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變源於複雜多樣的生活環境 

―――我和雲陽縣聯合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 

1992 年，我高中畢業後回到了老家――重慶市雲陽縣高陽鎮鹿頭村。

從學校到社會，這之間的差別太大了，我面臨著太多的壓力，一度跌入了

低谷。 

那時的農村還有很多的人，只要出門就會碰見人，常常聽到他們刺耳

的聲音，看到他們板著的冷面孔。女娃子讀啥書，長大了是別人家的，撐

灶台的，哪個還管媽、老漢，真是白花錢。兒子多讀書，長在了還要養老……

本來這種思想在農村就根深蒂固，父母沉受著這些壓力，我哪裡會有多少

好日子！家庭的壓力，輿論的壓力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隨時隨地都刺痛著

我的心，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讓自已藏起來。即便如此，還是要活下

去，我希望和大家好好相處，畢竟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況且，我們還

是同一祖宗呢？然而，我的這些想法與做法根本就不適合因循守舊的農村

人，越是想和平共處，越是糟糕。指責聲、辱駡聲等接踵而至，鋪天蓋地

襲擊而來，我真的是受不了。這時，眼淚是蒼白無力的，它解決不了任何

問題。 

我弄不明白，讀書又有什麼錯呢！我不甘心，骨子裡的那股狠勁又生

了出來“誰說女子不如男”我倒要看看，在這個地方我能不能瀟瀟灑灑地

活著。既然我無法改變環境，就讓我去適應環境吧。於是，我一反常態，

對旁人視若無物，不理不睬。什麼來著什麼擋，順其自然，漸漸地，我的

嘴裡也會迸出髒話“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方法更易於融入這個群體

中，至此，我在旁人的眼中活脫脫的換了個人似的，原來的客套話拋到腦



後去了，典型的五毒俱全的農村女人，農村中的種種不平等，世俗偏見，

我一定要改變，我不能墨守成規。 

不過，在農村人固有的生活觀念裡，用簡單的說詞根本達不到預期的

效果。我一定要用行動加以證實。而這時侯的我，社會經驗不足，適應生

存環境的能力差，還需要學習很多的東西。可是，這些社會閱歷是書本上

無法學到的。它源於人融入社會的親身經歷。於是，我開始接觸各類人群，

看他們是如何立足於社會大家庭中，和我一樣的小老百姓，當官的，算命

的，看相的……甚至是乞丐，我都能跟他們一起有意無意閒聊。每個都有

自身的優缺點。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太多的東西，由於時間的關係，設

備的原因，我無法整理出圖文並茂的東西，更不可能去做 PPT，但我卻把

它們深深埋于心底，隨時供我選用。 

正是因為特殊的生活環境，我不得不不斷地轉換身份，扮演著不同的

角色。在家裡，我為人子女，亦為人父母。我既要承擔大部分的家務與農

活，又要收拾父母的爛攤子，既要照顧小孩，又要防止單親家庭留給孩子

的陰影，迫使我在維持家庭生計的同時，還要騰出一點時間來關注孩子的

心裡健康。 

1995 年，我父與高陽供銷社的經濟糾紛被對方告上了法庭。那時，我

還年輕，並不知道法院裡跟農村沒啥兩樣，弱肉強食。我代父出庭，在完

全是空白的紙上簽了字，幾個月之後，法院的判決書令我瞠目結舌。我什

麼都沒說，厚厚的判決上竟然什麼都有。這時，我幌然而悟，被騙了，上

當了。無奈之下，我不得不按照他們的遊戲規則行事――上訴。翻箱倒櫃，

終於找到了一點有用的東西，交給法院。在對方當事人是經理，老公是派



出所所長的狀況下，法院又耍了我。又是幾個月過去了，我知道的結果是

維持原判。這時，我完全清醒過來，法院不是弱者去的地方，也不是絕對

公平公正的地方。我之所以如此，除了無錢無勢，是我什麼都 不懂，內行

糊弄外行，輕易而舉。調整心態，重新來。於是，我由被告變成原告。這

次分外小心，在親人的指點下，在事實面前，對方無言以對，最終以對方

要求撤訴，當事人雙開而告終。這次經歷，讓我對法院有了一個全新的認

識。法院雖然是講理的地方，可是需要自己知法，懂法。否則，達不到預

想的效果。 

農村，總是激發各種矛盾的發源地。稅費的逐年攀升，村幹部的魯莽

行為，粗暴手段，為非作歹，讓百姓敢怒不敢言。而我回家已經多年，親

眼目睹了許多事實，也親身經歷了諸多事情。公民的通信自由――信件被

村裡所謂的郵遞員隨意私拆，稅費的不合理收取，被扭曲的計劃生育，“莫

須有”的阻礙交通，支書的一家人無理取鬧、肆意妄為的行徑等等事情都

發生在我的身上，他們妄想摧毀我的生活。而我要麼忍氣吞聲，要麼放手

一搏，我選擇了後者。 

小老百姓的事事順從，農村為邪惡的產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成為滋

生的溫床。惡性循環，農村會變得更加糟糕，我所生活的環境也會越來越

惡劣。農村的百姓是人，我要站起來，享受人的待遇。 

2002 年，我把村民眼中的“官”――支書以名譽侵權一案告上了法

庭。我要看弱者是否有能力對抗強者。當時，我請了一位律師協助我，我

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狀況發生。可我平靜的心理，沒有過高的期望值，只要

能立案，就邁出了一步，輸贏並不重要，遊戲而已。經過一審、二審，我



由敗訴到勝訴。法院審理的全過程，讓我對法院的操作有了更深的瞭解，

為我參與社會活動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因為我遇的麻煩事多，常常穿梭於各個職能部門之間，讓我有更多的

時間近距離觀察各部門之間的動態與變化，部門之間的往來，讓我長了不

少的見識。他們對小老百姓的態度，就如同硬幣的兩面，我也得學點。有

機會時我讓他們也嘗嘗此味道。由於在 2002 年――2009 年間，我是官司不

斷，幾乎年年到法院。由民事糾紛到行政訴訟，其間，需要收集大量的證

據，除了自已親自辦理，別人很難幫忙。我在農閒之際抽空到部門溜達，

每次外出，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每次都能讓周圍的百姓見一點點希望。

長期的堅持，終於有人站出來與我攜手前進。努力付出也有了回報，至少

不再是我獨行。而進法院的結果，增強了百姓的自信心，也有人逐漸相信

法律不是一紙空文，恰當的運用會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打破了

女子不如男的世俗觀念，女人半邊天也。 

無獨有偶，正值我多事之秋時，又碰上了大學生的支農調研，從此，

我走上了另外一條路。廣泛的合作與交流，積極的參與，視野拓展開來，

對社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不再囿於狹小的空間裡，該出來做點有益的

事情。社會進步，需要大家共同進步。通過培訓，我不再是只與本村的交

流合作，活動範圍擴大到其他鄉，鎮。在交流的過程中，常常會遇到這樣

那樣的問題 。如果無法給予情緒激動的百姓予以疏導，找到解決問題的出

路，就難以合作、發展。面臨如此境況，我不得不去系統地學習法律，參

加成人高考，函授法律事務。如此一來，願意和我接觸的人越來越多，尤

其是身處逆境的，更願和我談心。本來，這都是人之常情，誰都希望困境



之中有人拉一把。可是，我為此招來了太多的麻煩。既有同事家屬的無理

取鬧器張跋扈，又有熊貓國寶級的待遇。明為幫扶，實為監控。一年過去

該領導下結論的事情久拖不絕，又怕我嘴漏說了實話，真是難為他們。做

一個有良心的人也並非易事！ 

高陽，位於長江的支流澎溪河上，三峽庫區最大的內陸湖，移民搬遷

的腹心地帶。我是農民非移民，偏偏因為空掛戶，假移民的戶口的原因，

把我拉扯進來，並與很多的農民，移民都成了朋友，還有發展方面的合作。

面對他們的哭訴，我除了傾聽，幾乎無能為力，只是盡最大的努力給予必

要的幫助，希望他們有一個公平公正的待遇，希望他們平平安安。我曾經

飽嘗了歪曲事實，黑白顛倒之苦，不可能睜眼說瞎話。為此，我惹惱了既

得利益集團，他們對我施以各種手段，我把自已推到了危險邊緣。所有事

情的發生，無非是利益的衝突，矛盾的升級。小老百姓要想生存，必須採

取相應的措施。除了國家的法律、政策作支撐之外，還需要小老百姓的多

方協作。 

利益集團，他們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散沙似的百姓是無法抗拒的力

量平衡，才可能有權利的平等。恰好這些年的經驗累積，大學生的介入，

民間組織的培訓，給農村注入了新的活力。2007 年國家法律――《農民專

業合作社法》的頒佈施行，給農民發展提供了空間。雲陽這個偏遠的山區，

終於有一小撮人踏上了維權、發展兩條腿走路的征程。純農民的合作社―

―嗷嗷待哺的嬰兒陸續誕生于高陽、路陽、江口、上壩、養鹿、桑坪。部

分地方的農資店也有了。如今，蜂蜜、柑桔等還有很大的量了，雖然合作

社發出的亮光很微弱，但代表的至少是希望。我和另外一位朋友為合作社



提供必要的服務。2008 年，合作社成立之初，桑坪的就嘗到了力量平衡後

成功要回了退耕還林款 48.7 萬元，以及索回的公路亂收費等 300 多萬元的

甜頭。 

每個鄉、鎮相距甚遠，農民也有更多新的需求。雲陽縣聯合種植農民

專業合作社在此種情況下誕生。2009 年 11 月 5 日，聯合社正式在工商部門

登記註冊。並于次年完善合作社相應的手續。鑒於當時雲陽的特殊情況，

合作社聯合無可供操作的政策依據，是無法登記註冊的。工商部門為我們

提供可操作的模式，理事長聯合。雖然法律對農民專業合社的扶持政策有

明文規定，但是清一色的農民永遠都趕不上正點的列車。資金的困難始終

阻礙這裡的發展。就發展方面，我們與政府多次溝通都沒什麼效果。大家

心裡都明白是啥回事，地方政府的官員既需要農民為他們作政績，又要當

吸血蟲，可謂是貪得無厭。2011 年江口誼盛柑桔農民專業合作社就是例子。

參加展銷會獲得的銀獎 10000.00 元有 8000.00 元以開支為藉口花銷了。合

作社人依然是那麼堅持，用心做事，綠色、健康、生態、做真正的有機農

業是他們努力不懈的追求。雖然，註冊的是種植，而實際是一個綜合型的

合作社。聯合社裡有種柑桔的，有種植有機大米和蔬菜的，有種藥材的，

養蜂的，養豬的，養牛的，養羊的…..總之種類多多。這也是山區農民靠山

吃山的傳統生活方式。正是這種種養結合的模式，有效地免去了現代農業

對化肥農藥的依賴。雲陽位於重慶的東北部，典型的山區，交通不便，相

對其它地方來說，工廠不多，遠離污染，做有機農業是個不錯的地方。 

經濟的桔據，合作社的發展束手縛腳。隨著重慶的大政策調整，土地

日益集中到某些人手中，我們這些靠土地而合作，生存的人必須重新考慮



了，盡可能多的流轉土地。土地維繫著我們的生命與安全，對土地毫無感

情，只希望獲取高額利潤的人哪裡會知道土地的呻吟，哪裡會知道土地的

珍貴！我常常聽到村委有人藉口要保護環境而不允許農民規模養殖的言

論，而骨子裡是要販賣老祖宗的所有家底。種植業、養殖業的有機結合，

不僅會維護生態平衡，還會敦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良性迴圈。為此，我

們這些做合作的人要讓打著合作幌子的人看看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合作。

於經濟匱乏的情況下，我為這裡願意流轉土地的合作社的朋友提供了可選

擇的模式，現金，糧食二選一。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耕地的破壞，進城的

農民對糧食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們沒有外援，不能坐以待斃，尋找其

他的出路，解決實際困難。在無力支付工人勞動工資的情況下，我只好付

出雙倍努力。晚上，別人在燈下加班，我們在地裡勞動 

別有一番生活情趣。雖然辛苦我願意。因為我愛土地，土地愛我。我

給他健康的養分，他給我健康的身體。我相信，隨著健康意識的增強，有

機農業諑漸會被人所接受，通過合作社的努力，大家會慢慢行動起來。給

子孫留一片淨土，呼吸新鮮的空氣，努力創造一種趨於桃花源的現實生活，

社會才會真正和諧。 

內外環境的改變，我和我的朋友們都變了，無法在原有的軌跡上運

行。生活時時刻刻改變我，適則生存的含義，我有了深深的體會，希望和

所有致力於農村良性發展和愛好和平的老師和朋友共同進步，在合作之路

上並肩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