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筹资金  发展教育

发 挥社队 和农民办学的 积极性

《 昆仑 》（文学双月刊）1984年 第四 期 发表了袁厚春的报告 文学《 省委第一书 记 》，这篇报

告 文学中的主人公是中共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作品 第五 章“我们可能做 了件大好事，也

可能是犯 了 个大错误”，集中表现 了他探索民间办教育之路，为振国兴邦敢于“走 钢 丝” 的 精

神。现摘登如 下。

“教育经费非增加不行！”高扬到河北来

一个月之后，就向全省的县以上各级书记们发

出呼吁：“如果明年我们手头稍为富裕，科学

和教育（包括卫生）事业费应该大幅度增加；

否则明年也应该从各方面挤出一些财力物力，
治疗科教卫 生 单 位 的‘贫血症’。还一还历

史积累下来的‘欠帐’。多年来怪事多端，其中

之一是各方面的浪费惊人，唯独对科学教育事

业舍不得花钱，讲‘节约’！”

在邢台县浆水中学里，他看了那些门不象

门、窗不象窗的学生宿舍，十几个人挤在一张

大通铺上；校长和教师住的八平方米的屋子，

一张床，一 堆 日 用 杂物，再加上一张桌子就

没有转身的地方了。“这是宿舍还是办公室？”

他问。校长说：“……都是。”就是这样一所

破破烂烂的学校，恢复高考以来，在地区从未

出过前三名。
“你们是八十年代的学校，三十年代的设

备……”高扬沉重地对老师们说。
“农村中小学教育的落后，已到了令人不

能容忍，有辱社会主义名 声 的 地 步！这样下

去，我们是没法向农民交待的！”他说。
教育质量低的原因在哪里？一曰教师水平

低。水平低是因为待遇低，地位低，“养不住

大鱼”。……二曰办学条件差。进村不用问，

没门没窗的就是学校。……不少 地 方 仍 然是

“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钱，都需

要钱哪！实际上，省里的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增

加，1982年比1981年增加了15.9%，仍然是杯

水车薪，无 济 于 事。——单靠国家，三年五

年是还 不 清 历 史“欠帐”的。
高扬在严峻的现实中奔走，在教育现状的

“死胡同”里寻觅。他发现了矛盾 ！发现了一

个怪现象：这几年农民一天天富裕起来，农村

里到处盖新房，唯独学校破破烂烂 ！……他看

出来了，听出来了：土地、山林承包了，学校

可是国家包办的，他们觉得把钱花在教育上是

扔在井里了……

道路无非是两条：要么 等 国 家 富裕了再

办，结果将是继续耽误这一代人；要么把学校

交给群众自己办……何去何从？农村中的先进

分子已经在探索新的道路了。高扬在获鹿调查

时听说，城北三十里有个李村，1978年，大队

筹措了几万元，想改善一下陈旧的 大 队 办 公

室。女支书张新香，冒着大雨把干部们领到学

校，指着滴答漏雨的教室说：“我看咱干部再

凑合几年吧……”于是，他们当年动工，花十

几万元盖了一座标准的教学楼。又拿出三四万

元招聘教师。李村的教学面貌立刻改观。象这

类群众和社队自愿出钱办学的事，各地都有发

现。
是改革政策，改革制度的时候了。
高扬从廊坊、坝县、大城到保定，一路酝

酿着，回到石家庄后，2 月26日，立即伏案疾

书，提出了《 关于办好农村中小学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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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八条改革建议：把农村小学、初 中 划归 民

办，即分别由农村社队负责办；教师工资由社

队发放，不论采取哪种筹款形式，总之要保证

提高教师的实际收入；腾出国家教育经费集中

改善高中、师范、农中、其它职业中学和示范

性初中，以及补贴贫困社队的中小学；对教师

实行定期考核、淘汰和招聘制度。……

这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改革。
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
非同小可。全省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

在校中小学师生；尤其在广大农村，这项改革

将牵动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利益。一旦改糟了，
改乱了，影响所及，将是全省规模的关乎政局

的骚动……高扬慎之又慎。
“八条意见”与群 众 一 见面，人们才发

现，原来这几年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早已

蕴蓄着强烈的“办学热”，而今一经点破，这

股热情突然喷发出来，在广大的农村形成了一

派从未有过的红火热烈的景象。农民说：“耽误

庄稼是一季，误了孩子是一代。钱花了可以再

挣，误了孩子可买不来。”七十一岁的老农民

杨保合，说得更干脆：“甭看我没孩子上学，
每年为教育拿个百八十的没问题。”

到1983年 9月，获鹿县各社队已建成教学

楼11座，正在备料筹建的有28座……这是改革

之前单靠国家拨款十年也做不到的！

“我们可能是为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也

可能是犯了个大错误……”在教改试点的初期

高扬这样说。后来在常委会讨论通过“八条意

见”之后，他对到 会的同志们 说，“如 果 错

了，我首先负责！”

不错，任何改革都有成 功 和失败两种可

能，都要承担风险。但是一切一仍旧贯，还需

要我们革命家，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工为主，以就地销售产品为主，以中小型规模

为主。以自有资金为主。在我们已经给予借款

扶持的20个项目，基本上都符合以上要求。由

于“船小好调头”，市场信息灵敏，产品适销

对路，因而效果较好。如重庆市井口农场1983

年根据市 场 情 况，调整水果加工厂的产品生

产，制作多种汽水、汽酒、小香槟等饮料，仅

此一项就盈利126万元。
三、在资金上支持。在发展农工商综合经

营开始阶段，国家财政给予适当扶 持 是必要

的。1979年重庆市成立农工商联合企业后，为

了支持全省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发展，在1980—

1983年省财政安排了有偿无息借款 150万元，
结合农场的包干结余，帮助农 场 或 联 合企业

兴办以果、茶、奶等食品加工和酒类、饮料为

主的重点项目，逐步形成了以食品工业为主的

工业体系。目前，工 业 产 值 占总产值的比重

已从1979年的45%上升到60% 左右。
在财政给予资金扶持的同时，帮助农垦企

业管好用好企业的各项资金，也是财政部门的

重要任务。1979—1983年，我省农垦企业包干

结余达4，518万元，其中提 取的生产发展基金

就有2，623万元，成为农场发展农工商综合经

营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有的企业不注意经

济效益，造成浪费。如有个县的园艺场1980年

在省财政支持下办起了水果罐头厂，两年盈利

40万元。他们对留场的包干结余资金怎样使用

缺乏周密考虑，上了几个并不急需的项目，把

钱花光。当罐头厂需要扩建时，又无资金。我

们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在 每 年的 工作安排

中，都强调财政部门要帮助企业充分考虑产、
供、销各个环节的平衡，即帮助企业对原料物

资供应、设备技术、交通运输、市场销路、成

本价格以及利润率和投资回收率等进行可行性

的论证。确有把握的项目，需要财政扶持的，
我们采取重点现场审定，逐个签订 合 同的 办

法。农场必须保证合同的执行，不履行合同规

定的，财政有权取消该项目并追回投资。财政

部门支持发展生产的资金，我们都采取有偿方

式，有借有还，以取得支农资金的更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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