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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彭对喜　　孙岱毅同志将他多年的心血收于一册，请我作序。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多年来，我喜欢称岱毅同志为“老夫子”。
夫子者，乃很有学问之人士之谓也。
加上一个“老”字，便表达了自己对被称为“夫子”的人物的一种更深的敬意。
为这位“老夫子”的著作写序，我还真有些害怕写不好。
　　40多年来，岱毅同志深深地热爱着湘西各族人民和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将湘西当作自己的第二
故乡。
他学习不厌，思考不停，直言不讳，笔耕不倦，建树良多。
一部《湘西，我的精神家园》便是证明。
这部书分改革开放、新闻宣传和旅游文化三篇，文章很讲究修辞和文法，文风也很好，很值得当代年
轻人效法。
　　与一些爱好追赶时尚的文人相比较，岱毅同志是一位酷爱真理、学习真理、追求真理、宣传真理
的真文人。
他敢讲真话，也能讲真话，尽管他也十分清楚讲真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我很愿意向读者推荐已经被作者收入书中的题为《冲破狭隘，深化改革，使民族精神获得新的解放》
的好文章。
作者在这篇写于1989年4月的文章中大声疾呼，湘西自治州要正视并解决好狭隘的问题。
他从理论思维、实际工作和心理风貌等三个方面人手，列举了狭隘的种种具体表现和危害，深刻地分
析了狭隘所赖以产生的根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认真解决狭隘问题，在深化改革中振奋民族精神的
任务。
他在文章中奋笔写道：“不在摆脱贫困中崛起，就在贫困中毁掉!不在冲破狭隘中更新，就在狭隘中窒
息!”今天读来，仍然可以使读者的心产生极为强烈的震撼。
斯言极是!吾辈当以斯言为警钟耳!就我自治州而言，惟有发展，才有生路。
为此，就要战胜贫困，就要根除狭隘。
狭隘不根除，思想就难以解放。
思想不解放，发展的思路就难以理清楚。
发展的思路理不清楚，就会贻误战机，丧失机遇，步步跟不上，其结果必然是愈来愈贫困，愈来愈落
后。
我曾经说过：“我就不相信自治州永远是贫困的代名词!我就不相信自治州注定要与贫困同在!”要想
这种“不相信”成为现实，惟一的选择就是要“在冲破狭隘中更新”，根除狭隘，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确立全新的发展理念。
那就是说，要按照朱铬基总理关于“湘西地区要草木葱茏”的嘱托，认真解决好自治州的生态问题，
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近几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想法和主张的正确性。
我坚信，只要我们把思想搞对头，把工作做扎实，坚持打持久战，就一定能够战胜贫困，赢得发展，
过上文明、富裕的新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有资格面对贫困和落后大声地说出“不”了!　
　岱毅同志的文章涉及许多领域，决不是我这一篇短文所能够评点到位的。
我想，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细细地研读和玩味吧。
　　写了上述这些并非贴题的话，算作序，也算给“老夫子”交了差。
　　2002年9月26日　　（序作者时任中共湘西自治州州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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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湘西，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的精神家园。
湘西的父老乡亲养育着我，我热爱湘西人民和这片神奇的热土。
湘西，是我笔耕的对象，是我笑耕动力的源泉，也是我笔耕成果展示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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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贷毅，男，汉族，湖南省新化县人。
生于1941年8月（农历）。
大专文化，中共党员，主任编辑。
自1960年8月参加工作以来，历任吉首县小学教员、教育专干、新闻专干，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宣传部宣
传新闻科干事、副科长、科长、宣传部副部长，《团结报》社社长，州委副秘书长。
兼任州政协委员、州文联委员、中国地市报研究会第二届常务理事、湘西州新闻学会记协第一届常务
理事、湘西州秘书学会副理事长。
先后在州以上各级各类报刊共发表消息、通讯、调查报告、言论、散文等数百篇，1986年以来在全国
、全省获新闻宣传各种奖励的作品有20多件。
曾被州人民政府授予全州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
1996年至2000年连续5年受到州人民政府嘉奖。
现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主要著述有《湘西，我的精神家园》，并编有《兄弟河的渔火》、《峥嵘岁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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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正确对待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　　实事求是地宣传典型　　随着包干到户责任制的
发展，各种“兼业户”（即除了承包责任田土外还承包集体某个经营项目的农户）、“重点户”（指
重点发展种植或养殖、加工业的农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兼业户”、“重点户”和自愿联合的发展趋势表明，发展商品生产、提高商品率这个被“左”
倾思想划定的禁区已被冲破，它将成为农业走向专业化、社会化的雏形。
如何爱护和支持这一新事物？
永顺县委除了去年在全县大张旗鼓地表彰一批带领群众治穷致富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党支部和一批
劳动致富的“重点户”、“兼业户”外，今年又宣传了24个开展多种经营、广开致富门路的各种典型
。
比如，首车公社捕蛇能手孟宪文，到今年七月上旬止，已捕得银环蛇220条，养在场内进行产卵繁殖，
预计可孵小蛇2200多条，制成蛇药可收入现金5千多元。
首车区、社的领导在宣传这个典型时，不仅宣传他的经济收入可观，而且宣传他起早摸黑、茹苦含辛
的实干精神；不仅宣传他是捕蛇里手，而且宣传他是如何掌握银环蛇的习性、“驯服”毒蛇的，特别
注意宣传他如何进行变野生为家繁的试验，决心为祖国医药学作贡献的志气。
同时，还谈到现在很多人只想捉银环蛇赚钱，不分场合地到处乱挖，如果无节制地滥捕滥杀，银环蛇
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会破坏生态平衡。
来这里参观访问的人听了这样的介绍，都说这样实事求是地进行宣传，不仅使大家全面了解了典型，
而且还学到了如何对待典型的科学态度。
　　三、发挥榜样的带头、示范作用　　因地制宜地推广典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们在推广典型的过程中，既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作用，又不搞“一刀切”、“一阵风”。
他们注意了三点：　　一是鼓舞社员群众的致富热情，扬长避短，使农村经济永远保持旺盛的生机。
在完善包干到户责任制的过程中，县委充分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广开致富门
路，大力推广了人均10亩油桐林、去年产均产桐油562斤、人均桐油收人150多元的首车公社梭塔湖大
队马石田生产队，森林蓄积量达4万立方米、去年仅间伐林、人均收入159元的王村公社科比大队和户
均栽柑桔12．5亩、去年人均柑桔收入330元的长官公社施溶溪大队果园一队等三个不同类型的典型。
县委用这些典型引导群众正确处理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因地制宜地发扬优势，大念“山”字
经。
今年全县共造林16．5万亩，全县8500多农户栽柑桔19．9万株。
　　二是用典型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
农民技术员、农科示范户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以适应千家万户学科学、用科学的要求，这个县从去年开始，采取多点试
验，以点带面，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办法，开展农业技术承包活动，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农技服务站
为中心、以农科示范户为纽带的新的农业技术推广网。
全县共办各种农技训练班93期，培训农民技术员1．2万人次，建立了农业技术服务站190多个，农科示
范户690多户。
这些农技站、农科户一方面在科技部门的指导下，承担科学实验项目，参加高产竞赛活动；另一方面
，又采取技术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向周围群众传授现代农业科技知识，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
石堤、高坪公社的同志说得好：“过去，我们总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大会进行教
育；现在摸出了一点道道，就是通过典型示范，把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　　三是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寓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农民手头宽裕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迫切了。
为此，塔卧公社因陋就简，办起了文化大院，设有游艺室、展览室、广播室和少年儿童阅览室，还组
织民间艺人和青年文艺爱好者．成立了业余汉剧团、业余文艺演唱队、业余杂技队，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化娱乐活动，让社员在紧张的劳动之余得到愉快的休息，特别是把青年社员吸引到文化活动中来，
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他们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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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卧公社的典型经验在全县推广后，万坪、桃子溪、羊峰等公社相继建设文化中心，王村、泽家等公
社的民族民间艺术活动如灯会、山歌等也开展得十分活跃。
社员高兴地说：大包干给我们送来了“财神”，文化站又给我们请来了“快乐神”，这日子硬是越过
越称心。
　　与此同时，他们还注意引导典型不断发展。
在总结、宣传、推广典型的过程中，这个县的各级领导还注意联系自身的思想和工作实际，从典型中
吸取营养，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克服各种不正确的认识和偏见。
两岔公社湖坝大队杀撮生产队过去是全县有名的穷队，6户32人住在5栋没有大门的茅房里，人均口粮
一直徘徊在二三百斤左右，全队还搬过三次家。
俗话说，家搬三次穷。
别人笑他们懒，实则是管理体制太死，“要穷一样穷”的“苦熬”思想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而实行包
干到户后，他们从“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了，他们的积极性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家家户户恨不得
把太阳拴在屋顶上，没日没夜地苦干。
去年粮食总产量竞达2．6万多斤，破天荒地向国家卖了1500斤余粮。
这又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对国家的责任感啊!来到这里调查的县、区、社领导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无不
为之感动，对“左”的错误有了切肤之痛，对过去错怪他们“懒”深感内疚，从而提高了向群众学习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本文原载1982年11月10日《团结报》　　合作者为田儒模）　　搞活流通是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的重要环节　　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商品流通不适应的状况越来越突出。
比如，农副产品有相当一部分出现了“卖难”的问题，有的甚至由于得不到及时加工、运销而腐烂变
质，而农民所需要的一些农业生产资料和价廉物美的日用品，却又经常出现“买难”的现象。
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农民已经高涨起来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农村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生产就
会失去好的势头。
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今年一号文件精神，疏理流通渠道，有效地组织商品流通，沟通
工业和农业的经济联系，大力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抓生产必须抓流通。
这是因为：商品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些环节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
流通，作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纽带或桥梁，是商品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环节。
没有生产固然便没有可供流通的物资，但如果没有流通，产品不能转化为商品，其价值就不能实现，
社会再生产就难以顺利进行。
农民进行商品生产，其产前产后都有商品交换，产前需要购买生产资料，产后需要出售产品。
农民生产的产品能否销售出去，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能否得到供应，需要的消费资料能否得到满足
，这些都有赖于商品流通。
因此，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善于利用价值规律，通过流通环节把产品转化为商品。
如果流通中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生产者个人来说，他辛苦劳动的成果不能变成实际收入，他辛勤的汗水将会白流；对生产的单位来
说，它的资金循环不能正常运行，在购买阶段，货币资金不能转化为生产资金，在销售阶段，商品资
金不能转化为货币资金，由此而将引起整个生产停顿，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下去，生产的目
的也就不能实现。
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实现商品价值“是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
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这说明，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流通与生产同等重要。
流通渠道不通，商品生产就必然受影响，甚至无法进行。
　　那么，怎样把流通搞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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