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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乡见闻

证券时报记者山东回乡见闻：

反腐倡廉到基层 新农村建设遇障碍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新春佳节回到家乡是件幸福事，

与往年不同， 今年除家人团聚外，还

参加了山东家乡“父母官”举办的交

流会，席间来自天南地北的故乡人随

意畅谈，言谈中也可管中窥见郭树清

治下的基层政治与经济。

不出意料， 乡镇基层干部谈及

最多的就是反腐倡廉和新农村建

设；出乎意料的，是基层政府和官员

对于反腐倡廉的深刻感受， 以及推

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反腐倡廉到基层

“大年三十你值班到几点？我到

下午五点半才敢走。 ”“你们公车怎

么安排的， 我们除一辆机动执法车

外，其余都封存了。”“听说一律不得

接待上级领导。 ”

谈及今年的反腐倡廉， 席间乡

镇基层干部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

对制度的敬畏溢于言表。

一位镇长告诉证券时报记

者，他所在的乡镇，春节前最后一

个工作日的所有值班干部，没有一

个人敢在正常下班时间之前离开，

即便在新年后的几天假期里，大家

也是轮流值班，值班期间没人敢擅

离职守。 新制度之下，人人严格执

行， 尤其是书记和镇长更起到了

带头作用。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 在春节

前的几天， 一个传闻令不少乡镇干

部紧张， 那就是聊城市纪委成立了

巡视组， 将抽查所有乡镇干部在春

节期间的在岗情况， 虽然最终并没

有哪个乡镇被抽查， 但大家对制度

的敬畏之心更为加深。

除了严格值班制度外， 公车使

用成为反腐倡廉的重中之重。 以往

的新春佳节，乡镇干部走亲访友、接

待外地来的亲朋好友等总免不了使

用公车，但在今年却大为改观。这次

前往交流会， 几乎所有乡镇干部都

开着私家车；春节后的走亲访友，以

往习惯使用公车的干部也开起了轻

易不用的私家车。

“别说走亲访友了，就算是公务

消费也不能太随意。 ” 另一位镇长

说，为了招商引资宴请企业家，不得

不出入酒店，但一般也开自家车。

新农村建设困境

尽管遭遇严格的反腐倡廉，但

不少乡镇还是举办了交流会， 宴请

在外地工作的本乡人， 毕竟新农村

建设需要招商引资的帮衬。

在记者家乡， 新农村建设正

如火如荼， 但资金和项目的缺乏

让这些基层官员伤透了脑筋，寄

望于在外地工作的本乡人也就在

情理之中。

按照上级政府的文件， 新农

村建设需大力压缩行政村的数量，

将多个村庄的居民转移至一个村

庄，通过修建楼房集中居住，在更

少的单位土地上消化更多人口，将

农村腾出的宅基地转化为耕地，将

腾出来的耕地指标在城市转化为

建筑用地指标。 每腾出一定数量

的土地， 政府将补贴一笔不小的

款项。

然而， 摆在镇政府面前的难题

是，上级政府的拨款需要完成

150

亩

地上的村民转移，但谁来垫付完全转

移前的筑楼资金和土地、 房屋补贴；

村民的房屋和楼房的价值有较大差

额，土地和房屋补贴仍不足时，如何

保证村民能住上楼房；

150

亩土地需

要连片，但往往出现几户农民占据最

后一小块地，造成其他迁移农民拿不

到补贴。

此外，从长远看，将农民集中到

一个行政村后，一是村民将远离自家

的农田，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去照看农

田并不现实，二是不少农民将农田出

租后也需要就近找到工作。

这一切都需要乡镇政府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 用项目的就业岗位安

置新农村未来的村民， 用新吸引的

资金盘活新农村的建设， 这条路任

重道远。

拿什么拯救你，

正在荒废的耕地

见习记者 曾福斌

随着国家城镇化会议的召开，

关于二次土地改革的舆论正火，可

有些地方的现实却让土改前景蒙上

一些阴影。 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

老家， 记者所看到的关于农村土地

承包流转、 集约化经营的情形就并

不乐观。

今年春节记者回到家乡， 和前

几年的所见所感大不相同。 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片一片荒地， 仅有零

星的几块地种着些青菜。而以往，这

里是连片的油菜花， 是一道道美丽

风景。 春节期间会吸引很多摄影爱

好者来此拍照， 很多人的全家福也

是在油菜地里拍的， 养蜂人也会在

冬天迁徙到赣南地区， 借油菜花盛

开的季节收获质量上乘的蜂蜜。 近

几年种油菜的越来越少， 养蜜蜂的

人也越来越少。

农民为何会放弃土地？很多家乡

人谈起这个话题都会给出一个相同

答案：种地不划算，外出打工的收益

远远大于守着一亩三分地的收益。因

此往往是成年劳力外出务工， 老人、

小孩在农村，老人种地完全是为了自

给自足。 目前，只有少数县城郊区的

农民会自己种大棚蔬菜、养鱼，并销

往县城。随着过去几十年农民工的大

量进城， 农村劳动力早已转移到城

市，农村土地大量“解放”，农村土地

集约化、规模化生产迫在眉睫。

目前，于都地区也有部分人在走

集约化道路，如于都县高龙乡有家乡

人在前几年承包了一大片山地加粮

田，其中部分种酸枣、部分养猪、部分

种农作物，总投资几十万元，但目前

并未见收益。 据这位同乡介绍，收益

情况不好， 一是产量未有效提高，二

是销售渠道不畅通， 加上远离县城，

山路崎岖，运输成本并不低。

更多人选择了观望，主要是担心

农村土地太分散， 土地整合效率低，

整合成本太高；此外，当地地处丘陵

地带，地势不平坦，无法实现机械化

作业和规模生产，经济效益低。 很显

然，少了政府的牵头整合，同时提供

资金方面支持，民营资本基本是不会

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

林地承包方面则好于农村耕

地， 现在赣南地区的成片山地已经

被承包，种上了脐橙、茶子树，虽然

目前也还没看到什么成果， 但显然

更受承包人欢迎， 一是因为很多林

地没有像耕地一样有明确的权属；

二是林地地域大，适合成片经营；三

是承包后，政府将提供一定补助，这

也导致有些承包人为了套取政府资

金而承包林地。

对于正在大量浪费的农村土

地， 如何找到一个好的方式促进其

流转，让大量民营资金参与进去，实

现农业的现代化生产， 已成当务之

急。 在记者看来，首先需要解决的，

是让资本看到农村耕地承包后的经

济价值，然后才能促成资本、政府与

农民三者之间的博弈。

清洁乡村绽放美丽之花

证券时报记者 唐立

尽管归途马不停蹄， 但迈入家

门时已是夜幕难挡， 迎接我的仍是

母亲的温和目光。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十年来，我

很少回乡过年， 与其说工作忙碌抽

不开身，不如说是近乡情怯。 是的，

过惯了城里便利的生活， 我承认每

次打算回乡时， 总是为那些飞扬的

尘土或泥泞的道路纠结不已。

不过， 所有纠结的记忆似乎在

马年到来的第一天了结。 大年初一

早上， 一夜喧嚣的鞭炮声虽然已归

于沉寂， 但院子里龙眼树上的小鸟

欢歌还是让我做不到自然醒。 刚吃

罢早饭， 就听见门外传来儿时玩伴

忠明的呼叫：“叻仔！叻仔！”我知道，

一天的串门活动开始了。

跟着忠明向村里开拔时， 我才

发现， 从村前穿过的省道旁支生出

了三条平坦整洁的水泥路， 这三条

水泥路又如同枝桠般， 延伸到了村

里家家户户的门口。 在村道与省道

的交叉口， 各摆放着一只硕大的绿

色垃圾桶，上写“美丽榜圩 清洁乡

村”，我这才意识到，资本市场上热

炒的环保概念，如今看得见摸得着，

已赫然来到了故乡。

忠明告诉我说：“镇上去年初开

展清洁乡村活动， 村里每户都发到

了一个小垃圾桶， 以后自家垃圾不

能随便在村里的偏僻处乱丢， 或者

再往绕村河里倒了。 现在大伙已经

很自觉地把生活垃圾归集到那几个

大垃圾桶， 然后由环卫工人负责定

时清运。 ”忠明还说，去年端午节左

右，镇上开展清洁活动评比，村里得

分靠前，受到镇里通报表彰，为此乡

亲们还宰猪摆了欢庆宴。

再往前走，道路两旁绿影婆娑

的香蕉树、黄果皮树等不停映入眼

帘，还有一栋栋粉刷一新的小楼房，

院内杂物堆放整齐。 故乡旧貌换新

颜，这真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这样的环境卫生整治活动会

不会是“一阵风”，然后变成“走过

场”？ 串门时见到了年过七旬的兰

伯，手脚依然利索的他正在屋檐下

忙着整理稻草。 当我大声跟他道新

年好时，眉头喜悦的兰伯索性扯开

了嗓子，用山歌回应我：“哎！ 生活

变得更好咧……”这兰伯活脱就是

个老顽童，我至今记得他早年曾因

在屋檐下乱堆稻草、牛粪而与邻屋

王婶的争吵，现在看着他将码好的

稻草整齐堆砌而“不越雷池一步”，

才让我真心感到，变好的不仅是村

里的环境卫生，人们的行为习惯也

变得更好了。

选择大城市，

还是留在小地方

证券时报记者 刘晓晖

18

年前的

1996

年

，

我在第一

份谋职的

《

淄博晚报

》

工作

，

那时

是我第一次写春节家乡见闻

。

1996

年春节

，

我刚刚大学毕业一

年半

，

家乡山东省胶南市是属于

青岛市的一个县级市

。

18

年后的

2014

年

，

我在家乡

又过了一个春节

。

今年

，

我大学毕

业近

20

年

，

我的家乡也变成了山

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

2012

年底

，

经

国务院同意撤掉了原来的胶南

市

，

将胶南市和黄岛区合并成了

新的黄岛区

。

一个抹不去的记忆在去年发

生

，

2013

年

11

月

22

日

，

成立不足

一年的新黄岛发生了

“

11

·

22

”

中石

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

大事故

，

共造成

62

人遇难

，

136

人

受伤

，

直接经济损失

7.5

亿元

。

春

节同学聚会的时候

，

在黄岛工作的

同学谈起此事仍然惊魂未定

。

我在上海工作十几年

，

在当

地同学眼里

，

属于在大城市打拼

、

有出息的人

。

经过不懈的奋斗和

努力

，

我从一个三线城市的地市

级报社记者成长为在上海工作的

全国性财经证券大报的记者

，

但

与留在家乡工作发展的同学们相

比

，

我却没有丝毫优越感

。

毕业

20

年来

，

在家乡工作的

同学们也在抓住了属于自己的种

种机遇

，

在不同领域大展身手

：

一

些同学进了地方机关

、

企事业单

位

，

还有一些同学自己创业

，

生意

有大有小

，

但也是红红火火

。

同学

聚会时

，

大家更多谈论的是买地

、

生二胎

，

谁谁谁在农村搞了

200

亩地

，

谁谁谁又生了一个孩子

。

倒

是一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

，

生

活得更为循规蹈矩

。

小地方确实是熟人社会

。

比

如当年的甲同学毕业后进了机关

当了公务员

，

现在已经是某镇镇

长

，

而乙同学高考失利后回农村

种地

，

后来跟着家人出来搞城市

绿化项目

，

甲同学以政府公务员

的身份帮乙同学介绍了不少生

意

。

同学聚会时

，

在我们眼里

，

甲

同学和乙同学都过得不错

，

他们

也确实都过得不错

。

而我们班的高考第一名在哪

里呢

？

丙同学在上海工作

，

博士毕

业后继续留在高校

，

教书育人

，

搞

科研

，

辛苦赚钱

，

买房结婚

，

等他

女儿出生的时候

，

丁同学第二个

孩子都已经一岁多了

。

丁同学

1992

年大专毕业之

后就回老家工作了

，

做老师

，

很快

就结了婚

，

1995

年

，

25

岁的她生了

大女儿

。

老公做建筑设计

，

后来自己

开了事务所

。

2007

年

，

丁同学因为意

外怀孕

，

放弃了教职

，

偷偷生了二胎

。

2013

年

，

大女儿去南京读大学了

，

小

儿子也上了小学

。

丁同学老公生意不

错

，

她虽然做了全职太太

，

但这两年

小儿子大了

，

她也没闲着

，

和几个朋

友一起办了一个教育机构

，

专门从事

高考补课

。

她的几个共事的朋友都还

留在体制内做教师

，

不方便出头露

面

，

她则可以不受

限制出面张罗很

多事情

。

基本上

，

作为没有什

么背景的

外地人

，

我

们在北京

、

上海等一

线城市努

力打拼

，

等

到有条件买

得起房生得

起孩子的时

候

，

在家乡

工作的同学

们都早早有了

几套房子

，

孩子

都已经很大了

，

那

些想办法生二胎的

，

第二个孩子和我们第

一个孩子差不多大

。

我们

束缚在大城市的有序生活之中

，

同学

们却在小地方如鱼得水

。

这一点

，

高

中毕业

20

年后更显分明

。

在大城市工作的我们

，

作为外

地人

，

大多数只能在国企

、

外企

、

民

企等实体内打拼谋职

，

而留在家乡

发展的同学们

，

拥有各种资源和人

脉

，

他们更适合创业

。

作为一个证

券行业记者

，

我很希望能早日看到

同学创办的企业能做到上市

，

事实

上

，

有几个同学的产业已经很大

，

正在酝酿股份制改造

。

套用一句姚明的名言

，

感谢这

个伟大而又进步的时代

。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