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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赵丑女偷偷承包了14亩旱地！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40年前，在达拉特旗
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
为了能让全家人吃饱饭，
53岁的赵丑女偷偷承包了
村里的14亩旱地。她在提
心吊胆的劳作中，推开了
原伊克昭盟农村改革的大
门。40年后的今天，还是在
这里，她的儿子陈绿师经
营着100多亩的水浇地，用
多种经营的方式，过上了
富裕的生活。改革开放40
年之际，本报记者来到康
家湾村，寻找这段曲折的
历史，更是记录现今的美
好生活。

土地承包的尝试者

从达拉特旗政府所在
地树林召镇开车向康家湾
村，一路丘壑。与沿黄河的
农田不同，这里耕地面积
小，一块块如拼图般散落在
丘陵的山坡上。冬天农田失
去颜色，散落的羊群，才显
示出农村的生趣。这里，就
是40年前推开鄂尔多斯农
村改革大门的地方。

11月29日一早儿，赵
丑女的儿子陈绿师帮村里
人杀猪去了，听说记者快
到了，才匆匆赶回来。冬季
虽然是农村赋闲的时候，
陈绿师却一点儿都没闲
着。这些天，他正忙着自家
室内装修。屋里墙面都贴
上了瓷砖，干净又美观，暖
气片也是新换的，村里的
居住条件是越来越好了。

赵丑女的4个孩子中，
陈绿师对母亲了解最多。
大哥当了教师早早工作，
二哥考上中专外出读书，
妹妹嫁人走了，只有他一
直陪伴在母亲身边。他直
到现在仍在家乡务农，从
少年到花甲之年的人生，
见证了康家湾的巨变。

当年母亲的“壮举”，
陈绿师讲述过很多次。40
多年前，康家湾与全国一
样，也是实行“大锅饭”生
产方式：农民们每天听生
产队干部的哨子上工、下
工，集体劳作。除了大年三
十和年初不用下地干活，
农民的所有时间都被束缚

在土地上，日子却总是勒
着裤腰带过。

赵丑女家住在后山的
梁上，虽然家附近就有一片
生产队的耕地，但要去集体
劳动的地里，就得来回走近
一个小时的山路，先集合再
出工。当时，已年过半百的
赵丑女不愿意将劳动时间
浪费在往返走路上，便向队
里提出，把离她家近的那片
地让她种，她认为“每天走
路的工夫就可以把那点儿
地给拾掇了”。

赵丑女向当时的生产
队长韩子义提出这个想
法。韩子义犹豫了：如果把
这点儿地给她搞承包，那
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
呢？后来，队委会商量，照
顾到赵丑女年纪大了，大
家同意让她搞承包。其实，
当初的决定还不能叫做

“承包”，因为生产队只是
将那块地的耕种任务单独
交给了赵丑女，收成还是
全部归集体所有，只是她
的工分不是按出工时间计
算，而是参照集体劳动耕
种一亩地需要多少工时给
她打分。但赵丑女却对这
块由自己种的土地倾注了
极大的热情。

种出了惊人的收成

陈绿师回忆，当时他和
父亲还要到队里的集体地
劳动，只有母亲自己伺候那
承包的14亩地。母亲花了巨
大的心血在耕种上，她在地
上打了深井，上了水车，起
早贪黑侍弄庄稼。

当年的伊克昭盟报纸
在《赵丑女靠精耕细作致
富》一文中说：“赵丑女在
漏沙坡耕地上夺高产，原
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开展
水土保持和改良土壤，改
变生产条件。二是精耕细
作。赵丑女把整天工夫全
下到土地上了，对株株庄
稼苗她都精心管理，一直
到秋收。秋收以后她又下
苦功夫搞农田基本建设，
为来年生产打基础。由此
可见，瘦土薄田年年夺高
产，完全是她用汗水浇灌

出来的……”
1978年的秋天，康家湾

大队集体劳动的土地每亩
只收了500来斤。而赵丑女
耕种的地粮食亩产却上了
1000斤，收成翻了一倍，她
一个人向队里上交了1万多
斤粮食，大白菜、大蒜的收
成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社员
的需要。从第二年开始，赵
丑女的辛勤劳动的回报变
得显著起来，她种的14亩地
收成多，为她折算的工分
多，她最后得到的粮食自然
就多了起来。3年下来，这位
50多岁的农家妇女，一个人
在14亩地上产出的粮食，几

乎占了康家湾大队50多个
壮劳力在80亩土地上产粮
的一半。

先进经验得到推广

赵丑女因包产到户成
了名人，康家湾大队的创
举也轰动了整个达拉特旗
及当时的伊克昭盟。1979
年，康家湾大队率先实施
了更彻底的包产到户。邻
村赵家梁，看到康家湾实
行了包产到户，也尝试着
包产到组，一年下来全社
的收入翻了6倍多。那年春
节，丰收了的村民们挨家

走串喝酒庆祝。
刚刚走马上任的伊克

昭盟盟委书记千奋勇对赵
丑女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
肯定，并亲自撰写了文章
《包产到户是伊克昭盟农
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坦
途》，向自治区党委推荐和
通过媒体向外界宣传推
广，并在达拉特旗率先开
展“包产到户”“包产到组”
试点。

“不怕丢掉乌纱帽，怎
样增产怎样搞”，后来担任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政协主席的千奋
勇的这句话，至今流传。鄂
尔多斯市委政研室原主任
王进勇介绍，千奋勇在当时
的伊克昭盟工作期间，几乎
走遍了每个旗县的公社。除
了树立达拉特旗赵丑女这
个典型，还推广了杭锦旗巴
拉亥公社的经验，从1979年
春季开始，这个公社的新明
大队率先搞了“包产到户”
责任制，粮食比上一年增产
43%。到1980年底，原伊克
昭盟73%的生产队实行了
包产到户，成为自治区全面
推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
制第一盟。

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

陈绿师青壮年时，改
革带来的红利越来越显
著。他告诉记者，承包土地
后，家里的生活一年比一
年好，兄弟姐妹们都逐渐
过上了称心的好日子。

1997年，国家第二轮
土地承包制实施，农村土
地承包期限由15年延长至
30年。从那时起，康家湾村
民的思想更活了，也更舍
得投入了。在“五荒”开发

“谁建设、谁管护、谁受益”
的政策激励下，陈绿师家
又开发了80多亩水浇地，
耕地面积增加到100多亩。

2006年，国家农业税
全面取消，农民彻底从土
地包袱中解脱出来。“现
在，我们不仅不用交税了，
国家还给我们发粮食直
补、粮种补贴、农机补贴、
退耕还林还草补贴、农业

保险补贴等。现在种地用
机械，100多亩地从种到
收，自己也不用出多少
力。”陈绿师说。

十几年前，陈绿师家
盖起6间楼板房，成了全村
第一个盖楼板房的人家。
家里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一
应俱全，一家人过上了小
康生活。近年来，他家又陆
续购置了拖拉机、播种机、
土豆收获机等机械设备。
现在仅靠种地，陈绿师年
纯收入超过10多万元。

今年60岁的陈绿师继
承了母亲勤劳朴实的美
德，每天闲不住。靠着辛勤
劳动和灵活的头脑，陈绿
师的日子过得富裕充实。
陈绿师最遗憾的事情是，
1988年，母亲因病去世，没
能看到今天美好的生活。
母亲一生简朴，唯一一张
照片还是当劳模接受表彰
时记者们拍的。孩子们从
报纸上翻拍了这张黑白照
片，陈绿师一直保存在自
己的手机里。一个当年奖
给母亲的塑料暖壶，他也
仔细地保存着。还有母亲
当年使用的劳动工具，虽
然现在没用了，但陈绿师
一直舍不得扔。他觉得，母
亲离开30年了，但她留给
时代的探索和精神，并没
有被忘记。

如今，陈绿师仍时常
去看看40多年前母亲承包
的那片土地，今年他盘算
着在那里建设几个暖棚发
展蔬菜种植。他坚信，赶上
了好时代，靠着勤劳的双
手，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发生在赵丑女和陈绿
师身上的故事，是鄂尔多
斯农村改革40年的缩影。
1978年，原伊克昭盟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仅有194元，
到2017年达到16700元，是
40年前的86倍。解决温饱
靠改革，全面小康更要靠
改革。赵丑女40年前的这
一“首创”精神，使包产到
户在鄂尔多斯大地迅速推
行，深刻改变着农牧民的
命运和农村牧区的面貌，
让农牧民的生活越来越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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