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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大地文学（卷11）》由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和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全书分为：头题阅
读、小说麦田、深度纪实、首届创作研讨班学员作品选、评论言说，这几个栏目，收入了《卖粮（短
篇小说）》《百元大钞（短篇小说）》《走近老山界（散文）》等作品。
《大地文学（卷11）》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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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地文学（卷11）>>

章节摘录

　　墙上时针已指向2点，于文花还是没有睡意，烙饼似地翻了几个身，止不住的思绪如麦场上的露
天电影，演完了一个片子，再放第二个。
第二个思绪电影主干情节是马有田与镇上领导的关系。
以前，马有田不愿当支书的愿望镇上不支持，现今，这个曾经的愿望却与镇领导的意图不谋而合——
镇上不想让他当村支书了。
不让人家当干部，就要客气地讲。
东湖镇党委牛书记请马有田喝茶了。
牛书记大号叫牛得理，是东城区资深乡镇党委书记，理论功底厚实，讲话不用稿，滔滔不绝两小时话
不重复。
牛书记喜欢喝茶，一个特大号茶缸子能装两斤水，缸子内壁茶垢跟紫砂一样颜色，但牛书记不让服务
员刷洗。
牛书记有不少好茶，铁观音，黄山毛尖，西湖龙井，大红袍⋯⋯都放在办公桌抽屉里。
牛书记一般不请人喝茶，尤其是下级。
被牛书记请喝茶一定是大事，多半是严肃事，而且事越重要，茶的品级越高。
今天，牛书记泡的是高山新枞的苏氏观音王，等级标有四个星，密封罐装，罐上友情提示“请用纯净
水冲泡”。
这是牛书记最好的茶。
因为今天牛书记要求马有田与镇党委保持高度一致。
三个多月前，牛书记也曾要求马有田与镇党委保持一致。
当时，被要求保持一致的，除了马有田，还有东湖镇党委领导的另外三个村支书。
不过，那次没有请喝茶。
牛书记把马有田等四个叫到办公室说：不少村民到镇上反映东城工业园区征地压低补偿标准，请镇政
府维护村民正当权益。
我郑重强调，园区发展工业我们支持，但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
镇党委的意见很明确，符合征地补偿政策的就支持，压低补偿标准的就反对。
你们各支部都要跟镇党委保持一致，不能为了本村集体得那点补偿款，出卖村民的利益。
牛书记说，我警告你们，谁也莫打自己的小算盘。
马有田当时很感动牛书记的正义，也很敬佩牛书记绵里藏针的讲话水平。
按法律规定，征地补偿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补偿费，按被征用地块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计
算；另一部分是人员安置补助费，每个农业人口按被征用地块前3年平均产值4～6倍计算。
两项补偿每一项最高不超过15倍，两项补偿之和不得超过30倍。
前一项补偿归村集体，后一项补偿给村民个人。
马有田不想乱花也不会自作主张花集体补偿款，但不说明别的村支书不想得到这笔钱。
比如，用这笔钱给村集体买一台桑塔纳轿车实际上自己坐，或者给村委会的会议室添上一圈皮沙发，
给村支书换上大班台、老板转椅，而这些都可以用集体固定资产科目核销。
牛书记讲完意见，又条理清晰地阐述了高度重视“三农”的道理，尔后领着四个村支书，按文件规定
的补偿原则和公式，算了一下应补偿的大账：按3年前平均产值每垧地每年起码应补4000元，因为被征
用地块都是东湖镇的好地、肥地，有的还是水田。
落实到村民身上，每人应该得4万元左右。
可工业园区根本不同你算细账，采取“一揽子”补偿办法，平均每垧地每年只补1800元，村民每人只
能得到补偿1.8万元。
算到这儿，牛书记呷了一大口茶，清了清嗓子说，按中等补偿标准，整整差了55%。
同志们，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原则我们东湖镇党委要不
要坚持？
各村党支部应不应该同镇党委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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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用我多说吗？
以上一段可以算作于文花思绪电影的上半部。
下半部以“顶牛”为主题。
顶牛，是土台子村民对马有田顶撞牛得理书记的一种简说。
顶牛那天晚上，于文花又惊梦了，梦见镇上领导黑着脸，高坐讲台上，对坐在台下的马有田声色俱厉
。
马有田一脸不忿，不识时务地争辩着。
台上领导大喝：站起来，走开去！
有田不听，连脖子都梗直了。
台上领导大手一挥，门外闯进两个粗壮大汉，左右抓小鸡一般提起有田，猛地抽掉屁股下的椅子。
有田先是往起一跳，继而猛一跺脚，索性坐地下，双手死死护住身下那块一尺大的田土，好像那片儿
土地埋了巨大宝藏。
台上人指挥壮汉用劲拉扯有田离开地面，有田却将十指似树根般死死插入地下，两壮汉使出千钧力气
扯拉有田，臂膀似断节开环般“嘎巴嘎巴”响，终于将有田扯离地面，有田满满抓了两手泥土不放。
为征地补偿事宜，三个月后，马有田再次进了牛书记办公室。
同三个月前不同的是，这次牛书记的谈话对象不是四个，只有马有田一人。
因为牛书记请喝茶从来不请多人。
同三月前相同的是，牛书记还是要求马有田在政治上与镇党委保持一致。
不过，在这三个多月里，东湖镇领导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三个月前，体制上东湖镇归东城区领导，以牛书记为首的镇领导班子成员由东城区委决定任免。
三个月后，东湖镇划归东城工业园区管委会代管。
虽说，东湖镇与东城工业园区都是东城区辖制的乡(镇)局级单位，行政上平级，但工业园区一把手实
行高职配备，由东城区委一位副书记兼任。
区委副书记可是区里重要的领导。
说其重要，主要是对东城区下一级所有乡(镇)局级领导，具有举足轻重的提议权与表决权。
所谓“代管”，行政上，是东城工业园区管委会代表区政府对东湖镇政府实行领导与管辖；组织上，
由工业园区党工委代替东城区委对东湖镇党委实行领导，包括对牛得理书记在内的所有乡镇级干部任
免，有权向区委提出意见。
牛得理书记明白，椅子是由帽子决定的，帽子比椅子重要得多；没有了帽子，屁股底下的椅子和桑塔
纳轿车就会换成另一个屁股来坐。
因此，虽然在同一间办公室，面对同一件事情，牛书记与三月前判若两人，180度的彻底转弯。
对牛书记的大转弯，另外三个村支书立即表示理解，一起跟着转了弯。
马有田却没有跟着转。
与马有田的谈话很艰难，尽管喝了好茶，牛书记还是谨慎调整了话语：我同那三个村支书谈过了，他
们都坚决服从镇党委和园区党工委的决定，全力以赴做好村民工作，帮助园区管委会尽快把地征下来
。
木讷的马有田不识时务，一条一条跟牛书记争辩。
马有田说，补偿标准是你亲自领着我们计算的，现今却跟应补的差了一半多，说不过去呀。
城里搞工业立市我们农民支持，但他们去年刚征的地还没有用完。
去年建的那个屠宰厂就一个车间开工，空的那片地都能跑汽车。
咋不收回来再给别家用？
牛书记说，人家是花过征地钱的，也不是干一期就不再干了。
那些空地是二期和三期的规划预留地，在一期一次征完了。
干一个工厂不容易，哪能一上来就那么完善？
要一步一步发展扩大嘛。
马有田说，嘴上说征地为了发展工业，可是工业园区差不多一半征地都搞房地产开发了。
从我们这儿征地每平米就60元钱，可到他们手里换一个名头，集体变成了国有，批给开发商每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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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一千多元。
赚农民这么多，能说得通吗？
牛书记说，一家不知一家难，我也是这三个来月才弄明白内情的。
工业园区干事也不容易呀。
现在好的工业项目，各城区恨不得打破脑袋来争抢，谁的条件优惠，人家凤凰就落哪根高枝。
你看呀，征我们农民的地要花钱，把地给了投资方，人家却要求“零地价”。
这还不算，还要实现水通、电通、气通，路也要给人家修上，有时连厂房都得替人家盖好了。
这么说吧，上一个工业项目每平方米少说要搭赔进去二三百元呢，园区不搞房地产开发赚些钱，靠什
么把项目抢进来？
我们东城区为什么落后，财政收入为什么上不去？
不就是工业落后吗？
就连江城市也如此。
不然，为什么市委提出“工业立市”的发展战略？
有田，你可能怪我三月前后判若两人。
凡事不人其中，难知内情。
这是全局呀！
马有田说，就算非要征地，也不能专拣好田肥田征呀。
村北头那片偏脸地和岗地不是一样可以建工厂吗？
再说，非得征那么多吗？
城市要发展要富起来，我们农民没意见。
今后，农村就算不发展了，可农民还要过活呀！
这一次，土台子村一半耕地都被征了，村民今后靠啥吃饭呀？
牛书记说，高岗那块地收成多年不好，建工厂倒也合适，但离高速公路远，要增加工厂物流成本，人
家投资方不干呢。
你说的偏脸地，要垫多少土才能平整了？
园区管委会哪有那么大财力呀。
至于被征地的农民，以后可以到新上的发动机厂上班挣工资，也是好事嘛。
祖祖辈辈靠地吃饭的农民啥时候富过？
我们的观念要改变呀！
马有田说，牛书记，可不能相信他们那些招工的话。
进屠宰厂的那些年轻人，不是今天没牛杀了，就是明天检修设备，一个月干不上十天活，断断续续才
挣几个钱？
新建的发动机厂有可能开满工，但人家要有手艺的技工，不要只会撸锄把的农民。
那些正牌的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没有文化的农民人家肯要？
应当承认，东湖镇党委牛得理书记这一天以超乎寻常的耐心，同自己的下级艰难进行谈话。
牛书记知道，除了谈话对象是个固执的“一根筋”外，还在于这个人在东湖镇12个村支书中属于佼佼
者，以其一贯良好表现和突出贡献被评为江城市特等劳动模范，当选为两届市人大代表。
一般下级在说一不二的牛书记面前，别说唇枪舌剑地争三讲四，就是敢争一讲二，牛书记也早就把他
撤换了。
而对马有田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则不能简单处理，否则，政治上是要担当风险的。
无奈之下，牛书记开出了让步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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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大地文学（卷11）》由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和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全书内容均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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