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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北人的万北梦
——智库助力乡村振兴新模式

燕都融媒体记者 呼延世聪

大名县万北村大名县万北村

从大名县城出发，沿着215省道北行，五月底的华北平原，阳光浓烈，风

很劲道，道路两侧的小麦麦穗颗粒饱满，锋芒毕露，列阵风中，当真是威风凛

凛。行至大约10公里处，便是大名县万北文明生态村。

作为河北“大包干”第一村，从一贫如洗，到远近闻名的国家级文明村，

万北村的蜕变，闪烁着党的光辉，记载了一代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摆脱贫困的

智慧和决心。如今，进入乡村振兴新时期，借助高端智库，万北村发展新型

集体经济，积极蹚出乡村振兴的一条新路。

从大名县城出发，沿着215
省道北行大约10公里，便是大
名县万北文明生态村。作为河
北“大包干”的第一村，从一贫
如洗，到远近闻名的国家级文
明村，万北村的蜕变，闪烁着党
的光辉，记载了一代农民在党
的领导下摆脱贫困的智慧和决
心。

2019 年，在定点扶贫的基
础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
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与万北村
党支部结成支部共建，共同确
立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三
产融合的发展思路，开启乡村
振兴新征程。

时间回到上世纪 70 年代，在实

行“大包干”以前，万北村百姓的日

子过得十分煎熬，尽管村里肥沃的

红淤土和两合土十分适合种植粮食

作物，但生产劳动中的“大呼隆”和

分配中的“大锅饭”，限制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

现任万北村党支部书记董文强

曾听父亲董可志讲起那段难熬的日

子。“干一晌活儿还不够一个鸡蛋

钱，”董文强说，“当时包括父亲在内

的很多村民都已觉得集体靠不住

了，再耗下去只会越过越穷，大家伙

平日里吃的全是菜窝窝、菜团子，一

年到头也吃不上一回白馍馍。”

1977 年麦收以后，董可志被推

举为村一队队长，面对当时的烂摊

子，董可志整日发愁。“父亲当时觉

得，‘大锅饭’把大伙捆在了一起，大

伙一年一年地受穷。父亲有了分田

到户的想法。”幸运的是，父亲的大

胆思路得到了村中老党员们的支

持，这也让父亲暗下决心：不干则

已，要干就一举成功，坚决走出一条

摆脱贫困的路子来。

那年夏天，董可志把280亩玉米

田按劳力分到了各户，并向大家讲

明，每块地施肥一样多，犁地、打场

由队统一安排，其他农活各户自己

干，最后根据产量多少开工分。如

此一来，每家每户开始积极主动，认

真管理自家田地。待到秋收时，队

里收获了36万公斤的粮食，比上年

增长了30%，全村人高兴极了。

秋后，经大伙民主讨论决定，万

北村要长期实行分包责任田。1979

年，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年

后，社员的人均分配收入由1977年的

36元增加到了100元，董可志所带领

的一队由全公社倒数第一的“老大难

队”一跃变成了第一名的富裕队，十里

八乡都知道万北村抱了个“金娃娃”

（对责任制的美称），走上了富裕路。

然而，万北村“金娃娃”的成长

并非一帆风顺，它一出生，就被一些

人视为“怪物”。

1979年3月，万北村一队的办法

被很多人认为是分田单干，不符合

上级政策要求，“这让父亲很着急，

内心始终无法平静。”董文强说，那

时候很多人劝父亲放弃，但父亲觉

得，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要沉住气，

“父亲很坚定地告诉大家，想走出新

路，就要拿出胆识和毅力，能让大家

过好日子就不会错。”

那段时间，时不时就有考察的

人前往万北村，他们看到了村民家

中的大囤小囤堆满了粮食，感受到

了村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强烈愿

望。万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就是这样，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消

除了人们的误解和歪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

万北村的做法得到了各级的认可。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和实践，

1980 年冬天，董可志带领万北村一

队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

修改、完善，去掉工分，成为直来直

去不拐弯的“大包干”。犁地、浇地、

播种、打场由生产队承担，其他农活

和投资各户自行安排。责任田的产

品，除上交国家和集体外其余归各

户所有，集体所有的农用机具等也

分给了各户。

如此一来，万北村把集中经营、

统一协调和分散经营、独力劳动巧

妙地结合起来，生产资料的使用和

劳动者的结合从指挥关系变成了经

济合同关系。实行“大包干”以后，

大伙儿逐渐有了更多的剩余时间和

剩余资金，一面在责任田里大显身

手，一面跳出土地寻找自我发展的

机会。董文强回忆，那时候，有人买

了汽车、三马车搞运输，有人盖起新

房开饭店、杂货店，有人搞编织，有

人搞建筑，大家都动了起来。

“1988年，父亲开始担任村支部

书记，他又开始思考新问题：一亩地

一吨粮已经到顶了，吃穿、化肥、种

子、农药的费用却是一天比一天高，

粮食丰收了，还是富不起来，怎么

办？”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卖粮难问题日益

突出，“万北村要想富，必须辟新路。”经过反

复思考，以董可志为首的党支部认为应当大

力发展养殖业，不仅可以把粮食转化成肉蛋

奶，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提高百姓收入，可谓

一举两得。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94年5月18日，

总投资3300万元、年产12万吨优质饲料的

邯郸正大饲料有限公司破土动工。看着一

天天拔地而起的厂房，董文强和父亲一样激

动，父亲更是深有体会：值了！前期所有的

苦和累都值了！

此后的几年间，老百姓的收入年年增

加，村里的新瓦房一年比一年盖得多、盖得

好。看到老百姓脸上富足的面容，万北村党

支部更加坚定了“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

不富”的信念，随后又建成了十几家企业，企

业的增多也带动了商业、运输、餐饮、维修、

劳务等多个行业的发展。万北村成了远近

闻名的“国家级文明村”。

全村百姓生活提高后，对精神文化生活

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于是，万北村积极响应

党的号召，在新农村建设中带好头、当表

率。修建水泥路、铺设便道，大街小巷全部

硬化，清新亮丽的环境令人耳目一新，优美

舒适的环境激发了万北人更大的创业激情。

万北村富了，但还是出现了“空心村”的

隐患。2019年，在定点扶贫的基础上，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以

下简称“国研中心资环所”）与万北村党支部

结成支部共建，多次赴万北村开展富有成效

的支部共建活动。

赋智于村、赋能于民，国研中心资环所

和万北村共同确立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

三产融合的发展思路。在各级党委政府以

及智库专家的指导下，万北村成立了集体经

济组织——河北万北实业公司，以先富带动

后富，让村民人人变股东，发展新型集体经

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次，万北必须抓住难得的机遇，开

启乡村振兴新征程。”董文强介绍，目前，万

北村一方面发展循环农业、绿色农业、智慧

农业，一方面改造空心村，开展文旅康养产

业。大名县副县长吴平一直思考乡村振兴

新路子：“软供给，智力扶贫；硬输入，项目扶

贫。”

“以万北实业为平台，引进外来投资者，

成立了集体控股的玉米食品企业——大名

县万北上元食品公司，联合周边村打造花青

素玉米种植基地，2020年首次种植5000亩。”

董文强介绍，“并且，我们成立了集体参股的

大名县长好乡村建设公司，加快土地流转，

村民用空闲宅基地入股，打造秀美田园风

光；还和大名县鼎鼎扶贫开发公司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致力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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