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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是今年第四个
“学习日”。本次“学习日”
活动主题为“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通 告

中共常州市武进区委宣传部
2024年 7月 26 日

“三块地”指农村土地征
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和宅基地。2017年 2月，礼嘉
镇蒲岸村前火叉村民小组一块
10.8亩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在网上交易平台挂牌出让。
这是江苏第一块推向市场的集
体土地，结束了集体土地不得
入市交易的历史。

以出让方式入市的土地，
企业取得 50年的土地使用权，
租赁入市的土地，承租方也可
取得 20 年的土地使用权，可
以转让、出租，还能到银行抵
押贷款。

蒲岸村的常州市银顺汽车
零件配套公司，通过土地入市
后加大了企业的各类投资，两
年投入扩建厂房、设备改造的
资金达 4000 万元。蒲岸村集
体从用地入市出让中获得的净
收益每亩 6.3 万元，每年给老
百姓分红约 1600元每亩。

近年来，武进大胆探索，
出台 22个“三块地”相关政策
文件、30多个配套文件，统筹
推进全区“三块地”制度改革，
成效显著。

2019 年，“伟大历程 辉煌

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在
北京展出，武进土地改革试点
工作入选，相关改革经验被
《土地管理法》吸收。

一组数据有力诠释改革成
果：健全了保障多元的农村土
地征收制度，预计每年可使全
区农民增收 1.5 亿元。建立了
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制度，累计净收益
超 40 亿元。完善了公平取得
的农村宅基地制度，开展闲置
宅基地（农房）出租 1.3万宗，
增加租赁收益 9400 余万元；
有偿使用 500 余宗，收益近
3000万元。

1978 年秋，田野金黄，稻
香四溢。但长期以来，“干多干
少一个样”的“大锅饭”挫磨着
乡亲的积极性。

崔桥公社蓉胜大队二队，成
了第一个吃螃蟹的生产队。按照
远近、肥瘦搭配的原则，蓉胜将
全队 111 亩水稻田和部分旱田
承包给劳动力，并将国家征购粮
食任务按承包田亩分摊。

这一举动堪称“铤而走险”，
大家议论纷纷：这是“阳关道”，
还是“独木桥”？“先让他们试
试吧！”当时的武进县委书记在
实地考察后点了头。

一年后，蓉胜二队农业生产

成本下降，用工减少，稻麦丰收
的喜讯传开：1979 年，粮食总
产较之于 1978 年增收了 2734
公斤。蓉胜二队尝到了改革的甜
头，人均收入与集体积累的稳定
增加，让村民口袋里的钱翻了
番，还住上了新盖的楼房。
“崔桥经验”风靡全县，

1981 年 7 月，武进县委明确要
在“三不变、四统一”的基础
上实行“五定一奖赔”，是年年
底，全县联产到劳、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责任制基本普及。丰
收笑语盈盈去，粒粒黄金满阳
湖，崔桥蓉胜被赞誉为武进
“小岗村”。

1950 年秋，岁物丰成，
仓箱可期。鸣凰区雅田乡丁家
村贫农张来生却犯了愁。有了
田，但生产工具落后，庄稼收
种、灌溉、罱河泥，都需要劳
动力。怎么办？

张来生等 5户农民成立了
互助组，从“单打独斗”变成
“一起干”，撩猪草，积猪肥，
田间农忙，耕作不辍。1953
年，张来生创办雅田乡第一个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
年春，又率先创办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入社农户 957户，

被称为武进“第一社”。
短短数年，从“有地”到

“互助”，从“互助”到“合
作”，张来生种田，能看到当
时的生产缩影：有其地，是在
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调动
积极性；搞合作，是在组织形
式上盘活资源。这两项工作，
为武进的农村经济体制奠基。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
张来生作为农民代表，赴朝鲜
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受
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
接见。

———武进农村改革的三次率先
□ 朱亮理 实习生 鞠佳 记者 黄鑫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全面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聚焦武进经济

社会发展，通过档案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生活巨变，武进区档案馆、武进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

《江河奔涌 档案为舟———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武进微记忆》栏目。

1950年 6月，《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武进县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运动，全县 10万多户贫困农民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真正翻身做了主人。武

进县鸣凰区雅田乡丁家村的农民张来生，也领到了自己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目前，

区档案馆珍藏的 17万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承载着“耕者有其田”的成功密

码，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地改革的光辉岁月。

本报讯 （记者 吴梦婷）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我区用
水量持续攀升，为确保今夏
供水安全平稳，区水利局联
合江河港武 （水务） 常州有
限公司全力备战高峰供水，
确保从“源头”到“龙头”
水质安全，用实际行动守护
广大市民生产生活用水无虞。

当前，我区日供水量最
高达 56 万吨，同比增长约
7%，接近满负荷运行。而我
区自来水供应主要来自武进

水厂和礼河水厂，日生产量
约 60 万吨。为了更好地优
化水资源配置、供水系统布
局，新建的湖滨水厂正在火
热施工中，预计将于明年下
半年投用，届时，全区的总
供水能力将达到每日 80 万
吨。
“当前正值汛期和夏季高

温用水高峰期，我们重点关
注原水浊度、藻类、有机物
等变化，增加对水源地的监
测频率，做好原水预警，同

时根据水质变化做好小样试
验，调整武进水厂与礼河水
厂的处理工艺参数。”江河港
武 （水务） 常州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王永东介绍，在此
基础上，公司还建立了水质
全流程检测管控体系，包括
水源地原水、水厂进出水和
管网末端水等，确保水质安
全、达标。针对未来有可能
出现的极端天气，水厂制定
了完善的水质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储备了必要的应急物

资和次氯酸钠消毒剂、高锰
酸钾氧化剂等净水药剂。

作为供水行业主管部门，
区水利局也同步建立了严格
的水源地保护制度和供水监
督考核办法，委托专业的第
三方公司，每季度随机选取
原水、出厂水、管网水、管
网末梢水及小区二次供水开
展水质抽样检查，检测结果
在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确
保市民能够用上放心水。

我区确保从“源头”到“龙头”水质安全

贫农张来生创办武进“第一社”

点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

共产党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
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为了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
的困难，党领导农民开展互
助合作，壮大集体经济，发
展农业生产。贫农张来生种
田，率先成立武进“第一
社”，就见证了这一改革。
总之，这一时期党对改变农
村面貌进行了不懈探索，取
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崔桥蓉胜，成为武进的“小岗村”

点评：

改革开放时期，
农村经营体制改革，
放开农产品市场，实
施惠农政策。崔桥蓉
胜，成为武进的“小
岗村”。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极大
地调动了农民积极
性。加上后来延长土
地承包期，给农民吃
了“定心丸”，带来
农业生产力的飞跃。

武进“三块地”改革，为全国探路

点评：

“三块地”上的原有
制度性障碍，既阻碍了新
型城镇化建设，也不利于
乡村振兴。武进先行先试
的“三块地”改革，有利
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大
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调整政府征地行为，逐步
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记者手记
从张来生办的武进“第一社”，到武进“小岗村”，再

到“三块地”改革，武进在农村改革的三次率先，体现了
“事事当争第一流，耻为天下第二手”的阳湖精神。武进
人“敢为人先”的魄力和决心，不仅伴随着武进土地的一
路改革，也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全过程，见证着发展成
就，以及农民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