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田到户是谁提出的我怎么不知道原来是这位老乡先提出了分田到户的好主意
<p>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和几个老乡聚在一起聊起了土地改革的
事情。我们都知道，分田到户是中国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当
时谁提出了这样的好主意却一直是个谜。</p><p><img src="/static-i
mg/KG_h8_fwSHmqVPrIVzGLaMzau-tOUsLq5_VWBVKIO68W9Bsr
YpW45AudIGnu1IEq.jpg"></p><p>我问：“你们说过这个问题吧？
分田到户是谁提出的？”</p><p>其中一个老乡笑着摇头，说：“哎呀
，这个问题可不是小菜一碟。你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的农业生
产模式需要彻底变革，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p><p><img src="/static-img/PKyJwjQ52nIL4W_iooS3DMz
au-tOUsLq5_VWBVKIO69B62hgl67Gee1KMl_D7l9P.jpg"></p><p>
另一个人接上话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名叫陈云的大领导提
出了一种新思路。他建议将集体所有制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
是我们现在说的‘分田到户’。”</p><p>我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从未
听说过陈云这么直接地参与到了具体政策的设计中。我又追问，“那这
位大领导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呢？”</p><p><img src="/static-im
g/oJYoSayn2X8AT9kCVry0q8zau-tOUsLq5_VWBVKIO69B62hgl67
Gee1KMl_D7l9P.jpg"></p><p>我们的故事继续深入，原来，在一次
对农村工作情况进行调研时，陈云亲眼看到农民们由于缺乏激励而不愿
意投入更多劳动力。于是，他灵机一动，把这种实践经验转化成了理论
上的“三大改善”，即提高粮食价格、增加粮食供应和改进经济管理。
这便奠定了后来的“四二八”政策，即1961年2月28日发布的一份关于
调整国有企业收购购销差额给予农民补贴以及其他措施以鼓励农业生产
的文件。</p><p>通过这些措施，最终实现了把土地由集体统一管理转
移到家庭内部，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耕作，从而提高了农民
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工作积极性。所以，当有人再次提出“分田到户是谁
提出的？”的时候，我就能告诉他们，那是一个名字虽然不太熟悉但影
响深远的人——陈云。</p><p><img src="/static-img/QyOXub23td



q53SE7fQwMlczau-tOUsLq5_VWBVKIO69B62hgl67Gee1KMl_D7l
9P.jpg"></p><p>他的这一策略，不仅改变了中国农业面貌，更为千万
家乡人带来了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自己辛勤劳动所得。在那个
充满变革与希望的小镇上，我们开始用更加饱满的心情去迎接每一个新
的黎明，而这背后，是无数默默付出的人们共同努力成果，以及那些勇
于探索前沿思想的人们坚定的信念。</p><p><a href = "/pdf/416346-
分田到户是谁提出的我怎么不知道原来是这位老乡先提出了分田到户的
好主意.pdf" rel="alternate" download="416346-分田到户是谁提
出的我怎么不知道原来是这位老乡先提出了分田到户的好主意.pdf"  ta
rget="_blank">下载本文pdf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