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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村庄，是农民的聚居地，也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形式。
村庄形成于农业文明时代，在中国最为典型和普遍，迄今依然是中国基本的社会单位。
所有中国人，或是生于长于村庄，或是父祖辈来自村庄。
村庄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立脚点和必须改变其内容和形式的地方。
认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了解村庄。
　　中国的民族经济，包括以下层次：一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经济，二是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支民族
的经济，三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不论从哪个层次的研究，都必须涉及村庄这个基本单位。
以往的民族经济研究和行政管理研究，对于村庄的关注，主要是在总体性的统计及对策方面，鲜有对
某一村庄的专注系统调查。
这种情况使我们所从事的理论探讨总显得有些飘浮，言不及意，大而不当。
反思许久，不能不下决心从小处做起，将村庄调查作为根基，扎实做去。
恰“九八五”项目实施，经费有所保障，故组织本创新基地近百名教师带二百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高
年级本科生，结十五调查组，计划用六七年的暑、寒假，从五十六个支民族中各选一二典型村庄，深
入调查，总百余村，每村一书，为中国民族经济三个层次研究，为政府行政决策，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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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平村坐落于具有浓郁的壮族文化和深厚的红色革命文化底蕴的右江河谷，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生活静怡。
村中深受壮汉文化融合影响的农民，在发展胆识和求新见地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豪气，与飘荡在
青山绿水间的清亮婉约的山歌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所拥有的那股敢为人先的闯世创业精神，给我们
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中平村农民完全没有受地域空间限制的自闭与内向，也没有远离闹市繁华的呆板与滞后。
他们从不满足于一般的生存需要获得，总是求新、求异，总是要想方设法地形成自己生产与发展的独
特性：在普遍以种粮为主、解决温饱时代，他们逐步积累了丰富的蔬菜种植经验；在改革开放、经济
体制转轨时期，他们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巧借市场之利，开展综合性多种经营，不仅及时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而且还将酿酒、发豆芽、养猪、沼气利用与传统种植业生产相结合，广开农村经济发展财源
，实现增收致富；在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中，他们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引进现代农业科技进步
成果，形成特色蔬菜专业化种植基地，并将特色蔬菜种植转移到更接近农产品需求市场的发达地区，
成功探索了以“定居劳务”为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新模式。
如今，中平村的发展正像村中德高望重的黄碧云老先生在山歌中唱的：“新式农村创办好，中平处处
谱新篇。
与时俱进跟得上，实行快速马加鞭。
⋯⋯农村、城市无差别，户户有粮又有钱。
新式农村办得好，中平今日胜桃源，胜桃源！
”我们衷心祝愿中平村景色秀丽‘的村庄更加美好、具有特色的农业更加发展、敢为人先的农民更加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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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村庄　一、村庄概况与历史变迁　　（一）自然状况　　（二）人口状况　　（三）村庄
的起源及变迁　　（四）民族与文化　二、社会事务与管理　　（一）新农村建设　　（二）村民自
治组织　　（三）村务管理——农事村办　　（四）社会保障　三、村庄教育发展　　（一）解放前
教育发展情况　　（二）现代基础教育　　（三）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　四、农业发展　　（一）农
业发展历程　　（二）农业发展政策的实施　　（三）水稻良种的推广　　　　（四）畜牧业的发展
　　（五）特色蔬菜——香葱产业化发展　　（六）农村合作组织　五、劳务经济　　（一）劳动力
构成的总况　　（二）劳动力转移的政策　　（三）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　　　　（四）劳动力
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五）劳动力转移的发展方向　　　六、集体经济　　（一）村集体经济
发展概况　　（二）发展集体经济意义重大　　（三）集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　　（四）
村集体经济收支状况分析　　（五）中平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些启示　　　七、其他经济活动　
　（一）商业概况　　（二）运输业概况　　　八、现代科技的普及与运用　　（一）现代科技在中
平村农业生产中的推广运用　　（二）沼气池在中平村的发展　　（三）科技培训对农民发展的作用
　　　九、村庄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一）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二）各类指标分析　　（三）
数据分析结论第二部分　农户　十、具有带动效应的中心农户　　（一）香葱种植中心农户——刘玉
燕家　　　　（二）文明守法中心农户——黄日平家　　　　（三）多种经营中心农户——廖恩达家
　　（四）致富有方中心农户——黄赵诣家　　　　（五）人才惠农中心农户——刘润辉家　　（六
）移风易俗中心农户——黄万榜家　　　　（七）帮扶就业中心农户——李品夫家　　⋯⋯第三部分
　农民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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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忆起从1969年开始的那场10年浩劫的时候，老人的表情很复杂，讲述之中对那个时候的往事也
不是很愿意提及，只是意味深长地说：“那时候比较乱啊。
”或许关于那段岁月老人有太多不愿意提及的往事，或许眼前这位慈爱、安详的老人不愿意让年轻的
人们感受太多关于他人生中的痛苦。
　　1976年，邓锦寿从村干部的职位上退了下来，经历了太多人生的风风雨雨与悲欢离合，年近花甲
的他终于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时光了。
老人一生一共养育了两儿两女，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在家乡搞建筑，每年均有不错的收入，前两年两家
都盖了楼房；两个女儿一个远嫁河北，一个与本地人结婚后去广东种菜，家庭都比较幸福。
老人现在与大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儿子和儿媳都比较孝顺，常常对他说：“现在您老了，我们什么也
不会让您干的，您只要享享清福就好了。
”谈到家里的孙子、孙女时老人很是自豪，老人的两个孙子都很有出息，一个在家乡当了农业经纪人
做着贩卖蔬菜的买卖，另一个在家里跟着父亲学习建筑，将来也想搞建筑；两个孙女中一个在家务农
，另一个在广东打工：“坐在办公室里操作电脑，不用像我们那个年代一样出苦力呢。
”听得出对于拥有更多知识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小孙女老人更加感到自豪。
　　老人现在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也比较满足。
他说，自己除了每月从县民政领取250元的优抚金以外，子女们还经常给他些零花钱用，现在自己身体
也很健康基本也不用花什么钱。
老人每天从家里出来，到村委会的老年人活动中心与其他老人聊聊天、下下棋、打打扑克牌，生活甚
是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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