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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和居民收入仍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
“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109655亿元增长到183085亿元，增长了6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6860元增加到10493元，增加了5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366元增加到3255元，增加了37.6％。
此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十分明显，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从2001年的15.2％下降到12.6％，农村人口的比例从2001年的62.3％下降到57％。
然而，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出来。
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凸显，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起广泛关注，各种形式的人民
内部矛盾时有出现。
这些情况表明，我国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互相交织、复杂多变的关键时期。
　　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
在各种挑战中，“三农”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人地矛盾、粮食产不足需、农民权益亟待加强保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都反映了解决中国
“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形成了城乡
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明显提高，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正日渐具备。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
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
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
的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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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
在各种挑战中，“三农”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人地矛盾、粮食产不足需、农民权益亟待加强保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都反映了解决中国
“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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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1.1 落后的经济基础　　迂迢村位于安吉县西北部的良朋镇境内（安吉县是著名的“中国竹乡”
，毛竹蓄积量和商品竹均名列全国第一。
位于灵峰山麓的竹子博览园，占地600余亩，各类竹种300余种，被誉为“世界一流的竹种园”），村
内以山地丘陵为主，全村四周群山环绕，沿村界分布着东坞、大岭头、石头岭、牙山等山峰。
1998年以前全村只有一条通往村外的机耕路。
“迂迢”两字也因村庄的地势、水势，因路形迂回且千里迢迢故而得名。
全村总面积1.18万亩，其中毛竹林8000余亩，耕地1000亩，人均耕地仅0.6亩，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山区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与利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1998年以前，迂迢村跟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村委会的一部摇把子电话，村内既没有安装程控电话
，也没有实现有线电视入户。
老百姓信息闭塞，文化生活枯燥。
村干部和村民思想观念落后，是一个典型的山区贫困村，更谈不上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当时连村委
会办公学习、服务群众的场所都没有，全村农电农网改造更是难上加难，这导致全村长期电力不足，
个私经济难以发展）。
农民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村集体可支配收入人均15元，村集体内外负债9.5万元，全村仅有一家个私
企业即毛竹拉丝厂（1998年以前）。
　　6.1.2 良好的乡风文明　　尽管经济发展落后，但是，迂迢村人文景观颇多，目前还保存良好的人
文景观就有：（1）明朝朱皇帝先锋大将军康茂才的故里。
（2）昌硕重生洞，此乃吴昌硕大师的避难之地。
140年前，遥远曲折的迂迢村庇佑了躲避战乱的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成为他劫后重生的福地。
迂迢村的石苍坞“重生洞”，便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当年躲避战乱的所在。
“重生洞”三字乃昌硕大师的孙子吴长邺先生亲笔书写。
（3）徐世春（即徐五老爷）的故里。
徐氏故居虽历经几个朝代，目前仍完好无损。
　　也许是受昌硕大师遗风的熏陶，迂迢村人酷爱书画艺术，以书画文化为魂、为艺、为乐。
“白天握锄头，晚上舞笔头”已成为村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如今村里已经拥有数十问村民书画创作室，如“野梅轩”、“崇如馆”、“大雅堂”、“泉石斋”、
“晓石斋”、“山石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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