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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徽农村改革，一直为国人所关注，是因为其不仅带有首创性，更具有自身的特色，在全国产生重大
影响。
在省委负责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围绕安徽
农村改革的重大历史事件，撰写成《安徽农村改革之路》一书。
　　农业是哺育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基础产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将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位置，
长期坚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直到今天，“三农”问题依然是各项工作的战略重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刚刚拉开序幕。
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小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没有农村稳
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这是当今人们的共识。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产物。
撰写人员按照各自分工，广泛搜集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认真写作，力争实现既突出重点、又展示安
徽农村改革基本脉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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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推行农业“三改”探求“避灾保收”　农村的新变化与面临的新课题　农业“三改”的提
出　农业“三改”的推行　农业“三改”的主要成就　农业“三改”的经验与教训第二章 实行“责任
田”农村改革“预演”　急剧变革的生产关系及其影响　“责任田”的兴起　“责任田”的推行　“
责任田”引起的反响　“责任田”的夭折　“责任田”的实质及其作用第三章 创立“大包干”掀起改
革大潮　改革前的安徽农业生产形势　调整农村政策，转移工作重心　集体联产快速发展，改革迈出
新的步伐　家庭联产产生，农业生产找到新路　改革充满艰难，总设计师支持渡过难关　改革走向深
化，谱写新的篇章第四章 实行税费改革减除农民负担　税费改革试点前的农业农村形势　解决农业农
村问题的有益探索　局部地区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全面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和意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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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不要受提纲的限制，尽可能讲详细些、具体些，我们把这些重要的资料整理出来编书出版，
留给后人。
　　王光宇：我是1952年5月1日调来安徽省委工作的。
我首先谈谈安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中普遍存在着个体和集体两种积极I生。
他们要求合作，特别是一些贫穷户、困难户，这是必然的趋势。
1953年，党中央先后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
案)》两个决议。
实际上，新中国建立初期农村某些地区就已经开始有互助合作组织了，特别是老解放区。
1951年我在阜阳地委工作时，阜阳地区就已经有了一些互助合作组织。
开始，民间自发组织的互助组有“临时性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三种形式
。
中央决议出台后，这些互助组织发展得就更快了、更广泛了。
　　1952年5月起，我任安徽省委秘书长，1954年3月起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那时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土地改革”。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这个《决议》很全面，我省根据《决议》精神开始试办“农业合作社”即“初级社”。
试办初期，我们在每个县都设有试验点。
“初级社”比“互助组”的形式提高了，政策性也增强了。
“初级社”的性质主要为股份制：土地入股，劳动力评分，耕牛、农具折价归公或租用。
由于“常年性互助组”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多数“初级社”是在“常年性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起
来的。
当时试办的规模很小，有的十来户办一个，有的一个村庄办一个。
当时中央农工部对各省办“初级社”的数量是有计划要求的。
由于农民的积极性很高，从1954年开始，全省农村出现了大办“初级社”的热潮，因此“初级社”的
发展速度很快，随之也出现了一些“自发社”。
当时省委对“自发社”不是很赞成，政策对待上也有区别，但是没有干预，任其发展。
基层干部对“自发社”也有歧视，叫它“私生子”。
那时基层办事比较规矩，很守纪律。
1954年5月至7月份安徽发生特大洪水，我省境内长江、淮河干堤先后溃决，灾情很大，8月份长江无为
大堤安定街江坝决口，淹没农田400余万亩。
由于洪灾的原因，省委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抗洪救灾工作上，此时的“初级社”主要由各地自己在搞，
因此发展速度受到影响，当年办“初级社”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只是出现了一些“自发社”。
1954年全国各地实际办“社”速度超出了原定计划，特别是浙江省办“社”速度太快，超出计划太多
。
安徽当时还好，速度、数量都还适中。
中央农工部看到这些问题，想减慢发展速度。
当时曾希圣同志在浙江，我1954年因生病在上海做手术。
1955年5月初，我赶到浙江曾希圣处，从报纸上看到全国每天都有人退“社”，当时中央农工部制定出
一定的缩减数字，我们对此很有看法。
后来中央农工部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发展“快”的数字，一个是发展“慢”的
数字。
安徽省由傅大章、张立治二位副部长参会，他们两人不敢做主制定计划，就打电话回来请示。
那时李世农副书记在家，他也作不了主，又打电话到浙江向曾希圣同志请示。
当时我正在曾希圣处休养，电话是我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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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了电话后就向曾希圣同志汇报，曾希圣同志说“安徽比较平稳，我们暂时不动。
”因此我们省执行的是“快”的计划。
从试办“初级社”到发展成为“高级社”，安徽搞的比较好，所谓的“自发社”后来也统统正式化了
。
5月份中央召开省委书记会议，批评了中央农工部，特别是批评了对浙江问题的处理。
1955年7月3 1日，中央召集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召开有关“农业合作化”工作会议，毛主
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报告系统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化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
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
会上对中央农工部部长邓子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说他是“小脚女人”，是“右倾机会主义”，
错误地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对农业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1955年8月6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和地、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关于农
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所谓“稳步发展”的做法，改变了原来的布置，提出了办社“翻一番”
的指标。
因此，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快速度，合作化数字翻了番。
1955年11月份，中共安徽省第三次代表会议召开，传达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动员安徽党组织全力
贯彻并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
会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此时，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就更快了，紧接着就开始大办“高级社”。
由于“高级社”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办起来的，因此它比“初级社”的规模增大了，有的一百户
，有的几百户，最大的一千多户。
政策性更强了，如：它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取消土地股份制，采取将劳动力“定底分”和“凭工记分
”(多劳多得)的形式激励劳动者。
由于上述原因，“高级社”发展得非常迅速，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发展不按计划、政策混乱等一系列
问题。
当时中央农工部不赞成办大的“高级社”，安徽的“高级社”办得都比较大，很多地方是“一乡办一
社”。
“小社”有“公益金”、“公积金”、“生产用费”三大项积累。
并成“大社”后农民的实惠减少了，农民有意见了，这从当时老百姓中流行一句“难忘的1955年
”(1955年“小社”多，虽然发展速度慢些，但农民的实惠多些)的话中也可反映出来。
由于“高级社”没有经过试验，基础不好，加上发展速度较快，许多具体政策还没有研究清楚，因此
在办“高级社”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1956年上半年，有些地区出现“退社”现象。
一些富裕农户入社时土地、耕牛均入了股，要求退社时土地没有了，他们只有拉牛“退社”。
当初办合作社的政策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后来“退社”不自由了。
对老百姓要求“退社”问题的处理，我们主要是说服教育。
开始我亲自带人下去，我们通过开会、讲道理等形式，合隋合理地处理。
有些农民经过说服教育不退了；有的农民说服教育不行，就自行退了；有的农民“无理取闹”被处理
了。
但不少地方由于基层干部处理方式简单，引起一些要求“退社”农民的反感。
当老百姓一有怨言，他们就与老百姓对立起来，激化了矛盾，出现抓人现象，严重违反政策。
当时办的“高级社”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
1955年下半年，我们办了一些集体农庄，如：凤阳有个集体农庄、定远有个“拂晓”集体农庄，这两
个农庄都是模仿苏联办的“实验田”。
后来有的“高级社”就发展成农场了。
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从“初级”到“高级”提前5到10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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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徽农村改革，一直为国人所关注，是因为其不仅带有首创性，更具有自身的特色，在全国产生
重大影响。
在省委负责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围绕安徽
农村改革的重大历史事件，撰写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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