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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只眼睛看底层:中国三农调查实录》饱蘸深情，用写实的手法、通俗化的笔调、图文并茂的形式、
多元化的视野，通过聚焦农业、田野骄子、底层脉动、微观样本、瞭望“三农”等5部分，从不同侧
面对十七大以来中国“三农”进行了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解读，既有对农民工返乡的真
实记录、义务教育内幕的披露，也有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创新的系统探讨，更有对中国渐进改革路径
的思考和提升，充分展示了中国“三农”发展的真实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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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朝民，1979年9月出生，安徽省灵璧县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
现为农民日报记者，主要从事调查性报道。
新闻作品曾多次被中央主要领导批示、中宣部表扬，多次获得全国农业好新闻奖、全国人大好新闻奖
等奖项。
主要合著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山东广饶大王镇的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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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有心的人用心的书 倾注三农情洒乡土 把心贴近农民 聚焦农业 谁来救救柑橘——来自湖南省永顺
县柑橘滞销的调查 “巴钝将军”守护“南丰蜜橘” 密云板栗别样甜 刮目相看“大兴梨” 怀来县全力
打造“中国葡萄硅谷” 泗县农业品牌先导 黔江生猪养殖“脱胎换骨” 探询“酸奶猪” “别拿土豆不
当干粮” 来自棉花的伤痛告白 走进乡村看粮事——夏粮收购市场见闻 一个皖北粮商的心声 杂交谷子
的喜与忧 “小杂粮”昂首挺胸闯京城——山西省特色农产品北京展销周印象 平顺县“低碳旅游”叫
响全国 “旅游富民”：乡村旅游从观光农业走向乡村建设 田野孩子 胡小燕：中国首个农民工全国人
大代表 王桂夫：从油条学徒到创业明星 黄森创业记 一个打工妹的融城之旅 旭日阳刚中国梦 中国第一
代农民工律师 桃花村里的“特别村民” 王建华和“橡胶马道” 一个残疾农民的“养兔童话” 何正鸿
：川派茶艺第一人 “大树王”戴锁方 刘明生与西街村巨变 于氏兄弟的绿色生态梦 大国乡医郑万全 玉
树有个宋仁德 刘铮：中国观念摄影第一人 焦波：俺爹俺娘的影像碑记 底层脉动 小岗村支书有话要说 
两千村官说村情 一位县委书记的新农村思考——访安徽省灵璧县委书记储诚胜 价格再便宜一点补贴
兑现再快一点——对安徽省灵璧县家电下乡情况的调查 “新农村建设办公室”怎样才能“实”起来？
  “八连增”之后的期盼 谁是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 农田水利建设难处不少 让农民在家门口“掘金” 守
住“传统”才能拓展市场 一个农民工返乡后的生活实态 农民工张庆文夫妇与省委书记面对面 大王村
农民工返乡后的生存实态 农民工心声八记 关注农村创业新主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
长、“百县农民工回乡创业调查”总负责人韩俊 一位失地农民的生活实录 乡镇干部“截访”记 农民
专业合作社“四大新情况”值得关注 病虫害专业化防治呼唤国家财政支持——皖赣鄂三省农业植保情
况调查 钾肥仿冒造假严重坑农害农——来自广东湖南钾肥市场的调查 “普九”黑洞——冀皖鄂湘四
省部分农村义务教育情况调查 微观样本 辛兴村：历史激荡下的农村改革鲜活标本 土地流转中的一剂
“良药”——北京市密云县下屯村芦笋种植合作社发展情况调查 农民变“股民”——探访内蒙古扎兰
屯市凤鸣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自己的歌声比蜜甜——湖北省丹江口市农村文化互助合作社调查 都市
农业的“一亩三分地”模式——北京市怀柔区东方好莱坞假日农场调查 让“特殊人”变成“正常人”
——江苏省泗阳县创新社会管理特殊人群纪实 一个贫困县的民生新局——山东省冠县关注民生纪实 
不让粮农受屈是底线——农发行菏泽市分行全力支持小麦托市收购纪实 盐池“小额信贷”：穿过层云
洒下曙光 武陟农民贷款担保协会破解“贷款两难” 一个农业大县的经济突围——安徽省泗县发展新
型乡村工业纪实 这里农业缘何“抢眼”——北京市大兴区“221行动计划”实践调查 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的蚌埠探索 六位一体整体推进——河南省安阳市新农村示范区建设纪实 新农村新社区新生活——
河南省安阳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调查 探访昌邑“包村寄宿” 创新经营方式的“安徽样本”——来自
安徽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的调查 瞭望“三农” 中国大豆，如何冲出“外国大豆”重围——访农
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大豆权威育种专家王连铮教授 中国粮价，安如“泰山”？
 粮价：考验调控技巧 中国粮食“暗流涌动” “两区”建设：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重大创举——访安
徽省宿州市委副书记史翔 坚持真抓实干全面推进农业国际合作——访农业部副部长牛盾 新农村建设
进程中的现实困境——访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万户农户调查总负责人陈文胜 新农村建设该走
什么路？
——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兼“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德喜 来自韩国的建议与忠告——访韩
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郑文燮 有什么样的国情就建什么样的农村——两位美国大学教授谈新农村建设
民间文化，我们必须挽留——访国际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 探索农民工消费增长新模式——访澳大
利亚华裔学者孔保罗 让农民不当农民让农民当好农民——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
成贵 农村金融改革要鼓励竞争普惠农民——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教授 如
何看待当前“三农”形势——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大势所趋—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 重视解决“三农”的五个关键问题——访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
长郭书田  包产到户不能万岁——访《农民日报》原总编辑、资深“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张广友 一个
老共产党人的深度思索——访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原局长钟沛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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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惠民拆迁 西街村的新农村建设首先从基础设施建设破题，标志是垫资承建林州市
东环路南延工程西街段。
虽然这段路长仅1200米，宽60米，却涉及到150户村民的拆迁、补偿和安置工作。
刘明生和村“两委”其他成员克服困难，自筹资金4000多万元，经过8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完丁，妥
善安置了150户被拆迁户，实现了和谐拆迁。
 送走艰难，又迎来险阻。
西街村有两条综合起来长1000多米、宽60米，深9米的煤灰沟，紧紧盘绕在几个自然村之间，严重制约
着几个自然村的建设和发展。
刘明生带领他的同事们投资1500多万元，从异地拉回土、石、沙子30余万立方米，对煤灰沟进行回填
筑路。
几个月以后，一条长1000多米、宽15米的水泥硬化路修好了，为几个自然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南岸自然村村民张现昌说：“以前我们去县城办事，去的时候皮鞋擦得明晃晃的，头发梳得光亮亮的
，从沟里面走一趟，身上弄得灰扑扑的，要是碰上刮风，那就更脏了，衣服上是黑煤灰，头发上落的
是草屑。
现在平展展的水泥路铺到家门口，出去办事，也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 路通了之后，群众自发地敲锣打鼓给村委会送上一面绣有“为民修路，功德无量”字样的锦旗，以
示谢意。
刘明生告诫火家：“群众给我们送锦旗，这是对我们的鞭策。
咱们修路是应该的，就像一只老母鸡，下蛋是常理，不要一下蛋就飞到墙头上叫唤半天，唯恐别人不
知道下了一个蛋。
大家要脚踏实地，戒骄戒躁，把群众热切盼望的事做好、做实。
” 公共基础设施搞好了，接下来就是拆迁。
拆迁是个大工程，需要巨额补偿费。
据西街村委推算，东城新区建设总投资需要十几亿元，仅拆旧补偿款就2亿多元。
刘明生说：“资金缺口很大，但我们并不愁。
现在西街建设所需费用，90％由西街村籍企业家垫资。
当然，他们也不是白掏腰包，西街村会按照规划，划出专门区域，由他们承包建设，等盈利后再还款
付息。
” 在拆迁、建设中，安阳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路曙光等领导，曾多次到西街村调
研，对西街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使西街村少走了不少弯路。
林州市委市政府也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西街村拆迁、安置工作，并出台文件，放宽政策，有力推
进了两街新村建设进程。
 西街村制定了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具体方案，方案中规定：西街拆迁安置方式分为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
两种，被拆迁户只可任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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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只眼睛看底层:中国三农调查实录》是李朝民同志而立之年的作品。
这是一本以“崇农立言、惟仁求真”为社训、以记录中国“三农”真相为主要内容的新闻作品集，视
角宽广、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既对新闻工作者搞好“三农”宣传报道具有参考价值，也对基层干部
群众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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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农民日报记者李朝民同志，你很好！
为人民办事，为农民办事。
 ——全国唯一的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这是一个有心人写了一本用心的书。
这些亲历的场景、生动的细节，会有助于许多人正确认知和研究中国“三农”历史。
好政策不是我们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不是起草文件的人在会议室里讨论出来的。
正因为朝民出身农民，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心系农民，才可能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受，
才可能写出这么多“接地气”的新闻佳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 朝民是个对“三农”有感情、有热情、有激情、有痴情的“四
情”记者。
本书浸透了他对农民群体和草根人群的深沉感情：哀其不幸之情力透纸背，励其奋起之愿跃然纸上，
感其坚强之怀扑面而来。
 事实就是最大的深度。
朝民最可贵之处是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没有假话、大话、空话。
这本书是农民报人“为农民说话，反映农民呼声”的一个缩影。
 ——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唐园结 对底层百姓的境遇，理解比同情更有意义，呼吁比理解更有
价值。
作为一个农村记者，要经常注意抓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上传下达，为农请命。
作为一个农村记者，为农民说一句管用的话，比你获什么奖的意义都大。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记者的使命，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在记录历史。
朝民是一个敢讲真话，不说假话的人，是一个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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