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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决定脑袋”的农民发起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重大决

策之后，到底从哪里入手取得突破？这是当时

党中央和各级组织都在思考的问题。三中全会

公报提到的改革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管

理体制改革，二是农业改革。两相比较，企业管

理体制改革问题，全会公报所提措施具体，改

革方向明确，而农业改革则只提到改革管理方

法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层面。因此当年人们

大多估计改革将率先从企业管理体制突破。

但是，中国改革却偏偏是从农村改革破局

的。这是为什么？有何道理？要回答这个问

题，就必须正视中国的国情。

中国人口众多，吃饭总是第一位的大问题；

中国又是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农村和农业

问题，千百年来始终摆在首位。封建时代，粮

仓足，则天下太平 ；粮食歉收，发生饥荒，就

要天下大乱。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没

有进步，人口却激增，于是，一遇灾荒和兵乱，

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因此，吃饭问题，始终

是中国最牵动人心的头等大事。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把解决人民

吃饭问题放在第一位。解决的办法，是发动农

民起来搞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土改中

发生很多这样的故事 ：分得土地的农民，有的

把脸贴在地上亲吻土地，有的高兴地在土地上

打滚。中国农民与土地如此亲近，至今让一些

外国专家难以理解。土改使农民拥有了土地所

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解

决了全中国人民吃饭的问题。但是，农民拥有

土地三权，也存在一些问题 ：分散的小生产方

式，不能抵抗大的自然灾害，一遇灾年，大批农

民因粮食歉收而挨饿 ；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

农民之间因土地纠纷而矛盾增多 ；农民因家庭

状况和生产经营状况不同而造成了贫富差距

拉大，很快就出现了两极分化，甚至有出卖土

地抵债而重新成为赤贫者。把人民利益看得高

于一切的毛泽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探索出了

集体化道路，在发展农民互助组基础上，建立

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在合作社基础上，通过初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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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高级社两个阶段，建立了人民

公社。经过“大跃进”时期搞“一大

二公”失败的教训，毛泽东于 20 世

纪 60 年代在全国农村确立了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

公社体制，将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

经营权和劳动力使用，集中于集体，

搞了很多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为实现

农业机械化拓展了空间，办了很多农

民个体家庭办不了的大事，集体化也

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其他各项

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都证明

农村实行集体化的道路是正确的。但

是，农民完全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

使用权和经营权，也减弱了劳动积极

性。在集体劳动中，出工不出力和各

种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屡禁不止，同

时，由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高度集

中，土地不能出租，不利于土地资源

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很多经营管

理不好的生产队因粮食歉产而使社

员饿肚子。

中国共产党是时刻为人民谋幸

福的政党，是实事求是的政党。在共

产党里，早就有人提出在保持土地所

有权归于集体的制度前提下，改革农

村劳动生产组织方式和分配制度，还

具体提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翻

开史册，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提出这

个问题的人的名字 ：刘少奇、陈云、

邓小平、邓子恢……但是，毛泽东出

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安全

和人民利益的考虑，反对包产到户，

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把包产

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

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

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

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 ! 工

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

很。”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人民公社

体制存在了二十多年。三中全会召开

时，中国农村仍然是这种体制。

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的

束缚，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

讨论了农村改革。但是，受当时历史

条件限制，三中全会特别强调 ：“人

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三中全会关

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到“也可以

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

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

酬，实行超产奖励”。这段话，实际

上是主张在保持原有人民公社体制

下，略微改变一下生产队的劳动管理

方式，与包产到户有本质区别。尽管

如此，三中全会与会者多数不赞成搞

包工到作业组。会议期间，对于包工

到作业组，仍然发生很大争论。经过

争论，最后对包工到作业组的问题，

形成了如下折中文字 ：“只要群众拥

护，都可以试行。”决议是“草案”，

“草案”中在保持原有管理体制下属

于劳动管理方式改变的包工到作业

组也仅仅是“试行”，而且，三中全

会通过的这个文件明确规定 ：“不许

包产到户”。可见当时包产到户不合

法，农村改革根本没有打破旧框框。

在此情况下，务实的农民却在生

产实践中大胆迈出了改革的步子，一

些农村，悄无声息地搞起了包产到户。

这种来自基层农民的自发改革，激起

了改革初澜。

勇敢迈出农村改革第一步的，是

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一个几百年、

上千年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当年叫生

产队）——小岗村。它为什么敢于迈

出农村改革第一步？其实道理很简

单，就是“肚子决定脑袋”：这个村

子的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才冒着很

大政治风险改革的。这个村子过去就

因为拘泥于僵化的生产管理方式而

长年歉产，靠吃返销粮过日子。1978

年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

灾，粮食严重减产。自然灾害使小岗

村雪上加霜，吃饭问题成了生产队必

须解决的首要大事。1978 年 11 月

24 日晚上，以生产队队长严俊昌为

首的 18 位农民召开秘密会议。会上

大家一致同意并签订了一份有三条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人民日报》刊载《关于人民公社
若干问题的决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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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保证书 : 一是分田到户 ; 二是

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 ; 三是如果

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

活到 18 岁。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 ：

这个保证书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在

1978 年全国仍然坚持人民公社体制

不能动摇的情况下，小岗村这样做，

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壮举。可当年的

农民们没有这个感觉，他们只是为了

吃饱肚子搞了这个务实之举。他们

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举

动，竟然起到了推动中国农村

改革从而改变中国亿万农民

命运的巨大作用。当年，小岗

村农民所关注的是他们的务

实举动取得了实在成果：1979

年 10 月小岗村不到一年的粮

食总产量达到 66 吨，相当于全

队1966年到1970年 5年粮食

产量的总和。

也是在安徽，有两个村稍

后于小岗村搞起了包产到户。

一个是肥西县山南镇黄花村，

一个是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

先搞的是黄花村。这个村过去

的情况和小岗村差不多。为了

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区委书记

汤茂林来这里组织干部们开了

一次会，讨论在 1979 年多打点粮食

度过饥荒的问题。会议确定了一个办

法：借一部分地给农民种，每人借三

分，谁种谁收，对外称为“四定一奖”

（定土地、定产量、定工分、定工本

费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联工分

不联产，实际执行的，就是部分土地

包产到户。邻村小井庄得知消息后，

做出的决定更大胆：直接包产到户。

1979 年，这两个村的庄稼都长势喜

人，年底获得丰收。

这项改革，简单说就是：在保留

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将

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按人口或劳动

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

给农户经营承包；承包户和集体经济

组织签订承包合同，根据合同规定的

权限，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和劳动、管

理，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

分享经营成果，因此被称为“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搞包产到户的这些

农民，并不懂得什么叫改革，甚至说

不出“改革”这个词，他们不知道自

己的行动是什么壮举，相反，还觉得

这样做会犯罪。但是为了吃饱肚子，

他们顾不上那么多了。这些农民不知

道，他们的行动恰恰是率先破局的重

大改革举措，是对既往的农业管理体

制进行的划时代冲击。

中国农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开

辟着这条改革之路。在安徽省，过去

春节期间就准备外出逃荒的小岗村

农民没等过完节就已经准备好农具

下地劳动了，以往春节要休息到正月

十五的肥西县小井庄农民，正月初四

就把锄头刨向干涸的土

地，连妇女和儿童也跟

着男劳力挥汗如雨。农

民劳动积极性的极大提

高，预示着中国改革开

放的春天从中国广袤农

村的田野上燃起希望，

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做出了最为生动的注

脚。

争议背后的实质
问题

但是，农村改革破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大
包干”的契约上摁下鲜红的指印，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万里到山南公社的座谈记录和山南公社包产到户责任制队
户包干合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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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决非一帆风顺。安徽小岗村和其他

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立即引起争

议，使这项改革举步维艰。

争议首先在安徽省内发生。山南

镇两个村子搞包产到户之始，就引起

轩然大波，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在一些人看来，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

本主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

到解放前”这句话，发源地也在安

徽。一些邻近省份也有人加入了反对

大合唱，他们跑很远的路到安徽架起

大喇叭播放反对口号，并刷出一幅幅

大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

绝迹多年的大字报也贴到了小井庄

的墙上。大标语与大字报相伴随，一

时形成了一种似乎回归到 1967 年的

政治风景。大字报、大标语的指向非

常明确：反对单干。当年这样一条标

语最有代表性 ：“筑防风墙，修拦水

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与大字报和大标语同时出现的

是告状信。让写告状信的人没有想到

的是，恰恰是告状信，引起了安徽省

委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并且采取了支

持包产到户的态度。一封状告山南区

委书记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

第一书记万里手上，万里于 1979 年

2 月 6 日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山南的包

产到户问题，会上争论激烈。最后万

里提议，将山南公社作为试点，年底

总结，好就干下去，不好就收。万里

意味深长地说 ：“如果滑到资本主义

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

他们拉回来。”万里的这番表态，虽

然没有平息争论，却明明白白表达了

允许搞包产到户的意见，为安徽农民

继续搞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验，打开了

一道门。

安徽的争论还没落音，事情已经

在全国传开。对于包产到户，有的省

委领导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

问题自然上达中央，争论也随之到达

上层。1979 年 3 月 12 日至 24 日，

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

开广东、湖南、四川、江

苏、安徽、河北、吉林七

省暨正在进行农村改革的

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

川广汉三县农口负责人会

议，专门讨论包产到户。

会上争吵得很厉害。会上

有人提出 ：阶级、阶级斗

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

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 

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也涉及

包产到组，有的认为那是

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

农村六十条是相违背的。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不固

定到组是行不通的，怎么联系产量 ?

争议原本在一定组织范围内进

行，不料，一封发表在 1979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上的公开信，把

这种争议摆在全国人民面前。这封信

认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

群众，不得人心的”。《人民日报》将

此信配发编者按，强调要坚持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不能搞单干。该信似

乎代表中央的声音，对于农民影响不

小。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心惊

肉跳，计划搞的，缩回了头，没有搞

的，幸灾乐祸，本来有铺开势头的

“包产到户”止步不前了。

七省三县会议意见不能统一，便

请中央领导同志参会。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有一些中央领导人对包产到

户持坚决否定态度。他们根据过去固

有的经验，尽力说明集体经济还是优

越的。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表态 ：

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

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 ! 在

当时历史条件下，七省三县会议《纪

要》按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主要宣

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提出搞责任制

形式不搞“一刀切”，但也写上这样的

内容：春耕大忙在即，搞了责任制的

不再动了 ；包产到户也不同于单干，

要纠正，不可上纲，更不可搞批斗。

这种和缓的语气，实际上为搞包产到

户的农民在政治上松了绑，鼓起了他

们继续实验下去的勇气。

会议《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下

发，但争议仍然存在。为了解决分歧，

中央于 1979 年 9 月召开四中全会研

究农业问题。会上出现反对和支持包

产到户两种意见。参加会议的邓小平

没有对可不可以搞包产到户这个具

体要求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

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

但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贫困地区

总得放宽政策。他这句话，实际上表

明了他对于包产到户的宽容态度。正

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共十一届四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

干问题的决定》虽然明确“继续实行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但对

“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

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搞包产到

户也开了一个口子。

表面上看，争议是对搞包产到户

对不对、好不好，持不同看法，实际

上，是在要不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

进行改革问题上存在分歧。当年不少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报纸刊载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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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我们党在 50 年

代就树立起来的三面红旗之一，是在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这个

体制不能动，动了，就否定了中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因此，农村改

革，可以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人民公社体制前提下搞“包产到

组”，不能搞“包产到户”。更深层的

原因，是对毛泽东主席在世时确定的

制度、政策、方针持什么态度：一种

态度，是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和

实践要求办事；一种态度，是不能否

定、不能改变毛泽东主席在世时确定

的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还是“两个

凡是”的遗留。

中央连发文件支持农村改
革

有三个历史细节至今没有引起

人们注意，一是中央下发的七省三县

会议《纪要》中，没有把包产到户视

为严重政治问题，反而指出，包产到

户也不同于单干，并且明确规定，不

允许对搞包产到户的人搞批斗。二是

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都表

示，对于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

独户，可以搞包产到户，并且以中央

文件形式下发。三是四中全会《决

定》的草案中，原来写的是“不许包

产到户”，后来经过修改，变成“不要

包产到户”，虽是一个字的变动，表

示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这三个历史

细节恰恰表明，中央此时已经在这个

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联系

《决定》中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

原则、允许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经营自

主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央在这个问题

上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

农民中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这些

变化，但是，肚子继续决定脑袋，已

经搞了包产到户的，既然上边没有追

究，他们就继续搞下去，而搞下去的

结果，是粮食产量比没搞包产到户的

大幅度增加。农民是务实的。在事实

面前，原来搞了的，坚持不退回来，

原来犹豫不决的，开始跃跃欲试，原

来指责批评的，说话失去了分量。正

如当年在中央负责农业领导工作的

杜润生所回忆的 ：“当年形势的发展

在逼迫人们思考、决策。像包产到户

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

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

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

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实践的结果和农民的意愿，坚定

了支持包产到户干部们的信心。他们

以各种方式把农村改革实践结果和

农民意愿反映到中央去。已经恢复实

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党中央，就是在这

种情况下，肯定了包产到户，随后连

发文件予以支持的。

1980 年 5 月 5 日，邓小平在会

见一位外宾的谈话中讲了这样一段

话：“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

国内各个不同

地区的特点才

行。例如我们

遇到了这样一

个问题，有些

地区过去粮食

能够自给，后

来却不行了。”

邓小平这段话

没有明确指向

包产到户的问

题，但他在这

次讲话中确立

了这样一个大

原则 ：使生产

力发展是压倒

一切的标准。

1980年5月31

日邓小平在同

中央负责人员谈话时明确肯定包产

到户。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

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

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

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

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

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

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

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

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

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

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

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

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

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

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

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

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点破了在

包产到户问题上争论的实质，说：“总

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

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迅速发展，农民踊跃
卖粮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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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

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

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

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

主，发展畜牧业。现在有些干部，对

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

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

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

很不解放。所以，政策放宽以后，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邓小平说的“仍

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

就是指“两个凡是”残余。

邓小平表态肯定包产到户之后，

中央高层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取得一

致意见。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

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认为包产到

户（后来规范提法为“联产承包责任

制”），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

的由生产任务承担者对其生产成果

负责并按产量或产值计算劳动报酬

的一种生产责任制。“没有什么资本

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个首次肯定包

产到户的中央文件下发后，立即在全

国引起震动。农民们实行包产到户的

热情，像打开闸门的江水，奔涌而出，

势不可挡。

到 1982 年，在实践已经证明包

产到户改革的正确性基础上，中共中

央连发文件，进一步肯定“包产到

户”，对之评价也越来越高。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

村工作会议纪要》。在这个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农村实行的各

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

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

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

任制 ；1983 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

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

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

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到

1983 年，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

队达到了 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

是包产到户。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

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

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

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

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

瞩目的用世界上 7% 的土地养活世界

上 22% 人口的奇迹。

到了 90 年代，中共中央决定把

这种农村改革成果稳定下来，以利于

将农村改革持续下去。1991年11月

25 日―29 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

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

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

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

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此后，党的历届中央委员会，都

肯定这种农村改革，都采取新措施稳

定这项改革成果。2006 年，延续了

两千多年中国农民“种田交税”的历

史，被中央一号文件画上了句号，每

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 1335 亿元。这

是对农村改革的极大支持。党的十八

大继续稳定农村改革成果，在十八大

报告中提出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

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

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

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继续

稳定农村改革成果，而且明确了稳定

实行的时间，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

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中国农民对

这段话感到欢欣鼓舞，青海省农民李

富祥说 ：“土地政策不变，惠农举措

加强，这给我们农民吃上了‘定心

丸’。党的政策实话好，我们的日子

会越过越红火。”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我国农

村“一大二公”“大锅饭”经营管理

旧体制，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调动

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解放

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

济得以蓬勃发展。

这项农村改革，也产生了推动城

市企业改革和其他各项事业改革的

联动效应。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联

产计酬，不需要讲解，不需要宣传教

育，已经通过农村改革的事实深入人

心。此后，承包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普

遍实行，由此展现出农村改革破局对

于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重大作用。■

◆1979年7月，邓小平在安徽与万里等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