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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徽农民60年来追求富裕的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而又艰难曲折的史诗。
郝敬胜同志的新作《走向富裕——安徽农民价值取向与实现研究》以安徽农民为例，对60年来农民追
求富裕的艰难道路、不屈精神和创新智慧作了系统总结和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1977年秋，安徽省委作出《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一场以回归农民
经营自主权为主旨、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由安徽扩展到全国，并由农
村地区改革扩展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农业出现以来，人类就不停地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不断追求发展农业生产力。
“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
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中国的小康社会，更没有中国的现
代化。
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追求现代化进程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事业。
　　安徽农民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兴起”、“外省务工”、“税费改革”、
“返乡创业”等一系列实践，大多具有探索性和首创性，彰显了广大农民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时代
精神。
安徽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铸造了全省“三农”建设的辉煌成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并对全国农村改革产
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回顾了30多年来安徽农村改革的历程，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并对安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鲜活经
验进行了理性分析和研究，力图从中找出一条切实符合安徽省实际的推进形成城乡一体化格局目标的
有效路径。
　　本书作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视野开阔，境界高远，密切关注农民利益，以农
民自身的价值取向、价值演绎、价值追求与价值实现——共同富裕一一为主线，深刻诠释新中国农民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社会价值。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民不断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同时也推进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
选择这样一个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多掌握资料，实事求是。
纵观全书，思路清晰，材料丰富，历史分期特点鲜明，内容架构环环相扣，充分体现了历史性与逻辑
性的统一。
作者把农民探索、当时政策、学者评论、案例分析等进行综述评价，努力探索农村改革、农民致富的
规律，书稿具有较高的学术性、理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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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安徽农民为例，对60年来农民追求富裕的艰难道路、不屈精神和创新智慧作了系统总结和研究
，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本书作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视野开阔，境界高远，密切关注农民利益，以农民
自身的价值取向、价值演绎、价值追求与价值实现——共同富裕——为主线，深刻诠释新中国农民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社会价值。
     全书思路清晰，材料丰富，历史分期特点鲜明，内容架构环环相扣，充分体现了历史性与逻辑性的
统一。
作者把农民探索、当时政策、学者评论、案例分析等进行综述评价，努力探索农村改革、农民致富的
规律，书稿具有较高的学术性、理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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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民公社“社政合一”，追求“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人民公社的规模越大
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实行“一平二调”（即以前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统统归公社所有，社员个人分配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制度。
取消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平均主义，穷队富队一律拉“平”，为了兴修水利和兴办集体企业，生产队
的人力、物资、土地等，可以随意无偿抽调）。
在生活方面，人民公社大搞集体化，成立了让后来闻之可怕的24.8万个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
据《当代中国的安徽》资料显示，全省在食堂吃饭的有525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72.8 9／6，甚至社员
主要的生活资料如毛巾、肥皂、衣服、鞋袜都到社里领取；上学、医疗、养老院、托儿所、看电影都
免费。
①生产“大呼隆”，能干不能干一个样；分配“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在集体食堂大家可以
敞开肚皮吃，到后来没吃的了，只好喝清水煮野菜汤。
这些举措，超越了集体经济的最大承受能力，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浪
费和生产减产的损失，生产力日益下降。
为了维持生产，不得不多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于是，对人口生育不作限制。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医学专家统计，1958～1961年，因为饥馑导致营养不良，致使人体组织器
官的功能减退。
其中包括妇女最敏感的内分泌系统和生殖功能衰减，常见的症状就是闭经、子宫脱垂和不孕症，几乎
是当时城、乡妇女的多发病、常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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