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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的那个冬夜，皖北的一个普通乡村小

岗村的 18 位农民，以“托孤”的形式立下生死状、

按下红手印，签订了“大包干”契约。自此，中国

农村改革正式拉开大幕，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

小岗印记。记者近日来到小岗村，回望那段历史，

感受小岗变迁。

越过温饱线

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东部小溪河镇的小岗

村，距凤阳县城 30 公里。最初，小岗只有 24 户人家，

与大严、小严 3个自然村合成“大严村”。1955年成立

互助组时，因地处岗地，故起名小岗互助组。

“为什么搞‘大包干’，就是为了能吃饱饭！”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时任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

曾这样说。当时的小岗村，以“吃粮靠返销、用钱

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而闻名，是有名的“三靠

村”，经常闹饥荒，村民大多外出乞讨。一段凤阳花

鼓词形象地唱出了这段历史：“泥巴房、泥巴床，泥

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

荒。”“凤阳地多不打粮，磙子一住就逃荒。只见凤

阳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凤阳”。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978年 12月的一个

冬夜，小岗村 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

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红手印，搞起

“大包干”。当晚，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

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极大地推动了

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大包干”宛如“平地一声惊

雷”，探索出责任明晰、简单易行、科学有效的农业

生产责任制，改写了中国农村发展史。

1979 年，实行“大包干”的小岗村粮食年产量相

当于 1955 年到 1970 年的总和，油料年产量是过去 20

多年的总和。改革使小岗人一年翻身，梦想成真。

跨过脱贫坎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大包干”后，小岗村实现了连年粮食增产，但粮满

仓的小岗人，却始终钱不多。有鉴于此，安徽省委

将选派优秀干部担任村第一书记作为深化农村改革

的“撬点”。在此背景下，2004 年，沈浩受安徽省

委选派来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

“到 2003 年，小岗村全村人均收入只有 2000 多

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 3 万元，人心

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乱建

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村民这样回忆沈浩

来之前的情况。

修路、引进工业企业、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

业、率先推行土地流转……沈浩团结带领小岗干部

群众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积极推动千家万户小生

产对接千变万化大市场，让小岗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2008 年 ， 小 岗 村 农 民 人 均 收 入 达 到 6600

元，比当时全省人均水平高出 39%，是沈浩初到

小岗村时的 3倍。小岗人将他称为“我们离不开

的好干部”。

舍不得沈浩离开的小岗人，在其两届任期将

满时，两次按下鲜红的手印“请愿”，期盼他继续带

领小岗人谋改革谋发展。然而，2009 年 11 月，积

劳成疾的沈浩去世，永远地“留”在了小岗。

迈上小康路

富起来、奔小康。住新房、走新路、开新车

的小岗人深知，唯有深化改革再加速、转型发展

闯新路，才能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新生活。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

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坚定不移深化农村

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

村和谐稳定”……2016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小岗并作出重要讲话，希望小岗村继续在深化

农村改革中发挥示范作用。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激发了小岗人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继承弘扬

新时代“小岗精神”的小岗人，始终坚持改革发

展不停步。围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小

岗村全面完成 2.132 万亩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和

1.36万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确权颁证工作，安

徽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证”在小岗村

颁发。

此外，小岗村完成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成立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自 2018 年起，

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连续 4年分别为每名村民

分红 350 元、520 元、580 元、600 元，成功实现

从“人人持股”到“人人分红”。

小岗村还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改革新路径。小

殷村民组 43 户村民，以 584.81 亩土地经营权入

股民益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农户可以获得“三

金一补”收益，有效破解“谁来种田、如何种

田”难题。

一产做优、二产做强、三产做大，奋进的小岗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三五”期间，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14700元跃升至27600元，增幅达87.8%；

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670 万元增长至 1160 万元，增幅达

73.1%。小岗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等称号，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小岗的发展只是安徽滁州市近年来加快发展的一个

缩影。滁州市坚持“抓小岗促全市”，深化改革谋发

展，2020 年首次跻身全国百强城市行列。2021 年是

“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滁州市市长许继伟表示，滁

州将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主战略，干在实、走在

前，争当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排头兵。

冬去春来，凤阳县小岗村的大

包干纪念馆游人不断。馆中最受关

注的就是 40 多年前 18 位村民按下

分田到户红手印的那张照片。

1978 年 12 月的一个冬夜，

在小岗村一间破旧的茅草屋

里，18 个衣衫褴褛的村民聚

集在一起，就着昏黄的油

灯，在一纸分田到户的

“秘密契约”上按下鲜

红的手印，实行农业

“大包干”。

“我们分田

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

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

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

（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

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一纸虽薄，却重千钧。契约的内容寥寥

数字，却震撼人心。

回到小岗从事讲解工作，深入了解那段

历史，我才真正知晓这一伟大创举的深远意

义，理解了这一纸契约背后的坎坷与不容

易。正是得益于村民们当年那种敢闯、敢试、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才有了“大包干”，解放了

生产力，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实现粮食总产量

13.3 万斤，相当于 1955 年到 1970 年的粮食产

量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年22元的18倍。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

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随着

“大包干”的全面推开，凤阳人根据这段故事

编成的歌谣也广泛传开，闻名全国。在小岗

村“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

向天南地北来参观的人讲述小岗村的

改革发展和小岗精神，我责无旁贷，更倍感

自豪。作为第二代小岗人，我要努力继承

好、发扬好小岗精神，接续奋斗，推动小岗

“再出发”。

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一

方饱经沧桑又充满生机的热土。“小岗精神”源于

改革，又在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不断

发展。

从“大包干”到“红手印”，到确权登记颁证

的“红本本”，再到“三变”改革的“分红利”，小

岗人始终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以改革破

题，不断探索发展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

先的“小岗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拼搏进取，在农村改革、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民生福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改革驱动

下，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明显提升，产业发展

基础格局基本形成，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老百姓

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明显提升。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将再

塑希望田野，奋力打造创新小岗、美丽小岗、实力

小岗、幸福小岗，走好新时代小岗振兴路。

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化农村改革，聚焦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提质赋

能，破解难题、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一手抓乡村

富民产业，一手抓乡村有效治理，找准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之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不断培育涵养文明乡风。聚焦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路径，在符合小岗实际的基础上，全力推

动一产做优、二产做强、三产做大。

百舸争流千帆竞，扬帆起航奋者先。新阶段，

奋进再出发，小岗人信心满满。在改革创新、敢为

人先的“小岗精神”引领下，我们将继续弘扬敢于

奋斗的追梦精神，以苦干续写辉煌、以实干托起梦

想。小岗的“十四五”一定能迈好第一步、见到新

气象。

走好新时代乡村振兴路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委常委、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 李锦柱

生 死 契 约 红 手 印
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讲解员 吴 静

网民“三平居”：18 位农民的红手印让小

岗村摆脱了贫穷，走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新路。第一书记沈浩则让小岗村再次走

向成功。

网民“不乐不归”：小岗村是我国农村改

革发源地、中国改革第一村。它改变了中国

农村发展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网民“滇地剑客”：小岗村是一个实施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基地。谁也没有想

到，当年那几家“敢于吃螃蟹”的农户，却引起

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风浪。

如今的小岗村乡村旅游红红火火，已是著名的网红打卡点。

（资料照片）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的田野景象（2018年9月27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小岗村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合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