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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免费别墅背后的
新农村试验
本报记者 刘彦朋

“考虑自己，想想

人家，这才叫人”

从东明县城沿 106 国道向
北约 10 公里，再沿着高海路向
东约 3 公里，有一片刚建成的别
墅区。黄墙、白窗、蓝顶，258套独
栋别墅、70套联排别墅、48套老
年公寓和 7 栋 200 套六层高的
普通住宅，临高海路自南向北依
次排开，蔚为壮观。

这里就是武胜桥镇玉皇庙
行政村(下辖玉皇庙、来庄村、沙
沃村)的玉皇新村。
7 月 18 日的早晨，玉皇新村

非常热闹。
在村里一栋别墅门前，70岁

的贺长兴正在平整自家 16 平方
米的小院子。
“俺家分到了四种样式的屋

子，我、二儿子儿媳和孙子一起
住，5口人分的是独栋别墅，300
平方米；我大儿子和他孩子分了
一套260平方米的联体别墅；大
孙子分的是高层(普通住宅)；哑
巴兄弟是单身汉，被分到老年公
寓。”满头大汗的贺长兴很乐和。

村子里一片忙碌，但与以往
“忙活装修的是农民工，住进去
的是富翁”不同，这次大家都是
在为自己的房子忙活。

按照村支书王金书的要求，
8 月底前，玉皇庙村的村民都要
搬进新家去。
在村西头一条小胡同的尽头，

一家宽敞的农家院里矗立着五间
大瓦房，看上去与其他农户没啥区
别。“那就是俺支书王金书的家。”
贺长兴指给记者看。
“这些房子都是俺支书王金书

出钱给盖的。不过他也不是坐直升
机上去的，是一步一步挪上去的。
27 年前，他当上村支书，办过窑
厂、渔场、板厂、打火机厂等 8 个
厂，全败了，最后只有化工厂干起
来了。”贺长兴说，化工厂名义上是
村里集体企业，实际上是王金书一
个人求亲戚告邻居找熟人，三百五
百一点点筹钱干起来的。“当时他

就说，赚了钱给村里办好事，赔了
钱算他自己的。”

也正因为如此，2003年企业
改股份制时，县里要求必须改制
才能跨越发展，但王金书却过不
了这道关。他说化工厂虽然是他
带领大家创办的，但名义上还是
集体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是所有
村民和他一起挺过去的。
“一改制就成几个人的了，我

过不了这道坎。最后说集体企业没
活力，不给贷款，顶不住压力我们
只能改。”王金书回忆说，结果改制
后企业的产值每年翻一番。

2010年，玉皇化工年销售收
入45亿多元，利税3亿元，王金书
控股62%。

有了钱，王金书就想到了给
村里盖别墅，而且要让每个村民
免费住。
“别跟我说要存多少钱，一点

用没有，上次去北京，我看见布鞋
九块五一双，我就买了十几双。这
事得看开，有吃有喝就行啦。”穿着
九块五一双的北京老布鞋，套着一
件肥大白色大汗衫儿，头发几近谢
顶的王金书不紧不慢地说，“如果
一个人条件变好了，只知道自己
穿、吃、住，那跟猪不一样吗，倒给
他们一盆子食，你争他抢，那不叫
人。考虑考虑自己，想想人家，这才
叫人呢。”
“包括这次建新村，有人说我

拿的是自己分红的钱，其实我哪有
那么多钱。这3. 2亿元一部分是我
自己的，还有其他股东的，另外有1
亿元的五年期贷款。先盖好，大伙
住着房，我再慢慢还贷。”

设计方案六易其稿

“虽然是为大家免费建房，
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觉得祖
祖辈辈在村里住了几百年，为什
么不能在原址建，非要搬走呢？”
玉皇庙村副支书、村主任陈胜军
告诉记者，2009 年春节刚过，王
金书号召村里每家出一个人，一
共 300 多人，分两批去江苏华西
村，河南大刘庄村、七里营村等

地参观。
当时参加这次活动的退休

教师王保春回忆说：“除了这块
巴掌大的地方，村里很多人都没
出过远门。结果到外边一看，人
家那村里地面太干净了，你都不
忍心吐口唾沫。都是在农村，咱
的素质是不是也得提升提升？”

回来后，对换址免费建房的
事，村里就没人再提意见了。

王金书觉得这还不够，远远
不够，钱是他连凑带贷的，但房
子是大家的，村子是大家的。他
得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为自己
的新家做主。

玉皇新村是由北京清华大
学城乡设计院规划，北京清水爱
派建筑设计公司设计，但王金书
让村委会多次发放问卷，针对新
村房屋的户型、面积、地理位置
等，征求全村人的意见。

于是，原先的规划和设计方
案在一年多时间里，六易其稿。
不过，别墅建成后，正是因为

事事太在意征求所有村民的意见，
多次修改清华大学的设计方案，
“导致窗户太小，采光通风不好，显
得也小气，毕竟村民的素质在那摆
着，没办法。”王金书苦笑着说。

但就是在这繁琐的一次次
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村民对新村
建设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人人热
心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
2010年初，新村开建前夕，王

金书给村民开会说，别墅开工建设
后，要有十几家工程队同时开工，
只靠几个监理不可能面面俱到。
“我话音一落，三个自然村

当场就有22人报名要当义务监
督员，并一直坚持到主体工程竣
工。”王金书说，按照他对农村老
百姓的了解，不给钱免费干活，
他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所以说，要转变群众的观

念，不是开几次会、上几堂课就
能改变得了的，必须让他们亲自
参与、体验，慢慢地转变。”
贺长兴就是义务监督员之一。
“说是义务，实际上最后比领

工资还贵呢。俺支书觉得俺忙活了
一年，去年年底带着我们 22人去
三亚玩了一圈。”贺长兴说。

在 22名义务监督员
中，年龄最大的是

79岁的陈克建
(一个多

月

前因病去世)，最小的姜德生 37
岁。

“要尽可能做到

公平公正”

历时一年多，房子终于盖好。
“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把

房子分好。”玉皇庙村副支书陈
胜军在跟村民代表开会时说。
“想生气，就分地”，在农村，

分房子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情，即使是分免费的房子。

陈胜军说，起初分房抽号
时，计划是直接给房子编号后，
让村民抽取。后来一开村民代
表会，大家都说为啥有的人第
一个抽，箱子里有那么多号供
他选，最后一个人抽的时候就
剩一个号了，这不公平。
“那我们就把抽号分成两

轮，第一轮先根据人数抽序列
号，然后所有人根据自己抽到
序列号的先后顺序再抽房号。”
陈胜军说，这样改本质上并没
啥区别，但大多数村民都觉得
这样更公平。

陈胜军和王金书都是军人
出身，干事雷厉风行，但做起群
众工作来，心细得像个女人，逢
大事必须认真地逐一征求所有
村民的意见，逢一般事则征求
村民代表的意见。“但说简单也
简单，关键是你讲的做法得让
老百姓认同，让他们觉得这样
干公平、公正。”
“根据先前村委会与村民

的约定，所有房子都归村里集
体所有，只是使用权归个人，也
不是分一次就定终身，而是根
据家庭成员的不停变动，每10
年调整一次。比如说有的家庭
只有女孩，过几年女孩嫁出去
了，老人去老年公寓住，那他们
先前住的联体别墅就要重新分
配。”陈胜军说。

不过，这次分房还是让王
金书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多次
跟村委会说，抽房子时，他家也
得参与抽号，不搞特殊。但村委
会还是背着他偷偷给他定了一
套位置较好的房子。
“还把我和二弟、三弟的房

子分在一起，关键是我二弟不
符合住独栋的条件。”王金书
说，当时他发了一通脾气，要求
重新分。由于独栋别墅都已经
分完，重新抽号工作量大，还可
能造成新的不公平，村民也会
有意见，最后只得作罢。但王金
书坚决让二弟把独栋别墅退了
回去，换成了联体别墅。
“是我出的钱，但我不想搞

特权。其他事我管不了，只要是
我能做、该做的事，我就要尽可
能做到公平公正。”王金书说。

“回到那个民风
淳朴、诚实互信的年
代”
“人住进了别墅，要是还种

那二亩地，把粮食晒在大路上，
农具在别墅小院里随地摆放，跟
以前有什么两样，还叫啥玉皇新

村？”2008年，王金书告诉副支书
陈胜军，最好把老百姓的土地使
用权收到集体手里，成立合作社
和农业公司集约经营。
2009年，玉皇庙村农业合作

社正式成立，并注册组建山东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合作社的
具体经营运作。村里收回 2640
亩耕地，一亩地一年支付村民
600 元租金，再加上各种粮食补
贴，一共 700多元。
“由于刚开始运作，再加上

新村建设分散精力，还没形成品
牌和固定的销售市场，前期运作
确实亏本，一亩地一年600元的
租金，俺老板(王金书)还得出钱
补贴一部分。”陈胜军说。

不过，房子分完后，村里将
对剩下的2640亩地进行具体规
划。“现在初步定的是，新村以北
以东几百亩地，全部栽成树，搞
一个农业生态旅游观光区，新村
西边准备种植有机蔬菜和大棚
蔬菜，新村以南是苹果、葡萄采
摘园，主要是果木种植，最后剩
下1000亩左右种植小麦、玉米、
花生等大田作物。”
“现在村里有企业给输血，

但长远看必须得给村里设计造
血系统，即使没了我跟企业的支
持，也能保证老百姓都能过上好
日子。”王金书说的造血系统，就
是通过新村森林公园及新村本
身的吸引力，吸引一部分固定的
人群。而合作社种植的蔬菜可以
卖给玉皇化工，当做福利发给员
工。

尽管王金书多次去华西村
参观，但他对华西村原党委书记
吴仁宝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
“前几天去华西村，到处都是吴
仁宝语录，这不是搞个人崇拜
嘛，我坚决吸取他的教训，玉皇
新村建好以后，除了我在那住，
其他不能有一点关于我个人的
痕迹。踏踏实实办点事，办完就
跟老百姓一样。”
“新村建好只是一个方面，

以后的事还很多。”王金书常常
对人讲，他的理想状态是这样
的：“以前赶集买东西太多拿不
完，大家就在路边画个圈，放在
圈里，回家之后再回来，东西还
在。因为那时候人们都知道，这
东西不是自己的。现在你试试，
估计一转身就没了。”

王金书说，他听父辈说过，
那时候村民到大集上去买羊，但
钱不够，卖家会让他先把羊牵
走，然后两人去找块瓦片一分为
二，约好下次在哪见面，到时候
瓦片合在一起能对上，买家就付
余款。
“现在你钱不够，打个欠条，人

家不一定信你。我不是稀罕那种古
老的交易方式，也知道有纠纷可以
法庭上见。但我不想让农民丢掉
‘诚实互信’——— 这种乡村社会最
基础、最宝贵的东西，丢了这个，才
是我最无法接受的。”

一个月后，玉皇庙村和来庄
村旧址都将被扒掉，所有人都将
搬到新村。王金书就盼着，哪怕
在一两代人以后，希望这里能再
回到那个民风淳朴、诚实互信的
年代。

两年前，一位村支书拿出自己的股东分红、贷款及跟其他股东的借款，一共3 .2亿元，为村民盖起免费别墅。
两年后，2011年7月下旬，菏泽市东明县玉皇庙村，一片喜气洋洋，别墅和新房已经建成并分配完毕，村民们忙着8月底

前搬进去。
喜悦的是村民，掏钱建别墅的玉皇庙村党支部书记、玉皇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金书却感觉任务依然艰巨：“希望即使

没有我和玉皇化工，玉皇新村的老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而他更大的梦想是，“哪怕在一两代人之后，希望这里能再回到那个民
风淳朴、诚实互信的年代。”

在热热闹闹的农民免费分别墅背后，其实是一个关于基层民主、农村经济、土地流转的新农村试验。不过，王金书很清
楚，别墅分了，但这个试验刚刚开始。

王金书（受访者提供）

玉皇新村整齐划一的别墅。本报记者 刘彦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