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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是继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之后，又一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
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
进行这项大规模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我国国情的认识，特别是为了加深对我国现阶段农民
仍占总人口70％的农村社会的认识。
　　1988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领导小组提出，为了拓宽拓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要进行
国情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了这项工作，指派专业人员进行策划、拟定开展国情调查的方案，并于1988年4月
在全国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上，向全国社会科学界发出了“开展县情市情调查”的倡议，得到了各省
、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校、高校和政策研究机构的响应和支持，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
资助，被列为“七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以后又列为“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从此，此项大规模的国情调查就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开展起来。
　　1988年8月，在全国范围内选定了41个县市作为国情调查的第一批调查点。
8月在郑州召开了首次国情调查协调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如何开展此项调查，怎样选点、怎样调查
、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与会代表对此项国情调查的重要意义目标作了进一步的讨论，还就如何组建
调查专业队伍等问题交流经验；会议还讨论修订了统一的县、市情调查提纲和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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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镇兴十四村为研究对象，坚持真实、准确、全面、深刻的调查方针，运用
问卷抽样调查、个案深度访谈、召开调查座谈会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反复深入地开展实地调查，全面
把握了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山东移民村的艰苦创业的发展历程，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
制度变革的特殊形式，从而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社会转型期表
现于一个村的具体的历史的特殊形态和表现形式以及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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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瑞政，男，1946年11月出生，1968年6月参加工作，1982年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毛泽
东哲学思想专业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
现任研究员，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社会学硕士生指导教师，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科
顾委专家，黑龙江省省情研究会专家，黑龙江省诚信促进会专家，黑龙江省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研究项
目专家。
被省人事厅批准，享受政府专家特贴。
　　参加并主持多项重大课题。
参加国家社科“七五”重点课题生活方式研究，是课题成果主要调查人和执笔人之一。
参加中共中央党校社科部组织的校资助项目《社会主义社会学》撰写工作和国家课题《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史》的撰写工作并任副主编。
主持国家社科“八五”重点课题《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肇东卷》的调研工作。
主持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课题《肇东农民养老保障研究》和国家课题《肇东农村干群互动过程中的信
任关系研究》。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分课题组副组长。
参加中国社会发展成果展黑龙江馆工作并负责起草黑龙江省95至2010年社会发展规划，获国家和省颁
发的两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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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2年，付华廷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向乡亲们发誓：“我们兴十四村一定要过上好日子！
”他和村支委们琢磨来琢磨去，觉得兴十四村草原多，最适合养羊，这条道挣钱快。
可是事情并没有想得那么简单，等待他们的是一次次挫折和沮丧。
当时各村养的羊大多都是粗毛羊，不挣钱，不好卖。
村干部想起过去到外地参观时看到有的国营农场养东北细毛羊，每只产十多斤优质毛，一斤卖两元多
钱。
几经打听，终于在附近的双河农场，多方奔走相求买来4只优良种公羊，实行人工授精配种，由学那
项技术的周玉国给全部母羊人工授精配种，当年配了387只羊，其中383只都产了羔羊。
羔羊生下来不多天就长得溜溜圆，绒毛细发密实，村民看了非常喜欢，都说这么发展下去可行了。
经过一年多的繁殖，全村已有东北细毛羊1300多只，卖了7000多斤羊毛和200多只羊，共收入18000元。
　　养羊的成功，使兴十四人看到畜牧业是致富的希望。
党支部又开始鼓励各家各户养猪。
养猪的经济收入很直接，卖了猪就见到了钱。
妇女们的积极性最高。
党支部认为养猪不光收入高，不占用劳动力，还能为生产队积肥，是粮食生产的加速器。
很快村上鼓励养猪的政策出台了。
多卖出一头猪，奖励粮食100斤，奖金20元！
多积一车粪，奖励粮食40斤，奖金10元！
妇女们的热情更高了，家家抓猪崽，养肥猪，养母猪，养种猪，人人积肥，男女老少全家总动员。
　　1972年，兴十四村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后，剩余劳动力除投放到农田基本建设一部分外，其他的
全投入到以养猪、养羊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上。
这些人在畜牧业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共产党员王廷珏精心为集体养猪，一年四季不离猪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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