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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是继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之后，又一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
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
进行这项大规模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我国国情的认识，特别是为了加深对我国现阶段农民
仍占总人口70％的农村社会的认识。
　　1988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领导小组提出，为了拓宽拓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要进行
国情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了这项工作，指派专业人员进行策划、拟定开展国情调查的方案，并于1988年4月
在全国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上，向全国社会科学界发出了“开展县情市情调查”的倡议，得到了各省
、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校、高校和政策研究机构的响应和支持，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
资助，被列为“七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以后又列为“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从此，此项大规模的国情调查就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开展起来。
　　1988年8月，在全国范围内选定了41个县市作为国情调查的第一批调查点。
8月在郑州召开了首次国情调查协调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如何开展此项调查，怎样选点、怎样调查
、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与会代表对此项国情调查的重要意义和目标作了进一步的讨论，还就如何组
建调查专业队伍等问题交流经验；会议还讨论修订了统一的县、市情调查提纲和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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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盐铺村位于黄山脚下，原是徽商经营的一个盐铺，是徽州深处的古村落。
本书分别从经济、社会、文化、人口、政治等方面对盐铺进行了全面调研、分析记述了盐铺村发展致
富的历程，指出了盐铺村发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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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发展旅游中，盐铺村也吸引村民入股办公司，用现代经营的办法来经营旅游。
迄今为止，在休宁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指导和各级部门的帮助下，该村已投资1000万元，修建了蓄
水10万立方米的状元湖，已放养鱼苗10万尾，供旅游垂钓之用，并修建了其他旅游基础设施，成为休
宁县首批乡村旅游休闲福地示范村。
在建设生态农庄的同时，又发展农家乐项目，让农民房前屋后的果树、家中饲养的土鸡土狗、山上采
的野菜野果都变成商品，成为游客竞相追逐的绿色生态产品，以发展旅游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农民的
增收。
盐铺村“公园型”的发展模式提升了生态经济效益，实现了集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为一体的可持续
发展。
　　二 绿色盐铺　　第一次到盐铺，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夹溪河畔一条600多米长的旧盐铺的遗址
。
我从史书中查阅到：盐铺因紧傍夹源、横江水系，早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便以其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成为休宁县四大水运码头之一。
因为山区的道路崎岖，当年大宗货物的运输还是靠水运，夹溪河是新安江的上流，周边几个山区县的
生活用品主要是先靠水运运到盐铺码头，山区的木材、箬叶、桐籽等山货也从这儿装船外运，所以河
面船来船往，商贾云集。
　　因为货物需要周转，特别是远道由杭州、苏州运来的商品要在这里先卸船入仓。
因此，村中建有多处货仓，其中最大的仓库是盐铺，可储盐十五吨。
据传，仓库的墙就是用盐砖砌成的。
村中不仅有囤积食盐的仓库，还有许多经销食盐的店铺，那时县城食盐紧缺，居民们纷纷跑来买盐，
村庄因盐而名，历称盐库，因“库”、“铺”谐音，休宁方言中“铺”比“库”讲起来顺口，遂被改
作“盐铺”，沿用至今。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已由单纯经营农作物发展到了经营多种经济作物，最
具特色的是以生产有机菊花为主的生态产业日趋成熟，使得这个小村落变成了遍地菊花的大花园。
生态产业、现代农业更加美化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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