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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劳动听从队长安排

走进周家庄
!

楼房均为统

一的大小
!

统一的样式
!

在统一

的门楼两侧
!

柿子树的树叶在

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白光
!

大街

上既看不见垃圾
!

也看不见家

畜
!

也很少有行人
"

!

月
""

日午后
!

仲秋的阳

光依然毒辣
"

吴平和另外
#

个壮劳力正

在周家庄乡政府对面平整一块

土地
"

每铲七八锨土
!

吴平都会

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额头

的汗珠
" #

队长让平地的
!

地平

整好干啥用我们也不知道
"

队

长让干啥咱就干啥
!

用不着问

那么多
" $

吴平说
%

就在吴平平整土地的同

时
!

不远处的高秀容正在修剪

一个篮球场外围的冬青树
"

与吴平的回答一样
!

高秀

容也说
!

她修剪冬青树也是队

长给分的活
!&

在我们这里
!

不

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
!

所有

劳动都是队长分配
!

队长让干

啥就得干啥
!

这样也好
!

不用操

心
!

但是一定要干好
!

干不好队

长就要扣我的工分
% $

高秀容

说
!

她属于周家庄乡第四生产

队
!

修剪好篮球场外围的冬青

树可以挣
$

个工分
!&

去年一

年
!

根据我的工分
!

队里给我发

了
%&&&

多块钱
!

男同志挣得

多
!

一年一般可以挣
'

万多块

钱
% $

周家庄乡一切劳动计算

都是以工分为标准
!

下地干活

的
!

看大门的
!

打扫卫生的
!

开

车的
!

甚至包括乡长
'

队长的

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

收入分配
"

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

行了
()*

项细分
!

每项劳动的

单位劳动量所得工分一目了

然
"

每项工作所达到的要求也

进行了具体规定
"

比如
(

收割机

收小麦
!

一平方米掉小麦不许

超过
'(

粒
!

否则便被罚工分
%

抽查者要趴在地上
!

清除杂物
!

进行查验
%

每次上工
!

队里的会计都

会记账
!

到年底统一结算
%

当年

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

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
'

水
'

电
'

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
!

算

出每个工的工值
%

在集体所有制下
!

一切听

队长安排
%

队长是生产队的权

力枢纽
!

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

生产计划时
!

几乎都是队长一

个人安排
!

报到合作社一般也

不会做大的修改
%

周家庄共有
'+

个队
!

由

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
%

&

这些队长都是
,&

年前任命

的
!

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

长进行过调整
!

并没有采取过

选举制
% $

合作社主任韩建明

说
!

队长必须懂技术
!

懂得生

产的每个环节
!&

老是换人也

不好
% $

$

乡政府
%

外衣下

的
$

人民公社
%

-!.,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确立
!

为中国理顺农村

生产关系打开了新路子
!

拉开

了农村改革的大幕
%

那么
!

-!.,

年时
!

周家庄乡是如何在

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中

成了
&

例外
$

的
)

提起此事
!

周家庄人都会

想到雷金河
%

直到
,++-

年去

世前
!

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

庄的灵魂人物
%

周家庄现在

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

雷金河
!

-!$(

年
!

雷金河为首

的一班人制订了
&

干多少活
'

记多少分
$

的规定
%

当时
!

这

样细致的
&

定额管理
$

异于

全国其他公社
%

-!$/

年周家

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
-!$(

年增加了
$,0

%

&

雷社长对我们周家庄的

贡献太大了
!

可以说
!

没有他也

许就不会有周家庄的今天
% $

%$

岁的周家庄人吴保天说起

雷金河
!

话语中还带有些许崇

拜
%

而周家庄乡现任党委书记

雷宗奎就是雷金河的孙子
%

&

-!.,

年
!

农业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

式
%

不过
!

我们周家庄集体经济

基础比较好
!

开会讨论是否要

分地的时候
!

绝大多数社员都

不愿分地到户
% $

吴保天说
%

&

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

-!$.

年
!

-!.(

年就改为周家

庄乡了
!

自从
-!$(

年周家庄实

行的就是能够调动每个人劳动

积极性的按劳分配的
&

三包一

奖
$

生产责任制
!

这不同于一

般人民公社的大锅饭
% $

周家

庄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
%

事实上
!

周家庄人民公社在

-!.(

年改为周家庄乡后
!

记工

分
!

分口粮
!

集中耕作
!

统一分配

收入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变动
%

允许个体经济的

$

人民公社
%

&

要想了解周家庄
!

就必

须转变固有的观念
!

这里跟其

他许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样
% $

王月双激动地说
!

周家庄允许

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
!

他们并

不乐意叫
&

人民公社
$ %

(&

年的时间
!

已经让改革

开放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地

方
!

周家庄也不例外
%

在周家

庄
!

同样有一些人不愿意受集

体经济的束缚
%

范红
*

化名
+

就是其中一

位
%

她是二队的社员
!

在周家庄

乡政府附近经营一家商店
%

范

红告诉记者
!

她的商店开业
/

年了
!

/

年前
!

她到石家庄为做

生意的亲戚帮忙
!

便对做生意

产生了兴趣
%

#

我并不是对周家庄的集

体经济模式不满
!

做生意是我

的个人选择
!

如果不做生意
!

每

个月也能收入千把块钱
!

并且

不用操那么多心
!

只是我感觉

那样的话有点碌碌无为
!

有点

不自由
% $

范红说
%

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
!

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

有制
!

却不控制公民个人财产
!

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
!

更大的

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

的发展
%

范红选择自由是付出一定

代价的
!

因为她每年要向队里

交纳
-&&&

元的公积金
%

根据周家庄乡合作社的规

定
!

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

体劳动的社员
!

每年必须要向

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

金
!

因为他们还享受公社的各

种福利
%

具体数额为男性每年交

-$&&

元
!

女性每年交
-&&&

元

*

有
%

岁以下小孩的免交
+ !

$%

岁到
%/

岁的男性和
/-

岁到

$$

岁的女性看成半劳力
!

公积

金减交一半
!

男女超过半劳力

岁数以上人员从事个体不用再

交纳公积金
%

$(

年前实现中小

学一切免费

周家庄共有劳力
%&&&

多

人
!

其中
.&1

在企业
!

-$2

从

事农业
!

$3

从事个体私营业
%

在
*++%

年
!

周家庄工农

业总收入
/.%).

万元
!

比
*++$

年同期增长
.0

!

人均收入水平

达到了全市最高
!

财政收入也

是全晋州市第一
!

还荣获全国

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

由此可见
!

周家庄这个

#

人民公社
$

仍具有一定的

活力
%

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

的同时
!

周家庄的集体经济

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

这种增

加的受益者自然还是周家庄

的社员
%

从
-!.-

年开始
!

周家庄的

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

水
%

次年
!

公社开始对年满
%$

周

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
'

对孤寡

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

随

后
!

中小学一切费用全免
%

#

随着时代的进步
!

我们

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断改新
!

以前
!

养老津贴是每个月
(+

元
!

从去年开始涨到
%+

元了
!

目前
!

我们正在酝酿一批新的

福利政策
% $

王月双说
%

公社里的福利体系
'

集体

经济的主要来源
!

其实是靠乡

里的
!

家集体企业在支撑
%

一份资料显示
!

*++$

年
!

周家庄的农业纯收入是
*-*-

万元
!

而一个周家庄阀门厂的

纯收入就达到
*$/!

万元
%

吴强是阀门厂的门卫
!

他

告诉记者
(#

我们也是按工分

发工资
!

我去年发了一万多块

钱
!

真正在工厂内做工的人都

能发两万多块
% $

$

人民公社
%

期待改变

虽然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

式
!

让社员
#

不用操心
$#

生活

有保障
$ !

不过
!

还有一部分人

认为这种模式存在不少弊端
%

#

我还是感觉把地分了

好
!

这样更公平
!

干活更有积极

性
!

可是我们又不敢说
!

自己做

生意吧
!

也没那本事
% $

二队社

员吴女士说
!#

我们队长光会

给我们分活
!

他自己就从来不

干
!

发的钱却比我们都多
% $

吴女士还向记者透露
!

#

周家庄乡的很多干部
!

包括

生产队长
!

几个厂的厂长
!

都是

乡党委书记雷宗奎的亲戚
% $

对于吴女士的说法
!

王月

双这样解释
(#

任何一件事情

都不可能做到让人人满意
!

有

人不满意很正常
!

只要大多数

人满意就好
%

多年来
!

周家庄的

风俗是女不外嫁
!

男不外娶
!

所

以
!

要是追根溯源
!

周家庄人人

都是亲戚
% $

周家庄乡从乡长
'

副乡长
!

到武装部长等
!

都是没有工资

的农民身份
!

分红收入只比平

均水平一万五六略高一点
%

让周家庄乡的干部们最为

得意的福利政策
!

也有社员提

出质疑
%

#

啥福利政策啊
!

我们可

没感觉到
!

其他乡镇的农民吃

水
'

孩子上学也是免费
% $

三队

社员韩先生说
!#

应该把地分

了
!

那样干活才有积极性
!

那些

想混饭吃的人就混不成了
% $

吴女士和韩先生都提到了

#

积极性
$ !

这也是乡党委书记

雷宗奎一直思考的问题
!

他已

经意识到
!

生产缺乏积极性
!

工

业过于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等集

体经济的局限性
%

那么
!

周家庄的体制能否

延续
!

它的明天在哪里
)

这些问题也一直困扰着雷

宗奎
!

他也说不清楚
%

他只是觉

得
!

集体经济确实还有许多要

改进的地方
%

据
&

郑州晚报
'

秋天
!

是收获的季节
%

前不

久
!

兰州电影制片厂一行数人
!

专程赶赴山西绛县
!

为
*+

集电

视连续剧
,

木瓜河边弯弯路
-

*

暂定名
+

选景
%

一时间
!#

绛

县要拍电视剧
$

的消息不胫而

走
!

传遍了河东大地
%

该剧是根据绛县农民刘俊

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

而刘俊义

仅仅上过小学四年级
%

更令人称

奇的是
!

他曾两次入狱服刑
!

是

乡亲们眼中不务正业的
#

二流

子
$ %

然而
!

浪荡了几十年后
!

刘

俊义浪子回头
!

终于做了一件让

大家刮目相看的正经事
%

酷爱读书
(

小学四

年级文化梦想当作家

刘俊义个头不高
!

有些黑

瘦
!

平头
!

戴一副宽边眼镜
!

样

子很是斯文
%

!

月
%

日
!

记者见

到他时
!

他正在绛县横水镇东

录村家中读小说
%

刘俊义
/

岁时
!

母亲因产后

风去世
!

刚出生的弟弟只好送

人
%

父亲带着他和一个姐姐
'

一

个哥哥艰难度日
%

他
-*

岁那年
!

父亲患上了肺气肿
% #

有一天
!

姐姐突然到学校拽起我就往家

赶
%

回到家时
!

父亲已经去世了
%

我不得不辍学
!

随着已经结婚的

姐姐生活
% $

提起往事
!

$-

岁的

刘俊义难掩心中的酸楚
%

刘俊义从小就特别喜欢看

连环画和各种写着字的纸
%

辍

学之后
!

他这爱好也没改
%

村

里至今还传着一个笑话
!

说刘

俊义上厕所半天不出来
!

有人

去看他是不是掉进粪坑里了
%

进去一瞧
!

刘俊义正拿着别人

擦过屁股的报纸在津津有味

地看呢
.

稍大一些
!

刘俊义迷上了

读小说
"

当时
!

还是
&

文革
$

期

间
!

从各家各户抄来的书都放

在大队部
"

刘俊义利用自己的

小聪明
!

与看管库房的人打得

火热
"

他不仅可以看到别人看

不到的禁书
!

而且还能带回家

细细精读
"

他与小说中的主人

公同喜同悲
!

梦想自己将来也

成为一名作家
!

写尽人间喜怒

哀乐
"

但许多人都说
!

他只上过

小学四年级
!

还想写小说
!

真是

痴人说梦
"

别人不理解他
!

刘俊义的

一位老师却理解他
!

并介绍刘

俊义到闻喜县东胜公社写材

料
!

果然
!

刘俊义到了公社后如

鱼得水
"

虽然只上过小学四年

级
!

但他写出来的材料极受公

社领导喜欢
"

字字句句都能说

到点子上
!

刘俊义成了东胜的

&

笔杆子
$ "

刘俊义说
!

童年的不幸
!

为

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
",

木瓜河边弯弯路
-

中的主

人公山娃的原型就是自己
"

两次服刑
(

自暴自

弃
(

却得
$

贵人
%

相助

刘俊义
*.

岁还没结婚
!

当

时已是绝对的大龄青年
"

那时
!

他不仅穷
!

而且偷鸡摸狗
!

好吃

懒做
!

动不动就出手伤人
!

成了

乡亲们眼中惹不起躲得起的

人
!

谁敢给他说对象
!

即使说了

谁又敢嫁给他
)

然而
!

东胜一个常常给广

播站投稿的女青年
!

对刘俊义却

是情有独钟
"

她叫牛新萍
"

在牛

新萍心中
!

刘俊义是个了不起的

人
"

后来
!

两人喜结伉俪
"

然而
!

正当大家改变看法
!

重新认识刘俊义的时候
!

一场突

如其来的事件使刘俊义坠入人

生的低谷
"

-!!-

年
!

刘俊义去临

汾市一个村庄收药材时
!

发现自

己订的货要比另一家的贵
"

于

是
!

他拒绝收购订货
"

货主因此

与他发生争执
"

在冲突中
!

刘俊

义将对方打成腿骨骨折
!

构成重

伤害
!

他被判刑三年
"

-!!$

年
!

刚刚刑满释放的

他
!

又因卖给河北某村梨苗时

夹杂有半成品
!

被判处有期徒

刑两年
"

-!!)

年
!

他再次刑满释放

回家后
!

惟一的女儿因承受不了

父亲给她带来的压力
!

弃学离家

出走
!

杳无音讯
"

妻子也想和他

离婚
"

刘俊义苦不堪言
!

破罐子

破摔
!

做起了
&

碰瓷
$

的营生
"

想

捞上一笔钱后
!

一死了之
"

第一次
&

碰瓷
$

是在东胜
"

一辆小四轮由东向西驶来
!

刘

俊义骑着摩托车撞了上去
"

尽

管小四轮紧急刹车
!

最终还是

把摩托车撞坏了
!

也让刘俊义

住进了医院
"

后来
!

小四轮车主

不仅给刘俊义修好了摩托车
!

治好了病
!

还给了他
$++

元的

营养费
"

$++

元
!

对于当时一贫如

洗的刘俊义来说
!

是一笔巨款
"

尝到甜头的刘俊义
!

策划起了

更大的买卖
"

一天
!

在东录村村口
!

一辆

警车飞驰而来
"

刘俊义毫不犹豫

地撞了上去
"

司机见状
!

猛打方

向盘
!

但还是把刘俊义刮倒了
"

这时
!

车上下来一个人
!

走

到刘俊义跟前
!

一边抚摸他一

边温和地问
(&

摔得严重吗
)

是

不是喝酒了
) $

刘俊义活了
/+

年
!

还没有

人这么亲切地和他说过话
"

他有

些感动
!

但又不愿说出实情
!

于

是挥挥手说
(&

你们走吧
!

没

事
" $

那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

又掏出
$+

元钱
!

给了刘俊义
"

这

人就是绛县司法局局长任和辰
"

任和辰晚上回到家后
!

觉

得白天发生的车祸有些蹊跷
!

前前后后分析了几遍
!

觉得撞

车人事出有因
"

第二天
!

他又去

东录村找到了刘俊义
!

与刘俊

义推心置腹地谈起了人生
"

刘俊义很受感动
!

一五一

十把自己这些年来发生的事详

详细细讲给任局长听
"

任和辰

和他说
(&

老刘
!

你不是想当作

家吗
)

把你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通过艺术加工
!

写出来
!

我在出

版社有很多朋友
!

写成后我帮

你出书
"

人总要给自己找一条

合适的路
!

发挥自己的特长
!

振

作精神
!

干出一番事业来
"

人生

在世
!

不能白活
" $

一席话
!

说得刘俊义心里

热乎乎的
!

创作的冲动
!

在他心

头燃起
"

四年五易其稿
(

三

十万字小说终出版

在任和辰的帮助下
!

刘俊

义离家两年的女儿也找到了
!

一家人又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

*++*

年的一天
!

刘俊义对

妻子说
(&

我不能让任局长失

望
!

要尽快动笔写
" $

其实
!

早在上世纪
.+

年代

后期
!

刘俊义就开始写一部反

映农村改革的小说
!

而且已经

写了一部分
!

但写着写着就写

不下去了
"

至今
!

那摞稿纸牛新

萍还保存在柜子里
"

知夫莫若妻
"

为了不影响

刘俊义写作
!

牛新萍决定到运

城市去打工
"

她把刘俊义反锁

在家里
!

每星期给他打一次电

话
!

半年回来一次
"

临走时
!

牛

新萍把油
'

盐
'

酱
'

醋
//

能准

备的都给刘俊义准备得停停当

当
!

还给他买了十几箱方便面
"

起初
!

刘俊义怎么也进入不

了写作状态
!

面对稿纸
!

一片茫

然
"

他回想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

坎坎坷坷
!

风风雨雨
"

想着想着
!

一个山娃的形象跃然纸上
"

有时候
!

实在写不下去了
!

他就拿出口琴
'

二胡吹上一阵
!

拉上一阵
"

辍学后
!

刘俊义学会

了吹口琴
'

拉二胡
"

他不识谱
!

也

不会唱歌
!

但只要别人唱一句
!

他就能学着吹出来
!

拉出来
"

渐入写作状态的刘俊义从

此两耳不闻窗外事
!

一心一意

钻进了小说的情节里
!

与山娃
'

田玉儿同悲同欢
!

演绎着
&

木瓜

河边
$

凄凉而美好的爱情故事
"

刘俊义的小说改了写
'

写了

改
!

前前后后
!

四年五易其稿
"

用

过的稿纸摞起来
!

有一米多高
"

*++%

年
!

(+

万字的小说

脱稿
"

刘俊义说
(&

当初
!

任局

长鼓励我写小说时
!

说他认识

出版社的人
!

其实他一个也不

认识
!

只是为了鼓励我
!

撒了一

个善意的谎
"

如今
!

书写成了
!

上哪儿出版呢
) $

在省城一位作家的帮助下
!

刘俊义来到一家出版社
!

而这家

出版社要三万元才能出书
"

对于

刘俊义来说
!

不要说三万元
!

就是

三百元
!

他也拿不出来
"

绛县县委

书记张冠得知刘俊义写了一部

反映农村改革开放的小说后
!

给

了两万元的资助
"

最后
!

他们选择

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
"

*++)

年
!

兰州电影制片厂

厂长石斌看到小说
,

木瓜河边

弯弯路
-

后
!

觉得这是一部反

映农村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品
!

决定投资
%++

万元
!

将
,

木瓜

河边弯弯路
-

拍成电视连续

剧
"

不日
!

将正式开机拍摄
"

据
&

三晋都市报
'

/012&3456789:;

UVWXYZ[\]^

_`ab8cdefgh

ijklm^no\^\p

q^frst^uU\]v

wxyz{-|}~��

?�5678�C���

��^ �r������

�^ �������n�^

�������#�/ '"

7�� ¡�!�#¢^z

{£¤��^¥¤¦§;

¨ %$(!?©ª^ ��

« ¡�!�#5678

�j¬m )( ?^ ®¯�

�r�°±²U³´56

78µ¶�¢·^¥¸ª¹

º»¼½U¾�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