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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以食为天。
吃饭离不开粮油，粮油的生产离不开土地。
中国是一个耕地有限的农业大国，耕地如何分配、归谁所有历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关系问题。
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居主导地位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农民以至
整个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封建的土地制度必须废除。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广大农村开展了一场长期的、艰难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废除封建土地制
度的斗争。
《土地改革史话》以时间为线索，论述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土地改革运动，展现了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各方面发生的新变化。
本书由董志凯、陈廷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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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3年夏季，海丰遭到台风的袭击，90%的农田、60%的房屋、40%的牲畜受到损失，死亡500多人
。
由于农业欠收，农民难以维生。
农会鉴于当时“免租既有所不能，完租必至于饿死”的情况，决定发动农民开展减租斗争，提出无收
获者免租、有部分收获者“最高限度只能输纳三成”的口号。
农会的减租号召，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但地主反对减租，并派人下乡逼租。
8月9日，县保卫团局长林卓存命其侄林某下乡十足收租被打。
县长王作新遂派军警逮捕农民3人，罚款30余元。
8月16日（农历七月五日），军阀钟景堂与县警包围农会，捣毁农会办公所，逮捕农民领袖25人，制造
了震惊全国的“海丰七五农潮事件”。
　　海丰县农会虽遭摧残，但各地基层农会继续领导农民减租斗争，提出减租15%的要求。
海丰第三区姓林的地主带头反对，农会动员二三百户佃农集体辞田。
地主依仗其他七八百石耕地仍有人租种，继续顽抗；为了支持林姓地主抵抗减租，反动地主们决定凡
被辞一石种子田，由“公租”补助一元帮银。
农会则针锋相对提出，凡辞田或被吊田的农民，可从农会得到每石种子田两元帮银，并给农民介绍职
业或帮助择地开荒。
这个林姓地主对比得失，觉得如此每年损失5000多石地租，还不如接受15%的减租要求为好。
农民取得了减租斗争的胜利。
海丰农会也因此名扬四方。
陆丰、惠阳、紫金、惠安、普宁等县也先后成立了农会，农会会员增至20多万。
1924年2月，海丰县农会被广东军阀陈炯明强令解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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