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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调查：百村十年观察（2009年卷）（套装上下册）》力图从不同的视角展现当代农民
生活状态和农村发展近况，《中国农村调查：百村十年观察（2009年卷）（套装上下册）》不仅有观
察者在实地调研中的所见所闻，更有他们的所思所想。
作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术品牌之一，《中国农村调查：百村十年观察（2009年卷）（套装上
下册）》致力原味的中国农村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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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五、打临工：半农半工的庄稼人 打临工的务工人，基本上集中在村内。
白云村拥有一个集体性质的小型制砖厂，坐落在甘家茅塘大队内。
在制砖厂（白云窑厂）工作的打工者平时务农，打工务农两不误。
无论是在村内作坊或是小型企业打工的白云村人，都没有一技之长。
之所以打临工，是因为临工工资虽然看上去很低，但是毕竟能够解决家庭货币支付压力；赚取临工收
入的同时又能够抽出一定时间务农，“一举两得”。
 打临工者，大都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打工者，但是却没有完整地接受初中教育，没有手艺，年龄集
中在40～60岁之间。
白云村的庄稼人已不再单纯地务农，时间允许、条件允许都会抽出时间来打工。
货币支付压力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打工动因，务农之余就去各个地方揽活儿。
打工范围不会超出本县地界。
 打临工的白云村人，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一般拿的是计件工资或者计日工资，虽然
打不打工、什么时候打工、什么时候不再打工具有一定自主性，但是在本村打工的打工者，要受到雇
主的约束。
处于熟人社会中的打工者，尽量做到精致、认真。
乡村社会雇工，雇主与受雇者之间不存在文本的契约，但是受雇者的信誉在熟人社会中显得格外重要
。
信誉高的打工者受到同村人之间的称赞，村民之间对雇工的评价决定了打工者能否揽活儿、揽活儿数
量大小以及工资高低。
村民雇工偏好于雇请技术熟练的打工者，因此，打工者打工受到村民信誉评定的软约束。
 （一）过去的庄稼人：一亩三分地的世界 改革开放以前，白云村村民生活的全部就是自家的一亩三
分地，村民的全部生活紧紧围绕于庄稼地的农活，这种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
变。
换句话说，白云村的村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土地就是生命、土地就是世界，村民从土地上收
获维持生存的粮食，从土地上收获孩子的学费，从土地上收获打发人情礼往的实物。
土地上种植的作物种类世代相沿，因为就白云村的土质来看，水田以水稻土为主，旱地则以小红泥土
、小红土居多。
水稻种植主要分为夏秋两季，旱地种植的作物种类则主要是油菜、棉花、小麦以及花生、红薯等杂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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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村调查:百村十年观察(2009年卷)(套装共2册)》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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