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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留不住”

“现在人们都涌向城市，那是
因为城里条件好，如果我们把农
村办得像城市一样，就能吸引更
多人过来，说句不好听的，到时候
卖冰棍都赚钱！”

然而，一个行政村筹备着加入
“城市”的行列，这一举动仍然让不
少城里人和西辛庄本地人担忧。

最先质疑的是中国社科院农
村问题专家于建嵘，对于“村级
市”，他只有两个词概括：“炒作”、

“瞎胡闹”。在电话那头，他直言：
“城市和农村是两个概念，我说这
个没意思！”

还有许多专家担心，村变市
会造成环境的破坏，田园的消失，
以及千百年来以乡土为给养的乡
村伦理的异化。

在濮阳本地，出租司机陈升
担心的是，城市化以后的小村也
会和城市当初一样，肯德基、麦当
劳“挤垮”了河南驴肉、本地炸鸡，
最后变得千村一面。“你要知道，
西辛庄所属的濮阳市和庆祖镇都
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城，可以追
溯到黄帝时期呢，别把咱们老祖
宗的根给改造没了。”

而71岁的西辛庄村民李大爷
则考虑得比较务实：“走平路还要绊
轱辘呢，住高楼、坐电梯更不习惯。”

农民工出身的西辛庄党支部书
记李连成告诉记者，他在20多年前
第一次看到城市里的自来水、柏油
路和高楼大厦的时候，就渴望自己
的家乡有朝一日也能和城市一样。
但当“村级市”如今初具规模，传统
的乡村模式即将被打破时，他也在
夜里合计，一个富裕起来的农村真
正需要的是什么？

河南省是中国的农民工输出
大省，全省有1500万农民工外出
打工。但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
力外流带来的却是传统村庄的凋
敝，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农村竞
争力下降，农村环境持续恶化。

这两年，富裕起来的华西村
花30余亿元建造了一座328米高

的五星级酒店，无锡江阴长江村
给每个村民发放100克黄金和100
克白银，但李连成觉得，这些都不
是解决农村问题的答案。

30年前，黄庄村的周福义还
能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本村的
小学读书，但是由于小学教师缺
失，村里的小学几年前垮了。如
今，他不得不把孙女送到5公里外
的西辛庄小学来读书。他说，如果
没有西辛庄小学，他只能把孙女
送到更远的县城小学了。

对此体会更深的是李贵银，
40多年的小学教师经历让他写得
一手好字，但是由于招不满学生，
他多年前早已赋闲在家，而一个
村子拥有一所小学，这在濮阳市
周边的广大农村已经成了奢望。

最让李连成感到紧迫的是西
辛庄本地企业面临的危机：刚刚
初具规模的西辛庄光照明产业现
在正在面临“用工荒”。西辛庄玖
阳照明企业老板李连东告诉记
者，他的厂子满员时有500多名工
人，但是现在只有 300多人在工
作。虽然有报道称，西辛庄的劳动
力没有外流，还雇了上万名外来
打工者，但是李连成坦言，“80后，
留不住”，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儿女
也不愿意留下。

人口流动、工业衰退、年轻人离
去。上个世纪美国小镇经历的阵痛，
如今也在富裕起来的西辛庄发生
了，而更多的村镇连这样阵痛的机
会也没有等来，便悄然消失。

李连东是村中最早盖起小洋楼
的庄稼汉。他说，他去过香港、澳门、
上海，发现了一个道理，“环境好可
以聚拢人，人多了，就有了财富。”

“现在人们都涌向城市，那是
因为城里条件好，如果我们把农
村建得像城市一样，就能吸引更
多人过来，说句不好听的，到时候
卖冰棍都赚钱！”

李连东比划着村前将建设一
排11层的居住区，而且现在已经
有400多户周边村民愿意过来购
买，“价格嘛，我听说是1800元一
平米，冬天有暖气，夏天有保洁
员，绝对比自己盖房子住舒服！”

李连东说，住进高层的不只
是本村和邻村的村民，更多的商

品房将面向城里人。李贵银的女
儿证实了这个说法，她家生活在
濮阳县城的亲戚十分看好西辛庄
的地产、空气和宁静，“他们也打
算回来买套房子呢。”

李连东总结说，让农民住上
楼房，节省出来的土地搞土地开
发，招商引资，这也是城市当初发
展的办法。“想要不被城市边缘
化，我们只能拼命学习、发展，这
对整个村子都有好处。”

但对于他当年费力盖起来的小
洋楼，还有院子里的大黄狗，李连东
回头不舍地望了望。“为了村里能有
个前途，改改老习惯值得。”

“这是一个方向

和探索，不是一个名

字的事情”

从濮阳市一路向南，沿途竖着
很多大型塔吊，西辛庄村只是这些

“城市化”村镇中比较高调的一个。

5月16日又是一个适合典礼
的大晴天，在西辛庄“村级市”挂
牌一周后，距离它不远的五星乡
奠基“五星锦城”大型城市化社区
的礼炮声，又让周围乡亲们听到

“变迁”的讯号。
这天，李贵银坐在村委旁边

的村邮站改建的小超市里，替女
儿看店。这家2008年刚刚从小卖
部改建而来的超市，如今也面临
着被大型超市兼并的“危险”。

李贵银告诉记者，周边村镇
的每个变化，村民们大体都能知
道。但对于身边这种切身的改变，

以前“家长里短”的村民现在已然
开始“淡漠”，在小学门口接孩子
的几个老汉，谈论的也都是“黄岩
岛主权”之类的大消息。

其实，从濮阳市一路向南，沿
途竖着很多大型塔吊，西辛庄村
只是这些“城市化”村镇中比较高
调的一个。

庆祖镇驻西辛庄干部马俊岭
说，五星锦城奠基，是邀请了李书
记的，但李连成摆摆手说，他没时
间去。

李连成告诉记者，最近除了
接待参观团和记者，他还有两件
事，一件是继续争取一个“市”的
合法名头，另一件，则是接听各处
打来的投资商的电话。

就在前几天，媒体披露濮阳
市民政局表示西辛庄“村级市”违
规将给予纠正，而5月18日，河南
省民政厅也表达了反对的态度，
并已经上报了省政府。但李连成
并不在意这些，他在办公室里比
划着村东头的一块空地，说他想
在那里建设一座“三省交会大
厦”，让山东、河北、河南的客商都
到他这里洽谈贸易。

这些天，前来洽谈投资的电
话也不少，有药厂，也有达利园这
样的大型食品企业，而濮阳市领
导的态度是，让西辛庄建成一个
食品产业园，服务城市。

对于“50后”书记李连成的
“梦想”，1981年出生的马俊岭颇
为赞同：“就像是小岗村当初分田
到户，开始大家不理解一样，但是
后来人们就能尝到甜头了。”

马俊岭评价说，西辛庄的改变，
对周围是一个带动。但摆在李连成

这个“村级市”带头人面前的，并不
比当初小岗村分田地遇到的问题
少。土地开发涉嫌违规，行政资源缺
失，国家政策不匹配，都在影响着这
个刚刚“发芽”的“村级市”。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
认为，西辛庄建村级市，就是用城
市的办法来解决农村问题，在一
个由十几个村组成的小空间里，
做一些改革、创新试验，坏不了多
大的事，也没有必要去反对。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喻新安
说：“李连成提出了建设全国第一
个村级市的构想，这是个挑战性
命题。”之所以说具有“挑战性”，
是因为农民发出了改变自己身份
标签的意愿。“叫‘市’只是一个概
念，不必过于较真。”

至于农村的城市化改造会不
会影响古村古镇的文化传承和历
史独特性，没有念过一天书的李
连成没有给出答案，而西辛庄的
村民们，更没有琢磨过这个问题。
李连成觉得，改造以后，各村还是
各村，村里的“文化”不会消失。

“这就是一个富裕起来的农
村真正需要的吗？”记者问道。

“我总结了两个字：发展。不
发展，‘80后’的孩子都走光了，村
子也不会生存得太久，这才是大
伙担心的事儿。”

如今在西辛庄村，村里人都戏
称李连成为“李市长——— 括号筹”。
李连成只是咯咯笑，并不在意。

他反复强调：“我不是想当市
长、市委书记，西辛庄市行政区划
上只是个村，没有公务员，我永远
是个村支书。”之所以改“市”，为
的是让村民当市民，“实现整个西
辛庄人的梦想”，他认定“再差的
市都比村好”，“我敢说9亿农民，8
亿都想当市民！”

有人劝李连成，不如把那个
“市”字去掉，但李连成说，“不提
‘市’也是按照城市的路子建农
村，这是一个方向和探索，不是一
个名字的事情。不管它成功还是
失败，至少能让更多的人琢磨琢
磨，农村变革成市到底好不好。”

“我想来想去，农村只有这一
条出路。我要挂到底，永远是这个
牌子。”李连成说。

虚实“村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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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放学时分，西辛庄村小学门口就会造成交通拥堵。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