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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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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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村治模式
实证研究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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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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坳村的过去与现在　　笔者所调查、记述和展示的，是湖北省十堰郧县的一个村庄。
这里将该村庄称为坳村，坳村并不是这个村子的真名，而是按照研究惯例在本书中所采用的型名。
　　郧县地处湖北省西北部的秦巴山区，北靠秦岭，南接巴山，位于汉江中上游。
它东枕武当山，西连陕西白河，北接河南淅川，南与十堰接壤，史有“鄂之屏障，豫之门户，陕之咽
喉，蜀之外局”的誉称。
　　据记载，郧县古属麋国地，前汉置锡县，后汉为长利县。
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改成为郧乡县，隶属荆州魏兴郡。
隋朝先后属梁州西城郡、豫州淅阳郡。
唐、宋皆属均州武当郡，后属武当军。
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为郧县，隶属襄阳府均州。
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设郧阳府抚治（今郧县城关），辖区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
安、汉中六府。
郧阳抚治，以都御史开府，至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裁撤。
民国时期，郧县属湖北省第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又改属湖北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7年12月30日，郧县县城解放，组建县委、县民主政府，同时成立郧阳警备司令部。
1948年6月，郧县划归湖北省建制后，隶属郧阳专署。
1952年，襄郧合并，郧县为襄阳专署所辖。
1965年冬，恢复郧阳专署建制，郧县复属郧阳地区行政公署。
1994年地市合并后，郧县隶属十堰市。
①　　郧县作为一个“三省边防备览”②之地，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管辖范围甚广的辉煌时期。
如今它虽已难现昔日的荣耀风采，并且也已没法同作为“二汽”基地的十堰相比，但却是十堰所辖的
六县一市当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县，也是除十堰市辖区以外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地区，它现有版图面
积3863平方公里，人口63万。
　　秦岭大巴山区是一个涉及川、陕、鄂、豫四省的贫困地区，鄂西北即属于秦巴贫困山区的一部分
。
在鄂西北地区的这几个县市当中，郧县虽不算是最为贫困的一个，但也不乏很多特别贫苦困难的地方
，尤其是一些山高路狭的偏僻农村。
坳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郧县的农村地区当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
　　郧县所在的鄂西北地区，也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重点枢纽丹江口水库的库区。
先前因修建丹江水库、黄龙水库两大水库曾淹没良田10万亩、林地19万亩，远迁104205人。
而已列入国家计划的“南水北调工程”，将淹没耕地128728亩，将会有近3万多移民没法继续从事农业
生产。
①坳村及郧县其他一些地区虽不在淹没范围内，但却是位处上游、需要保护水土资源并防止污染的区
域，因而也属于库区的一部分。
　　郧县还是一个革命老区，尤其是坳村所在的南化镇。
南化因其“北通陕之商洛，东接豫之南阳，山岭连绵，地势险要”的特点而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相传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刘秀败逃，被王莽穷追至此，刘秀见此地山势险恶，自忖厄运难以化解，
便仰天长叹道：“难化，难化！
”后人始称此地为“南化”，刘秀避乱的居所被后人称为“汉王城”。
明成化十二年设置郧阳府治的时候，南化是当时郧阳府传递文书的重要驿站，故亦称“南化塘”。
近代以来，正是这些“难化”（南化）的崇山峻岭与险恶地势，使得革命战火多次在这里点燃。
据统计，在南化塘镇战斗过的开国将领就多达300名，其中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
1987年，湖北省政府拨出专款修建了南化塘革命烈士陵园；1998年，在市、县教委和地方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南化中学建起了革命传统教育陈列馆。
南化塘镇因此也成为郧县乃至湖北省颇有名气的一个革命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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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贫困山区、库区和革命老区，可作为描述坳村所处的鄂西北地区特征的关键词。
每当人们提及这个地区，也总是以“老、少、边、穷、库”来对其进行定位。
这就是对本书调查对象坳村的一个基本“定位”——对它所处的地理区位、地方性特点以及它在该区
域背景中所属位置的介绍与标定。
　　一、常遭土匪与饥饿的过去　　坳村偏居郧县东北一隅，离县城有80多里的盘山公路，且多有高
山阻隔，历来就是外界力量难以有效触及也很少被人关注的“末端”地区，长期作为一个“被遗忘的
角落”而存在。
关于坳村的过去与历史，没有任何特定的文字记载或故事传说；在人们的观念中，村庄似乎也未能形
成一个整体性的轮廓或者集体记忆。
　　关于以往的、历史上的情况，坳村人所能够记起并有话可说的，就是那时候的生活状况。
因此在这里，也只有通过人们记忆当中的“生活”来对坳村的过去进行些许复原或重现。
尽管这种复原是不完整的，但由此可使我们对坳村的经历与变化增进一些了解，对坳村这个地方的“
惯习”、传统与当下的状况，也能够放在一个更为长远和广阔的坐标系中予以判断和把握。
　　所谓的“以往”和“历史”，在坳村人这里最远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前。
本节当中所涉及的，主要也就是坳村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及土改时期的情况。
在那段被坳村人称为“过去”的岁月里，留在他们记忆深处的主要有两件事——土匪与饥饿。
在坳村人的记忆中，那就是一个常遭土匪与饥饿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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