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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称农业生产
责任制，农民叫它“大包干”，是农村农业生产经营
方式的重大改革。这次改革，成功地解决了农民长
期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为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前，东明县和一个“穷”
字长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出了名的“三靠
县”（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花钱靠救济）。“穷则
思变”，当全国改革大潮涌动时，东明人民冲在了大
潮前头，率先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举摘掉了

“三靠县”的帽子。从 1978年开始，三年时间就解
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并有余粮交给国家。

东明县能够较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与当
时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同志的支持分不开的。周
振兴同志心怀百姓、敢于担当、对党对人民有着高
度负责精神。菏泽人民热爱敬重这位好书记，他与
菏泽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1978年 4月，周振兴同志到东明检查工作。我
陪同他到了小井村。走进第一家农户，看到的情况
是：两间房子已拆去一间。主人说，用拆下来的木
料换了粮食。剩下来的一间屋是用高粱秸堵起来
的。房子中间挂着一个篮子，周书记扒扒篮子，发
现里面放着几个用高粱壳、谷糠和少许杂面合成的
窝窝头。他掰下一块放到嘴里，嚼了好长时间才咽
下去。周书记问主人：“就吃这个？”主人说这也不
是常有的。周书记顿时脸色凝重，眼中充满了泪
水。这泪水有自责，有对人民疾苦的心痛，更有决
心改变这种情况的激情。他转过脸对我说：“解放
二十多年了，群众还吃不饱，穿不暖，我们有责任
啊！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周书记的话，像锤子一样打在我的心上。使我
顿时想到，就东明而言，这种情况并非少数。我对
周书记说：“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对不起群众。”

我在东明工作 27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一直是这么一条规律：“全年抓生产，秋后搞统
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年生产的粮
食，留下种子、牲口饲料后，人均达到三百斤以上的
是极少数，多数人均二百斤左右，有的人均只有几
十斤。缺粮要国家调拨；调来了粮食，又有相当多
的农民没钱购买，还要申请救济；许多农民看病也
要到公社求助。

形成这种局面，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影响，但农
业生产经营上的“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劳
动的积极性。当时有这样一种现象，农民“自留地”
的收入，相当于大田地的三到五倍。1978年麦收
后，柳里和小井几个大胆“不听话”的生产队队长偷
偷把土地借给农民一部分，粮食产量明显增了许

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农业生产的好坏与农民劳
动积极性的关系。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确实是一个重大的
政策问题。特别是文革中对“三自一包”的批判，各
级干部可以说是谈“包”色变。所以，干部改变认
识、解放思想是有一个过程的。柳里与小井的生产
队队长认为，一个生产队队长不算什么“官”，不叫
干不干，先让社员吃几顿饱饭再说。他们偷着干，
只干不说。相当多的干部，看到借地的效果，认为
是可行的，但不敢去做，盼上级有说法、有文件。当
然，也有的干部认为宁肯饿肚子，也不能犯错误。

那次，周振兴书记从小井村回到县里，同县委
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他说，“在小井村我看了六户，
情况都差不多。农民吃不饱饭，我们心中是有愧
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周书记指示“一是自留
地按规定足额给农民；二是有的生产队借地给农民
不要去制止。别的生产队学习他们就让他们学；三
是要及时了解掌握下面的情况，注意总结经验，因
势利导，最后统一于一个好的做法。”他说，“你们不
要怕，你们只管干，错了我承担责任！”周书记问县
委书记王玉德同志：“玉德同志你敢不敢？”王玉德
同志说：“周书记，农民穷成这个样子，只要能让他
们吃饱饭，有了温饱，撤了我的职，我不怕！”

周振兴书记这样做，他知道是有风险的。他曾
对老伴孟大姐说：“再打成‘三反分子’不大可能，贬
家为民是可能的。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我回
家种田也高兴。”这些话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是后
来孟大姐对我们说的。当时，他们是和儿女们打过
招呼的，说“你爸爸如果出了事，我们全家就回家种
田。”

习总书记要求我们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处处事事
为百姓着想，想着百姓的生产生活，想着百姓的
冷暖病痛，想着百姓的快乐幸福，因此而忘掉个
人得失，变得无私无畏，周振兴书记就是这样的
领导者。

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党
的指示、政策形成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
去。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为了
人民的利益而敢于创新、敢于改革、敢于发现和
总结群众经验的领导干部，我们党的政策的制定
就失去可靠来源与真实的依据。周振兴同志就
是一位敢于创新和善于发现和总结群众经验的
领导者。

周振兴书记在全区四级干部会议上，以长达
七个小时的讲话，阐述他“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

制，是群众的强烈要求，是让农村农业走出困境、农
民吃饱肚子的正确途径，是农业改革必由之路”的
观点。

他列举了亲自调查得来的大量材料，说明不管
是借地给农民的、实行“口粮田”“责任田”的、部分
土地包产到户的，其效果都是好的，群众是满意
的。这些地方，群众生活均有较快和明显提高，精
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周书记大会上苦口婆心地给全区干部讲，实行
农业“大包干”，对于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
会主义原则，克服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
增加社员收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应该给予充分
肯定，满腔热情地、积极主动地、因地制宜地、有计
划有步骤地在全区推广。生产落后的单位可以实
行，生产先进的单位也可以实行。现在推行各种形
式的联产责任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当前的问题是我
们各级领导要体察民情，顺乎民意，因势利导地加
以正确引导。

周书记的胆略来源于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同时
也来源于他经过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他
到东明多次，找干部座谈、听取各方面汇报、走访群
众，他了解的情况是真实而系统的。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东明县在落实中
央两个文件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在政策上采取一
些松动、灵活的措施。主要是在一部分社队分了一
部分村头荒、边远地给农民耕种，收入全部归己；大
多数社队由少到多逐步推行了“口粮田”（即每人三
五分耕地自种，包产内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全部归
己）、“责任田”（即将一部分耕地定产定工包给社员
耕种，包产内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全部归己）和“大
包干”到户（即经济作物包交售任务，包上交生产队
现金；粮食作物包征购任务、包生产队提留，其余部
分全部归己）等办法。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不同形
式的包产到户。

——东明县这样做的结果是：有效地调动了
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全县形势迅速向好的
方面转化。1979年粮食总产达到 2.36亿余斤，比
1978年增长 18%以上，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棉花、
花生等经济作物和林、牧、副、鱼等多种经营取得了
较大发展。1978年粮食购销相抵，净向国家交售
975 万斤（另有议购大豆 2400 万斤，换购 560 万
斤）。结束了连续 21年吃国家统销粮的历史。

——东明县包产到户的三个阶段。从分村头
荒、边远地、口粮田到包产到户，开始都是个别单
位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之后县、公社发现增产、效
果显著才逐步推广起来。发展过程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到 1979 年
底，主要是在一部分单位分了一部分荒地和口粮
田，全县分田的单位约占生产队总数的 60％左
右。分田约 35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22.5％。
第二阶段，从 1979年到 1980年春天，东明县委根
据群众要求扩大了口粮田，口粮田由原来的三五
分到一亩左右。同时普遍推行了棉花、花生“大包
干”到户的办法。第三阶段，口粮田扩大以后，在
生产上与集体大田出现了矛盾，所以，在 1980年
夏收夏种之后，基本上所有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
就是“大包干”。

——从效果上看：一是能够大幅度增产。刘
楼公社耿堂大队，1978 年粮食产量 13.53 万斤。
1979年每人分了一亩七分“口粮田”，使全大队的
粮食产量猛增到 46万斤。社员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高涨，他们说“过去种地是队长一人操心，现在包产
到户，人人操心”。二是能够彻底克服社员与社员
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更好地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因而大大调动其劳动积极性。三是牲畜农具迅速
增加。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全县牲畜 1979年
比 1978 年增加 2000 头，1980 年上半年又增加了
5854头。地排车一年就增加 22430辆。四是能够
充分挖掘土地的潜力。东明县全县 27万亩撂荒
地，52万亩飞沙、盐碱地，随着“放淤改土”计划的
实现和农民的精耕细作，得到了充分利用。五是不
再拖国家的后腿了，集体经济有所发展，社员生活
迅速改善。六是干部真正参加劳动了，干群关系有
了很大的改善。

周书记把调查得来的材料整理出来，通过简
报、会议进行传播，使干部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
并让各单位在落实中相互借鉴。同时，亲自将材料
系统化加上自己的观点，形成报告及时上报中央。
当他看到他的报告在“内部参考”刊登之后，他激动
不已。他自己的看法符合中央的要求。并有消息
传来，中央已总结了各地这个方面的经验，准备发
出关于农村改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指示。周
书记在精神上获得巨大支持。

人们的认知水平，啥时候都不会整齐划一，所
以，改革也不会一帆风顺。然而，改革大潮是任何
人都阻挡不了的，改革的成果荡涤人们种种疑虑和
思想障碍。东明县三十年的巨变与实践证明，改革
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党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
国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革命，符合党心民心，顺应
时代潮流，为强国富民提供了活力源泉和根本动
力，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积累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东明县 1980 年有 51 万人口，106 万亩耕地。
自 1958年到 1978年 21年间吃国家统销粮 6.97亿
余斤（购销相抵国家净调入 4.4882亿斤），花国家救
济款 195万元，自然灾害救济金 3147万元，外流人
口 7万余人。到 1979年全县尚没有全部实行“大包
干”的情况下，粮食已自给有余，棉花、油料较大幅
度增产，超额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到 1986年全县
粮食产量达到 4.24亿斤，人均 800多斤。

新华社记者南振中分别于 1979年和 1980年
发出《看粮囤》《政策牵动故乡情》两篇报道，其中有
这样两段话。

《看粮囤》：“这个一向贫穷落后的东明县，今年
基本上摘掉了吃统销粮的帽子！这消息，吸引我再
次来东明访问。我访问的第一位社员是沙窝公社
柳里大队的李宝明。他正端着饭碗吃饭，高兴地对
我说，去年春天还缺粮断顿，没想到今年就吃‘一块
面’（不掺杂粮）的馒头了。他热情地把我领到屋
里，屋里的陈设，桌椅板凳全是破破烂烂，唯有粮食
囤是新的。一囤麦子，两囤黄豆，一囤高粱，还有几
口袋谷子和玉米。前几天卖给粮站的一千斤黄豆
还不算。现在的粮食足足有二千多斤。”

《政策牵动故乡情》：“人总是爱自己故乡的。
和土地有着天然联系的农民，更舍不得离开自己世
代居住的家园。但是，由于 1958年的工作违背了
客观规律，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在山东省东明县刘
楼公社耿堂大队竟有半数左右的农民离开了养育
自己的土地。1978年，大队按政策重新给社员划
了自留地，分了饲料地。接着，又实行了联系产量
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社员群众长期以来受到
压抑的劳动积极性迸发出来了。耿堂以出人意料
的速度变化着；前年粮食总产 13万斤，去年增加到
46万斤；前年还吃国家统销粮，去年每个社员平均
口粮超过 700斤，家家户户大囤满、小囤流，集体
经济也开始发展，今年春天生产队卖出几万斤黄
豆，买回两台 25马力的拖拉机，还添了许多新农
具，党的正确政策又使耿堂人重返家园。只要今
后继续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办事，要不多久，耿堂人
就会用勤劳的双手，把自己的家乡装点得更加美
好！”

周振兴书记退休之后还几次到东明，了解当年
实行责任制较早的几个村的变化，找农民朋友拉一
拉。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2024年 4月
23日，周振兴同志与世长辞，但他带领菏泽人民实
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让老百姓吃饱饭的改革意识和
担当精神，将永远被菏泽人民铭记。

（本文作者温新月曾任中共东明县委副书记、
单县县委书记、菏泽地区纪委书记）

周振兴与东明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温新月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这里
是湖北襄阳。

襄阳是一座真正的城。这里有岳飞抗金、元军
围城的历史风云，还有金庸笔下郭靖黄蓉、女侠郭
襄、众侠客死守襄阳的江湖传说。

一座襄阳城，半部中国文化史——《三国演义》
120回，其中 32回故事就发生在襄阳，《全唐诗》
42863首，有 4000多首写到襄阳，在金庸的武侠小
说里，襄阳出现了 260多次……

穿越数千年的风云变幻，如今的襄阳，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汉
江流域中心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重要铁路
枢纽。

阳春四月，走进襄阳，除了能感受到这些城市
青春的激情、发展的活力、文明的力量外，更是繁花
似锦满古城的美景，其中花中之王牡丹尤为亮眼。

花开时节动古城
最美人间四月天，襄阳城外牡丹开。
襄阳种植牡丹的历史悠久，明代《襄阳府志》就

有“隆中牡丹繁茂”的记载。
人们对牡丹的热爱更是深入骨髓，襄阳历来就

有“三月三看牡丹”的民俗。
4月初，天气晴好，温度适宜，襄阳古隆中牡丹

园里的近万株牡丹花开正盛。“姚黄”金光灿烂，“烟
绒紫”墨里含金，“洛阳红”喷红吐艳，“豆绿”美如碧
玉……红白黛绿，姹紫嫣红，五彩缤纷，美不胜收。

据古隆中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众多的牡丹品种
中，最负盛名的要数“襄阳大红”和“卧龙出山”两个
自己培育出来的传统品种，还有那“集万千宠爱于
一身”的荷包牡丹，似乎在默默地诉说着诸葛亮、黄
月英和襄阳的故事。

不仅古隆中有牡丹，诸葛亮的夫人、华夏才女
黄月英的娘家黄家湾同样有牡丹。

4月 8日，记者在黄家湾景区里看到，这里的牡
丹花开正艳，游人如织，既有拍照打卡的，还有专业
摄影的。

据襄阳黄家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衡光
义介绍，黄家湾栽种牡丹始于 2009年，面积达 100
亩，数量超过 10万株，是襄阳面积最大的观赏牡丹
基地。

黄家湾的牡丹品种以“花王”和“台锦”为主。
“这两个品种的牡丹花大、重瓣、色艳，而且病虫害
少、长势茂盛。”衡光义说。

据衡光义介绍，牡丹的花期短，一般在一周左
右，开花期间若遇到雨天，一场雨就让牡丹“香消花
殒”。“今年的天气特别给力，牡丹花开得又盛又艳，
是多年来少有的盛况。”

看来，牡丹不语知人意。不愧是与“智圣”诸葛
亮有密切关系的“智慧牡丹”。它们似乎以这种方
式展示最美，与兄弟城市的牡丹相媲美。

“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的习家池景区也迎来
了牡丹的盛花期，5000株牡丹陆续绽放。习家池
景区牡丹园种植的牡丹有富贵满堂、玉芙蓉、锦袍
红、皇冠等十多个品种，颜色有白色、粉色和深红
等。此地因牡丹花大而香，又有“国色天香”之称。
习家池牡丹园依山而建，牡丹花错落有致，和周边
景色相映成趣。

此外，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归隐地鹿门山、与汉
江女神密切相关的襄阳万山、汉光武帝刘秀发迹之
地白水寺、再现盛唐长安繁华的襄阳唐城景区等，
无不牡丹盛开花似锦，芬芳四溢扑面来。

野生牡丹世无双
野生牡丹今何在，鄂北荆山独妖娆。
再好看的牡丹，也是由野生牡丹培育而来。中

国是牡丹花的唯一原产地，世界上所有品种的牡丹
都是从中国的野生牡丹培育而来。那么，我国野生
牡丹的故乡在哪里？

保康隶属于湖北省襄阳市，荆山山脉横贯保康
中部。

自古号称奇书的地理专著《山海经》中记载：
“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其中
多丹粟。”丹，即牡丹，这说明荆山是牡丹频生之地。

据长期研究野生牡丹的湖北五道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王波介
绍，1998年，来自新华社的一篇题为《保康
发现大面积野生牡丹群落》的报道受到关

注。
保康县野生牡丹群落分布于该县的大水林场、

官山林场、横冲药材场和后坪、黄堡、龙坪、歇马等
13个乡镇，共计 58处，面积达 166.6公顷。按花瓣、
花蕊、子房和柱头的不同颜色，可分为深红、粉红、
纯白、浅紫、浅黄、白紫斑、红紫斑、黄紫斑、红边、荷
花色等 22个品种，累计植株 10万多株。这里不仅
有成群连片的野生牡丹群落，还有一花独放的移栽
牡丹王。后坪镇詹家坡村六组村民孙天培家移栽
了一株野生牡丹，高达 2.55米，每逢花期，繁花似
锦，被称为“中华牡丹之王”。

两个世纪来，世界牡丹专家已发现了 10个野
生牡丹种、1个亚种和若干个栽培种，而保康野生牡
丹就有“紫斑牡丹”“卵叶牡丹”“杨山牡丹”“保康牡
丹”“红斑牡丹”等 5个野生牡丹种和“林氏牡丹”1
个亚种，占世界牡丹野生种的一半以上。

1994年 4月 26日至 28日，时任国际树木学会
副主席、意大利牡丹专家奥斯蒂博士及其助手、德
国学者维斯特芮克先生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教授洪
涛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保康。对多处野生牡丹群落
现场考察后，他们认为保康县是全国牡丹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并感慨地说：“保康野生牡丹面积大，株
数多，花色全，保存完整，在世界牡丹中绝无仅有，
实属天下第一，举世无双。”

对于保康野生牡丹，《人民日报》海外版称赞：
“野生牡丹今何在，鄂北荆山独妖娆。”《新华社每日
电讯》、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单位
也进行了宣传报道。

保康成为野生牡丹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它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保康县与原始森林神农架、

“水都”十堰、长江三峡宜昌接壤，地处鄂西北大山
区，是全球植物学界认可的“纯野生植物天堂”。

产业发展正提速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襄阳、洛阳，分属于两省的这两座古城，自古以

来就有深厚的渊源，牡丹更是让两城联系紧密。

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
王波介绍，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洛阳市牡丹研究
所（后改名为洛阳市牡丹研究院）每年都会派人到
保康县进行科研，“他们从保康引进紫斑牡丹后，选
育出了 6个观赏新品种。”

刘楚国是保康县鹰子石牡丹种植家庭农场的
负责人。他表示，前些年，他的基地也一直和洛阳
市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所有联系。2014年 4月，洛
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魏春梅还
亲自带队来到基地进行科研。

除了观赏，牡丹还是集药用和油用价值于一身
的重要经济植物。保康野生牡丹冠华夏，研究开发
保康牡丹、以资源换产业，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
经济意义。

自 2000年以后，保康县就加大了自然保护区
的建立和升级的力度。仅 2000年经襄阳市人民政
府同意就建立了保康五道峡、刺滩沟、龙坪红豆杉、
鹫峰 4个市级自然保护区，从而更有效地保护了野
生牡丹。2024年 1月 8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
了《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2023—2032年）》，有利于强化保护紫斑牡丹等野
生牡丹。

与此同时，湖北省农业科学院、襄阳市林业科
学研究院等科研单位与相关企业合作攻关，开展保
康牡丹保护性研究，在紫斑牡丹品种选育、栽培、基

地建设及牡丹深加工等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建有
湖北省境内唯一油用牡丹繁育基地，年供应种苗
500万至 1000万株。

近些年来，襄阳市林科所与南京林业大学合
作，开展牡丹新品种选育。该项目以观赏牡丹“洛
阳红”“锦袍红”“建始粉”作为父本，挑选襄阳市特
殊花色、花型的牡丹作为母本进行杂交，后期收取
杂交种子培育，以期得到油赏兼用的油用牡丹新品
种。

保康县成立了鹰子石牡丹种植家庭农场，以自
有牡丹基地为基础，开发了保康牡丹籽油、保康牡
丹全花茶等产品，农场以开展保康牡丹、本地特色
苗木繁育、选优、栽培、市场开发为基础，带动当地
农民致富，发展生态产业。农场积极带动当地贫困
户、其他农户及专业合作社发展产业。

另外，襄阳各地也在积极发展观赏牡丹，推进农
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虽然襄阳野生牡丹勇冠华夏，但资源尚未打开
知名度，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地优势，使襄阳牡丹之
于全国全世界实至名归。对此，有网友建议，襄阳、
洛阳、菏泽等地，要积极搭建“以花为媒”的综合性
交流平台，互通互惠，一同谋划牡丹产业发展，构建
一流的牡丹元素产业体系，带动群众勤劳致富，促
进地方经济增长。

襄阳日报首席记者 李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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