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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王郁昭同志从参加革命到亲历改革开放的回忆录。
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从事农村工作和政策研究的人来说，王郁昭同志是一位非常熟悉的人物。
他曾经担任安徽省省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农村改革最艰难时期，他作为安徽滁县地委书记，不畏政治风险，支持农民创造，被省委第一书记
万里称作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2010年12月，王郁昭荣获第三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获奖评语说：“安徽小岗为中国农村
改革钻木取火，他是那个让星火成燎原之势的人。
他力排众议，坚持用农民的积极性和农业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他胆识过人，在政策得到中
央认可之前，已在滁州七县300多万人口所在的70％的村庄实行了新体制——大包干；他奔走呼喊。
向省、中央为大包干报户口，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准备了成功的先驱案例。
⋯⋯王郁昭成功践行了‘大包干’这一新中国农业的第一步改革，促进了农业大增产，启动了中国农
民减贫的体改效应。
”这个评语，准确地评价了他推动农业大包干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王郁昭长期在大学工作。
“文革”中，他受到迫害，全家下放淮北农村，当了农民，这段经历让他体会了农民的疾苦，与农民
结下深厚感情，也了解了农村的问题。
后来，他被重新起用，在全椒县主政五年，改变了这个县派性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落后
的局面，使全椒成为全省的先进县。
担任地委书记后，他组织滁县地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开展对“左”的错误影响农村经济
政策的大调查，形成《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万里同志对这份报告的批示，引来全省上下三个月的调查，最终形成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
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规定”），突破禁区，放宽政策，为群众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了
良好氛围。
进入农民探索农业责任制的阶段，他发现基层为抗灾暗自实行包产到组、棉花包产到户等“秘密武器
”，非常重视，亲自进行调查总结，将这些做法在各县试点并推广，形成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包
产到户等联产责任制由群众纷纷创造出来的局面。
在多种责任制的比较、借鉴中，小岗农民首创了大包干到户，但招致强烈的反对。
他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排除险恶，坚决支持小岗农民的创造。
在全省农业会议上，他为“大包干”报户口，得到万里同志的高度评价和鼎力支持。
    万里同志调离安徽后，“双包到户”遭到轮番围攻，王郁昭在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
顶风推行“大包干”，全然置“鸟纱帽”于不顾。
不久，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旗帜鲜明地肯定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风阳县的“大
包干”，迎来了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凯歌挺进。
    王郁昭有领导农村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功底。
农村改革每前进一步，他都进行一次理论结合实际的回顾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用于指导改
革。
一是提出“用农民的积极性和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和先进性”的理念。
而农民要有积极性，就要有自主权和多劳多得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改革影响其自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制
度。
二是用农民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来衡量责任制，提出“大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有质的不同”。
他认为，两种到户在分户生产，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上有共同点；但包产到户中，农民还
没有经营权，种田要按公社、生产队的生产计划统一进行，也没有产品支配权，生产的东西要上缴，
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上缴国家任务，扣除集体提留，然后按各户上缴产量，计算出工分，按工分分配
给农民，在统一分配中容易出现贪污和不正之风，农民不放心。
而大包干到户，农民只需“包干上交”国家征购任务、集体提留，除此之外的收获，全部都是农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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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
农户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产品分配的支配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主体。
这就意味着旧体制的基础已被瓦解，新体制的基础已经建立。
来自实践的理论创新，赋予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决把农村改革进行到底的大无畏气概，并用来为“
大包干”进行政策论争。
胡耀邦同志到安徽考察时，既肯定了他带头实行“大包干”的作为，又称赞这种政策论争对全国有带
动意义。
    在担任安徽省省长期问，王郁昭继续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他非常重视阜阳地区农民创造的新经验，与农民共同探索中部农区乡镇企业发展的路子，提出安徽乡
镇企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于千家万户，要以户办、联户办为重点，发展专业户、专业村，依托小城镇
，发展专业市场和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或数品的区域经济。
    王郁昭就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面对农民流入城市的“民工潮”的出现，率先给予支持
。
他认为，把“民工潮”说成“盲流”是不符合实际的，下达指标清理进城农民是不可取的，要允许劳
动力流动，形成劳务市场。
政府要提供服务，使农民在转移中少受苦、少受损失。
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带领一批青年学者研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为
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建言献策。
他倡议开展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将就业工作的视野扩展到农民。
他主张从我国走出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视野解决农民工问题。
呼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期间的关键问题之一，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实现农民的第三次解放。
可以说，他与农民群众和时代发展同行，在支持农民实行“大包干”、发展乡镇企业、进城就业这三
个伟大创造中都做出了贡献。
    本书翔实生动地记述了作者的成长、工作与经历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实行农业“大包干”的安徽农
村改革及此后一些重大改革的主要情况和发展历程。
阅读此书，当有“鉴往知来”的益处。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由报社调到滁县地委办公室。
从那时起，长期在王郁昭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近两年，郁昭同志花了很大的精力撰写这部回忆录。
这部书稿。
是这位85岁的老人，用铅笔一字一句完成的。
我负责安排打印和帮助校对书稿。
在这个过程中，数十年间在他领导下工作学习的情景不断涌现眼前，感怀领悟难以言表。
在这部书出版之际，谨作此文，以表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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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往事回眸与思考》主要内容包括：在战火中成长、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个春秋、“文革”中的
往事记忆犹新、人生转折：开始走上从政之路、中国改革大潮，从农村开始突破、工业和科教文化事
业改革与实践、在安徽省省长岗位上、暮年奉调京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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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郁昭，1926年2月出生，山东文登人。
1941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芜湖市军管会文教部军代表、安徽大学军代表、安徽师范学院教务长、安徽省
科委副秘书长、合肥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
“文革”中受迫害，两次被“打倒”，下放农村劳动。
1970年被重新起用，任安徽省全椒县革委会主任、全椒县委书记。
1975年任安徽省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后任滁县地委书记。
1982年4月调任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3月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省长。
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1987年奉调中央，先后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第七届全国
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89年发起成立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任会长。
1997年起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会长等职。
2000年8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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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
二十六、走上大学讲坛
二十七、惊人谜案：一位教授投江自杀
二十八、一位“卧底者”的厄运
二十九、人事科长的曲折人生
三十、两位“自动离职”教授的不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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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曾希圣与“责任田”
四十三、参加省委“反修”理论小组和“四清”运动
第三章 “文革”中的往事记忆犹新（1966-1969）
四十四、“三家村”在安徽的代表
⋯⋯
第四章 人生转折：开始走上从政之路（1970-1975）
第五章 中国改革大潮，从农村开始突破（1975-1982）
第六章 工业和科教文化事业改革与实践（1975-1982）
第七章 在安徽省省长岗位上（1982-1987）
第八章 暮年奉调京华（198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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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安徽地处江淮大地，淮河是南方和北方交界线，夏天蚊虫肆虐，再加上那时受条件
所限，许多农户没有蚊帐，又买不起蚊香，所以一到夏季农村患疟疾的人很多。
我到农村经常看到有的妇女在田间劳动时头上扎一条布带子，面色焦黄，有气无力。
经询问才知道是患了“打摆子”（疟疾）的病。
当时治疟疾病的特效药奎宁很紧张，而且价格很贵，农民买不起。
我当时在省科委曾组织一批人对安徽省的野生植物进行了一次调查，并负责《安徽省野生植物志》的
编辑工作，曾发现有一种野生植物——旱墨莲（又称旱莲草）的植物，可以治“打摆子”。
方法是：将旱莲草的叶子摘下几片放在手中搓揉几下，使叶汁渗透出来，在“摆子”发作前三小时，
塞在一个鼻孔里，“摆子”就不来了。
我在田边找到旱莲草，要他们试一试，结果这个土方子确实很灵。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群众传开了。
后来省科委印发一期《科技简报》发到农村社队。
此法虽然是土办法，但对保护农村劳动力和农民的健康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十一、参加社教运动：从涡阳到祁门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出了
不少问题和错误。
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他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
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在运动发展中出现许多尖锐问题的领导人。
为此，从1958年冬至1959年3月间，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
。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示：“不能混淆集体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
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
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是由集体所有制度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所有制
变为共产主义，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原则，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
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可能的空想。
”决议规定：“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包括住房）和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
归社员所有。
”六中全会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势头被刹住了，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加上为了完成由高估产而来的
高征购任务，又不适当地进行反对生产队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因此，党和群众的紧张关系仍
然没有得到缓解。
毛泽东在视察中了解了这种情况后，认为要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人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
”。
为此，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极大恐慌，这是我们同农民紧张关
系的根本原因所在。
他强调平均主义的倾向，否认各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当有差别，即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
主义原则；过分集中的倾向，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各生产队应有的权利，注意把生产队的财产调到
公社来。
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
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在会议期间，他还写了一条批语，指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
他还说：党内的主要锋芒是反“左”。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
接着，1959年3月25日至4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最终形成《关于人民公
社的十八个问题》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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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文件都规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范围），是人民公社的
基本核算单位。
后一个文件进一步规定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作为包产单位，也应当有
部分所有制和管理权限；并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1日账一般不算的规定，
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
行清理，如数归还，或折价赔偿。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中央布置各地要召开省、地（市）、县多层干部会议，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包括
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以及社员代表，使中央的政策直接同群众见面，以求充分揭露矛盾，统一思
想，落实到行动中去。
4月底，毛泽东还直接给省以下的生产小队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指出：“干部要讲实话，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
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难办。
因此，干劲一定要鼓，假话一定不可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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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在资深记者柏晶伟同志所著《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一书的基础上，加以修
订、补充、改写而成的。
    2005年，我辞去最后一个社会职务，完全退了下来，以休息为主，除注意锻炼身体、读书看报外，
有时会会朋友、聊聊天。
在谈论往事的时候，有的同志建议我把这一辈子经过的风雨历程再写一本书，为后人留下一点儿有益
的东西。
我说，我的主要经历柏晶伟已写了一本书，再写难免有所重复。
大家说，同是一位主人公的经历，重复是难免的，但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可能会更生动、更真实
一些。
因此，在征得柏晶伟同志的同意后，我开始动笔，但有些事情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把
事情说清楚，因而本书中有些章节还保留了一部分理论性的文章。
    写回忆录最重要的是真实、实在，不能有虚假。
我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基层工作，特别是从政以后，接触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机会多，为群众办实事，所
讲的事情大都是一些具体的、真实的故事。
当然，其中有些观点和做法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这是很自然的，是正常的。
    感谢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詹夏来同志和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
为我寄来一整套安徽省志和许多有关地、市、县的地方志和大事记。
感谢滁州市档案局原局长侯长明同志，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档案资料、重要文件、会议记录、各种调查
报告和讲话稿及有关出版物。
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书稿的审读与评价，认为“全书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一生所走过的革命道
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语言朴实，很真实。
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思考，对于今天还在岗位上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很有借鉴的”，同时也提出了
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我还要感谢我原来的秘书郭文生、崔传义、赵树凯等同志，提供了他们手中保存的有关材料以及在文
稿修改和打印方面付出的辛苦。
我离开山东老家时间较早，感谢文登市史志办寄来的地方志。
在这里，对我工作过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
究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单位和同志们的帮助和支持，对中国文史出版社责任编辑王文运同志付出的
辛勤劳动，也一并表示感谢！
    王郁昭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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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往事回眸与思考》讲述了情牵“三农”心忧苍生，安徽小岗为中国农村改革钻木取火，他是那个让
星火成燎原之势的人。
他力排众议，坚持用农民的积极性和农业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他胆识过人，在政策得到中
央认可之前，已在滁州七县300多万人口所在的70%的村庄实行了新体制——大包干；他奔走呼喊，向
省、中央为大包干报户口，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准备了成功的先驱案例。
王郁昭成功践行了“大包干”这一新中国农业的第一步改革，促进了农业大增产，启动了中国农民减
贫的体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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