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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谢云挺

今年 71 岁的顾益康是我国农业经济理论界与“三农”工
作战线上的知名专家，参与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浙江省出
台的几乎所有与“三农”有关的重大政策举措制定，浙江乃至
全国一些重大“三农”政策有他智慧的闪光。

顾益康退休后，仍然一心扑在“三农”调研上。浙江不少
干部和群众认为，他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调查研究，不仅
“身入”基层，更是“心到”基层，练就了能从群众的“后院”和
“角落”里发现问题的本领。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树立了榜
样。

带着问题调研，提出废除农业税赋

顾益康认为，农业税本来就是取之于农

用之于农，但政府把税收上来后，转为扶农资

金又要经多道环节，层层审批，七扣八扣。“好

似收了一瓶矿泉水，再倒入农民口中只有几

滴水了。这是典型的耗散结构”

顾益康曾是浙江省农办副主任。在浙江，熟悉顾益康的人
不在少数。同事和朋友都说他三句话不离“三农”。

顾益康经历了 10 年上山下乡知青生涯后考入中国人民
大学农经系，毕业后一直在省级农口部门工作直至退休。他最
突出的特点是潜心调研，每年都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农村基层。
在《求是》《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报纸
杂志发表了 300 多篇调研报告和论文。

他的调研围绕农民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为
农民讲实话、争实利、办实事。其中，不少观点影响着改革方
向，乃至成为历史的选择。

在顾益康的诸多建议中，有一个建议曾带来全国轰动，即
废止农业税赋的问题。

2000 年，中央已经高度关注减轻农民税费负担问题，开
展清理整顿“三乱”和推进“正税清费”的农村税费改革。顾益
康带着问题深入到浙江欠发达地区进行大量调研。

在农村的地头上、菜园里、井沿边，顾益康会坐下来掏
出香烟每人递上一支与农民攀谈聊天。

“田间地头的农民负担信息最真实。”顾益康说，与农民
交谈中注意到，不少农民对乡镇干部有意见。他们称一些乡
镇干部到村里来准没好事，“不是来抓计划生育大肚子，就是
挨家催交农业税和粮食定购任务，说得难听点就是来要钱、
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

听到农民这些直白话，顾益康很不是滋味。他跑到乡镇政
府里与乡镇干部座谈，乡镇干部也无奈地大倒苦水。“说如今
乡镇干部真不好当，简直是风箱里老鼠——— 两头受气。收农业
税本来是税务部门的责任，收粮是粮食部门责任，计划生育是
计生委责任，现在都压到乡镇干部头上，农民不说我们坏才怪
了。”

蹲点农村调研，让顾益康对农业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考更
加深入。“如果我们把取消农业税作为普惠的扶贫举措，不仅
可以普遍减轻欠发达地区农民负担，而且能大大改善乡镇干
群关系，岂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顾益康认为，农业税本来就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但政
府把税收上来后，转为扶农资金又要经多道环节，层层审
批，七扣八扣。“好似收了一瓶矿泉水，再倒入农民口中只有
几滴水了。这是典型的耗散结构，如果直接把农业税停征
了，那真会成为我们共产党对农民的一项德政工程、民心工
程。”

在省扶贫领导小组会议上，顾益康就把在欠发达地区停
征免征农业税的建议提出来了。省里领导们讨论觉得这一建
议有道理。之后确定把停征免征农业税作为扶贫新政策举
措。

2001 年，浙江首先在欠发达地区免征了农业税赋中的农
业特产税和屠宰税。2002 年，浙江又对全省 361 个经济欠发
达乡镇的低收入农户免征了农业税。

2003 年底，顾益康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讨论时，把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免征农业税的建议提了出来，中央采纳了这
一建议，成为 2004 年初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内容。当年，浙
江就对全省种粮农户全部停征农业税，之后又全面废止农业
税，成为全国率先终结“皇粮国税”的省份。

“有心、用心、创新”结出丰硕调研果实

老顾善于调研，是个有方向感的思考者。
他有双明亮的“宏观眼”能从问题机理中看到
解决之道

顾益康对“三农”工作感情深厚，“有心、用心、创新”使他
调研成果斐然。

比如，15 年前对浙江农村人居环境和农村新社区建设的
课题研究，为浙江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提供重要决
策基础，并参与起草和制定实施“千万工程”的政策文件和工
作部署。2005 年率先提出为就读涉农大中专学生免收学费意
见建议，成为浙江新农村建设的惠民政策，2007 年被中央一
号文件部分采纳。

与顾益康共事 20 多年的省农办原副主任、现任省供销社
主任邵峰说，老顾善于调研，是个有方向感的思考者。他有双
明亮的“宏观眼”能从问题机理中看到解决之道。

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后，个私经济迎来了宽松环境，
呈现出旺盛的经营活力。但是，当时在浙江占很大比重的乡村
集体企业却出现了效益下滑，一些地方甚至亏损的现象。这引
起顾益康的关注。

在绍兴县一个村里调硏。“原来办得红红火火的村办集体
企业，为什么这两年亏损了？”顾益康问村干部。

“还不是个私企业招来的祸，那村办厂厂长原来一心扑在
集体厂里。现在好了，他老婆与小舅子办了一个同类的个私轻
纺厂，赚钱的业务都转给个私厂了，集体厂不亏损才怪呢？”

“老顾敏锐觉察到乡镇集体企业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
时间到了。”当时一同参加调研的邵峰回忆说，顾益康提出浙江
要先行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否则，由于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模糊
会有更多的企业亏损。“之后，老顾积极为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
并且选择桐乡、绍兴等地开展试点，为省里出台改革政策提供
思路方案。”邵峰说，浙江由此成为全国最早进行乡镇集体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的省份，并为浙江乡镇企业转制为产权清晰的民
营企业探索出一条改革发展之路，也为全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
革提供了样本。

2008年，顾益康退休后到浙江省政府咨询委，继续当好省委省
政府“三农”工作的参谋，并在浙江农林大学组建了中国农民发展
研究中心，组织“三农”研究队伍，跟踪研究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
并把浙江创造的“三农”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宣介到全国各地。

2017 年初，顾益康调研撰写的《从德清美丽乡村建设实践
看乡村复兴之路》调研报告，提出了在美丽乡村建设基础上应
该把推动乡村复兴作为下一步“三农”发展的战略方向，并提议
要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美丽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文化复兴、乡村
治理现代化、乡村生态绿兴等工程。报告得到了中农办领导的
重视和批示，并成为十九大报告起草组重要的“三农”参考材料，
为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线索。

“身入”基层“心到”基层，调研作风值得弘扬

他说，作为一个“三农”学者，要深入实际才

能看得细，多到农民中去才能听得全，要明辨是

非才能想得深，这样才能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

顾益康不仅是“身入”基层，更是“心到”基层，被视作浙江省
“三农”工作队伍中的优秀代表。上级领导赞誉他是“省级农民”
“超级农民”。

他说，作为一个“三农”学者，要深入实际才能看得细，多到
农民中去才能听得全，要明辨是非才能想得深，这样才能为党
委政府当好参谋。

在改革开放初期，顾益康在农业厅工作时，想真实了解浙
江农村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与同事一起骑着自
行车到杭州余杭县的塘栖、超山进村入户调研。在路上发现几
个农民用铁钯吃力地翻着农田，就下田与农民攀谈起来。原来
农民所在的生产队在包产到户时，不但所有耕地平分到户，还
把拖拉机和耕牛也分了卖了，导致村集体只好用铁钯翻地了。

顾益康询问农民当地村庄是否都是这样一分了之的，农民
说也有不一样做法的，邻村就没有一分到底，集体经济还有不
少统一服务功能。傍晚他们就到那邻村去调研，发现果然不一
样，村集体的做法是，粮田承包到户，枇杷林由专业户统一承包
经营，承包收入按户分配，原村集体的拖拉机等农机设施不分，
机埠灌溉实行专业承包为各农户提供有偿服务。农民都说这种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做法好，集体经济还是农民欢迎的服务靠
山。由此，顾益康从有效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出发，积极向省
领导建议浙江搞一个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条例，后来又参与起草
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草案)，通过省人大地方立法，把
发展村集体经济作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政策举措。
浙江为全国树立了先行的样板。

浙江农林大学副校长金佩华说，顾益康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他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练就了能从群众的“后院”和
“角落”里发现问题的本领。他调查研究的大局观、群众观，为学
界树立了榜样。

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旭明说，当前抓好中央战略决策部
署的落实，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真实情况了然于胸。但
是，一些干部还存在以“踩点式”的走马观花、“报喜式”的政绩探
访、“脱节式”的回避现实等调研“虚浮症”。顾益康可贵的是，老
老实实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透，
使得提出的对策建议能把中央精神和省里的工作部署落到实
处。他的这种坚持问题导向、求真务实的调研作风值得在广大
基层干部中弘扬。

获赞“超级农民”的“三农”学者，示范什么是真调研
记“身入”基层更“心到”基层、能从群众“后院”发现真问题的浙江“农口”老干部顾益康

▲三句话不离“三农”的浙江省农办原副主任顾益康在街头调研。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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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张浩然、史林静

7 月 18 日，本来是漫长夏季里的平常日子。然而，对于河
南许昌禹州市褚河镇巴庄村村医王胜伟来说，这天是他 30 多
年行医生涯中最后一次守护生命——— 他两进火场，舍身救人，
谱写了一曲见义勇为的颂歌。

王胜伟走了，他没能等到一直准备的乡村全科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考试，没能等到 8 天后的生日，也没有等到首个“中
国医师节”。

“液化气罐烧着了，大家离远点！”

7 月 18 日，是农历六月初六。按当地风俗，这天要“炸焦
花”，也就是油炸焦馍。33 岁的巴庄村贫困户张从敏，在厨房
忙活，和面、擀面叶、开火。没想到，“轰”的一声，厨房瞬间成了
火海。一声痛苦的“哎呀”后，张从敏倒在了地上。

附近的人听到异响和呼救，都跑进院子里看。火舌伸了出
来，窗纱都被“吃”了。大家被吓傻了，没人敢冲进去施救。情急
之下，村民王明亮首先想到村医王胜伟。

下午 1 点 57 分，接到电话的王胜伟匆匆赶来。
“液化气罐烧着了，有可能爆炸，大家离远点！”王胜伟一

头扎进火海，将倒在地上的张从敏拽了出来，他喊着：“先把她
拉到卫生室，我马上到，别忘了打 120！”

紧接着，他从三轮车上扯下挡风棉垫，沾了水准备往里
冲。有村民劝他：人已经救了，别管了，等着救护车吧。可如果
任由火烧，液化气罐一爆炸，周围村民都会遭殃。

来不及多想，他又冲了进去。火舌灼人，浓烟呛人。他把湿
棉垫盖上喷火口，拧紧了发烫的阀门。

火，终于灭了。他赶回卫生室，顾不上处理自己的烧伤，便
开始为张从敏做简单的伤情处理。等到救护车把她接走后，歇
了下来的王胜伟很快就感到呼吸困难，胸闷头晕。

下午 2 点 26 分，他给儿子王玉龙打电话：“我有点儿胸
闷，你带我去医院看看吧。”

王玉龙让父亲扶着自己的肩膀，上了车。车子刚开出巴庄
村，身后就没了回应。到了医院，一个半小时的抢救，未能挽回
吸入过量一氧化碳的王胜伟。

“他的电话就跟‘120’一样”

一说起王胜伟，乡亲们无不交口称赞。巴庄村党支部书记
巴自鸿说：“王胜伟医术高、医德好，平时就热心助人，走得太
可惜了。”

王胜伟很节俭，几件家具都用了 30 年，衣柜门都关不住

了。但为了方便病人转诊，他专门买了辆小汽车，碰上雨雪天，
他还开车把病人送到家。

有村民说，遇上急病重病，就给他打电话，不管刮风下雨，
白天黑夜，都随叫随到，他的电话就跟“120”一样，他的小车
就是“救护车”。

村民彭彩云提到王胜伟，眼泪就止不住了。她孙子曾因放
鞭炮炸伤一只眼，情况危急。王胜伟接到电话，立刻开车带上
祖孙二人去禹州市，结果医院停电。他又开车直奔郑州的大医
院，还帮忙垫付了医疗费。

类似的事例有很多桩。村里老年人、贫困户来看个头疼发
热的小毛病，他都不收钱。看病的欠账加上垫付的医药费，多
年累积下来有好几万元，他从来不催还。

“他总是说，人家啥时候有钱啥时候就还了，‘有头发谁肯装
秃子’，咱少花点儿就行了。”王胜伟的妻子曹红敏说。

他未完成的“遗嘱”和心愿

“门诊日记更换，结核管理不完善。”
妻子曹红敏哭着说，丈夫留下的这个纸条写于救人回来

后，从字迹就能看出他当时状况不好，十三个字，写得歪歪扭
扭。这个纸条，也成了他的“遗嘱”。

同是村医的曹红敏解释说，这些年俩人一直交替出去参加
培训，“他去学习的时候，卫生室的事儿就交给我了，他最后还记
得把这些交代给我，应该是还没写完。”曹红敏说。

因母亲身体不太好，王胜伟从小就想做医生。1987 年，他从
许昌市卫生学校毕业，开始了 30 多年的从医生涯。2000 年，他
又从郑州仲景国医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的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
之后，他坚持学习，掌握了针灸、艾灸治疗术，拿下多个证书。

出事前，王胜伟一直在备考 8 月份的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考试。“早上 4 点半就开始学，晚上一直学到深夜。你看，
这是他的笔记。”曹红敏拿出一摞笔记本，里面字迹工整，图文并
茂。

“我爸对我要求很严，我学医也是受家庭影响。他生前一大
心愿就是获得执业医师资格，可惜没法儿完成了。”在禹州市中
心医院儿科工作的王玉龙说。

王胜伟走了，他用来针灸和艾灸的器材可能要放一放了，
低保户王建申的地也不能找他帮忙种了，颍河边少了偶尔来钓
鱼的村医，巴庄村村道上也不再有他晨跑的身影。还好，他救下
的张从敏，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慢慢好了起来。

如今，王胜伟被追授为禹州市见义勇为道德模范，他生前
所在的巴庄村第一卫生室门牌上的负责人也已经更换为曹红
敏。她要接替丈夫继续守护巴庄村 1980 人的健康。

新华社郑州 8 月 19 日电

没能等到“医师节”，一位村医的最后一次守护生命

▲王胜伟未完成的“遗嘱”。新华社记者张浩然摄 ▲王胜伟的行医证。新华社记者张浩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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