念的束缚，过去村民只能守着几

分 地，靠种植蔬菜勉强解决温饱，而

村 集体收入也仅仅依 靠几亩鱼塘，年

底按出勤折算下来，一个 劳动工 日仅

值 0.3 元。改革开放使教场下村人打开

了眼界，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充分挖

掘潜能，凭借县城 近郊的优势地理位

置发展第二、三产业，才能尽快走上致

富之路。村里先后办起了钢筋厂
、
竹器

厂等一批村集体企业。近年来，通过大

力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又引进木料加工

厂
、
废旧塑料加工厂

、
石灰油厂等一批

私营企业落户该村。20 07 年，引进了洲

水宝石厂
，
该厂占地面积 600 多平方米，

总投资 150 多万元，首期投入资金 10 0

多万元，主要生产加工 珠宝石，产品全

部出口中东国家，每年销售利润十分可

观。众多的企业落户到教场下村，不仅

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了

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而且充分利用了

村里闲置的房屋，增加了村集体 收入。

2007 年，教场下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40

多万元，成为目前始兴县屈指可数的富

裕村之一。

村里经济状况有了极大的飞跃，也

为提高村委会服务水平，丰富村民文化

生活提供了可能。为满足富裕起来的村

民更高的精神追求，村里每年都拨出

经费，在妇女节、重阳节和建军节等节

日期间，组织村民开展登山、拔 河、棋

牌等形式多样的游戏比赛活动，陶冶村

民团结互助、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的情

操，丰富其业余文化生活。为开拓视野，

增长见识，村里还采取走出去的办法，

每年组织全体党员外出考察学习，增强

他们发展经济的信心和决心。

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改革开放前，教场下村以农业经济

为主导，许多村民辛辛苦苦忙碌一年，

到头来还是入不敷出，过着“居住在城

脚下，徘徊于温饱线”的日子。1980 年，

教场下村开展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

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将人民公 社时

期生产队集体的耕地以家庭为单位进

行承包。到上世 纪 90 年代初，村里再

根据分田到户暴 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

村民的要求，在土地承包期 15 年到期

后，依 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对

部分村民的责任田进行了调整，并在原

定 15 年承包期的基础上，继续延长 30

年不 变，保证 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稳

定。稳定的土地政策，保障了村民生产

经营的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农业生产的

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得农业生产

的内在动力大大加强。与此同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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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帮助村民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农业

生产结构调整，种植适销对路的蔬菜

品种，发展城郊型农业，增加收入。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第二、三产业

的发展，教场下村年轻的村民不再满足

于“一亩三分 地”的土地收成，或进城

经商，或到工厂做工 ，成为新型产业工

人。同时，非农产业的发展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也给村民们带来实惠。2 0 03 年

起，村里决定还富于民，实施年底分红

制度，每年发给每位村民 200—30 0 元

不 等的集体分 红款，20 07 年，分红金

额更提高为每人 10 0 0 元。

收入渠 道的拓展，村民们 生活水

平节节提高。20 07 年，村民年人均纯收

入达到 4006 元，全村 9 8%的家庭拥有

一套以上的住房，普遍的家庭拥有一台

以上电视机 ，有 14 户村民拥有小汽车，

有的甚至是价值不菲的高档轿车，村民

家庭全部使用燃气、电力、太阳能等清

洁能源，普遍购置了空调、洗衣机、冰

箱和电脑等高档电器，手机成为村民日

常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广泛普及。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教场下村虽然紧邻 县城，但在改

革开放前与其他 乡村一样，村中道路

坎坷泥 泞。“雨天 一身泥，晴天 满身土”

是 当年村 民出行的真实写照。在改革

开放 后，特别是 近 几 年，受 惠于 农 村

道路建设 工 程，教场下村累计修扩建

村级公 路 1.6 公 里，硬化村级公 路 2 公

里，修建公 路 桥 2 座，彻底改变了乡村

土路 凹 凸不 平、狭窄泥 泞的 状况，交

通条 件有了根 本的好转，方便 了群 众

出行，改变了过去落后的村容村貌。农

田水利设 施建设 是农业的命脉。为让

村中数量不多的耕地产出更大的效 益，

教场下村大力开展 农田和水利设 施建

设，将原来的 40 亩低产田改造开挖成

为 鱼塘，修建排 洪排 涝水 圳，硬 化 水

渠 5 公 里。同时，加强了公 共设 施和娱

乐场所建设。20 03 年，修建了高标 准

的村 委会 办公 室、文化 室、计生服务

室，为给村民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创

造了条件。

保障机制逐步健全

在医 疗保 障 方 面，2003 年，广东

省全面推行新型合作医疗之初，教场下

村村委会就自筹资金，统一为村民办理

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 证每年村民参

合率达到 10 0%，成为全县 第一个由村

集体代村 民缴交合作医疗款的村。村

民们不用掏一分 钱，便可享受到门诊

补助和大病医疗住院补偿。据统计，自

参加合作医疗以来，教场下村已有 9人

次得到补偿，合计金额 2 万多元，减轻

了病人的经济负担，有效防止了村民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在农村义务教育方

面，从 20 0 7 年起，随着全省农村免费

义务教育的推行，教场下村 30 多名义

务教育阶段 学生的学杂费也相应获得

减 免。此外，教场下村还落实帮扶救

助措施，为老党员、革命前辈解决生活

困难。2003 年开始，村里按 月发给老

党员生活补贴，凡是本村男 60 岁以上，

女 55岁以上的老党员，每月发给 2 0 元。

200 8 年起，这一标准提高到 了每人每

月 30 元。

教 场下村的 巨 变，使我们切身体

会到，中央的农村政策温暖了乡村干部

和村民的心，受到了他们的衷心拥护。

无论是上世 纪 80 年代推行联产承包

责任 制、发展 乡镇企业，还是近些年

取消农业税、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等一系列的惠农改

革措施，都始终致力于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 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其“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宗旨

深得 民心。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希望这

样的好政策能够持续下去，覆 盖领域

更广，力度更大，让他们更多地分享到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所取得的

成果，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日子越

过越好。

（作者单位 ：广东省始兴县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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