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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市民亲历””有奖征文有奖征文

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四十年弹指一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

利召开，改变当代中国国运的改革开
放大幕就此拉开。

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向内地，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华夏大地，从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
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
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社会
转变；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的
社会转变，改革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
转折。

肚子饱了、钱包鼓了、房子大了、
道路宽了……就个人层面而言，这是
改革开放所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
受。

不论对于个人、家庭，部门行业
企业，还是国家和社会，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都是一个值得铭记、隆重纪念
的重要时间节点。

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何时吹
到滨州大地？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怎么推行的？在城市，国企改
革怎么推进的？从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涌现出多少
时代的弄潮儿……

即日起，我们热切地向各位读者
征集关于改革开放的当事人亲历文
章、家庭影像故事、部门行业发展侧
记以及图片、音视频影像资料等。

我们坚信，即使是一个小人物，
其个人际遇或家庭变迁也能从一个

侧面反映大的时代变迁，在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也有他（她）闪光的时刻，而
汇聚起这萤火之光，就能照耀着我们
在改革开放大道上继续大步向前。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所征集
的上述作品，我们将充分利用滨州日
报社旗下报纸、网站、微信等平台和政
务钉钉进行立体化、多角度刊发，市委
党史研究室也将选取其中的优秀作品
集结成册，让我们一起分享那些感人
的、鲜活的、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吧。

征稿要求：
征文作品须是未公开发表和出

版的原创作品。必须以史实为基础，
具有一定的史料性、趣味性与可读
性，应围绕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历
史成就、成功实践、经验启示等进行
非虚构撰写。突出改革开放40年来
滨州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
领域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奖项设置：
一等奖3名 每人价值500元读书卡
二等奖10名 每人价值300元读书卡
三等奖20名 每人价值200元读书卡
截止时间：即日起至9月10日
联系方式：投稿邮箱：bzrbwgl@

163.com，联系人：王光磊，联系电话：
0543—3186761

中共市委党史研究室、滨州日报
社、滨州联通公司

2018年6月18日

“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有奖征文启事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一个
新生的名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
说，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
村改革的又一大创举。如今《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施行
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旺盛的生命力是
无法估量的。改革开放40年，农民专
业合作社经历了萌芽、创建、规范三个
发展阶段。

阳信董徐村成立农民蔬
菜专业合作社，开创全省先河

滨州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可追
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8年8月，时
任阳信县供销社主任王雪松到县里汇
报工作称，翟王镇董徐村一个农民种
了20多亩辣椒，愁着无法销售。县里
随即进行调查，发现该镇农民种植蔬
菜很多，大多是无序生产。

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该县倡导
由翟王镇供销社组织农民建立蔬菜专
业合作社。供销社为农民提供种子、
农药、信息、销售等产前、产中、产后系
列服务，农民只管种植。这一组织生
产方式在全省率先试行，也成为省内

“依托供销社兴办专业合作社”提法的
由来，开创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先河。

1989 年 7 月，在全省农村工作会
议上，这一做法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
定，时任省委书记姜春云在工作报告
中列举了此例①。此后，全省乃至全
国出现了一股探索试点热潮，类似董
徐村那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
笋一般出现了。

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办出
滨州风格、产业特点来

1990年代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快速发展，一家一户的分散型、粗
放型的经营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小
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有一次，我们出发时看到路边一
大堆一大堆的圆葱都烂掉了，下车问
个究竟。一位50多岁的农民，见我们

下车便眼泪汪汪地当即跪下，说：“俺
种的上万斤圆葱卖不了都烂了，白忙
活了一年，‘钱袋子’丢了，家里上有老
下有小，还有一个脑瘫的女儿，往后的
日子咋过呀？请上级领导帮帮忙，给
俺找个出路吧。”

看着疲倦而憔悴的这位农民，我
们也很为难，劝慰了几句，便离开了，
心里酸酸的。我们在想，农民买难卖
难，产、加、销脱节，农业效益低下，在
我区乃至全省、全国是普遍存在的问
题。人民利益重于泰山，人民呼声重
达千钧。

车到山前必有路。1997年，时任
总理朱镕基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对
试点、创建农民合作社很感兴趣，作了
明确指示。此后，滨州地委、行署把以
供销社为依托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
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突破口来抓，由
原行署副专员燕钦国分工抓，时任副
秘书长张子禹靠上抓；政府推动、体改
委牵头，部门配合，典型引路，一抓到
底。

同时，各级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简称体改委）、财贸办公室（简称财
办）、供销社抓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综
合规划，明确目标导向，负责政策的制
定和协调指导工作；财政、银行在资金

供应等方面给予倾斜照顾，提供政策
指导、信息咨询和资金服务；计委、农
委、经委、科委等部门强化信息交流，
为专业合作社寻找和提供新的开发项
目和农副产品深加工、精加工项目，搞
好项目筛选；政府办公室抽调专人靠
上，会同有关部门每年 2 到 3 次到县
（区）和基层进行督查。各级供销社尤
其是基层供销社，既当好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娘家人”，又当好专业合作社
的“好伴侣”，共兴共荣，共求发展。

1997年创建工作刚起步，我们深
入基层，进行详细调查与研究，规划合
理布局，重点突出，分类指导。从1997
年到2000年，行署办公室三次向全区
发了“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建情况
的通报”。

1997 年 7 月，沾化县李家棉花专
业合作社等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
为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1999
年3月全区1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
为地级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 3 年多来，我们先后推广了沾
化县“培植新型产业，落实规划措施，
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和发展”的
经验；惠民县“政府推动，加强领导，发
展和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验；滨
州市（县级市）“大力发展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的经验；无棣县“突出
重点，主攻‘空白’乡镇，加快农民专业
合作社创建步伐”的经验。

1998年4月7日，行署召开了全区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场会。会上，
有6个县（市）和单位从不同角度介绍
了经验，将全区合作社创办工作推向
新高潮。

1997年9月、1999年11月，地区举
办了两期全区（市）供销系统农民专业
合作社培训班，共培训 140 多人。在
两期培训班上，时任地区供销社主任
白殿福同志作了动员，笔者（曹同章）

分别以《谈谈我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组建现状、特点及前景》和《早一天入
社，早一天发财》为题讲了课，基层供
销社作了典型介绍，为进一步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开拓进取，规范发展奠
定了基础。

经过共同努力，截至 2000 年底，
全区共创办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 200 余家，吸收社员 8.3 万户，入社
股金3500万元，区内辐射到80多个乡
镇、2000多个村庄，区外辐射到东营、
淄博、潍坊等市、区、县。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兴农民
经营主体，引导农民参与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分享产业链收益，在产业扶
贫、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许多农民称，圆葱变成了“摇钱
树”，土豆变成了“金疙瘩”。原滨州市
（县级市）宝利养猪专业合作社的 35
个专业户，年均获利都在万元以上。

山东省供销社以“供销简报”形式
刊登了《滨州地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有五大特点》的经验和做法，推广到
全省。有一次，笔者（曹同章）到省里开
会，拜访了原滨州地区行署专员、时任
山东省供销社主任李戈。他高兴地说：

“你们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五大特
点，很好！我签发了，很有推广价值，农
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
基本主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
载体，它的生命力很强，将来中央要立
法的。滨州要好好办下去，提质增效，
成为全省的典范。”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
行，滨州各类农业合作社走
上规范发展道路

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 24 次会议，通过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并于2007年7月1日
施行，法规一经出台得到社会各界的
关注，这是我国第一部合作社法。

在供销社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下，
市县农业部门大力宣传、学习和贯彻
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把加快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发展现代农
业的重要抓手来抓。

从滨州市的情况看，一方面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另
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及产业不断
拓宽，产业分布广泛，涵盖粮棉油、肉
蛋奶、果蔬菜等主要农业品生产，并扩
展到农机、植保、民间工艺、旅游休闲
农业、物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多
领域多业态，用科技和标准构筑品牌
强磁场，并在专业合作社基础上探索
出股份合作、信用合作、专业合作社再
联合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现代

农业建设的中坚力量，充当了“领头
雁”，在建设美丽乡村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如今，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呈
现快速发展态势。截至2017年底，全
市成立农民合作社6087家。其中，国
家级示范社15家、国家级青年示范社
1 家、省级示范社 85 家、市级示范社
193家。截至2017年，经工商部门、农
业部门认定、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774
家。其中市级示范场94家，省级示范
场15家，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12万
余亩，涵盖了粮食、油料、蔬菜、瓜果、
水产、畜禽等主导产业。

日前，滨州日报刊登了无棣县信
阳镇举办双堠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第一
次分红大会的消息②。文中指出，会
上举行了双堠村与汤辛村、姬家花园
食品有限公司与李良村的合作签约仪

式，很有创意。合作社的联营领域不
断拓展，由单一的生产经营向多种经
营和服务综合化方向转变，勇于先行
先试，其做法和经验很有推广价值。

注：
①原阳信县委书记盖国强出版的

《农村工作》第187页；
②《滨州日报》2018 年6月21日，

第7版。

作者简介：
曹同章 原滨州地区经济体制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
宋立成 滨州市农业局农经站站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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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科科长

“依托供销社兴办专业合作社”从滨州发起推向全省
曹同章 宋立成 宋春华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
俱扬。”这句《三字经》中的话语，不
知被多少人引用和引申，“五子登
科”遂成为多少人的梦想和荣耀。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邹平县辉里
庄李廷桂的五个儿子，李鹏、李鹄、
李景嵩中进士，李景岱、李景峄中
举人，而且还是兄弟同榜，五个儿
子高中科甲，被人们誉为“五子登
科”，村内立有“五子登科”牌坊，辉
里庄李家由此扬名天下。

辉里庄李氏家族明
朝洪武年间由枣强迁来

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邹平
县孙镇辉里庄李氏家族的先祖李
天锡与弟弟李天庆，由直隶枣强县
移民邹平北部的荒洼安家落户，随
着后代子孙的日益繁盛，形成村
庄，即辉里庄。弟弟李天庆再向荒
洼深处迁移，蕃衍生息，形成又一
个村庄，即有里村。随着族众人
多，李氏子孙又陆续再迁移外地，
如桓台县李家庄、果里村等，但是，
李家最著名的始终是辉里庄。

自始祖李天锡定居后，二世祖
曰启，三世祖曰余，四世祖曰通。
通有四子，分别是：春芳、春生、鸣
春、魁春，这就是辉里庄李家四
支。至第九世时，李家第四支有兄
弟五人，分别是：永延、永先、永盛、
永庆、永泰，这就是四支五房。其
中，李永泰也有五个儿子，分别是：
植、桓、桐、橘、檀。代表李家登上
历史舞台的，是李永泰的次子李桓
一支。

李桓，秀才。其子李复显，岁
贡生。李复显有三个儿子，分别
是：李晖、李曛、李晟。李家从此发
迹，步入名门大户行列。

“五子”的祖父李曛，太学生。

李曛有两个儿子，长子李廷藩，次
子李廷桂。李廷桂即是“五子”的
父亲。由于李曛早逝，李廷藩在外
做官，李廷桂主持家政，未取得功
名。李廷桂有六个儿子，除长子李
景岩早逝外，其余五个儿子，均考
取举人或者进士，被誉为“五子登
科”。“五子”的后人，也多出类拔萃
者。李鹏之子李德霈，太学生。李
鹄之子李树泽，进士。李景峄长子
李树元，太学生；次子李树谷，太学
生；三子李濑南，举人。李景嵩之
子李树培，太学生。

“五子”的大祖父李晖，举人。
李晖的长子李廷屏，举人；次子李
廷叙，举人；三子李廷俊，贡生；四
子李廷佑，进士。李廷俊的长子李
鸿，进士；次子李景颐，举人。

“五子”的三祖父李晟，举人。
李晟的长子李廷翰，贡生；次子李
廷相，太学生；三子李端黼，举人。

道光年间，“五子登科”之家开
始修造庄园，房屋全部采用砖石结

构。大门坐北朝南，上悬“五子登
科”匾。民国年间，李家庄园被改
作小学校。1957 年，辉里小学扩
建，拆掉楼房。1958年推行人民公
社后，逐渐成为村大队部等集体房
屋。“文革”后，李家旧房屋被逐渐
拆除，李家的历史见证也随之消失
在历史长河中。

李氏家族共考取进
士7名举人13名

宋朝之后，特别是明清两朝，
科举是衡量一个家族兴旺的最重
要的标志。辉里庄李氏家族以“五
子登科”闻名。自乾隆元年开始，
至清朝末年，其家族共考取进士7
名，举人 13 名，另有恩赐进士 1
名。其家族的科举人数在邹平县
首屈一指。分列是：

李晖，乾隆元年（1736年）顺天
举人，威远府同知。

李晟，乾隆三年（1738 年）举
人，直隶深泽州知州。

李端黼，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顺天举人，山西岢岚州知州。

李廷屏，乾隆三十年顺天举
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进士，
四川太平县知县。

李廷叙，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顺天举人。钦赐国子监学正。

李廷佑，乾隆三十五年顺天举
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进士。
贵州龙泉县知县。

李鹏，乾隆五十一年举人，乾
隆六十年（1795 年）进士。福建福
州府知府。

李宏道，乾隆五十一年，以年
逾九十，恩赐举人。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恩赐翰林院编修。

李景岱，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举人。直隶平乡县知县。

李景峄，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举人。松江府知府。

李景嵩，乾隆六十年举人，嘉

庆四年（1799年）进士。
李鹄，嘉庆六年举人，嘉庆十

九年（1814年）进士。
李昌会，原名浵，嘉庆十八年

（1813年）顺天举人。怀来县知县。
李景颐，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举人。南漳县知县。
李鸿，嘉庆二十四年举人，道

光十八年（1838 年）进士。浙江省
省云和县知县。

李培，道光二年（1822 年）举
人。蠡县知县。

李树泽，道光元年举人，道光
二十年（1840 年）进士。福建长乐
县知县。

李濑南，道光十七年（1837年）
顺天举人。湖南桂东县知县。

李涛，道光二十年（1840年）顺
天举人。内阁中书。

李守坦，咸丰八年（1858年）举人。
李炜（榜名李其咸），同治十二

年（1873 年）顺天举人。登州府学
教授。

邹平辉里庄李氏家族“五子登科”
侯玉杰

历史就是一个玉米棒子，层层
包裹，层层有大用。剥一层有一层
的风景，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效
用。玉米皮、玉米粒、玉米芯、玉米
缨子，共同构成玉米棒子。这与历
史有异曲同工之妙。身在天堂有
烦恼，身在地狱有欢乐。身在庐山
第几重，就有第几重的解释。由
此，历史便有不同的版本，形形色
色，五花八门。

我试着用剥玉米的方式，攥紧
史料，仔细品味“五子登科”之家，
感慨良多。

其一，成就一件事情是需要积

累的。民间俗语，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说，三
代培养一个贵族。没有数代人的积
累，成就不了名门望族。“五子”的太
祖李永泰，是地方上的里长。“五子”
的高祖李桓，是秀才。“五子”的曾祖
李复显，是贡生。到“五子”的祖父
辈的时候，李家开始步入辉煌，这是

“五子”取得成就的基础。我相信，
修德无人见，善心有天知。

其二，成就一件事情是需要本
钱的。邹平县有俗话，“辉里庄李
家的官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清
朝时，能够读书而且是坚持长期读

书的家庭，必定是殷实之家。李廷
桂有六个儿子，除长子早逝外，他
供给五个儿子读书，而这五个儿子
分 别 出 生 于 1763、1768、1769、
1771、1775年，这样就排除了哥哥
照顾弟弟的可能性。作为普通家
庭，仅仅参加考试的费用就很难拿
得出，何况还要缴纳不菲的学费。
再后来，李家又建设庄园，而且砖
瓦结构。由此，李家的经济基础是
相当雄厚的。

其三，成就一件事情是需要天
时地利人和的。有一个突出的现象
是，李家的乡试中榜，常在顺天。这

里有一个常识的问题，即清朝时，乡
试是分配名额的，不仅江南难考，山
东也难考，因为江南各省以及山东
是生员大省而名额有限。顺天即北
京，因为是京城，考生数量少而录取
名额多，所以，江南、山东的考生就
想尽办法到北京参加乡试。

其四，任何一件事情都将雨打
风吹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李家的辉煌也不例外。不管历史
上的李家如何，如今辉煌不再。这
真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
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
骚数百年。”

封建时代，管理学校的官员虽然都是官员
身份，但是很少参与行政事务，是相对封闭的系
统，其社会影响力和受重视程度，一般高于行政
官员，其薪水也比同级别的行政官员高出一倍。

明清两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最高领导祭
酒，都是受到敬仰的儒学大家，省级的学政，州
县的学正，也都是饱学之士。

清朝康熙版《滨州志》，收录有清朝初年的
滨州学正名录，刚好十名，简介如下。

王嗣佺，登州人，举人。升任知县。
刘淮，成武县人，举人。升任国子监学正。
高华，曹县人，岁贡生。
吕宗武，掖县人，举人。
郭允升，济宁州人，举人。考取康熙十八年

进士。
薛一堂，胶州人，岁贡生。
张元佐，聊城人，岁贡生。
郭璐，济宁州人，举人。郭允升之子。
王文煜，掖县人，岁贡生。
刘维枢，复州卫人，岁贡生。
扒着门缝看历史。统计以上十人得知，担

任滨州学正的最低学历是岁贡生。岁贡生是考
不上举人的秀才们的基本出路之一。经过数年
选拔，考试，再加上一定的年限，秀才们就可以被
选拔为岁贡生，“贡”到北京的国子监学习，然后
再经过选拔，就可以担任教官，直至担任学正。

扒着门缝看历史。贡生的选拔，名额非常
有限。武定府每年只选拔一人，滨州每三年选
拔两人，惠民县、阳信县、无棣县、蒲台县、沾化
县都是两年选拔一人。一个县，两年才选拔一
人，还要经过层层考核，可见做教师的难度，也
可见封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在清朝考个
“教师编”有多难？

一个县两年才选拔一人
侯玉杰

历史就是一个玉米棒子
◆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