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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本套丛书试图通过对全国十多个省不同村庄的调查，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
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
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
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
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由从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
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的收入大为减少。
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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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字路口的小河村：苏北村治模式初探》田野调查发现，在苏北小河村，人们不再以村庄为经
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生活意义的展现舞台，外部世界新近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消遣方式使得他们几乎
迷失了自我。
互助与合作已不再重要，家庭间的分化竞争日益明显，消费主义盛行所招致的利益至上和理性计算使
得村民逐渐走向原子化。
市场机制所重塑的村庄治理模式在取得效率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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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村落概貌篇　　一、历史与地理简介　　小河村位于淮安市楚州区北湖镇境内。
根据史料记载，淮安市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更多次易名。
春秋战国时期，现在的淮安市先后属吴、越、楚等诸侯国。
秦统一后开始建淮阴县，楚汉之际，此地隶属于项羽的西楚。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封韩信为楚王，此地属楚国。
同年，汉高祖贬韩信为淮阴侯，封刘缠为射阳侯，楚州便分属这两个侯国。
东汉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建武帝封皇子刘荆为山阳公，淮安始称山阳。
东汉末年，广陵郡移治射阳。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广陵、临淮两郡改为临淮、广陵、山阳等五个郡，其中山阳郡负责治理古山
阳县。
南齐永明七年（489年），割山阳官渎以西的300户置寿张县，割直渎、破釜塘以东的淮阴镇100户置淮
安县，淮安县之名始见。
隋开皇三年（583年），置楚州，治淮阴；十二年，移楚州治山阳县，州旋废。
隋大业（605～618年）初，去淮阴县入山阳县，不久复置。
唐武德四年（621年），置东楚州，治山阳县；八年，裁西楚州，东楚州改称楚州，仍治山阳县。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置楚、泗、承州。
涟水军镇抚使、淮东安抚制置使、京东河北镇抚大使等均驻节楚州山阳城。
绍定元年（1228年），李全火烧楚州城，遂废楚州，升山阳县为淮安军，隶宝应州。
元十三年（1276年），设淮东安抚司于山阳；次年，改淮东安抚司为淮东总管府，时县境设有山阳、
淮安、淮阴、新城四县；二十年，改总管府为淮安府路，并淮安、新城、淮阴三县人山阳县。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置淮安府，治山阳。
清雍正九年（1731年），析淮安府山阳、盐城两县地置阜宁县。
　　民国元年（1921年），淮安府被裁撤。
民国3年（1924年），山阳县改称淮安县。
抗日战争时期，楚州分属两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运西地区属民国29年8月成立的淮宝县抗日民主政府，运东地区属民国29年10月成立的淮安县抗日民主
政府。
民国35年2月，淮城市由淮安县划出，为苏皖等五行政区直辖市；9月，淮城市又并人淮安县。
民国37年12月，淮城等二次解放，与清江市合组成立两淮市。
次年3月，裁两淮市，淮城区仍属淮安县。
1950年3月，淮宝县裁撤，其部分辖地归淮安。
时淮安属盐城专区。
1954年8月，淮安县由盐城专区划入淮阴专区。
1983年3月，成立省辖淮阴市，淮安县属淮阴市。
1988年2月，撤销淮安县，建立淮安市（为县级市）。
2001年2月，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淮安撤市建区，更名为淮安市楚州区。
①　　尽管所在的区域历史颇为悠久，但是作为淮安市边缘地带，北湖镇以及小河村的来龙去脉颇难
考证。
楚州区位于淮安市的最南侧，而北湖镇又位于楚州区的西南端。
北湖镇东临京杭大运河，与隶属于扬州市的宝应县接壤，西与江苏省属白马湖农场毗邻，北与楚州区
林集镇交界。
整个北湖镇最早的口述历史是传说清朝中期开始有居民从河北一带迁入居住，而可以查证的文字记载
历史是从清朝末年开始。
当时从南方来的太平军进驻北湖，当地许多乡民纷纷参加起义，以求太平盛世，故而在小河村以西5
公里处留下了延续至今的太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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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北湖镇隶属于淮宝革命根据地，新四军第四师第十八团曾在此阻截日寇，当地许多干
部群众壮烈牺牲，故建有新河头革命烈士纪念碑。
解放后，北湖先是属于淮安县林集区，1958年始建北湖人民公社，1983年撤社改建北湖乡，2001年撤
乡改建北湖镇。
其间，小河村亦由北湖人民公社小河大队变为北湖乡小河村、北湖镇小河村。
　　从地理位置上看，小河村所在的区域介于东经118°59′至119°37′、北纬33°6′至33°45′之
间，属于温带季风带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13.6℃到14.7℃之间。
小河村年无霜期为24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约940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130到2430小时，气候及
土壤条件较好，是种植水稻和小麦的理想区域。
与此同时，有关地质钻探的资料表明，小河村所在的楚州区境内属于典型的冲积平原，近一千万年来
，地壳以沉降为主。
古代的淮安离黄海很近。
淮河和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夺淮人海后的黄河流经淮安，带来大量泥沙沉积，使地面不断淤高。
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后，形成了今天所见的规模宏大的冲积平原。
这些冲积平原的地面高度一般在4～7米。
也正因为如此，在小河村所在的楚州区区域内，没有大量的诸如矿产、山林之类的自然资源，明显可
以看到的是境内河渠纵横、水网密布，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苏北灌溉总渠横穿东西。
　　二、村落的基本架构　　小河村现有在籍居民621户，共计2579人。
①其中男性14，89人，女性1090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987人。
这两千多人当中，劳动力人数1258人②，其中男性劳动力703人，女性劳动力555人。
从文化程度上来看，根据2005年淮安市组织的一次普查填报数据，小河村在籍村民中具有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的为1人，占万分之三；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为187人，占7.3％；初中文化程度的为1230人，
占47.7％；小学文化程度的为959人，占37.2％；文盲或半文盲则为212人，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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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十字路口的小河村：苏北村治模式初探》系《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之一。
本套丛书汇集了来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11个重
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报告，描述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展现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
农村的非均衡性，透视中央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庄的实践逻辑，为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读者
提供生动的村庄现场，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益的观点，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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