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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览

（上接A10版）

风骨
不跟风，有主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的一场大革命

来临，七里营诞生的口号“人民公社好”谢

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遍地燎原，广大农

民分田到户“大包干”的欢呼声中，无数目光

盯着刘庄，盯着史来贺。

刘庄又成一座“孤岛”——分？还是

不分？

这一次“大包干”，非比以往，非同寻

常。天大的压力之下，这是最艰难的一次抉

择，最严峻的一场考验。

生龙活虎本是史来贺的生命常态。现

在，他沉默了。

此时的刘庄，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水利化，突破了单一农业格局，工林牧副占

总收入70%，2/3以上劳力转移到了二、三产

业，集体实力雄厚，机械化程度高，管理能力

和技术能力较强，村民收入稳步增长，出现

了阔步前进的势头——刘庄分不分？

全村300多户出现3种声音，“不分”占

75%，“两可”占20%，“分”占5%。想分的

人，有的认为凭本事单干会过得更好，有的

指望拆分集体，自己一夜变成万元户。

第二次讨论的群众大会上，老史从台上

站起来，竟然把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中整整一大段话、烂熟于心的200多字，一

口气背了出来！……既然红头文件都说了，

“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

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

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

切”，村里大多数人坚持的“不分”更占上

风。但老史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他到想分

的人家走访摸底做工作。最终，除了2户决

意出去单干，刘庄上下形成共识——不分。

刘庄历史上，每一次特立独行都是一次

强刺激，都激发出新一轮的强大内在动力。

干部群众憋着一股劲，决心展现出集体致富

的优越性。1980年，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

“小康村”。

1981年8月，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刘庄，

对史来贺说：单靠抓农业，100年也富不起

来。你找到了一种好形式。你们先进单位

就要先走一步。

1982年，刘庄农工商联合社成立，分为

农业、园林、畜牧、工副、商业、农机、建筑7个

专业36个承包单位，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

产、分工协作、奖罚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

包责任制。2个单干户后来又回到了集体。

21年后，史来贺去世，捧出了2002年那

最后一本账：355户1616人的刘庄，固定资

产近 10亿元，总产值 8.8 亿元，上交税金

4500万元，人均实际分配1万元，户均存

款20万元。村民享受20多项公共福利，

上学、看病、养老费用由集体承担，并在兴

建别墅新村。农业实现机械化、水利化，

粮食亩产稳居千斤以上。除19名劳力在

农场经营1050亩耕地，其余劳力从事二、

三产业。全村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农

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生活

城市化。

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刘

庄，感慨道：说句心里话，社会主义好，刘庄

是有说服力的。

“不倒翁”“擦边球”——也有人会这样

说。从这种比喻里，涉世未深者看到的是

“术”，是技巧；阅历丰富者看到的是“道”，是

信仰。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刘庄

道路的长期探索中，史来贺在正确把握大方

向上功力日深，不论顺风逆水，不论激流险

滩，始终处理好“三个关系”：中央路线方针政

策与本村实际的关系，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

责的关系，有主心骨与不断创新的关系……在

刘庄退休人员党支部会上，老党员们含泪

相问：“50年了，老史咋总是能跟中央保持

一致呢？对照对照，他做的都符合人民的

利益啊！”

梦想
集体空，没人听；群众富，走的才是

社会主义路

史来贺奋斗50年，刘庄奏响三部曲：

60年代末，实现粮棉双高产，成为全国

最早一批解决温饱的先进村；

80年代初，依靠集体工副业，成为农村

“中原首富”；

进入21世纪，以生物药业为龙头，稳居

全国农村前列。

“集体空，没人听；群众富，走的才是社

会主义路。”然而刘庄的这条路上，一颗汗珠

摔八瓣儿，是一般人吃不了的苦。

想当年，进入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的80年代，刘庄的种种骄人成果，统统成了

小打小闹。在争上项目的热潮中,这一群

农民坐不住了，钻天拱地，左冲右突，一阵

盲目乱撞。

老史过去样样在行：抬头看天，预言灵

验；隔皮挑瓜，个个包甜；干活也爱示范，从

耩麦子到使牲口，从装车到挖河，直至建厂

办企业……群众认定，老史说啥跟着走，没

错儿。这时有人起了怨言：“搞搞这，搞搞

那，弄弄停停，拿钱往火里扔哩？”

1984年，万里副总理给史来贺回信，鼓

励“刘庄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对广大农民

是个有力的鼓舞”。姚依林副总理视察刘

庄时说：“老史啊，你这个经济实体实力雄

厚，要办，就办大企业，小企业让给周围村

子去办。”

老史心中豁然开朗，反思过往，面向未

来，从此为刘庄经济腾飞“定盘子”：一切重

新开始，想高的，干大的，勤劳致富变为科技

致富，村办企业办成现代化大企业！

恰于此时，机会像一根青藤悄悄地伸向

老史。

北边魏庄与新乡县第二制药厂联合办

厂，为二药生产药品“中间体”，老史应邀参

加开工剪彩，生物医药工程这个新名词一下

子攫住了他。二药李厂长向他推荐的微生

物专家，是江苏无锡微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

师钱铭镛。但钱工的住址，老史只知是在无

锡钱塘大街，不知门牌号，仅记得门口有根

电线杆。

已到郑州工学院电机系上学的史世领，

与2位村干部被派往无锡，一大早他们就沿

着钱塘大街电线杆挨门打听。几里长的大

街从头到尾没找到，下午重来，终于在一根

电线杆旁找到了邻街单扇门里的钱家。钱

工一听却摆手：这事农村干不了，干不了！

返回后，老史说：“你们再去请。”

钱工千里迢迢，一进刘庄眼就亮了：“想

不到，中原还有这么漂亮的新农村，绝不次

于苏南一些先进村，了不起！”他和老史一见

倾心，一同创建淀粉酶厂。正好附近小冀镇

有二药一个肌苷车间，工艺流程与生产淀粉

酶相似，老史派12名尖子去培训，又派人到

无锡、南京、天津，学的也是菌种、化验、发

酵、提取、精制等技术。

（下转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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