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2015年7月16日 星期四
星级编辑蔡富根 | 组版方芳 | 校对刘军 SHENDUXINWEN深度新闻

7月15日，省委党史研究室向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提供了一份
万里谈安徽农村改革的口述记录。
以下是万里口述的部分摘录……

□记者 祝亮

□张静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学大寨，这不是瞎折腾么！

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怎样同

“左”的错误作斗争，大体有三个回

合。头一个回合是突破学大寨的框

框……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

徽去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

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

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

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

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

困难……我刚到安微那一年，全省

28 万多个生产队，只有 10%的生产

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

低于 60 元，40 元以下的约占 25%，

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

啊？而北京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

官老爷，还在大喊大叫“把普及大寨

县推向高潮”、“决战三年，实现农业

机械化！”一再强调这才是中国农业

的出路。这不是瞎折腾么！

我下去调查，轻车简从，这样才

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发现了问题再找

县委、地委商量解决。那几个月，我

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

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

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于是搞

出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

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

大包干、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第 二 个 回 合 是 突 破“ 三 级 所

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包

产到组……《六条》下达后，安徽农

村普遍加强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责

任制有了迅速发展，从不联产到联

系产量，于是就提出了个联产承包

的问题。

凤阳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

搞的是大包干，开始是包干到组。

包产到组与大包干到组都是包产到

组，但包干到组更简单些，更彻底

些。“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

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

都是自己的。”

安徽那一段就是
“违法”“乱纪”的情况

第三个回合是突破“不许包产到

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

农民充分的自主权。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明确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口号，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

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

“左”的思想影响年深日久，还不是

轻易可以消除的。

安徽与别处不同，(上世纪)60 年

代初在全省范围内搞过责任田，广大

农民尝过包产到户的甜头，所以上面

政策松一点，就发展得很快。在这种

情况下，中央文件做了这样的决定，

事情就不好办了。有些好心的同志

向我反映，有人批评我们既违背宪

法，又违背党的决定。怎么办呢？我

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

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已经干了，就

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

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

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安徽

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

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

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

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

当年23岁生产队队长：
得知万里去世，心里很难过

“当时，我是小井庄生产队队

长。当天上级同志通知，有领导过来

视察，让我们准备一下”。当年何家

贵，23岁。他告诉记者，下午听人说，

万里同志去世了，心里很难过。平静

好心情，他详细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1979年 5 月 21 日上午，万里到

了村子，穿的是那种老式的黄军装，

由于耳朵问题，还戴了耳塞。看到

这，我才知道是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

了。到了村子，是到我们生产队会计

家里，开了座谈会”。两辆吉普车，一

共6、7个人，下了车就找人开会。

“我当时全程都在，开会的主题

就是，肯定了我们的包产到户的办

法，并鼓励我们坚定‘分田单干’。当

时他的原话大概是讲：‘既然收粮多，

那就大胆干，放心干’。农民一听这，

都非常高兴。”何家贵告诉记者，当时

所有制形式挫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生产队

劳动社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非常普

遍，也不允许任何私人单干，不少人

甚至连吃饱肚子，解决温饱的基本生

活要求都很难得到保证。再加上

1978 年遭受特大旱灾，当时肥西山

南受灾比较严重，从春到秋，大约八

九月时间，老天竟没有下过一滴雨，

水塘干底，田地开裂，庄稼枯黄，可以

说颗粒无收。

据何家贵介绍，万里第一趟来到

小井庄，开完会就走了，“就是来给我

们鼓劲加油的”。

当年年仅10多岁的孩子：
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万里曾经两次来到我们山南小

井庄，视察包产到户的情况，第一次

是在 1979 年 5 月 21 日，鼓励农民群

众大胆地实行包产到户，第二次是在

1979年12月13日，了解包产到户的

实际效果”。何家贵告诉记者，自从

万里来后，农民干活的积极性高多

了，钱也赚的比以前多得多。

而当年年仅 10 多岁的李列仓，

也与万里有过交谈……

“我当时还小，一听有领导来，也

不知道什么情况，就看自己的爸爸妈

妈哭，很害怕”。原来，当时村里面人

都以为政府要严惩“分田单干”的村

民，一个个都吓得哭。“哪知道是来送

鼓励的”。

“我当时在村子里玩，万里看到

我 ，很 热 情 ，他 就 问 我 成 绩 怎 么

样”。李列仓告诉记者，临走的时

候，万里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李列仓前几年都还在小井庄干

着与“粮食”有关系的生意，如今也上

了年龄，在家带着两个孙儿，但还时

常会想起与万里见面的情景。

万里在丁关根陪同下在安徽考察调研

万里在黄山考察调研。

万里在时任安徽省省长王郁昭陪同下考察调研。

万里在安徽长丰县农村调查时与农民一起劳动 。 新华社发

万里口述安徽农村改革经历：
学大寨，这不是瞎折腾么！

肥西有座万里与农民的铜像，取名“破茧”

当年与万里促膝长谈的何家贵老人：
他让小井庄分田单干的信念很坚定

如今在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一座“万里与农民的铜像”竖立着，后来这座铜像取名为“破茧”，这源于时任安徽省委
第一书记万里，曾两次来到这里，鼓励农民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昨日，万里同志去
世。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也找到了当年与他促膝长谈的何家贵老人，以及目睹者——当年年仅10多岁的李列仓。

他让“要吃米找万里”成时代口号
深切怀念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