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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小岗村大包干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2000 年，

安徽率先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 年，安徽开展农村综合改

革试点。安徽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一次又一次翻开我国农

村改革的新篇章，正如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言：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一、敢为天下先的“大包干”精神 

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在这片沃土上，孕育出很多

彪炳史册的创新案例，也涌现了很多功绩卓著的创新人物。这其

中，以改革开放之初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凤阳小岗村村民为代表，

他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创造性地实行包干到户，贴着身家性

命换来全村人的温饱。这一创举，既激活了当地农村活力和农业

生产力，又打破了当时很多人思想上的禁锢。他们探索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取得的成绩，让中央领导和农村百姓看到，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可以创新形式和手段。 

这群人，他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解放思想、

求真务实的求是精神，风险共担、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尊重民

意、以人为本的民主精神，被称为“大包干”精神。这种精神，

是安徽农村改革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安徽今天大力开展

科技创新、下好创新“先手棋”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源泉。 

http://www.baidu.com/link?url=pWp2yxm3m2PXPa6Ze2mVr5O5uyPPOGNDFVFvQlFdVs8SArgBK9_YyskhYfE_sA-qUCjhlqWQcLVjQeVs9OHqQU-XN4QcWr0wN0nnHKtzmLCg2ireWIHkW1WQJ5V7fKycX9rG5MhcWGH9Ly_GdEAX4Z1_MJbDludN74qGMIhkYJ6w1QIChDeCSzrSkotDW0Oi
http://www.baidu.com/link?url=pWp2yxm3m2PXPa6Ze2mVr5O5uyPPOGNDFVFvQlFdVs8SArgBK9_YyskhYfE_sA-qUCjhlqWQcLVjQeVs9OHqQU-XN4QcWr0wN0nnHKtzmLCg2ireWIHkW1WQJ5V7fKycX9rG5MhcWGH9Ly_GdEAX4Z1_MJbDludN74qGMIhkYJ6w1QIChDeCSzrSkotDW0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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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不是无源之水 

1978 年 11 月 24 日，小岗村 18 位村民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以

“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按下了红手印，开

创性地实行分田到户、搞责任制。在当时中共安徽省委的支持下，顶

着各方对于“大包干”的批评和压力，小岗村坚持创新不动摇，用实

践回应中央和地方领导关注的目光以及各界反对之声。他们不仅超额

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也让小岗村从过去的“讨饭队”翻身成为农

村生产有活力、农民肚子能填饱的“丰收村”，一时间成为中国农村

改革的典型，也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图 1  小岗村 18位村民“包产到户”契约 

1.“省委六条”吹响安徽农村改革的号角 

1976 年，“四人帮”被打倒，万里同志被中共中央派来主政安徽。

刚到安徽，万里立即深入全省各地、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调研，在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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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安徽严重的农村问题后，他认识到，人民公社体制的僵化和

农业学大寨极左的“做法”，已经严重束缚了安徽农业生产和农

民生活，必须另寻新的出路。1977 年 11 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全

省农村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当前农村经济几个问题的规定（试

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省委六条”的主要突破在于，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

担，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省委六条”公布

后，立即在安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邓小平同志看到后，大加赞

赏并提出“农村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站在今天再看

“省委六条”，很多规定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成为大家的共识，但

是在当时就是向“左”的政策宣战，许多规定突破了长期无人逾

越的禁区。可以说，“省委六条”是以万里同志为首的中共安徽

省委，凭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制定

出台的一份关于安徽农村政策的开拓性、创新性的文件。 

2. 肥西小井庄率先走出“包产到户”新路子 

1978 年 9 月，肥西县山南区山南公社小井庄生产队率先在全

国实行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当时

包产到户在安徽也不是“一枝独秀”。1978 年秋，安徽滁州来安

县也开始行动，到 1979年春，全县已有 34个生产队偷偷实行了包

产到户。“包产到户”与后来小岗村出现的“大包干”，本质上

是一致的，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和农业生产责任

制。而不同在于，“包产到户”是先承包、后算账，即农民承包

土地后，生产的粮、油、棉等上缴生产队，生产队将上缴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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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提留剩余的部分，按各户的产量再统一分配；“大包干”则是先

算账、后承包，农民承包土地前就和生产队签订契约，农民按契约约

定上缴国家和集体提留部分后，剩下全归自己所有。两者间微妙的差

异，也昭示着安徽农村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一段传奇即将续写。 

（二）创新不会一帆风顺 

2013 年 1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

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

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

折。”小岗村“大包干”的创新之路也是如此。 

1. 一场大旱逼着小岗人创新 

1978 年，安徽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全省 6000 多万亩良田受

灾，400 多万人和 20 多万头牲畜饮用水严重困难，全省粮食严重减产，

农民口粮所剩无几，有些农民被逼外出讨饭求生。更为严重的是，干

旱致使秋种无法进行，直接影响下一年收成，农民生活更加困难。位

于安徽省滁县（现滁州市）的凤阳县小岗村，也受灾严重。 

小岗村生产队是凤阳县有名的穷队之一，小岗村也是典型的“三

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在当时全国搞

“大呼隆”、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小岗村年年粮食欠收，

社员一穷二白。到 1978年，全村只剩下 20户村民。因此，这场旱灾更

是让他们雪上加霜，被饥饿折磨的小岗人终于按耐不住要去创新求变。 

2. 一张契约按下改革宣言 

1978 年 11 月 24 日，一个初冬的晚上，小岗村 18 户户主聚在一

起，商量如何填饱肚子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分田到户。但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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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在当时和人民公社体制严重相违，存在“走资本主义路线”

的政治嫌疑，很多地方想干但是没干也是担心被扣上这样的帽子。

面对可能定罪坐牢的风险，18 户小岗村民以中国最传统的形式，

写下“生死契约”，按下红手印。在契约中，他们不止确定了分

田到户和上缴公粮的做法，也托付了后事。这种今天看来既原始

又冲动的尝试，从根本上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彻底激发

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这一纸契约，不仅是小岗人穷则思

变、风险共担的精神主张，也谱写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 

 

图 2  当年小岗村村民在这间土坯房里按下了“大包干”的红手印 

3. 一封来信引来多方非议 

小岗人说干就干，土地、牧畜、农具一一分到各户。在 197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