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昌市烟草公司长葛分公司

长葛市电力工业公司

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

长葛市合志电力实业总公司

长葛卫校附属医院

长葛市石油公司

长葛市农村电工管理总站

长葛市加美陶瓷有限公司

长葛市汇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五、金融服务奖 （１６个）
人民银行长葛支行　奖金１０万元
长葛市银监办　奖金３万元
农业发展银行长葛支行　奖金７万元
工商银行长葛支行　奖金１６万元
农业银行长葛支行　奖金７万元
中国银行长葛支行　奖金１４万元
建设银行长葛支行　奖金１２万元
长葛市农村信用联社　奖金６万元
邮政储蓄银行长葛支行　奖金２万元
许昌银行长葛支行　奖金３万元
长葛轩辕村镇银行　奖金７万元
交通银行　奖金２万元
光大银行　奖金２万元
民生银行　奖金３万元
郑州银行　奖金３万元
浦发银行　奖金２万元
六、商贸、餐饮服务先进单位 （１０个）
长葛市华轩实业有限公司　奖金１１万元
长葛市远通物流有限公司　奖金５万元
长葛市中通运输有限公司　奖金３万元
许昌众荣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奖金２万元
长葛市华鼎商贸有限公司　奖金０５万元
长葛市大成贸易有限公司　奖金０５万元
长葛新峰商贸有限公司　奖金１万元
长葛华阳宫酒店有限公司　奖金３万元
长葛市增福生态酒店　奖金０５万元
长葛市浪漫假日餐饮有限公司　奖金０５万元
七、科技创新奖

（一）中国驰名商标 （１个，奖金１０万元）
河南金惠达卫浴有限公司　锦达
（二）河南省技术创新型示范企业 （１个，奖

金５万元）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河南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１个，奖金
３万元）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河南省著名商标 （６个，各奖５万元）
河南众誉面业有限公司　ＺＨＯＮＧＹＵ（众誉）
河南森茂机械有限公司　森茂及图片
长葛市飞龙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飞龙
河南金拇指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金拇指
长葛市金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金葛及图形
长葛市恒尔瓷业有限公司　恒尔
（五）河南省 “名牌产品” （３个，各奖５万

元）

长葛市宇龙管业有限公司　宇龙牌螺旋缝埋弧
焊钢

长葛市鸿舟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鸿舟牌正三轮
摩托车

河南祥仑钢圈有限公司　祥仑牌汽车钢圈
八、招商引资奖

（一）先进单位 （８个）
１一等奖 （３个，各奖５万元）
和尚桥镇　老城镇　市产业集聚区园区办
２二等奖 （５个，各奖２万元）
大周产业集聚区　增福庙乡　长社办
石固镇　建设办
（二）先进个人 （５人，各奖３万元）
１富士康长葛实训生产基地项目引资人：索

之输

２北京天壕节能公司 “年产５００万千瓦高效
节能电机”项目引资人：孙保平

３天宏公司 “年产２０万吨精密不锈钢薄板”
项目引资人：邢建华

４宏瑞世英 “年产５万辆微型电动车及零部
件”项目引资人：张福建

５一峰城市生活广场项目引资人：马红玉
九、特色专业园区建设奖

（一）一等奖 （２个，各奖５万元）
电瓷电气专业园区汽车及配件专业园区

（二）二等奖 （２个，各奖３万元）
人造板材专业园区　天龙社区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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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市直单位奖

（一）经济发展突出贡献单位 （１０个，各奖５
万元）

市人社局　市国土资源局　市工信局
市商务局　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
市金融办　市人行　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
市地税局

（二）优化环境先进单位 （２０个，各奖 ２万
元）

市监察局　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　市科技局
市工商局　市公安局　市卫生局　市工商联
市住建局　市司法局　市安监局　市审计局
市畜产品服务中心　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
市文化和广播影视局　市国土资源局　市地税局
市人社局　市行政审批中心　市电力公司
（三）企业服务先进单位 （２０个，各奖 １万

元）

市监察局　市工信局　市公安局　市人社局
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　市财政局　市工商局
市金融办　市发改委　市地税局
市国土资源局　市科技局　市技术监督局
市审计局　市信访局　市旅游局
市人口和计生委　市卫生局　市农机站　市电

力公司

（四）争取政策性资金先进单位 （１０个）
１一等奖 （４个，各奖５万元）
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　市公路局
市民政局

２二等奖 （６个，各奖２万元）
市房产管理服务中心　市水利局　市交通
运输局市电力公司　市卫生局　市教体局

（五）优秀中介服务机构 （３个，各奖 ５万
元）

长葛市丽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许昌博远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合众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十一、先进乡镇、办事处

（一）“三强”“四快”乡镇、办事处 （７个）
１“三强”乡镇、办事处 （３个，各奖 ５万
元）

大周镇　金桥办　长社办

２“四快”乡镇 （４个，各奖３万元）
增福庙乡　和尚桥镇　董村镇　石象乡

（二）企业服务先进乡镇、办事处 （５个，各
奖２万元）

金桥办　增福庙乡　后河镇　董村镇　官亭乡
十二、先进村 （２５个，各奖５０００元）
大周镇　新尚庄村　小谢庄村　邢庄村
后河镇　后河村　王买村
增福庙乡　申店村　河涯刘村
坡胡镇　王昌贺村　西杨村
古桥乡　夹岗村
南席镇　大王庄村
老城镇　和平村　东关村
石象乡　周庄村
石固镇　乔庄村　北寨东街村
和尚桥镇　辛庄村
官亭乡　岗李村
董村镇　口王村
长社办　八七社区居委会　刘麻申社区居委会
长兴办　孙庄居委会　楚寨居委会
建设办　沟李居委会
金桥办　金庄居委会
十三、“葛天奖”———企业外聘专家 （１８人，

各奖１万元）
杨久斌 （金汇集团）　曹　宏 （森源电气）

邹广田 （黄河集团）　郑本祥 （金汇不锈钢）

唐力 （众品食业）　陈西山 （奔马公司）

张鸿运 （宇龙公司）　冯贵新 （森茂机械）

刘宏民 （新天地药业）　赵　颖 （易和电器）

马英杰 （金阳铝业）　马留聚 （帝锦纺织）

张学农 （鸿舟车业）　付水田 （龙兴科技）

卢长顺 （万顺包装）　尹华强 （同兴化工）

宋建华 （瑞阳印务）　鲁运方 （金惠达卫浴）

十四、先进工作者 （１００人）
周全民　王　辉　关晓东　张志良　张建设
陈有池　马红玉　刘振声　丁景和　李雅博
谢明志　李文峰　杨书智　黄学民　马晓冉
马丽平　张春停　丁义宗　付　涛　尹伟峰
武英杰　朱登好　张红军　张慧颖　王　良
梁志勋　汪卫东　王松强　张中伟　郭书志
李勇奇　李　波　刘　璐　罗红升　薛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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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平　穆丽红　聂淑玉　张继伟　张建民
阎铁群　梅松旺　刘艳平　张红娜　贾建华
肖红伟　侯广正　王　浩　陈培立　闫振伟
李浩选　刘军亮　周留刚　陈　龙　耿金河
张洪涛　关新中　张彩霞　李富贵　郭建朋
孙福生　赵　瑛　娄凯歌　张春周　刘文杰
张明建　李顺卿　刘亚辉　罗　涛　刘学钦
黄胜强　孙凯豪　刘军英　刘江涛　李红梅
刘建成　刘青山　杨晓杰　于书才　张风涛
许革委　王　兵　郭红涛　王鸿飞　潘永和
胥红军　刘文龙　李淑英　张　顺　任丽君
蔡朝阳　赵红霞　李顺岭　乔淑霞　时丽娜
王晓磊　陈志敏　闫发祥　海丽洁　刘根科

长葛市委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水利建设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乡镇

（一）一等奖 （４个，各奖励２万元）
南席镇　石象乡　坡胡镇　石固镇
（二）二等奖 （３个，各奖励１万元）
董村镇　古桥乡　大周镇
二、先进单位 （７个，各奖励５０００元）
市水利局　市农林局　市林业发展中心　市农开办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三、先进个人

（一）乡镇 （２８人）
李志安　杨永平　朱建民　赵建荣
刘　璐　罗红升　刘　薪　李志军
姚晓飞　曹杰华　张宏亮　贾保贤
朱华甫　穆海超　张雪伟　董建军
张保伟　张中伟　苗洪蛟　韩晓华
李文峰　李雅博　李鹏科　李会东
李国军　张红军　贾晓伟　刘三记
（二）市直部门 （２０人）
马根卿　姬玉山　李凤珍　燕松涛　张建设
武录民　杨荫阁　高瑞亭　符建涛　胡宪军
刘麦贵　乔舒正　吴志强　关晓东　刘根科
鲍俊立　王振勇　陈广灿　孙书臣　李俊勇

（三）优秀工作人员 （１１人）
张新民　杨留记　穆华卿　范全军　路建设
赵学军　孙占惠　扈志辉　孙连周　马喜峰
张红宇

二、政府序列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畜牧工作先进单位

一、畜产品质量安全先进单位

长葛市东兴牧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丰源牧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牧丰牧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三洋养殖有限公司

河南岭南黄家禽有限公司

老城书营养猪场

二、生态养殖示范企业

许昌市单迎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长葛市天源农牧有限公司

长葛市新平养殖场

长葛市兴达养殖场

长葛市中旺养殖场

长葛市易永养殖有限公司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全市行政审批服务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单位 （１０个）
（一）先进市直单位

公安局　工商局　质监局　环保局
计生委　人社局　卫生局
（二）先进乡镇、办事处

石固镇坡胡镇金桥办事处

二、优秀服务标兵 （１０人）
周　静　符建鹏　李会霞　郭建朋　张红涛
范丽萍　李治国　马国营　周坤峰　刘书慧
三、先进工作者 （１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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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霞　尚娜娜　朱艳敏　符慧敏　魏晓冰
郑丽红　李　佳　崔璐璐　宋萍萍　朱　艳
乔艳丽　赵　勇　张　铭　孙超强　宫会峰
李伟杰　张长虹　侯婷婷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全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一）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９个）
人社局　财政局　工信局　农林局　公安局
教体局　妇　联　人行长葛支行　邮政储蓄银

行

（二）职业培训基地先进单位 （４个）
人社局培训中心　长葛市公共实训基地
驻颜美容学校　爱你宝贝家政培训学校
（三）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先进单位 （２４

个）

石固镇人力资源市场老城镇人力资源市场

大周镇人力资源市场金桥办人力资源市场

石固镇乔庄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石固镇岗李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坡胡镇坡中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后河镇白寨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和尚桥镇新张营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

作站

增福庙乡八宝庄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

作站

官亭乡辛集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老城镇东关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老城镇尹家堂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大周镇赵庄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大周镇王皮庙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站

董村镇董村居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石象乡苗庄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古桥乡董天龙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站

古桥乡魏庄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南席镇游罕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站

长社办事处刘麻申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

作站

建设办事处王庄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站

金桥办事处湾张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站

长兴办事处杨楼村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

作站

二、社会保障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单位 （１３个）
烟草公司　人民医院　电力公司
工行长葛支行　黄河公司　众品公司
宇龙公司　森源电气公司　新天地药业公司
华健医院　吉祥药房健民大药房
恒光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先进个人 （１７人）
曹培林　赵晓丽　张建伟　郭宝旭　杜　轩
张怀瑾　朱明军　岳润山　孙书河　任喜军
李　君　李新民　郑　芳　杨书奇　闫建华
王姝亚　刘朝辉
三、人事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单位 （１１个）
市委办　市人大办公室　市政府办
市政协办公室　市人社局　市广电局
市公安局　市卫生局　市住建局
市教体局　人民医院
（二）先进个人 （１５人）
任惠萍　马莲花　任献泉　仝红杰　贾进美
高宏伟　李凤霞　王春霞　杨建民　赵淑丽
李小改　尚　玲　卢君香　任惠新　韩　芳
四、企业军转干部维稳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

（一）先进单位 （６个）
工信局　粮食局　供销社
商务局　交通局　商业局
（二）先进个人 （６人）
胥松亮　刘朝辉　孙坤峰　李　强　杨敬伟
岳润山

五、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单位 （６个）
公安局　住建局　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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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南席镇劳动保障监察中队

长社办事处劳动保障监察中队

（二）先进个人 （８人）
贾卫东　王万钧　陈永红　李冠军　冯明博
张超峰　张怀谨　卢亚光
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先进单位 （７个）
石固镇　老城镇　董村镇　石象乡　计生委
残　联　农行长葛支行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长葛市２０１２年度林业生态建设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林业生态建设模范乡镇 （各奖现金 １万
元）

古桥乡　石象乡　石固镇
二、林业生态建设先进乡镇 （各奖现金５０００

元）

南席镇　坡胡镇　董村镇　增福庙乡
三、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单位 （各奖现金５０００

元）

财政局　水利局　农林局
林业发展中心　农开办　审计局
四、全民义务植树先进单位

市委办　政府办　团市委　妇　联　工　会
纪检委　公安局　检察院　法　院　教体局
交通局　国土局　文广局　信访局　住建局
计生委　城管局　公路局
五、先进个人

李志安　朱建民　王伟峰　丁景和　李鹏科
李会东　贾晓伟　刘三记　贾少华　刘俊华
王　辉　许　洁　尹保伟　唐一民　岳景常
陈伟峰　刘宝红　穆海超　张军磊　董建军
张中伟　李伟杰　路绍卿　胡航民　张晓彬
刘　璐　罗红升　刘　薪　马保仓　李根勇
李艳丽　朱金科　蔡国新　屈建军　路俊宏
李发伟　罗明建　史军民　胡治业　赵自明
马根卿　张春停　姬玉山　武录民　杨荫阁
申凤娥　翟改清　李会霞　王　磊　时禹杰

王　斌　贺延生　苏凌燕　毛建军　张文辉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卫生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单位 （１５个）
大周镇　后河镇　增福庙　董村镇　长社办
住建局　财政局　发改委　审计局　公安局
教体局　卫生局　环保局　环卫处　众品公司
二、先进个人 （３９人）
李伟杰　陈　欢　丁民政　王　辉　陈大鹏
王军伟　尚毅宁　张中伟　张振亮　李亚博
苏胜利　冉进京　杨军召　张依放　李　萍
武媛媛　李晓剑　谭建军　耿广现　胡福长
张万迎　吴永伟　刘振英　李秀根　段国荣
马智民　胡　浩　路宝祥　王建中　刘建立
张留周　杨文生　张冠晖　张　篷　李松辉
王　雨　张利若　朱广元　王　辉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文化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

一、先进单位 （１１个）
公安局　工商局　石固镇　石象乡　董村镇
老城镇　南席镇　金桥办　建设办　市文化馆
市图书馆

二、先进工作者 （４１人）
马林峰　宁国伟　刘示祥　杜红喜　马保仓
王晓东　许　洁　段晓战　杨保荣　刘春亮
万　芬　赵伟琴　李宝安　李俊卿　郑　勇
熊凤枝　王国正　陈军伟　韩松记　赵会琴
米红霞　王有林　苏胜利　徐树凯　徐永超
刘俊杰　路俊宏　武媛媛　杜西民　鲁颖锋
李艳丽　李　萍　张丽霞　张　篷　朱晓华
冯月丽　时战辉　李　静　张慧葛　魏宪成
张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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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 “长葛市教育
质量市长奖”先进集体和个人

一、明星学校

（一）中学组 （共３个，各奖现金５万元）
长葛市第一高级中学　长葛市第六初级中学
长葛市淑君中学

（二）小学组 （共４个，各奖现金３万元）
长葛市双语实验小学　长葛市实验小学
长葛市天硕学校　长葛市石固镇栗梁杨小学
（三）幼儿园组 （１个，奖励现金２万元）
长葛市实验幼儿园

二、明星校长 （共５人，各奖现金１万元）
王国灿　师伟华　杨松山　张永立　周志刚
三、明星教师 （共１０人，各奖现金１万元）
蔡兰英　黄栋霞　惠月恒　王海峰　楚会霞
祝姗姗　魏小君　郭桂霞　白永霞　王慧敏
四、明星班主任 （共 １２人，各奖现金 １万

元）

时颖丽　袁晓敏　李俊鸽　朱登峰
关书伟　谷志红　王燕婷　张宝萍
汪小蕾　王红军　张有芝　王俊霞
五、特殊贡献奖

在２０１２年全国高招统考中，市一高学生于琼
洋被北京大学录取，奖励学校１０万元，奖励校长
２万元，奖励班主任１万元。

在２０１２年全国高招统考中，市一高高考成绩
在许昌市同类学校位次前移１个位次，给予学校３
万元的奖励。

在２０１２年全国高招统考中，市一高高考总成
绩获许昌市总成绩第三名，给予学校 ５万元的奖
励。

在２０１２年全国高招统考中，市一高在高招录
取中一本上线人数首次突破３００人大关，给予学校
１０万元、三年级级主任１万元的奖励。

在２０１２年全国高招统考中，市二高高考成绩
在许昌市同类学校位次前移 ３个位次，给予学校
１０万元的奖励。

市教研室教研员孔遂玲创设的小学语文 “多

元导学”教学模式在全市得到推广，能够指导小

学语文教学，成绩斐然，奖励１万元。
市二十四中所申报的 “初中英语背诵 ＋默写

时效性研究”取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成果奖，奖

励１万元。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环境保护工作

先进单位

住建局　水利局　卫生局　畜牧局
石固镇人民政府　石象乡人民政府
官亭乡人民政府　金桥办事处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消防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２０１２年度消防工作先进市直部门 （４个）
教体局　卫生局　民政局　广电局
二、２０１２年度消防工作先进乡镇、办事处 （４

个）

大周镇　长兴办　董村镇　坡胡镇
三、２０１２年度消防监督分级管理先进公安派

出所 （２个）
建设路派出所　石象派出所
四、２０１２年度落实 《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先进单位 （４个）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许昌市长葛分

公司

长葛市缘宿风尚酒店

长葛市长社路奥斯帆副食店

长葛市福盈门商贸有限公司

五、２０１２年度消防工作先进个人 （８人）
张军营　薛明锐　孙钟洁　荆莹莹
乔晓东　樊云天　谢志强　李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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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旅游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单位名单

（一）先进乡镇 （办）（７个）
官亭乡后河镇　古桥乡长社办老城镇　大周镇
南席镇

（二）先进市直单位 （１５个）
住建局　城管局　交通局　水利局　工信局
财政局　发改委　文化发展中心　文广局
市直工委　交警大队　卫生局　国土局
商务局　体育发展中心
二、先进个人名单 （３８人）
陈大鹏　李俊卿　马保仓　段晓战　米红霞
张红军　胡红艳　苏胜利　鲁颖锋　杨　娟
王宪杰　宋耀轩　杨明立　韩　平　赵　聪
蒋会杰　李　婉　郭应学　杨文生　魏书轩
朱书君　李改玲　杨彦霞　朱凤琴　张光远
娄凯歌　陈紫阳　刘树伟　胥　品　岳洋洋
张慧葛　乔亚丽　朱有亮　李淑敏　李伟杰
李白利　李保昌　孙伟华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农村公路养护管理

“好路杯”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集体 （１７个）
（一）市农村公路管理所 （奖金１万元）
（二）金杯乡镇 （６个，各奖８０００元）
后河镇　石固镇　坡胡镇　南席镇　古桥乡
大周镇

（三）金杯办事处 （２个，各奖５０００元）
长社办事处　长兴办事处
（四）银杯乡镇 （６个，各奖５０００元）
老城镇　增福庙乡　和尚桥镇　官亭乡
石象乡　董村镇
（五）银杯事处 （２个，各奖３０００元）

建设办事处　金桥办事处
二、先进个人 （１１２人）
（一）优秀农村公路管理站站长 （１１人，各奖

５００元）
娄松岭　刘书君　张书晓　刘林森　李耀军
李聪贤　李春发　杨　凯　马君玲　杨宏杰
邢军刚

（二）优秀养护道班班长 （１人，奖５００元）
古桥道班班长　张军亮
（三）优秀养护员 （１００人，各奖３００元）
和尚桥镇 （９人）
关国军　王边江　张金汉　王建伟　张国有
杨南方　高子成　李晓霞　杨俊红
增福庙乡 （５人）
赵清选　申保身　乔留亭　刘金旺　唐卯林
南席镇 （９人）
王孝全　许连朋　秦咪噔　董来勋　秦文堂
牛献中　穆锦昌　宋长岭　刘银张
大周镇 （１２人）
潘根昌　杨占军　冀国政　李东安　杨北振
赵国强　朱广发　尚宝印　魏继生　李凤香
李春英　韩　俊　
官亭乡 （７人）
张利妞　张金聚　孟现珍　徐水旺　白金铭
孟改云　杜金周
石固镇 （８人）
王保太　邢照光　铁风会　田二黑　杜保周
王改英　郑爱英　陈玉芝
老城镇 （６人）
郭金生　张西健　梁林昌　彭付顺　孙清河
朱福记

董村镇 （５人）
李来林　邢东立　高志杰　高　宝　刘长喜
古桥乡 （８人）
吴发照　杨忠海　欧群礼　刘云洲　何西荣
黄丙森　张留刚　张顺卿
坡胡镇 （７人）
胡方舟　孔巧云　苏金山　胡付增　赵　香
蔡新堂胡庆录

石象乡 （５人）
闫留山　李金箱　桂根山　李安妞　付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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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河镇 （１４人）
娄成业　娄金喜　宋来彬　高俊锋　敬　九
刘聚成　孔庆玉　王国卿　刘文法　冯文正
王聚才　王　信　邢长明　夏桂亭
四个办事处 （共５人）
长兴办：杨云山

长社办：岳书玲　刘焕知
金桥办：金庭选

建设办：刘保亮

长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表彰的２０１２年度全市政务信息化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单位名单 （４７个）
（一）电子政务 （网站保障）工作先进单位

（１５个）
财政局　人社局　公安局　交警队　国土局
石固镇　坡胡镇　民政局　工商局　水利局
统计局　科技局　行政服务中心　招投标中心
增福庙乡

（二）市长信箱办理先进单位 （１７个）
公安局　住建局　房管局　计生委　教体局
国土局　卫生局　畜牧局　国税局　城管局
人社局　交运局　环保局　石象乡　老城镇
长社办　和尚桥镇
（三）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１５个）
水利局　公安局　人社局　科技局　国土局
文化局　财政局　药监局　工信局　石固镇
古桥乡　建设办　金桥办　市产业集聚区
大周产业集聚区

二、先进个人名单 （４６个）
（一）电子政务 （网站保障）工作先进个人

（１５人）
王　辉　乔慧英　董韶辉　刘宏雨　燕英杰
辛明磊　侯婷婷　刘艳霞　张海辉　王建中
魏晓冰　王秋蕾　黄　韬　胡永生　刘俊杰
（二）市长信箱办理先进个人 （１６人）
余建华　李　航　于冰池　王梦伊　程新乾
宋　娜　黄　宇　于俊涛　王军伟　程　果

陈　晨　李炜玮　辛　霆　蔡鹏伟　魏　永
赵　帅
（三）政务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１５人）
刘长伟　张丽霞　燕英杰　王　敏　李小惠
赵建锋　靳群伟　董可帅　王　辉　张　勇
张永超　黄　韬　张红娜　时丽娜　苗彬彬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２０１３年度林业生态建设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林业生态建设模范乡镇 （各奖现金 １万
元）

石固镇　南席镇　坡胡镇
二、林业生态建设先进乡镇 （各奖现金５０００

元）

石象乡　古桥乡　董村镇
三、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单位 （各奖现金５０００

元）

农林局　水利局　林业发展中心
农开办　财政局　发改委　审计局
四、全民义务植树先进单位 （奖牌）

市委办　人大机关　政府办　政协机关
法　院　检察院　公安局　监察局　交通局
住建局　物资局　民政局　粮食局　环保局
广电局　团市委　市妇联　商务局
五、先进个人 （荣誉证书）

穆海超　杨永平　姚晓飞　刘　璐　罗红升
李雅博　燕松涛　姬玉山　马根卿　武录民
杨荫阁　王　昀　魏宝杰　申兆利　刘京浩
张雪伟　董建军　朱建民　贾发春　张宏亮
胡航民　刘　薪　贾晓伟　唐　磊　宋建伟
李鹏科　李会东　陈伟峰　刘保红　唐一民
岳景长　贾少华　刘俊华　马保仓　李根勇
苗红蛟　李伟杰　尹宝伟　翟改清　李会霞
王　磊　时禹杰　王　斌　张文辉　王许平
朱文军

０１３ 长葛年鉴·２０１４



长葛市人民政府
表彰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

一、长葛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共４０人）
（一）南席镇：李治轩

（二）古桥乡：郭少华

（三）董村镇：王申有

（四）石象乡：李风针

（五）老城镇：崔培杰

（六）大周镇：周晓辉

（七）官亭乡：薛丽霞

（八）增福庙乡：黄钦民

（九）和尚桥镇：李红旗

（十）石固镇：高建超

（十一）坡胡镇：胡万一

（十二）后河镇：蔡广伟

（十三）长社办事处：卢建勋

（十四）长兴办事处：孟爱霞

（十五）金桥办事处：李香粉

（十六）建设办事处：刘华伟

（十七）市一高：张明献　杨根荣
（十八）市二高：魏占营

（十九）市三高：王　端
（二十）市职业高中：王彩琴

（二十一）市教师进修学校：贾丽霞

（二十二）市一中：程鹏九

（二十三）市二中：曾　光
（二十四）市一小：陈志勇

（二十五）市二小：何玉涛

（二十六）市实验小学：石桂英　张亚敏
（二十七）市实验幼儿园：张巧霞

（二十八）市直幼儿园：楚艳君

（二十九）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刘民杰

（三十）市双语实验小学：刘建华

（三十一）市教研室：刘秋霞

（三十二）许昌技术经济学校：马永前

（三十三）市教体局机关：李红彬　许国梁
刘　幸　张万迎
段勇军　李国莲

二、长葛市优秀教师 （共１８３人）
（一）南席镇：郭瑞琴　高航兵　杜永锋

闫木林　王建国　王书明
杨喜莲

（二）古桥乡：高　粉　魏西辰　王春霞
赵景花　吴留建　李景超

（三）董村镇：李翠平　郭伟红　王学坤
时桂先　王小莉　王晓伟　郭
秋芳

（四）石象乡：孙兰英　任建芳　冯兰英
周英杰　黄晓霞

（五）老城镇：陈建业　梁银香　朱少飞
王岗学　高红利　谷晓君

（六）大周镇：张　涛　郭世杰　朱艳彩
梁艳娜　魏　巍　陈旭红
董军亮

（七）官亭乡：张新亮　刘根长　刘慧琴
朱淑贞　杨爱芬　贾军熔

（八）增福庙乡：时巧荣　杨丽敏　包亚敏　
赵晓民

（九）和尚桥镇：黄志刚　倪书冉　刘　芬　
李义锋

张　丽　岳套花　范秋萍　
高淑琴

（十）石固镇：张要辉　康伟霞　张启涛
王君平　潘文涛　李万华
李　静

（十一）坡胡镇：赵慧娜　王　朋　寇培军
胡保奎　杨晓燕　胡淑玲
闫桂芬

（十二）后河镇：宁慧芳　夏殿卿　孔代培
刘会丽　刘宏亮　杨巧凤
孙宏亮

（十三）长社办事处：李爱香　刘惠丽
朱红霞　高宝莲
段跃平　黄巧红
张永君　李　增
姚彦辉　李巧珍
李彩霞

（十四）长兴办事处：黄慧琴　郭华平
孟玉洁　周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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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玲　张宝玉
（十五）金桥办事处：贾慧丽　韩秀娥

白彩玲

（十六）建设办事处：李继红　张艳青
（十七）市一高：李留河　史向前　田钊杰　

王俊伟　杨宏亮　李栋梁
宋小奇　梁海龙　范云霞

（十八）市二高：杨宗会　岳俊平　闫俊芬　
段淑君　马敏玲　杨红霞　
李艳红　李艳珂

（十九）市职业高中：张梅花

（二十）市教师进修学校：孟新建　杨　松
（二十一）市一中：马会杰　周学英　闫红叶

王巧针　段会萍　张改兰
李秀英　赵庆华　杨改平

（二十二）市二中：孟美娥　吴玲玲　李继红
张亚丽　贺晓攀　李艳莉
崔清霞

（二十三）市一小：沈兰英　孟宪华　张　帆
朱晓红　刘建敏　高君敏
王亚琳　仝　华　燕慧娜
张吉花

（二十四）市二小：王启珍　李晓蕾　胡永丽
廉小丽　刘香玲　郑伟光

（二十五）市实验小学：赵晓萍　胡淑芳
侯彩红　尹琳琳
刘书伟

（二十六）市实验幼儿园：张晓娟　孙艳敏　
张江华　施　磊

（二十七）市特教学校：崔丽平

（二十八）　市教研室：王胜利　刘秋萍
（二十九）市直幼儿园：庆旭平　庞秀贞
（三十）市天硕学校：张会玲

（三十一）市成龙幼儿园：胡培红

（三十二）市双语实验小学：高伟贞

（三十三）市实验中学：刘保国　娄　进
（三十四）市金英学校：周君兰　张珂君
（三十五）市天隆学校：李向阳　张艳红
（三十六）市第三实验高级中学：

　　　　　张红民　石建锋　张建涛　吴利君
（三十七）许昌技术经济学校：

　　　　　宋保明　王彦军　雷丽红　李雪芹
李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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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史窗

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关于长葛县农村的两次调查报告

（一）

小平同志并中央，

震林同志并河南省委、中南局：

河南长葛县的和尚桥公社，是一个二类社，中等规模。全社共有 ３４个生产大队、２１０个生产队、
９１５８户、４０８１０人。我们选择了一、二、三类三个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做为调查研究的基点，有时也到
其他社、队跑跑看看。现将十几天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简述如下，作为我们第一次通讯。

（一）农村形势。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来，经过整风整社运动和退赔兑现、安排生活、劳逸结合等

政策的实施，真是立竿见影，形势急骤好转。群众歌颂十二条指示说：“毛主席派来了天兵天将，捉去了

妖魔鬼怪，灵符降服了邪气，要回了盗走的财宝。”现在农村到处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外流的

劳力大部分已经回来，生产大队纷纷添购农具、牲畜、架子车等。广大农民都积极起来了，不光出勤率很

高，干活质量也好。社员对自留地普遍感到满意，种得特别好。许多社员起早摸黑在自留地上翻地送肥，

种粮种菜，十分带劲。喂猪、喂鸡、养羊的人家正在逐日增多。有些干部害怕群众的这种积极性，这不

对。最近几年之内，有意识地让群众在 “小自由”方面多生产些东西，只有好处，并无害处，何怕之有。

更可喜的是群众的政治热情逐渐提高，民主空气开始发扬。群众发动好的地方，到处可以听到群众议论一

些政策问题，批评起 “五风”来话更长。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农村在生产和生活上也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河南全省连续两年旱灾之

后，今年又遭大旱，夏粮肯定减产，春荒尚未完全渡过，夏荒跟踵又来。从长葛情况来看，整风搞得比较

粗糙，十二条指示的贯彻也还不够深入，“三七开”、“三包一奖”、“四固定”、社队规模、经营管理等几

个主要政策还没有搞好，两个平均主义没有认真解决，群众思想仍有顾虑，“怕政策再变”，怕秋后又收

回自留地，加上每天只吃八、九两粮，菜又跟不上，人的体力很弱。在生产条件方面，牲口减少，农具缺

乏等等，因此群众的热情还不稳定，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我们在和尚桥公社的杜村寺、宗寨、樊楼三个生产大队，先把六十条的精神向生产队以上干部讲了一

次，又选择社员最关心的几条，向社员做了宣传，进行了讨论，无论社员和干部，听了六十条都是异常兴

奋，一个老大娘说：“开这样的会，一点也不瞌睡，赶明天再开，俺和俺老汉都去。”有的说：“毛主席都

知道了，这一下下了决心了。”樊楼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干部自动讨论 “三七开”“二八开”直到深夜两点

钟。六十条是十二条的发展，一和群众见面就受到了热烈的拥护。可以预料，六十条实施以后，群众的生

产情绪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涨。就是长葛这样一个受到天灾和 “五风”危害较大的地方，只要把领导的

精力集中到农业上来，用二、三年的时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把六十条贯彻执行好，不要

再搞什么新花样，一定可以把工作搞好，面貌改观。正如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只要你们不变，不再

出点子，老老实实地搞下去，今年可以缓过气来，明年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好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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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食堂问题。这是目前农村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关系群众切身生活利益

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下来以后，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大部分已经在三月初散伙。据我们了解，长葛县７０％
以上的食堂也都相继停办。余下来的一小部分食堂，群众都在观望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会停

办。近一两年来，在粮食少、菜不足的情况下，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

趣了。有些干部担心食堂散伙以后会影响出勤，实际情形恰恰相反。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去

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也不占，大大改善了过去在食堂站队打饭和经常吃不到热

饭热菜的现象。同时让社员在家做饭，就可以把３０％左右的劳力从食堂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
食堂散伙以后，燃料和运输力量也不那么紧张了。宗寨大队１４个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烧煤一斤半，散伙
以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拾柴烧饭，不再买煤，其余烧煤的也比过去节省了许多。更重要的是食堂散伙

以后，由于伙食供给制取消了，剩下的只有粮食半供给制，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工资部分，在食堂方面所存

在的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现象也就克服掉了。社员还感到满意的是，在家做饭，能够吃够口粮标

准，分一两吃一两，分一斤吃一斤。过去在食堂吃，一天两顿就把粮吃完了，现在一天吃三顿饭，再掺上

野菜，比过去吃得稠，吃得饱，而且又熟又热，干净卫生。我们所到的三个大队，自从食堂散伙以来，浮

肿病人显著减少。宗寨大队在食堂停办前，有浮肿病人１４５个，现在只剩下２７个了。小孩的面色也好看
了很多。大人添了精神，干活也有劲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食堂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主要是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得过分了，结果

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但是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

出不同的意见，就被戴上 “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击。有些干部说贫雇农、

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其实这都是假象。我们在樊楼大队第五生产队的４９户人
家中，除了３户地富分子外，逐户做了调查，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个五
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实际调查证明，上述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阶级观点。

停办食堂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充分准备，把炊具、

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食堂停办以后，一定要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

具等应当退回去，帮助社员解决在家做饭以后的一些困难。食堂本身购置的家具、炊具，修盖的房屋要妥

加保管维护，以备将来使用。食堂的菜地由生产队经营，生产的菜可以按人口分配社员吃，也可以作为商

品菜出售给社员，出售所得归生产队所有，作为本队的积累，或者在以后分配给社员。伙食委员会应当扩

大改组为生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它的任务是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并继续担

任每月发口粮、发菜的工作。

个别食堂有条件办得好的，而群众也真正自愿继续办的，应当继续办下去。单身汉和在家做饭有困难

的一些户，如果要求办食堂，干部应当帮助他们继续办，并且积极的办好。今后办食堂可以搞小型的，多

样的，而且一定要搞企业化，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宗寨大队办的敬老院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组织老

人种菜，养家禽家畜，所得的钱，不仅能够自给自足，一年内还上交给大队１０００余元。
总之，从当前情况看，在低标准和办食堂不企业化的条件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是

更便利群众，有利生产，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三）劳动保护问题。最近农村外流和外调的劳动力已经陆续归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共外流了

３００多人，已回来了１５０多人。从县、社企业中也压回来了一部分。农业中学，初中一、二年级和小学四
年级以上的学生，也都半日或短期放假回家生产。目前农村劳动力，从数量上说，已经基本上够用了。问

题是人的体质普遍衰弱，现在的两三个劳动力，还顶不上过去的一个劳动力。由于口粮标准低，群众体力

的恢复很慢。最近虽然增加到每人每天１０两 （老秤），但是质量很差。在十两多的口粮中，红薯干占了

６０％上下。群众反映一斤红薯干顶不上半斤玉米或高粱。加上粮食不干净，沙土多，从大队到生产队再到
群众手里，就又少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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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农村的劳动却非常紧张，抗旱浇麦，春播种菜，十分忙碌。由于最近两三年来牲口大量死

亡 （一般在５０％），就更加重了人力的负担。过去拉车、推磨、推水车、犁地、送粪多用畜力，现在主要
靠人。十几个人拉一辆大车，五六个人推一轮水车，人拉犁、人推磨的很多。有许多社员干完一天活还要

利用早晚时间去搞自留地。春忙以来，有些社、队得浮肿病的多是壮年劳力，与去冬多是老年的情况不

同。因此，从长期着眼，在当前口粮标准低、群众体力弱的情况下，必须坚持有劳有逸、劳逸结合，鼓励

群众劳动要适可而止，不宜过分，要强调少劳多逸，给群众足够的休息时间，以便休养生息。

（四）多劳多吃问题。长葛县最近普遍多劳多吃。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有储备粮的社、队，从储备

粮中拿出一部分，实行 “工分带粮”，多劳者多吃。这个办法比较好，既适当地鼓励了群众的劳动热情，

又增加了群众的口粮。有些社、队采取以劳动底分为标准，超过者才能多得的做法，缺点很大。实际上多

数人超不过劳动底分，只有少数劳力强的才能多吃，而且人们为了超过劳动底分，就过分劳累，影响了身

体健康。第二种是没有储备粮的社、队，从有劳动能力的人 （老、幼、残疾除外）的口粮标准中扣出

１０％，作为多劳多吃的奖励粮食。更不好的是按人口扣出５％或１０％的口粮作为奖励粮。这种办法实际上
是降低了一般有劳力和无劳力的口粮标准，挖他们的口粮，去奖励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眼

睛。群众对此非常反感。有的说： “就这么一点粮食还要七折八扣。”樊楼大队第四生产队讨论了两次，

群众反对，第三次讨论才决定不搞。但是有的生产队连讨论也没有讨论，并且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扣了

１０％的粮食，引起群众很大波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１５天为一期。有的户就被扣了六斤多。有的户
三四斤，二三斤不等。在口粮低标准的情况下，再扣几斤，群众哪能不慌？我们发现这些情况，在电话上

商得吴芝圃同志的同意，已经作了纠正。

通过十几天的调查了解，除了食堂和粮食问题外，还有 “三七开”、评工记分、 “三包一奖”、 “三

定”、调整社队规模、经营管理和一、二类社队整风等几个问题，是群众和干部最关心的，也是调动群众

积极性的几个重要问题。我们正在进一步地深入调查研究，情况以后再报。

习仲勋

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３日

（二）

小平同志并中央：

我们下乡已经一个月了。头十几天，只是一般地了解情况，着重调查了食堂问题。从４月２４日起，
在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结合划队工作，对粮食问题和三包一奖、分配、耕畜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

这些问题都有专门材料，正在整理。现在先就一些重要情况和问题，简述于下：

（一）农村的情况和群众情绪越看越好。根据我们在这里的观察，凡是党的政策执行的比较多，群众

生活安排妥善的地方，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心情是真正舒畅的，干劲也很大。我们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都

是有说有笑，十分亲切。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闲人，能够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也都参加了生产。社员白天

在地里生产，晚上还披星戴月在自留地上劳动。这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多种些地、多打些粮食的一种反

映。这种情绪是好的。如果群众连这点兴趣也没有，就更谈不上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了。中央十二条指示

下达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这样好的情况，如果今后再把六十条坚决地贯彻下去，把干部的工

作作风好好转变一下，农村的情况将会更好，群众和干部的心情将会更加舒畅，生产积极性将会更加高

涨，这种趋势已经看得很清楚。

（二）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 “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

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这里退赔工作搞得很不彻底，如县直机关、工厂、学校和公社、生产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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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许多土地和房屋，尚有一部分没有退，有的退了小部分，留了大部分。退赔的现金多，实物少。王庄

大队一共退赔了三次，在退赔总额中，现金占９５３％，实物占４７％。作价也不合理。三间草房实际价值
１４５元，退赔时只作价３０元到４５元，低于实际价值的７０％。

退赔所以不彻底，首先是因为干部对退赔的决心不大，社、队以上机关更差，他们就是舍不得退。最

主要的原因是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王庄大队最近发动群众大搞了一下退赔，效果很好，两三天内社

办工厂和附近的机关、学校、商店中，清理出大批的平调实物，退给了群众，群众情绪大为振奋。前几天

召集群众开会，是干部等群众，现在开会是群众叫干部，他们纷纷表示坚决搞好生产，报答党和毛主席。

退赔工作肯定要搞彻底，但是目前夏收即将到来，普遍搞有困难，可以在夏收之后，结合整风整社抓紧进

行，一、二类社、队要把退赔作为主要内容。这对贯彻六十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在生产队的权限问题上许多群众和干部提出了不少意见和要求。中央十二条指示和六十条都规

定了生产队的种植权，可是由于现在包产包工的办法，是按农作物逐项逐亩地包，麦子种多少，谷子、高

粱、大豆等种多少，一一都规定死了，所以生产队的这项权利实际上并未落实。在研究 “三包一奖”时，

干部和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 “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作主了”。生产队才真正

有权因地制宜，合理的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在讨论四固定时，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都要求把牲畜所有权下放给生产队。过去牲畜归生产队使用，可

是又归大队所有，还规定了保本保值等一套清规戒律。“有些牲口老了，生产队无权处理，想用骡子换几

头牛也不准，生下幼畜大队还要提成”。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心里很不踏实，常怕大队把好牲口调走。这一

切都影响了对牲畜的爱护和使用，影响了牲畜的繁殖和发展，不利于生产。有的社员说得好：“牛是种地

用，地要俺种，工要俺派，牛归俺使，倒说不归俺有”。牲畜归生产队所有，至少有四条好处：（１）可以
促进干部和社员爱畜保畜的积极性；（２）对繁殖幼畜有利；（３）可以鼓励生产队多买牲畜；（４）可以根
据生产需要调换牲畜。从调查情况看来，把牲畜归生产队所有是必要的，这对迅速发展牲畜有很大好处，

特别在最近几年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群众对粮食保管和分配之权也有很大意见，过去在食堂吃饭，口粮不归群众自己支配，非常憋气。最

近食堂已经散伙，群众要求：口粮不出队，指标分到户，大队、小队两把锁，群众监督，一月一发。对于

超产粮的分配，干部和群众都主张：除了大队提成部分，余下的全部归生产队保管，一部分发给社员做口

粮，一部分以工分带粮实行多劳多吃，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储备。

群众还要求休假权利得到保证，随着 “三包一奖”的实行，生产队的 “三权”落实，最近群众要求

把休假权利交给生产队掌握，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种植计划、农活安排由生产队做主后，只有生产队才能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放假的时间。再过两年，经营管理制度搞好、生产秩序正常后，一年四季，春夏

秋冬，有忙有闲，成了十分自然的规律，劳逸结合的问题也就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总之，生产队的权利越落实，就可以更加促进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的巩固，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

利。害怕生产队权利过多，会影响大队所有制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四）从最近这一段的调查当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公社

化以来，在大刮 “五风”、什么都大办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把高

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弃置不用，结果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宗寨大队在高级社时期，粮

食和工资都是按工分分配，实行多劳多得的政策。那时工分分值很高，一个工分值一角二分钱，一个劳力

做１０个工分就收入一块多钱。这几年供给制部分太大的结果，工分不值钱，一个工分合八厘，一天做１０
个工分才八分钱。群众说：“劳动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一个蛋。”“干不干两块半”。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

了，在农村呆不住了。很多农民去搞副业，大量青壮年往城里跑。超龄学生也增加了。这就从根本上影响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无心过日子。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后，实行了

“三七开”，这种情况已有改变，但是还不彻底。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多数群众都倾向于实行除了包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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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照顾困难户以外，一律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五）农村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群众说得好：“十二条、六十条、七

十二条，千条万条都还不是为了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在过去大刮 “五风”的情况

下，不可能落实，现在有了这七十二条后，情形就不同了。有的干部说： “六十条加上四十条正好一百

条，这就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的问题”。因此，每个社、队应当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制

定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具体规划，争取粮食早日过关。从长葛还看出了，水利是搞好农业、保证多

打粮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全县有１００多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２０多万亩，如果三年之内把水浇地增
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至少每人平均有一亩水浇地，就是天再旱，也能够基本上保住口粮。因此，必须把

农田水利工作经常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稍有松懈。“大跃进”以来，在水利方面确实作出了伟大的成

绩，需要几年的时间来消化它。要下决心在今后一定时期不搞大的水利工程，而是踏踏实实地搞群众性的

小型农田水利，主要是打土井，整修渠道，平整土地，增添排灌机械等，做到参加水利工程的劳力不出

社，有的甚至不出队，只要把这项工作经常抓到底，就给农业生产打下了牢靠的物质基础。

（六）干部作风问题。从这里的情况来看，经过整风整社，“五风”被狠狠的打击了一下，干部的作

风确有很多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很不彻底，很不巩固。不好的作风破了，新的作风未立。许多干部工

作方法一般化，靠打电话、听汇报、发指示、统计表格来指挥工作。有的象蜻蜓点水一样，飘浮得很，很

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寻求真理。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意见。任务来了，就由上往下布

置，很少跟群众商量，不走群众路线。目前公社实行的派干部驻队、分片包干的办法，看来很有问题。一

个驻队干部权利很大，什么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包办，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党委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

都被他破坏了，队干部也难于提高，学不到独立工作的能力。现在一、二类的社、队的问题反比三类社、

队的问题多，群众的情绪也较差。对这两类社、队的整风绝不能忽视，而且越早进行越有利。在过去民主

补课和整风整社当中，有一批干部被搬掉了，换上来的一批干部多数未经过整风教育，工作作风也不够

纯，有的甚至很坏，至今社、队领导核心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在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核心都需要无

例外地进行一次严格的整风，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才能把干部的作风彻底转变过来，把我们的工

作大大推向前进。

先附上公共食堂和划队问题的调查材料各一份，其他材料将陆续送上。

习仲勋

１９６１年５月９日于长葛

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

在中共长葛县委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１年５月２日下午

　　我们是中央派出的一个工作组，到长葛县搞调查研究，已经２０多天了。长葛这个地方很好，群众很
好，同志们也很好，我们要向你们好好地学习。中央来的人不一定什么都懂，真正的知识在农村，在群众

中，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长葛虽是一个县，但是它的内容很丰富，所有的问题在这里都有，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我们不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很多问题就不可能搞清，学到知识。

谈什么？你们不出题目很难办，我只好随便讲一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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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葛县群众情绪、农村形势怎样？

长葛也是 “五风”严重的地方，特别是 “共产风”刮的很厉害。最重要的是从办公社以来，把社会

主义最根本的原则——— “按劳分配”的原则丢掉了，把高级合作社时期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丢掉了。

１９５８年９月以后，直到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央十二条政策下来之前，这条原则一直是被忽视的。正因为如此，
评分记功，多劳多得也没意义了，反正 “干不干两块半”。因此，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大受挫伤。本来，我

们对 “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生疏，合作化以来，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就是一直贯彻执行这一条原则的，

特别是高级社时期，还建立了一套制度 （即使还不完善）。过去几年 “大跃进”，取得了伟大业绩，但公

社化以来，什么都大办，虽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确实造成了些损失。如大办公路，大办机关基本建设。

你们县级机关的基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毫无

坏处。难道旧县城里住不了县级机关？红军长征时，那里能搞什么建筑，连瓜菜代也没有；在延安时期没

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学，做了许多工作，很多人从抗大、延大、鲁迅艺术学院毕业了。延安，革命圣

地，毛主席在那里领导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长葛县的条件好得很，旧县城有很多房屋可以住，难道非盖这么一大片不可？这个责任主要在于前任

书记吕炳光。虽有县委的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领导，一人决定问题。当时的委员们也有责任，应当

提出意见。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土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不修楼房，不盖大礼堂，就

不能实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没有这一条，思想就成问题，要整

风。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

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大办机关，大盖楼房的做法

是不对的。你们的礼堂比北京全国政协礼堂还大。昨天到禹县去，他们的礼堂可坐３０００人，还有什么大
澡堂、大医院、大餐厅等１０大建筑。沿途还看见修的猪圈比群众住的房子还好，群众称之为 “猪宫”，

拆人房，盖 “猪宫”，那象什么话。你们的坡胡公社也曾盖过万头猪场，据说当时最多只有四百多头猪；

董村公社万头猪场还搞了什么参观路线，以应付参观。实际上这就是没有群众观点，乱来一通，大刮

“五风”，破坏按劳分配原则。但是，这也很好，人不可能保证不犯一点错误。在中国土地上搞社会主义

是新事，不犯错误就不能取得教训。当然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也犯了，那是不应该的。同志们要切记

这些教训是花了很大代价的。因此，对过去工作要很好总结，既要肯定成绩，也要批判错误。既然吃了苦

头，花了本钱，再不吸取教训，就太不应该了。我提议：长葛县要把所犯的 “五风”错误编印成册，保

存起来，每年都拿出两次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各公社也应该照样办，都要牢牢记

下，不能忘了，忘记了，又会重蹈覆辙。

现在情况怎样？中央十二条政策下达以后，农村形势就急骤好转了。工作组来此２０多天，从未见过
一个群众不愿意和我们接触，群众一改过去的态度，对我们很热情，这是一个好变化。有了十二条，同志

们又作了很多工作，农村形势转过来了，晚上１２时群众还在自留地里劳动，真是披星戴月。现在的夜战
和过去的夜战不同，过去我们命令群众干，现在完全是群众自愿，这个变化也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继续贯

彻十二条，宣传贯彻六十条，彻底退赔，继续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方法正确，那么农村

形势、群众情绪还会大好起来的。但是必须看到，现在群众的情绪还是不稳定的。首先是群众的生活，仍

是低标准、瓜菜代，这种情况还需要一个相当时期才可以改变。其次，干部作风是否完全转变了呢？应该

说只是刹住了 “五风”，但在干部思想上还没有解决问题，还需要进行整风，加强教育，做很多工作，才

能够真正转变过来。

为什么现在工作效率还不高，生产秩序混乱？特别抗旱浇麦抓不起来，水井配不成套，绳子、杆子也

很少，电动机没零件，缺这少那，这就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还没有得到很好改变的具体表现。命令办

事，简单化的工作作风还是很严重的。吴芝圃同志说的对：“克服五风，总得几年。”我看得一个相当时

间！不是今天一检讨，明天就转变好了，长葛党委必须率领全体同志在这方面树立一个好榜样，树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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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认真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二）关于退赔的问题

中央十二条政策的中心之一是退赔。事实证明：坚决退赔是彻底反掉 “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

要政策。自留地要分给群众，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并以实物为主。为什么要重视这个

工作？因为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比如自留地的问题，群

众开始是不要的，原因是不相信党的政策，等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政策的时候，群众才会积极拥护。又如食

堂问题，到后来有很多人不愿意，但谁也不敢说不赞成，难道不是群众对党的政策不相信吗？不是害怕给

他戴 “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吗？有人反映 “贫农愿在食堂吃饭，中农不愿”。这是假象，吃不够标准，中

农贫农都一样，我们要有阶级观点，但是不要抽象的对待，你能说贫农肚小，中农肚大？必须深入调查，

根据实际办事，假象的包袱不要随便去背。长葛县的食堂散了８０％，卸了大包袱。食堂分散后，我们对
群众的生活更要负责到底，不能因为分散了食堂就不管了，这种放松领导的思想是错误的，要注意纠正。

退赔问题要检查，现在的问题是：（一）退赔很不彻底，如机关随便圈地、占地、占房，都退赔的很

差。全县机关扒掉民房和公用占房达民房总数的２２％，群众没房住，就是件天大的事。生活、生产很不
方便，养鸡、养兔、养猪、积肥、种自留地等都受影响，因此，土地、房屋要尽一切力量退赔给群众。太

宽的公路，根本不需要的乡村公路，坚决开了种地，将来需要时再修。现在种一年是一年，打一斗是一

斗，打一石是一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光和尚桥公社境内占群众的土地就有９００多亩，这还像发展农
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吗？我们要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乱干一气是不行的。（二）平调群

众的家具，退实物太少，机关学校退的也不彻底。平调群众的家具，是群众的，不是我们的，一定要退回

去，这样群众就高兴了。群众的东西必须退赔给群众，不这样做，就是退赔不彻底。（三）作价不合理。

如一间房子作价十二三块钱，是盖不起来的。如果一间瓦房赔给２０元，连砖瓦也不够。什么叫合理作价？
我的意见凡是折价所付的退赔款，一定要能买同样的东西，否则就不合理。（四）退赔的决定不大，而且

越是上级机关越差，公社以上机关凡是应该退赔的，都必须下决心退赔。问题是国家多一点好？还是群众

多一点好？我的意见，特别是现在还是群众多一点好，反正是两头，一头多了一头就少了，现在应该是群

众多一些好，何况平调的东西本来就是群众的，今天群众的东西多了，将来国家的东西也就会多，只要群

众有了东西，何愁国家没有东西呢？我们要辩证地看这个问题，这两年国家的东西多，群众的东西少，日

子就不好过。要知道，东西就是那么多，看放在哪里合适。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现在

群众经营自留地的积极性很高，耕种得很好。有了这个积极性，继续贯彻党的政策，也就可以把集体生产

搞好。十二条政策下达后，农村里养猪、羊、鸡、兔多了几倍。所以，只要彻底退赔，继续贯彻十二条政

策，这个积极性还会更有效的调动起来。

（三）整风整社问题

社队规模这里已作出了一些调整，必须把应调整的继续调整，现在是下动上不动，麦收前先把大队、

小队的规模调整好，集中搞它十天、半月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先动队，后动社，公社规模放在麦后调整是

比较合适的。

大队、小队规模适当划小，便于生活，便于生产，好处很多。至于公社一级的规模大小，还可以研

究。我看平原地方公社的规模可以适当地大一些，多几个大队，只要改变作风，方法对头，同样可以做好

工作。将来设区不设区，我的意见在平原不设区也可以。设了区，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还得搞一套机

构，这部长，那干事，什么助理员呀，有了机关就是一个衙门，增加层次，编制很多干部，长葛县是否可

以采取工作组的办法，设它三五个人管几个公社。这个组织不是一层机构，也没有别的权利，只是贯彻党

的政策，督促检查，总结经验，交流经验，实行县委的集中统一领导，按照这个办法，可以先试一试，搞

不好再改。

分队的时候，要有充分的准备，凡是公社没有批准之前，原来的生产大队对各生产小队要继续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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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和尚桥宗寨大队，一个划了三个，因为事先准备差，有些问题还未来得及处理，不管就乱了，要有破有

立，最好是先立后破，边立边破。因为一个对的账目，没有十次、八次是算不清的。如副业、牲口、农

具、仓库、债务等，必须先成立一个处理委员会，负责作好处理工作。同时新成立的队还要组织一个生产

委员会，一个生活福利委员会，分别管好生产、生活。分队工作也是发动群众的过程，不能光由上边去

搞，而是要发动群众来搞。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划队，使群众知道为什么划。你光说便于生活、生产，群

众不知道是不行的。不发动群众参加，只是形式地划分，队虽成立了，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在分队

的同时，必须把一系列的问题，如三包一奖、四固定、分配制度、劳动生产管理等，一个一个地解决好。

所以，分队的过程，又是贯彻 “按劳分配”原则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组织工作。还要把原来高

级社时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恢复起来。要立一套章程制度，使工作走上轨道。总

之不能简单化。同志们必须明确，公社化是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是生产大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并非社为基础，不能把高级社的经验忘记了。

（四）公共食堂和群众生活问题

食堂分散是有好处的：（一）分散后，病人少了，人的体质恢复的很快；（二）原来办食堂的劳动力

减出来投入生产，长葛县过去办食堂的劳动力占３０％左右，有的占到４０％，这么多人不生产，光为生活，
生产怎么能搞好？（三）可以减少煤炭供应，缓和运输力；（四）可以减轻干部对食堂的负担；（五）可

以发展家畜家禽。因此，对食堂要采取坚决态度，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至于农忙食堂办不办，也由

群众决定。王庄的小队长说：“农忙时，社员可以两头在家吃，中午各自带馍到地头集体做菜。”我们一

听，认为这个办法也可以，后来和群众商量，他们说中午光搞点茶水就可以了，菜馍都由自己带。这样照

顾群众的意见不很好吗？以后有些单身汉或者家里没人做饭的，可以三家两家在一起搭伙，找一个年纪大

一点的妇女做饭，付给她一些报酬，还可以养些猪、鸡。还可以办企业食堂。总之要方便群众，完全由群

众自愿。

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的，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

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比如：（一）帮助群众解决炊具，如大锅、小锅、砂锅等。禹县那里砂锅很

多，你县的商业部门可以去订一批货，方便群众。（二）吃菜问题，食堂菜地仍归小队集体所有为好，不

要分给社员，多吃菜可以少吃粮食，有了菜等于有了粮食，所以生产队要把菜地管好。现在一人一斤菜，

按人口分配，先记账，后结算。秋季如果粮食丰收了，蔬菜供给还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能丰收，离了

菜还是不行的。因此各地要抓好蔬菜生产，每小队都要作出增加蔬菜生产的打算，把菜地的水井和其它设

备搞好，多一些菜地不要紧，将来粮食丰收，菜地可以种一些高级菜、商品菜，供应市场，增加收入，也

可以改善生活。同时，还要作长远打算，准备秋菜的储备和加工，保证今冬明春每人仍能保持有一斤菜的

供应。这一点切不可忽视。要把秋菜的种子、肥料、水井、菜地等都准备好，将来就可以不靠天，靠人浇

水种菜，这一点如果抓好了，冬季生活上就不会被动了，可以腾出手来做其它工作。（三）粮食问题：一

是卖粮手续要简便，群众要求到粮站直接领粮，这样既可以减少损耗，又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二是品种不

要太杂，一斤这，一斤那，太零碎了群众没法磨。三是发粮的时间长一些，最好是一个月发一次，少数不

会过日子的社员可以五天、十天、半月发一次，以便加以控制，避免超过。四是夏收农忙时期，口粮标准

可以适当提高，特别是劳动力要多吃一点。同时，粮芋比例要适当搭配。在县、社范围内自行调剂，如果

芋干过多，可在麦收后适当搭配，以免降低标准。五是现在劳动所得工分的分值太低，抵不上买粮的钱，

如何提高工分的分值，“三包一奖”和分配制度等问题都要研究。总之，要使社员劳动所得，除口粮外，

还有点余钱。

（五）归根结底，是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

现在干部、群众关心的是粮食问题，整风整社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增加生产，多打粮食。风调雨顺

要吃好，不风调雨顺也要吃好。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也不能忘掉，否则改变农村面貌就要拖长时间。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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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现在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要有具体计划，行动起来。长葛有１１０万亩耕地，水地只有２０多万
亩，尽最大努力浇水抗旱达到３０多万亩，如果在三年之内，增加灌溉面积，争取每人有一亩水浇地，那
就不怕了，天再旱也能够保住口粮。各公社都要作出规划，在作规划的时候不要浮夸，不要幻想，不要瞎

指挥。整风后反了 “五风”，规划就要订立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像坡胡、和尚桥公社，在几年 “大跃

进”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把农田水利建设搞好，扩大灌溉面积，可以做到全部水利化。但是不要搞大水

库。多挖水井，以小土井为主，中型的劳力不出社，小型的劳力不出队，利用农闲发动群众讨论，开展群

众性的水利运动，群众一定会拥护。这样到１９６３年争取每人有一亩水浇地，丰收也就有把握了。当然，
各个公社可以有不同的规模，有的社多一点，有的社可以少一点，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本社的规划。如果

积极努力，三年就会大变样，甚至明年就可以发生变化。不管整风也好，整社也好，“三定”也好，都是

为了发展农业纲要四十条，把我们的农业办好，你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拿出半天的时间讨论讨论，只要

有决心、有办法前途很大。希望长葛县全党全民积极努力，为大办农田水利，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而奋

斗。

（六）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最后，讲一讲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据我了解，有些公社虽然 “五风”刮的严重，但是也有个别小

队能够顶住 “五风”坚持下来，个别单位，比如宗寨大队的敬老院就办的很好，这些好的典型为什么能

够在 “五风”中长期存在，他们的经验就值得很好地加以总结推广。这些经验用不着到外地去学习，就

在我们跟前，只要认真调查，恐怕每个公社都有自己各种不同类型的范例。他们为什么能够办好？主要是

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从这些典型事例中，可以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所以今后办事没有可靠根据的不要

干，不要随便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必须切实反映群众要求，切实反映客观实际，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

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

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要注意：１要置
身于群众之中，使群众把你不当外人，不是什么干部，什么领导，而是把你看作和他一样，看成是自己

人，是他的朋友。自己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是群众的一员，不是站在群众头上，而是要和群众在

一起商量办事。２确实给群众办事，认真解决群众切身困难。各级党委和每个党员，都要在一定的时间
内，给群众办几件好事，并以此来检查自己，及时地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和群众通气息，共呼

吸，同命运，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子。和尚

桥公社用豆腐渣换王庄的红芋叶喂猪，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一定要查一下，给予纠正。合乎群众利益的

事就办，不合乎群众利益的事就不办，违背群众利益的就要批判，批判从严，不打不骂。３去掉官僚架
子，勤学勤记，艰苦朴素。群众说的好：“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不要一不听，二不记，否则就学

不到什么东西。有些事情还必须亲自参加进去，才能弄清情况，并且要随时研究，随时分析，集中几种意

见加以比较，才能辨别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还要及时总结经验，得出正确结论，不要学 “猴子掰包谷，

掰一个丢一个”，要不断积累经验，丰富经验，这样，好的作风才能逐步地树立起来。

再谈一下集体领导问题。是个人领导还是多数人领导呢？一定要集体领导，个人领导是错误的。党委

领导一定要树立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要把大的事情拿到委员会上去讨论，发扬民主作风，让大家充分发

表意见，考虑成熟后，再作出决定去执行，不是第一书记说了算。如果交换意见不充分，问题讨论的不透

彻，当然也就会解决得不好。因此，作风要改，要学，不能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麻烦。过去刮 “五风”

的时候不麻烦，但是最后搞出了大麻烦。根本的一条是没有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独断专行。过

去长葛的吕炳光和禹县的刁文就是这样，他们就是不民主，重大问题不讨论，他说的算，别人说就不行，

那叫什么党委，什么集体领导呢？今后，一定要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任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向群众

宣传，让群众讨论，但也不是天天开大会，现在的许多会，既没有好好宣传，也没有认真讨论，以后一定

要加以改变。群众开会最少３０分钟，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可能３０分钟的会群众还多记住一些东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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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一整夜的会可能什么都记不住，因为时间长了，都打盹睡觉了，群众是在劳动间隙来开会的，我们

一定要爱惜群众精力。干部讲话一定要事先有准备，不要讲话不沾边，占去过多的时间。

最后谈一下改进机关作风问题。现在军队有个规定，师以下不写文字报告。地方虽然不同，但是县和

公社一级也要少写，公社以下可以不写，各级会议表报、电话会议都要精简。发那么多文件，不仅作用不

大，而且浪费劳力。有时发的文件内容有错误，发了还不如不发。同时，不要搞那么多的洋格式，陕北群

众一句话 “科学化，解不下”，搞的东西一定叫人能懂，不懂搞那干什么？越多越看越糊涂，越糊涂越不

起作用，实在说还是精简一些好，不要那么复杂，办了事就行。

要艰苦朴素一些，尤其在今天，要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生活要和群众相协调，不能特殊，现在群

众生活不好，不要悬殊过大。要恢复我们在土改时期和合作化时期的实事求是、踏踏实实的作风，勤俭建

国，勤俭办一切事业。

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

在和尚桥公社党委会议上 （有部分县委委员参加）的讲话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２日上午）

　　这次来长葛已经有一个月零两天了。我们主要是向你们学习，一个多月的工作给我们的帮助很大，这
话可以不讲，因为都是党的工作，没有谁帮助谁的问题。但还是要说，主要是靠你们的积极帮助，离了你

们没有向导，两眼摸黑，就不知道怎样工作。有些知识你们懂的多，特别是农村工作，虽然全国都有农村

工作，但各地不同，生活习惯有很大区别，不摸清楚就很难工作。如果总结这一段的工作，头半个月钻不

进去，这主要是情况不熟悉，语言不通就发生困难。但在你们的配合下，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好些了，可

以更好的接近群众。和群众熟悉了就没有隔阂了。有个社员问我：“你来过这没有？你们是参观团？你们

是北京来的？你们咋这样好？不像过去的参观团，汽车一来都得去欢迎，不去就推你去。”我们和群众接

触没有不满意的，没有不称好的，这不是对某些具体人讲，而是群众对党的态度改变了。自留地、食堂、

饲养家禽家畜等政策兑现了，粮食标准吃够了，可以活动些了，对党的态度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现在群众的生活并不好，特别是在低标准的情况下，群众和党的关系还这样好，是不容易的。所以一切工

作都要依靠群众，贯彻党的政策。群众基础好，群众积极拥护党的政策，这样的群众热情要爱护，不要以

为就没有问题了，可以疏忽大意，随便乱来了。正因为群众积极拥护我们，我们就越要谨慎，做更多的工

作，来巩固这种情绪，现在粮食标准很低，起码得二年，有的地方得三年，长葛今年还不能摆脱低标准，

秋后也吃不够一斤，还需要抓瓜、菜代 （就是粮食够吃了也要瓜、菜代）。一定要做好工作，否则，如有

困难，再发生问题，群众情绪还会有波动。所以干部作风问题就十分重要。现在 “五风”仅仅是控制住

了，反下去了，然而新的作风，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有的干部身上还没有树立起来，如果不及

时整顿，还会实行强迫命令，发生问题，也会影响群众情绪。如县委办公室转发和尚桥公社的那个文件就

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我找了办公室付主任，指出了文件上那几条不对，如偷麦一斤罚一元、扣口粮一

斤，就不能如此。文件上只能笼统的提一下，有奖有罚的原则就可以了，至于具体办法可以由群众自定。

依靠群众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有些干部不依靠群众，就叫民兵都去也不行，根本问题是群众自觉起来，互

相监督。护麦应抓好两条：（１）宣布群众的口粮吃多少，可以使群众定心；（２）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如果发生了问题，就开群众会，偷麦的人自我检讨的好，保证不再偷麦，而且还要监督别人，就可以不

罚，再不改再整，那时你就有理了。光凭采取简单的行政处理是不行的，如果运用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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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把坏事变成好事，通过实例教育群众，这样做比处罚更厉害，更有意义，处罚没有意义，弄不好还会

出乱子，会死人 （洧川罚的赔不起连偷麦的人也跑了）。这次县委转发和尚桥公社的那个文件，公社党委

没有讨论，据说是办公室主任搞的，办公室主任权利太大了，不经过第一书记同意就乱发通报是不行的。

重要文件一定要经过第一书记看过，看过以后，即是几个字也不能随便乱改，这样是违犯纪律的，要改也

要经过同意，下边不准乱发乱改，不然乱发通报是会出乱子的，关于护麦奖励，规定每亩护好的奖三至五

角，另加十至十五个工分，全县几十万亩麦，这得花多少钱，有没有钱给？我个人的想法是不要给钱，看

好了给点麦子，也不要太多，这比钱作用还大，这些问题都值得考虑，任何干部光发命令不考虑后果是不

行的，不利于党的政策，不利于群众的事不要干。

县委转发的增福庙公社关于肥料问题的那个文件也有问题，那个文件里规定：一人两车肥 （２千斤），
大人、小孩都那么多？有多少牲口，有多少厕所，能积多少肥？这个账算了没有？这些肥料要求麦收前送

到地里，现在离麦收只有半个月了，能不能做到？文件上还说开展 “七查七找”，谁去查？谁去找？让群

众讨论了没有？县委如果把这文件当作坏典型转发下去，那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是却当作好文件转发了，

这是错误的。也反映了领导作风问题，应该以此吸取教训，下决心改。否则上边乱下命令，下边怎能作

好，将来发生问题，如何追查责任，所以作风必须整顿，不然群众情绪还会变坏的。

“地、富、反、坏、右”弄清楚什么是 “反”，什么是 “坏”，标准是啥？把右派和地、富、反、坏

一起开会的作法是不妥当的，这是不利于对右派分子的分化、教育改造的，应当让他们和群众一起开会，

以便群众更好的监督他们。现在群众情绪还不十分稳定，很多政策没有很好贯彻，如退赔是中央十二条的

中心之一，退赔主要是：土地、房屋、牲畜和家具，过去大办水利的劳力可以不算，那是有收益的。退赔

搞的很不彻底，主要是实物少，只占退赔的１０％。王庄一个妇女去中学几次认她家的水缸没有给，以后
退给了她高兴得很。桥南、桥北大队退赔的很差，桥南一分四下迁到外村，房子都扒了，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县上决定将县办机械厂的房屋退给群众，而厂里却把门拆了，这样叫群众如何去住？工厂的党委书记

为什么没有负责检查？象这样的事抓几件抓到底，下次他就不敢这样干了。如若不管，将来错误会更多。

我们必须重视，这就是政治责任心，对维护群众利益的事不能不管，必须抓到底。

群众住房问题解决了，群众生活也能得到很好安排。生产干劲也大了，也能养个家畜家禽，能够安家

过日子，不然问题很大。王庄的问题和经验，要很好总结一下，对房屋退赔问题，要下决心逐步解决。

（１）能退赔的地方要坚决退赔；（２）暂时不能修的以后要修；（３）房屋的木料可作价退赔，麦后再修，
最迟明年修完。这个你们和尚桥公社党委会要作个计划，算一下账需要多长时间，不然你没有采取措施，

又不落实群众就不放心。苏清莲同志在桥北和群众谈话，群众都走了，原因是盖子没有揭开，群众有顾

虑。王庄群众就不怕，但王庄附近的群众却不敢。桥北大队盖子没揭开，群众反映五个干部都有问题：

（１）支书贺根旺几起几落，他说：“要说和尚桥的人坏，我比别人还坏”。（２）原大队长现会计主任胥殿
卿是个商人，富裕中农，开过麻绳铺，干过伪兵。（３）现任大队长张书珍，原洧川公社行政秘书，过去
是国民党员，受过集训。（４）民兵连长田方顺，打人、搞男女关系，作风流氓。（５）副大队长刘春法是
从新华书店派的，富农成份。四个小队长两个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害怕，不敢讲话，这是很重要的

问题，是政治问题。群众对这样的领导怎能相信？怎能依靠？党委对这一重要问题，要认真讨论，不要搞

另碎事。这是在公社门前的大事怎么不去搞？

政策不很好贯彻，群众有顾虑，主要是干部问题，这里的干部没经过整风，本身有毛病，只换了张

三、李四，有些违法乱纪分子又去了。

这次县委抽回来九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我问他们：“你们当中有打人的没有？”其中有一个大夫说：

“没有”。可是，这里边有一个吕小五是原来的段庄公社党委书记，表现得很不自然，据说他打人很厉害。

以后于之仁同志叫换了他。这些人未经过整风，怎能去工作？领导核心没有形成，虽然说有一个领导班

子，但群众不拥护，不是麻烦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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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党委的领导，作风要力求转变，我提议，社内干部关门三、五、七天，根据干部作风问题进行整

风。不误事，收获会很多。根据问题列入日程，展开讨论，大鸣大放，不要贴大字报，小字报也可以，最

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了。既作为整风试点，就要通过整风改变一下作风。

要鸣放，问题很多，桥南桥北就在门前，问题多，说明领导有问题，桥南队，按劳力的粮食标准，从

中扣去一两作为多劳多得粮，这个办法不好，别的地方的群众都不赞成，为什么那里还要执行？本来就是

低标准再扣一两群众不赞成。这不是小事情，为什么离公社很近反而没人管？

宋丙寅在杜村寺搞抗旱浇麦，群众主张土法浇水，他一定要搞柴油机，结果用了三十二个人，花了四

百多元。只浇了一亩半麦。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出了新问题，是否还有别的问题？只要工作深入，问题

还会发现很多。

建议你们，把这些问题好好总结一下，可以在家鸣放，但不准动手，不准扣帽子，使干部无忧无虑地

鸣放，先整风，把主要干部整一下，那几个是主要人先来一下，摆问题，总结经验，批判错误。哪些对？

哪些不对？是非明确，而后再在大队内整风。

我们的缺点，刚来到时没有很好的和你们结合起来，现在要和你们一起研究。

我就要走了，留下一些人。和尚桥很好，估计六月初我还会来。在这里的人，由于之仁同志负责在和

尚桥公社搞，成立一个整风整社工作组，张汉英同志专管全县工作，有于之仁、侯亢、张继增、孔宪瑞、

郝本江成立五人领导小组。于之仁同志担任组长，搞个试点。如何试点？如何推广？办法可以研究，或者

由各公社来个人，回去传达。先公社关门整风。搞好后再推广。中央、地、县一起成立五人小组，开会一

起开，开始先由宗砦、王庄、大路张、桥南、桥北、樊楼、杜村寺七个队作为重点，其他可以分批分期进

行。全社现在四十八个队，先搞七个也可以，大体时间，解决什么问题具体安排一下。

党委第一书记有些日常事务可以由别人去做，如商店物品分配就可以叫其他人去干，不要什么事都由

党委书记管，越忙越不是好方法，忙的不能想问题，丢了大的，抓了小的，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有时

间，脑子里可以考虑问题，文件要少发，电话会议要少开，日常事务要少管。县也是如此，有些业务可以

由县人委提出办法，经县委批准后，交人委去办，公社的一些大问题还是党内先讨论，而后再叫管委会贯

彻到群众中去。

要总结一下分片包干、驻队干部的经验，这办法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这样一个

人包一片，是值得研究的。如楚西酉同志很好，深入田间，很辛苦，但队干部有依靠思想，公社干部可以

下去检查，必要时，可以汇报、讨论，可以不用以驻队形式。你们文件上常写政治挂帅，实际上没挂帅，

灵魂不多，思想少，而是事务主义挂帅，实际上没有挂帅。

和尚桥公社很好，孔宪瑞同志作风谨慎、细致，但靠个人不行，必须搞好集体领导，把集体领导搞起

来，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就很有希望。

长葛县秋季生产和群众生活以及粮食的情况

仲勋同志：

这次到河南长葛县，着重调查了精减人员、手工业和商业等工作，已整理了专门材料。根据你的指

示，还对秋季生产和群众生活，以及粮食问题做了些调查，现简要汇报如下：

（一）秋季生产问题。虽然伏天大旱，还可以争取一个较好的收成。我七月十一日到长葛，那时刚下

了透雨，秋禾茁壮。早秋高粱、玉米、谷子已结实，好的一亩可收四、五百斤，一般的也可以收三百斤上

下，早红薯一亩可收二、三千斤。晚秋谷子、豆子、红薯幼苗生长的也很好。当时县委估计，全县７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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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秋田平均亩产１６０斤 （偏低），总产可达１２５亿斤。
可是，从七月初下了雨，整个盛暑三四十天没有下雨，伏天遭了一场大旱。直到八月三日才又落了一

场透雨。县委估计减产２５％，据我到八个公社 （全县十一个公社）观察，可保八成收成，每亩可收１３０
斤上下，总产还可达到一亿斤。如再种些荞麦，还可以多收一些。

长葛县能够把重灾减轻，是因为贯彻执行十二条和六十条比较好。坚持了粮食定购政策， “三包一

奖”兑了现，全县７０％的生产队，这些队的９０％的户吃了超产粮。自留地分得很好，家庭副业发展的快，
等等。因为广大群众积极性高，今年早秋晚秋都种得早，种得好，缺苗现象很少。经营的也好，没有草

荒。抗旱劲头大，在天旱水少的情况下，全县还可浇１５万亩。今年种的高粱、谷子等耐旱作物多，加上
早秋玉米和红薯，全县有２０万亩秋田，可保证较好收成。

（二）粮食问题。按八成收成计算，日子可以过得去。因为干部思想和粮食工作上有问题，才发生了

差额。全县粮食账的大数是：７０多万亩早晚秋粮食作物，每亩可收１３０斤，总产为一亿斤。留种子６８６
万斤，饲料７８０万斤，征购任务１７４６万斤 （上交６５０万斤，城镇人口用６００万斤，农村销售４００万斤，
机动粮９６万斤），尚留６７８８万斤。全县农业人口４６万，按省委规定每人１６５斤的指标，共需７５９０万斤，
差额８０２万斤。

差额怎么来的，如何解决？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１）减少城镇人口，去掉宽打数量。全县非农业
人口１３３８４人，每人每月按２７斤计算，全年共需４３４万斤，九个月只要３２５万斤，却算了６００万斤，多
打了２７５万斤。全县可减少城镇人口５５００人，九个月内国家可以少供应１３３万斤。两项合计为４００万斤。
（２）农村销售的４００万斤可以大量压缩。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公社和生产大队包干，从超产粮和储备
粮中，等价交换，加以调剂。全县夏收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共有储备粮 ３６０多万斤 （内有去秋的积

存）。秋季有７０％是余粮队，至少可抽储备粮１５０万斤。连同旧的储备粮约有４００万斤，可拿出２００万斤
调剂。今年夏季，王庄生产大队原要统销粮１２５３斤，后从超产粮８０６６斤中抽出调剂，该队从缺粮队变为
自给队。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根据我的了解，全县十一个公社中，有九个公社可用自己以余缺调剂的办法

解决。全县６２５个生产大队中，秋季余粮队４４３个，占７１％，自给队４２个，占７％，缺粮队１４０个，占
２２％ （偏多），有一半以上的生产大队可以这样解决问题。全县农村统销任务，至少可以减下一半来。

（３）向丰产的生产大队协商多购一些。长葛县的经验，只要增产就可以增购。今年夏季遭灾，减产四成
多，按三定征购后，自给不了。后来同余粮队协商征购了 ４９万斤，解决了问题。广大群众的意见是，
“三定不要变，不能水涨船高；丰收了可以协商多购，支援国家，这是我们光荣，不要把两件事混起来”。

事实上协商多购的只是少数丰收的余粮队，并不影响定购政策。（４）全县有机动粮９６万斤可以补缺。
以上，减少城镇人口用粮４００万斤、机动粮９６万斤、农村少销２００万斤，再协商多购１１０万斤，共

８０６万斤，问题就解决了。就这样长葛的粮食仍然留有余地。我在长葛看到，估产偏低，报灾偏重，多报
人口，少报地亩的情况，各个公社都有，大家也都承认，其目的就是多留少购。因之，必须教育干部，城

乡兼顾，照顾全局；承认差别，互助互济；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完成征购，渡过难关。

（三）农村生活安排问题。农民生活仍然是困难的艰苦的，但是比起去年和今年春天好多了。夏季因

为减产，三个月的口粮指标，余粮队每人平均只有６０斤，加上自留地、超产粮，有少数队吃到８０斤。全
县有三分之一的生产大队缺粮，每人只有５０斤，每天只有半斤，只能吃三顿稀的。今年秋收按八成计算，
九个月每人留１６５斤，加上自留地和小片开荒的收入 （根据典型调查，自留地每人平均４４斤，小片开荒
每人３８斤，少算一点，两项只按４０斤计算）每人可到２０５斤。长葛县自留地大多数分在村边井旁，虽
然每人只有一分多一点，却可以收到三、四十斤粮食。群众说：“天再旱也有三四十斤保命粮”。个人开

的小片荒地 （不算房前屋后的）全县约计２５万亩，每人又可以收几斤。这样，缺粮队每人每天可以吃
到七两多 （新秤），自给队更多一点，余粮队加上超产粮，每人每天可以吃一斤上下。城镇人口仍保持平

均每人每月２７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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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的副业搞得也比较好，根据典型调查，只猪、羊、鸡、兔四项的收入 （按一般的价格计算）一

年每户平均收入１５４元，每人３２元。货币工资每人每月还可以收入二三元。
从长葛的情况看，只要政策贯彻得好，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做好工作，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可以过得

好。全县有三年时间，可以基本上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目前工作主要是抗旱保秋，种萝卜和荞麦，大
力积肥和割草，争取一个好的秋收和秋种。精简工作，恢复手工业和供销社的工作拟在秋前做好。只要继

续把六十条贯彻好，手工业和商业工作再跟上去，今冬和明春长葛的经济将会有一个较好的恢复。明年夏

季再有个丰收，难关基本可以渡过。

值得注意的是干部作风转变的慢。 “五多”虽减少，但是赶任务和忙于事务的现象，还没有根本解

决。调查研究工作和群众路线还没有认真树立起来。基层干部中强迫命令的现象仍然严重。县委虽三令五

申，还不断发生打、骂和处罚群众的事情。县委准备在短时期内，好好把退赔和群众路线问题解决一下。

因为时间短，有些问题观察得不深，甚至不妥，只能供你参考。

赵守攻

１９６１年８月７日

附：长葛县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恢复手工业；恢复供销社等调查材料三份。

附件一

河南长葛县精减职工

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的调查

　　 （一）长葛县几年来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很大成绩。但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职工和城镇人口有很大

增长。１９５７年底全县职工８７８６人，城镇居民２６４５人，共有非农业人口１１４３１人。１９６０上半年曾到２６２７７
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经过数次精简，到今年五月底还有职工１２０８１人，城镇居民１３０３人。目前无论是
国家机关或企业事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仍然严重地存在着。

首先是工业战线太长了。１９６０年底，县、社工业的职工曾到一万人上下。现在县办的还有１３个厂，
１９６８人。除了化肥、造纸、电厂和毛绒厂外，其余都是小手工业。全县１１个公社，现在共有大小７３家
企业，有职工２４７４人。这些企业实际上是一些铁、木、竹、皮和油、粉、醋、豆腐等小手工作坊。

文教战线也是太长。全县十一个公社就有１５所中学，学生５６５５人；另有民办中学１８所，学生２５９８
人。１９９所公办小学，学生５６８３１人；另有民办小学１０４所，学生１０５７８人。全县共有中小学生７５６６２人，
约占全县４７万多人的１６％。由于学生太多，老师力量跟不上，有许多教师不称职，有的年龄太小，晚上
还尿床。目前在公办小学的１３２４个教师中，有３０％是完小毕业生。教师质量之低可见一斑。

商业方面也增长太多。商业局系统的企业事业单位共有３１８家，职工１５２５人。他们也学大城市的样
子，设了许多专业门市部，多数又在城镇和公社所在地。浪费了很多人，群众买东西又不方便。也有些多

余的机构，如冷冻厂自１９５８年建厂以来，就根本没有过冷冻任务，３９个人闲着没事做，每月还要借款发
工资。

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虽然经过几次精简，至今县级机关还有５５７个工作人员。有不少单位实际工作
很少，只是为了上下对口而设的。如计委、经委、财委、科委、农委、物资局、档案科等。劳动、人事、

民政原是一个科，也是因为对口，分设三个科，人员增多了，事情却还是那些。文教局下面也设了六、七

个科，有的没事做。每个公社还配备了三个 “扫盲专师”，也没事情干。

总之，从长葛县的情况来看，这几年来，县、社 （主要是县），不仅设了一些无事机关，而且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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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无利甚至有弊之事。县、社两级不仅可以大量减人，还须实行简政。

县委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初步方案共计减少４５８５人，其中职工４４３５人，城镇人口 （职工家

属）１５０人，列表如下：

　项别　数目

系统名称　　

１９６０年
底实

有数

１９６１年１
至５月份
已精减数

占６０年
底的％

１９６１年
５月底
实有数

计划再

精减数

占５月
底的％

计划

留数

总计 １９１４１ ５７５７ ３０７ １３３８４ ４５８５ ３４７ ８７９９

工交 ５３７６ ２８３６ ５２６ ２５４０ １２７６ ５０ １２６４

财贸 ２０６６ １９６ ９５ １８７０ ４００ １５８ １４７０

农林水气 ６８３ ８ １１７ ６７５ ４４５ ６６ ２３０

文教卫生 ２９１８ ３９１ １３４ ２５２７ ４５０ １６４ ２０７７

社办企事业 ４３９７ １９２３ ４３６ ２４７４ １５００ ６４６７ ９７４

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
１４０２ １４０２ ２６４ １８８ １１３８

下放 干 部 ４１２
人，共１４０２

城镇居民 １５３４ ２３３ １５８４ １３０１ １５０ １０６ １１５１
精减下去的是职

工家属。

外地在本县

所办企事业
７６５ １７０ ２２２２ ５９５ １００ １６８ ４９５

我们研究之后，觉得还不够彻底。（１）社办企业有些可以下放的还没有下放。如各公社运输站的架
子车 （人拉）应当全部下放给生产大队，只此一项就是二百多人。此外，县、社留下的工厂中，人员都

还多。县、社企业再减５５０人是完全可以的。（２）文教战线还可压缩。中学只留县办的三所中学一所师
范，但学生人数还太多。中学生中有将近五百多人，由于家中劳力少、人口多，需要国家长期补助，可以

动员一部分回乡。今年招生计划是７８０人，可以减一半只招３６０人。减少一些学生 （学生不在国家编制之

内）不仅可以减少粮食补贴 （每人每月补贴１０斤上下），而且可以减一部分教职员。初级小学都可以逐
步下放给生产大队去办。教职员工可以再减一百多人。（３）国家机关人民团体还可以再减一些。如县委
计划增设的财贸部、农工部、工业部都可以不设。因为掌握政策有书记处，干部管理和思想工作，有组织

部和宣传部。县人委都有专业机构做日常工作。县委增设专业部门只是加人增事务，县委既不能集中精

力，做好主要工作，又代替了政府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呢？原拟增设十个区，编制２０９人，现在不设区
了，既减少了人，又减了层次。这样，国家机关、人民团体至少还可以再减２５０人以上。经过精打细算之
后，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全县再减少职工一千人上下，一共精减５５００多人是完全做得到的。

从长葛情况看出了县、社两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好处是：（１）每年可节省国库粮食２２０万
斤以上。（２）可以大大减少人浮于事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３）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企业管理水平。
（４）可以充实基层干部，加强农业的劳力。（５）可以改变看不起农村，不愿搞农业生产，只想到城市当
干部的风气。（６）可以促进退赔工作。

（二）长葛县委在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中，采取的措施，我们觉得是好的。（１）以县、社
办的企业为重点。这些企业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４０％左右。这次可以精减的职工约占全县精减总数的
６０％以上。精减之后，县、社仍然保留了工业的骨干，还可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同时又有利于手工业的

７２３附　录



发展。（２）坚决缩短文教战线。全县１５所中学除留下县办的三所中学和一所师范以外，１８所民办中学已
经停了，１１所社办的中学，也拟停办。县办中学的招生名额比往年大大减少。公办的１１０所初小，全部
采取民办或民办公助的办法逐步下放给生产大队办。既可以减少国家粮食负担，又有利于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和政策，还可以调整教学队伍，提高教学质量。（３）国家机关中实行简政与减人相结合的办法，下决
心拆庙和并摊。（４）坚决下放一批干部。县以下的机关干部多数都是本地人，家属多在农村，可以大量
下放回乡参加生产或到生产大队工作。（５）下放一部分商业机构。供销社恢复之后，将过去集中在城镇
的一部分门市部和职工，下放到生产大队，成为生产大队的供销门市部或代销店。既利于工作，又减少了

公粮负担。

（三）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这件事得到广大职工和农民的拥护。有许多生产大队要求干部回去工

作，欢迎手工业工人回队。县办工业的１１９９个新工人未动员精减以前，就有１５０多人坚决要求回乡，经
过动员后有７００人要求回乡。国家机关干部，已有２０多个自动回乡了。尚有４０多人要求回乡生产，有３９
人要求回本生产大队工作。据我们了解，长葛全县６２５个生产大队中，可以接受两万人回乡。每个生产大
队平均３２人。因为县委安排农村口粮时，多打了一万人的口粮，就是准备给回乡的人吃的。此外，全县
六百多大队夏收后共有储备粮３６０多万斤，秋收后还可以增加一部分，又足够两万人一年的口粮。这次全
县共动员回乡５５００人，加上上边精减回乡的，也不会超过一万人。上述这些条件和农村的大好形势，都
有利于精减工作。

但是，阻力也不小。几年来摊子搞大了，压缩绝非易事。有些同志，对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深

远意义，还认识不足；有些同志没有经过艰苦锻炼，缺乏勤俭办事业的精神；有些同志有本位主义思想，

不从全局出发；有些同志怕犯 “右”的错误等等。同时，在机关和企业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回到农

村去，县办企业精减的１１９９个新工人中有２０％左右的人，坚决不愿回到农村去。而阻力最大的是 “条条

不通”。最近省、专、县的各厅局，都有意无意地表示 “减得多了”。如毛绒厂现有职工２５０人，厂里主
动提出减去１４０人，县委同意，省、专工业部门一直批评厂的负责干部，嫌减多了。又如古桥公社党委决
定社办企业只留２０人，县工业局说翻砂要留，又留了２０多人。商业局的冷冻厂三年没事做，县委决定停
办，专署财委不同意。专署文教、农林部门也曾提出过意见，嫌压得太多。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觉得：（１）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深入地细致地思想工作，坚持把工作做细
做好。（２）需要订立一些必要和纪律。如省委最近已决定，精简工作以块块为主，意见不一致时，先按
党委决定减了再议。这个办法很好。（３）对于县社机关的编制，和企业、事业的设置，需要很好的研究，
最好省委有一个规定。（４）今后县、社增设机构和人员必须经过省委批准。

１９６１年８月７日
附件二

河南长葛县恢复手工业的调查

（一）根据调查材料，长葛县的小农具和农民生活用具中９０％是手工业产品，而绝大多数又是本地生
产的。手工业的原料，除了铁和煤以外，其余都是本地农、林、牧业的出产。１９５７年全县有２８万多人
搞手工业生产，约占全县人口的７％，其中专业工人就有１３００人。有２４种主要行业，生产５６５种产品。
全年产值２０５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８７％。有多种名牌产品远销外地，如张庄风箱、洧川麦铲，增
福庙的钢锉，疙瘩庙的锛、凿、斧、

!

，大墙周的蜜蜂巢础等等。 “长葛绒”更是久负盛名，现专供出

口。

１９５８年全县手工业大集中，把过去的手工业合作社和小组全部并成国营工厂。生产大队的手工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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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公社平调去了。这样就把多年形成的农村手工业生产体系整个搞垮了。再加上县、社工厂在生产上贪

大求洋，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去试制各种大型机械，挤掉了农民急切需要的农具和生活用具。同时，所有

制和经营方法的改变，工人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因而手工业品的质、量、品种、产值都大幅度地下

降。以和尚桥为例：

年
总产值

（万元）

四种主要产品产量

木锨 （张） 风箱 （个） ? （条） 锄头 （张）
八种主要行业产品品种

１９５７年 ３７ ５１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２１５０００ ５７１ ４４６

１９５９年 １９ １２０ ０ １５８０ １２１ １０５

１９６１年
上半年

１１ ５０ ２１５ ９６５ １７６ ７３

每件农具负担的耕作面积越来越大：

和尚桥

公社樊

楼大队

犁 耙 耧 大车

数量
每件负担

耕地 （亩）
数量

每件负担

耕地 （亩）
数量

每件负担

耕地 （亩）
数量

每件负担

耕地 （亩）

１９５４年 ７７ ４７ ５９ ６１３ ４６ ７８７ ６９ ５２４

１９５７年 ７３ ５０ ５７ ６３５ ４２ ８６１ ６５ ５５６

１９６０年底 ３５ １０３４ ３８ ９５２ １９ １９０５ ３６ １００５

目前全县缺主要小农具 ２８万多件。和尚桥公社谷马生产大队小农具缺少 ４９％，生活用具缺少
３６４％。有的三个劳力只有一张锄，谷马生产大队第六生产队２８户只有一只桶，还有两户合用一把勺的
……。

中央的十二条和六十条政策下达后，生产大队的手工业生产有所恢复。如和尚桥公社的４８个生产大
队恢复了２７盘烘炉，木业和编席业也搞了一些，但是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因此，改变手工业生产
的所有制，恢复１９５７年的生产布局，便成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恢复手工业生产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下放县、社工业。长葛县的县办工厂有发电厂、机械厂、毛

绒厂、造纸厂、化肥厂、化工厂、轴承厂、被服厂、木工厂、印刷厂、钢铁厂、石灰厂、农具修配厂等

１３个，共有职工１９６８人，这些工厂除了发电、机械、毛纺、造纸四个厂机械化程度较高外，其他各厂都
是由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拼凑起来的，名为工厂，实际上还是手工生产。如农具修配厂的锻工车间还

是三两人一盘烘炉，叮叮铛铛地抡锤打铁。这些厂的产品也是 “大杂烩”，什么都有。如化工厂，生产有

鲜蘑菇、酒、皮革、肥皂、墨水、浆糊、粉笔、雨伞、蝇拍、麻绳等。因此，除了几个机械化程度较高的

工厂应当保留下来外，其他目前只能搞集体所有制和手工作坊的，都应恢复成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小组的

形式。县委初步计划：县办１３个厂，１９６８人，下放９个厂１５２８人，留下发电、机械、毛绒、造纸４个
厂，共４４０人。看来仍不彻底，还可以再精简一部分人。

全县公社办的７３个企业内，有工厂４１个１７０６人，除了几部土制的车床外，都是手工工具，都是
“平调”起家。生产更为凌乱，有铸锅、铸犁、打螺丝钉、修理脚踏车；有磨面、轧油；还有马车、架子

车 （人拉）；以至养猪、养蜂、牲畜配种等，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们在几个公社调查了一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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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殊产品，如增福庙的钢锉，大墙周的巢础等外，一个公社留一两盘烘炉，一两个床子，搞水车和机器

维修，制造零件，再把马拉胶轮车留下，种畜站留下即可。其他摊摊和９０％的人员都可以下放。和尚桥
公社这样试办的结果很好。他们原有一个综合工厂，包括动力机械、锻工、木工、铸工、修配、面粉等六

个车间，菜蔬、运输、种畜、豆腐、酱油、炊事等六个组，共１７０人，现在只留一个机械组和种畜站，共
２０人，其余连人带材料全部下放。

县、社企业的材料也必须一同下放。据不完全统计，县、社两级可以挖掘出的主要材料有：钢材

３５６吨，生熟铁１６６４吨，木材３１０立方米，煤４１７吨，焦炭５００吨，其他柴油、机油、皮革等还未计
入。如果再把生产大队一级的材料动员出来就更可观了。和尚桥公社４８个生产大队粗粗地摸了一下，又
有钢材２５吨多，铁１５吨多，木材２０立方米。群众手中还藏了一部分旧农具和烂铁。再把原材料的生产
和交流安排好，全县制造小农具和生活用具的原材料可以解决。

县办工业虽然只留下４个厂子，社办的只留机械、运输、种畜等几种，但无论在设备力量，技术水平
和生产能力上，都大大超过了１９５７年的水平，保持了跃进的局面。县、社工业下放则有很多好处：（１）
发展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手工业，便利群众，有利生产。经过县、社工业下放，加上生产大队原有的，

和尚桥公社即可在４８个生产大队中组织４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铁、木业工人１７５人，组织２００个手工
业生产小组，１０２９人。还可以组织生产队一级的手工业生产小组２３６个１０７９人，另有９２个铁、木、石匠
串街串乡。这样就初步恢复了１９５７年的生产布局。我们在几个公社做了典型调查，只要县、社工业下放，
生产大队的手工业今冬即可恢复９０％，队队都能有一两盘烘炉。（２）可以迅速恢复名牌产品。（３）变成
集体所有制后，自负盈亏，可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手工业品的数量、质量都可大大提高。（４）增
加了生产大队的收入，提高了工分分值。（５）减少了吃公粮的人口。（６）恢复了亦工亦农的生产形式，
支援了农业生产。（７）促进彻底退赔。

（三）生产大队十分欢迎县、社工业下放，工人绝大多数也愿意回大队。但是还必须解决好下面几个

主要问题：（１）报酬问题。过去偏低，工人除了吃饭以外，几无所得。许多手工业工人最近提出了意见。
县委正根据中央关于手工业的三十五条政策，结合长葛情况，做具体的规定。（２）吃粮标准问题。目前
农村手工业工人一般是３０斤，比县办工业工人的口粮标准 （４０斤上下）相差的太多，工人有意见。县、
社的意见，农村手工业工人的口粮应高于农民，但是也不能和县办工业的工人一样，因为农村瓜菜较多，

可代替一部分粮食，所以他们的口粮以３５斤上下比较适宜。手工业生产淡季干农活时，还可少些。（３）
自留地问题。有的生产队给手工业工人分了自留地，有的没有分。我们和社、队干部研究后，认为常年搞

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工人可不分给、土地多的社、队也可以分给。亦工亦农的手工业工人，要分给他们一份

自留地。（４）吃超产粮的问题。凡是参加农业劳动，都应该同样的按劳动工分多少，每个工分应得的数
目分给超产奖励和超产粮。

（四）根据长葛今年农、牧业的生产情况，今冬明春手工业生产将会出现一个恢复和发展的局面。全

县的铁、木、皮等手工业可以基本恢复，小农具 （缺２８万件）和生活用具 （缺的更多）大部分可以解

决。因为有了高粱杆、麦秸，编织可以恢复一部分。今年种的豆子、红薯多，粉、醋、油、豆腐等作坊可

以大量恢复。和尚桥公社，打算在今年内重点解决农民目前所急需的小农具和生活用具；明年一年把原有

手工业产品的品种和质量恢复起来；后年就可以做到绝大部分生产、生活用具自给自足，并且有余，名牌

产品可以组织外销，恢复１９５７年的生产水平。这个预计是有根据的，也有代表性。
１９６１年８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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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公社恢复供销合作社的调查

（一）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为了适应经济形势，使商业工作跟上去，县委拟在秋前把供销合作社恢复

起来。工作组先在和尚桥公社试办，从６月２３日起到７月２３日结束。在宣传动员中群众提了３４００条意
见，归纳起来有六点：（１）对收购工作的意见。１９５７年供销社收购当地手工业产品１６５种，现在国营商
店只收购了２３种。（２）对经营方针的意见。过去供销社，主要是经营土特产、小农具和日用必需品。商
店重洋轻土，库存不适合农村的商品有６１２万余件，价值１５７万余元，占商品资金的２７％。农民说：
“商店卖鬼脸 （小孩玩具），不卖锄头。”（３）对营业方式的意见。供销社１９５８年第一季度下乡送货１６５３
人次，销货额７４３１０元；商店１９６１年第一季度下乡送货３９３人次，销货额３１４万元。送货次数减少了４
倍多，销货额减少了５８％。（４）对商品分配的意见。供销社照顾农民，商店照顾干部。商店走后门多，
对职工分配的多，对农民分配的少。和尚桥商店１９６０年第四季度后门卖红糖５９０斤，占季销量的９８％，
卖纸烟５０００条，占季销量的１６７％。有的农民不满地说：“有些商品只卖给熟人，不卖给生人；只在后
门卖，不在前门卖只卖给职工，不卖给农民”。（５）对服务态度的意见。供销社态度好，商店不好。“过
去是百拿不厌，现在是一问就烦”。宗寨大队刘金荣说：“有一次我问营业员有果子 （点心）没有？她冷

冷地回答说：‘你想果子，果子不想你！’”（６）对经营方式的意见。供销社搞得好，商店不像个经商的。
对比了一下，商店资金周转 （平均数，下同）比供销社慢８０天，慢２次；商品周转慢４７天，也接近２
次；费用高１８％。

总这，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恢复供销合作社。

（二）恢复供销社并不困难。（１）有人。和尚桥商店现有１８７个职工，分到供销社８２人，自己留８１
人，还多２４人。分到供销社的８２人中，有原供销社职工４８人，８个股长以上干部中有７个担任过原供销
社的股长和主任。（２）有钱。商店和供销社合并，存有社员股金４６９７３元，公积金１０３５２２元。这两三年
还应提公积金２８２１４元，共计１７８７０９元 （这次全部退还了）。按目前业务情况，共需资金２１６万元。所
差３７万余元，另集股或贷款即可解决。（３）有物。国营商店移交供销社２６个商业点的几种主要商品：
有生产资料 ２７８种，９０８８０件；家具及炊具 １６４种，６１５７件；棉布 １２种，５０４６０市尺；针织品 ５６种，
１７０７件；百货３５０种，８８５万件；各种食品等等。总计价值约２３万元，全社每人平均有４８元的商品。

物资条件没有问题了，还有些思想问题必须解决。（１）干部有顾虑。和尚桥商店１８７个职工中，有
旧小商小贩８７人，他们怕到供销社后降低工资福利。另有试用人员４９个，他们怕转不了正。为了安定人
心，我们向全体职工宣布了：到供销社工资福利不降低；只要够条件，分到供销社也可以转正。（２）群
众也有顾虑。有人怕供销社不能照原来的样子办事，有人怕摊派股金，有人怕供销社干部不归群众管等。

针对群众这些思想顾虑，确定了入股自愿退股自由，补发前几年红利，供销社由社员当家作主。（３）以
实际行动，发动群众。从６月２６日到７月１６日的２０天内共拨给生产大队煤３０吨，钢铁８吨，帮助生产
大队恢复了１２盘铁匠炉，制造了当前最急需的锄头４８０张。从外地买来其它生产资料２００００余件。同时，
２０天内送货下乡１０４人次，销售小农具和生活用品等２６１种，１３０４７件。还调剂出红糖４５０斤，供应了
７２０个缺奶儿童用糖。

（三）若干政策问题。（１）补发前几年的红利问题。供销社自１９５７年以来没有分过红利，原则上凡
赚钱的商店，都应当按股金比例分给利润；不赚钱的商店，也应当按银行的最低利息付款。和尚桥商店这

几年都赚了钱，按供销社资金的比例分给了利润９９２６６元，占全部利润的１４４％。经过社员代表大会的
讨论，首先交所得税 （占利润的６０％），其余的供销社提公积金７０％，社员分配３０％。照此办法社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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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了１２０９２元，每元股金，四年半的时间分了０２５元 （略高于银行利息）。对供销社利润的分配，除所

得税、公积金和社员分红三个项目之外，目前不宜增加别的项目。（２）对社员优待的问题。社员对优待
比对分红还感兴趣。社员代表大会的意见，凡是凭票凭证供应的商品，社员与非社员同等对待；凡是自由

购买的东西，如农具、生活用具、日用工业品等可以优先卖给社员，在价格上目前不给优待。（３）商业
网点设置和经济核算问题。纠正了过去商店集中在城镇的缺点，确定公社设供销社 （多在小市镇）；生产

大队设门市部或供销站；县设联社 （归商业局领导，不与商业局合并），组织社与社之间以及对外地的物

资交流。供销社对公社是单独核算，自负盈亏。供销社对生产大队门市部或代销站，实行统一核算。县联

社应当另行核算。（４）国营商店与供销社的业务分工问题。供销社主要经营土特产、手工业产品。一些
日用工业品，可以由国营商店批发给供销社零售，农副产品的收购，除粮、棉、油料外，其他可归供销社

经营，或委托供销社代购。（５）培养干部和改造小商贩问题。全县现有过渡商贩４２４人，１９５８年吸收的
试用人员３６５人，合计占全体商业职工的５５４％。和尚桥商店的１８７个职工中，有过渡商贩８７人，试用
人员４９人，合计占全体商业职工的７２７％。这些人多数分到供销社了。此外，和尚桥公社尚缺会计员６０
人，统计员４０人。因此，供销社必须抓紧改造小商贩和训练会计人员的工作。

（四）怎样才能把供销社办好？根据１９５７年的经验：（１）应当从扶持农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出发，
以组织当地货源为主，外地采购为辅，搞好生产者的原料供应和农、副业，手工业产品的收购。（２）供
销社每年进行几次比较系统的社会调查，调查群众生产和生活需要，以及购买力和市场情况，制定营业计

划。（３）充分利用集市、庙会、骡马大会等形式，组织物资交流，活跃农村经济。（４）下乡串购和送货
上门。恢复货郎担的方式，沿村售货。一切为了便利群众，搞好群众关系。（５）勤俭办企业。供销社自
负盈亏，因此一方面要积极扩大业务，一方面要厉行节约。供销社的费用开支一般不得超过销货额３％左
右 （国营商店一般占５％以上）。

（五）展望冬春，活跃市场。从长葛县目前的情况看，粮食作物可能有个好的收成，农民家庭副业生

产的发展也比较快。以和尚桥公社为例，生猪年底可能增到７６００头，平均两户一头；鸡子可能增到１７６
万只，平均每户２只；８０００亩高粱可收高粱秸 ２４０万斤，可编 ２０万条席子。今年种的豆子、红薯多，
粉、醋、油、豆腐等作坊可以大量恢复，生产大队的铁木业等也在继续恢复。另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小农

具和生活用具。和尚桥公社到今年 ６月底为止，铁锹、锄头、粪筐、镰刀、粪叉等 ８种基本小农具比
１９５７年底还缺１４４万余件。铁锅、菜刀、勺子、水桶、水缸等几种主要生活用具比１９５７年底还缺１９７
万件。同时农民手里货币一天一天多起来，每人每月有二三元工资，家庭副业收入每户每年约在１５０元上
下，每人每年有三四十元，加上超产奖励等等。农民手里钱不少，需要供给工业品。因此，利用冬春季

节，千方百计组织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收购农副产品，组织工业品下乡，把经济活跃起来。供销社的

任务是很重大的。

全县的供销社应在秋前恢复起来，以便对本县增加商品生产的可能性，原料来源，成品销路，价格，

农民最急需的东西，社会购买力情况等进行调查研究，为组织生产和物资交流作好准备工作。如果秋后再

搞，就会误了大事。

１９６１年８月７日

河南长葛县和尚桥镇市场情况的调查

和尚桥镇在京汉铁路线上，是县、社两级机关所在地，商业网点设置较多。集市贸易曾中断二、三

年。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央十二条指示贯彻后，集市贸易才逐渐恢复。原有集市５个已恢复了３个，上市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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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上市品种３５０余种；原有古庙会１６个已恢复了１０个，上市１万人左右，上市品种４００余种；原
有骡马大会３个已全部恢复。集市贸易恢复后，上市品种主要是小家畜、家禽和菜蔬、瓜果等农副产品，
工业和手工业产品较少。市场价格偏高，一般要高出国营牌价一至五倍。今年５月５日杜村寺举办了一次
古庙会，效果很好。上市人数达１８万余人，商品１１６０余种，成交金额达５９５万余元。上市大牲畜二三
百头，登记标价１６５头，成交２０头。集市贸易恢复以来，上市人数和商品虽逐渐有所增加，但仍然不稳
定，不十分活跃，原因是东西少了。市场管理不善也有很大的影响。主要问题如下：

（一）政策界限不清，市场管的死、且乱。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后，省人委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５日关于进
一步开展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中，仍然放得不够，管得过宽。不许上市的一类物资

３种，二类物资１９种，还规定：完成交售国家任务后的剩余烟叶，要卖给国家商业部门，等等。越到下
边，限制就越多了。和尚镇的市场管理部门曾制定了市场管理的十二条办法：烟叶不超过３斤，卷烟不超
过５合，袜子不超过２对，毛巾不超过一打，新制衣服不超过２身，鸡蛋不超过１５个，棉布不超过５０
尺，肥皂不超过２条，粮食不超过５斤，棉花不超过３斤，五金、电料不准外出等。违者不仅商品按国营
牌价收购，而且还根据不同情节给予１倍至１０倍的罚税罚款。

市场管理人员不纯，利用职权乱收乱查和搞投机倒把活动。县委规定不准在集市上设立岗卡，不准擅

自扣留、没收、罚款，等等。市场管理人员并未执行，仍然在车站周围设立岗卡，进行拦截搜查，乱没收

乱罚款，影响很坏。据今年１月至６月底的统计，查收２８种商品，罚款５４００余元。不仅有烟叶、纸烟、
猪羊肉，也有毛巾、袜子、肥皂，还有菜刀、铁勺、鞋钉、自行车，等等。凡多带点东西的都被认为有倒

贩嫌疑。如一个人带了几条毛巾，几双袜子，几把菜刀都被没收。特别是三月以前，长葛县商店没有实行

凭证供应，许多人从这里抢购商品，他们就乱查乱收。六月以后好了一点，仍然设卡搜查，对粮食和烟叶

还是乱扣留。由于贩运和自用难于识别，仍然采取了一律扣留的办法，这不仅限制了商品流通，而且助长

了违法乱纪。

在目前商品少、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要活跃市场，就必须坚决按中央的规定办事。即除粮食、棉花国

家统购的一类物资以外，凡是三类物资和完成国家购买任务以后的二类物资，都应当允许社员自由处理，

允许在集市自由买卖。允许在市场上公开买卖，比打入黑市好处多，不但可以活跃市场，国营商店、供销

社还可以通过市场收购一部分产品；同时也便于管理，还可以增加税收。不能只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处理做

买卖的问题。要学会用经济方法来组织和领导市场。

（二）价格问题。市场价格偏高，一般要比国家牌价高出几倍。如：

品种 市场价格 国营牌价 高出国营牌价％

猪肉 （斤） ４００元 ０７５元 ４３３３％

鸡蛋 （斤） ４００元 １００元 ３００％

荆蓝 （个） ６００元 ３５０元 ７１４％

秫秸? （条） ２５０元 １５０元 ６６６％

铲子 （把） １２０元 ０７８元 ５３８％

菜刀 （把） ５００元 ２７２元 ８３８％

铁杈 （把） ２００元 ０８２元 １４３９％

和尚桥镇牌价，

比农村高０２０元

市场商品价格过高，主要是因为求过于供，但是有些东西价高，则同市场物价管的死有直接关系。例

如市场开放初期上市的熟猪肉每斤三、四元，火烧 （约二两重）每个１元，禁止熟食上市后，有的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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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来的卖的更贵了，照样有卖有买，只是转入黑市交易了。

自由市场的价格政策是市场管理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在当前商品少的情况下，自由市场价格高于国

家牌价是难免的。市场商品的价格是随着商品的多少而起落的，只要产品上市量大了，价格就会自然降

落。如一市斤重的家兔市场开放初期４元左右，现在每只０７０元，韭菜由每斤０２０元，下降到０１０元，
甜瓜由０６０元一斤降到０２０元，不少商品已接近或低于国家牌价水平。因之对市场价格的管理，不能采
取简单的限价办法，也不能放任自流。主要靠经济活动方法，如积极组织货源，增加商品上市量；国营商

店、供销社参加集市贸易等。在行政管理上最好是利用税收方法，对于应当限制的，课以重税。这样既可

以增加财政收入，又不影响活跃市场。

（三）必须坚决打击投机倒把，防止
!

市交易。据６月２６日至７月２０日的统计，共查获违反市场管
理的案件９７８起９９３人。属于套购国家计划收购物资的６４７人，就地转手倒卖二道商贩９２人，长途贩运
２５４人。这些人中有五类分子１８人，偷窃分子６２人，退职退厂职工２９０人，在职职工和机关干部３９人，
学生５４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５３０人。据调查进入黑市交易的物品主要为粮食和烟叶。现在粮食和烟叶
买卖的情况很复杂。确有长途贩运和投机倒把的人，也有不少是因为灾荒缺粮而带些烟叶衣服到驻马店、

遂平一带换粮食的。还有一些职工回家探亲，带一些自用。如果搞不好就必然绝了群众的生路。因而防止

黑市和打击投机倒把，要划几条杠子，把买卖行为和自己带用区别开来；把倒贩和买了自用或卖自己的农

产品区别开来；把大量和小量区别开来。在方法上也要走群众路线，要广泛深入宣传政策，教育干部和社

员遵守市场管理规定。对小商贩要进行登记，发证营业。对投机倒把的贩子要坚决打击。但是检查方法要

改进，只能采取专门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 （侦察）的方法。严禁乱检查乱罚款的办法。在

车站和市场上，不准设立岗卡。

（四）商业网点和饮食、修理等服务行业的网点太少了。１９５７年时和尚桥镇的商业组织有国营商业、
供销合作社、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私营商业等六种形式，网点７０余个。现在只有国营商店
一家，网点２０几个。倍受群众欢迎的饮食、修理等服务行业的摊贩也没有了，市场上就更显得冷冷清清。
群众反映说：“现在的集市是 ‘露水集’，太阳还没有出来，菜就卖完了，集也散了。”现在赶集的人数不

多，就是因为集上留不住人。过去赶集卖了东西除买些生活生产品外，还可以吃喝一点，现在卖了东西就

得往回走，市上连个喝水息足的地方都没有。

目前和尚桥地区正在组织恢复供销合作社，并对现有的国营商业网点布局进行合理调整。服务行业的

工作还没有引起重视。今后不但要在城镇街道上、交通大道上发动群众 （生产队或个人），开骡驮店和留

人小店，开小饭铺，卖羊肉、羊汤、菜汤，卖瓜；在集市上也要这样做。

上述这四个问题，如能解决得好，就会大大促进农村市场的活跃。

１９６１年８月７日

河南省长葛县国营商店工作的调查

目前长葛县国营商业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商品积压，商品分配不公，商品收购的不

好，多数商店赔钱，服务态度不好等几个问题。

（一）本地不适销的商品严重积压。县商店和各公社的门市部，积压了大量本地不适销的商品，为数

几十万件，价值千万元。有许多很好的机器和材料，别的地方急需，却在这里白白地放着，有的已经损坏

了。许多在大城市里脱销的商品，在这里却大量的 “冷藏”，有的已积压三、四年之久。现把主要的列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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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型农具３２５台 （部），价值２４６万元。很多是进口的，如苏制播种机、收割机、选种机７０台，
捷制钉齿耙３５部，等等。

（２）五金、电料约２０万件。其中有砂布、砂纸８０００打，轴承１万支，变压器１５６０个，绝缘纸１２４０
公斤，还有电灯泡、开关等。仅洧川公社一个商店积压的电料就有１０万元，其他公社都有不少的电料。
坡胡公社商店有聚光灯５个，别的公社也还有。

（３）科学仪器，化工原料，文化用品，共８７万余件。其中有各种仪表３２２件，碳酸钙２８万公斤，
洋漆４０００公斤，油墨６７００余桶，各种收音机１０００余部 （熊猫牌很多），等等。

（４）日用品９６万余件。其中有纱罩、桅灯罩约２万打，口罩１０８３２打，垫肩３万余个。１９５８年按
每户一个，购进了暖水瓶５万个，瓶胆１０万个，除卖出和调出外，还存一部分。还有马蹄表、“五花洗发
香波”、香水，等等。

造成不适销商品大量积压的原因：一方面是在近二、三年大抓大购来的，另一方面是上级公司硬性摊

派来的。这种情况半年前上边不知道，下边也不上报。最近省、专商业部门知道了，县商业局也上报了，

调走了一些，但大部分还没处理。这反映了商业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其实处理并不难，省商业部门派一

两个人到县上来，住上两三天，把该调省的调省，该给其他城市的给其它城市。至于作价与转账问题，以

后结算即可。把这些物资迅速调拨出来，不仅解决了基层商店的资金积压，还可以支援大城市减少脱销现

象。

（二）商品分配不公。群众最有意见的是 “走后门”，许多商店给职工多给农民少。

商品走后门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首先是商业部门之间 “私相授受”。例如今年１月 ～５月，县副食
品公司从后门卖给其它公司猪油９３４斤，超过应供应数的２６倍，其他公司则以脸盆、肥皂、红糖、点
心、香烟、大枣、烟叶等来交换。许多商品给机关干部分得多，１９６０年第四季度，机关干部从和尚桥商
店买红糖５９０斤，占该季销量的９８％；买香烟５０００条，占该季销量的１６７％。最近开商业部门职工代表
大会和财务会计人员训练班共２０００人，每人照顾三、四盒纸烟，共８０００盒。城乡分配不合理。例如今年
七、八月份，和尚桥商店分配香烟时，对五千多非农业人员分配了４９％，对４万多农业人口只分配了
５１％；又如，六、七月份调来２０００多尺绸子，其中有些少收或不收布票的，只分给职工，不卖给农民。
其他日用品的分配上也有不合理之处。

商品分配不合理是商店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影响了商业工作的发展，影响了工农关系。因之

必须坚决地迅速纠正：（１）教育商业工作人员，按政策办事，还可以规定一些必要的纪律。（２）教育干
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特殊化。（３）定期向群众公布商品数量、供应标准、分配结果，听取意见，接
受监督。（４）凡是出卖的商品一律拿到门市出卖，不准走后门。（５）因工作需要应当多分配的，要经县
商业局长或县长批准。

（三）商品收购的不好。近几年来，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收购数量逐年下降。例如和尚桥公社

１９５７年收购烟叶４０８９２担，１９５９年只收购了１２，６８０担，减少了６９％。１９５７年收购?子１５９６００条，１９５９
年只收购了３２００条，减少了９８％。１９５６年收购药材１７１０５０公斤，１９５９年只收购了９８３９３公斤，减少了
４２５％。

收购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生产下降，但收购工作上的错误也是严重的。如全购不留，价格偏低和强

买强卖等等，损害了农民利益，损伤了生产积极性。今年五月间省人委下达了 “收购农、副产品的留量

和实行粮食奖励若干规定”和补充规定，对棉花、油料、生猪、烟叶、糖料、中药、鲜蛋、蔬菜等几十

种农、副产品 （太宽了），都具体的规定了奖励粮食的办法，明确了先留后购的原则，还采取了奖售工业

品或换购的办法。这些办法收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也有问题。现在已发生了因规定奖励粮食的项目太

多，拿不出那么多的粮食。工业品换购的面也太宽，形成以货易货，不仅影响到货币信用和回笼，而且限

制了群众购买工业品的自由。有的群众说：“什么都得拿鸡蛋换，哪有那么多鸡蛋！”因之，收购某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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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产品，采用那一种办法合适，值得很好研究。大家有这样的意见：

（１）对烟、棉、麻，目前仍须采取奖励粮食的办法。现在农民不愿种植这些作物的主要原因是怕粮
食不够吃。要坚持先留后购，给农民留一定数量。价格可以不提，因为提少了没有作用，如种一亩烟年产

１２０斤，平均每斤０３５元，只能收入４０多元，而种一亩胡萝卜，一般可产３０００斤，可得１５０元，如果种
瓜可收入二、三百元；提多了影响物价。

（２）油料，主要是留成问题，光购不留，使种油的没油吃，当然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果先留后
购，农民有了油吃，就愿意种油料了。对油料不宜采取奖粮的办法，适当提高价格是可以的。

（３）猪肉和鸡蛋等，目前正在恢复时期，要少购多留，以利繁殖。有的地方采用 “定购包干”的办

法，和生产队协商，一年定一次任务。如一只母鸡一年只购一、二斤鸡蛋，任务不高，留的余地较大，群

众很欢迎。价格可以适当提高。

（４）用工业品换购农、副产品的办法，公、私两利，虽受群众欢迎，这只是目前的一个权宜措施，
因之换购的工业品种不宜太多。太多了必然会产生许多不好的作用。

（５）在收购农、副产品中，要发挥供销合作社的作用。供销社的点多、腿长，对货源了解的清楚，
收购方便。因此，除粮、棉、油料以外的农、副产品都可委托他们代购。

（四）商业部门的赔钱问题。全县共有８个公司、１１个商店。１９６０年有１个公司、４个商店赔了钱，
共赔出２２５万元。今年上半年又有１个公司、７个商店赔钱，共赔出１９５万元。

赔钱的主要原因是：（１）盲目追求购、销数字，一面预付大量定金，一面大批赊销商品，以致资金
周转失灵，长期向银行贷款。今年七月统计，１１个商店贷款１４５万余元，每天就要付出利息２９万元。
（２）由于商品不适销，长期积压，发生霉烂、变质、损坏，造成损失。（３）管理不善、制度不严，造成
账目混乱，甚至还有贪污现象。

解决赔钱问题的办法：（１）加速资金周转，彻底处理积压物资，腾出资金。购、销商品要面向农民，
避免新的积压。（２）收回预付资金，偿还银行贷款。（３）加强经营管理，杜绝商品的损坏和贪污浪费现
象。

（五）服务态度不好。群众最不满意的首先是 “一天八小时，按时开门关门”。农民白天顾不得来，

傍晚来了关了门，机关干部也一样不方便。最近已有改变，但还解决的不好。其次就是不允许挑拣。农民

多年的习惯是 “上市问三家，东西尽挑选”，商店买东西不许挑拣。再就是营业员的脸色很难看，有的群

众说：“脸掉二尺子，好象讨债的。”

１９６１年８月７日

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三个生产大队公共食堂的调查

长葛县和尚桥公社的宗寨、樊楼、杜村寺三个生产大队共有食堂二十九个，三月初分伙二十一个，四

月初分伙三个，其余五个在四月中旬也相继全部分伙。据了解，长葛全县的食堂也基本散完。从当前情况

看，在粮食少、菜不足、烧柴困难、管理不善、占劳力太多、食堂办不好、群众迫切要求回家做饭吃的情

况下，停办食堂是比较方便群众、有利生产的办法，是克服当前农村暂时困难的有效措施之一。

为什么食堂分伙的这样多呢？

（一）在食堂吃不够标准，吃不好，吃不饱。从去冬到今春，每人每天是半斤到九两口粮，其中百分

之六七十是红薯干，蔬菜和代食品又很少。粮食从仓库到炊事员经过层层克扣，社员实际吃到嘴里的不过

六、七两，不能吃够标准。樊楼大队辛李庄生产队贫农李双庆说：“吃食堂最怕粮食过七关：出库关、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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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关、管理关、炊事员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群众说：“食堂吃一两，饿不死事务长，

食堂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食堂还吃的不卫生，时常吃冷饭、生饭，常有食物中毒、呕吐、肚疼、泻

肚的现象发生，影响了社员的健康。

（二）食堂炊管人员一般占生产队整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有的竟达百分之四十左右，大大浪费

了劳动力。由于炊管人员、杂工多和供给部分过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宗寨大队一九五七年一个

劳动日合一元一角七分，现在一个劳动日仅合五、六分钱，最多一角。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宗寨大

队第四生产队食堂有三百一十六人吃饭，炊管人员就有二十八人，占全队整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四，

其中磨面的十六人 （因为牲畜少，要用人推磨），炊事员九人，事务长一人，会计一人，监灶一人，平均

每十一个吃饭的人当中就有一个炊管人员。杜村寺大队第七生产队有六十个劳动力，炊管人员就占二十

个，占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宗寨大队七个食堂共有劳动力四百五十二个，炊管人员占一百八十六人，占

整半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一。平均每人每天按七个工分计算，每月占三万九千零六十个工分。杜村寺

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张金铎说： “过去办食堂，口头上说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实际上第一线在食堂。”

贫农岳永平说：“食堂把干部、劳力占去一半，下地干活的净是些老婆娃娃，一天干不了半天活，三个劳

动力不顶一个用，照这样弄法，再过一年吃啥？”

公共食堂一般都有二、三百人，吃一次饭须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浪费很多时间。岳永平说：“食

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得一点多钟，回去还得再热，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年吃饭到日西，一天能干多少活

哩！”

（三）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杜村寺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张金铎说：

“过去一下地就吵：‘吃不饱，干活没劲’，亲自深入到食堂发粮收面，跟炊事员计算下锅，搞了半个月，

饭吃的稠了些，群众说：‘象这样吃还差不多。’可是一离开饭又稀了。我看现在粮食少，食堂是办不好

的，顾了生活顾不了生产，顾了生产顾不了生活，费力不讨好。”

（四）办公共食堂浪费燃料。从前各家自己做饭一般不烧煤，食堂吃饭的人多，烧饭要硬火，需要烧

煤烧木柴。宗寨大队十四个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烧煤一斤半。开始农村没有煤烧，烧了大批的树木、木

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宗寨大队第五生产队办食堂以来，烧树一百八十五棵、木板九十四块、扒

房二十一间、烧椽梁八十五根、烧大小农具二十四件、烧饲草五千多斤。

（五）办公共食堂不利于养鸡喂猪和积肥。宗寨大队五百零二户，办公共食堂前平均每户有一口猪，

后来社员养的猪只剩了两头。

食堂分伙，群众分粮自家做饭后，群众反映有下列好处：

（一）群众最感到满意的是回家做饭后，吃够粮食标准了，吃得比较饱、比较好，有的户还可以节约

粮食。群众普遍反映，过去吃食堂一天吃两顿饭就把饭票吃完了，现在一天可以吃三顿，比过去吃得稠、

吃得饱。杜村寺大队第四生产队 （余粮队，口粮标准较高）十五户分散回家后，有五户节约面十八斤，

四户稍余，六户不余不缺。社员张文长说：“现在一天可以吃到一汤一馍一糊涂，还节余四斤杂面。”五

月七日调查组的同志到王庄看了十四户吃晚饭，十三户都是吃面条，又长又稠。只有一户不会做饭，把面

条煮成了糊糊。

由于在家做饭吃得比较饱，比较卫生，能吃到热饭，能照顾老人、孩子、病人，增强了社员的体力，

病人大大减少了。宗寨大队分伙前，有浮肿病人一百四十五个，现在仅剩二十七个了。大人孩子的脸色好

看得多了。干活也有劲了。张来增生产组原来五人一天平整二分菜地，现在六人一天平整二亩，提高工效

八倍多。王庄妇女社员张世平说：“过去有四分力，现在有六分力了。”宗寨大队支部书记赵宪章说：“过

去能推一筐粪，现在能推两筐粪了。”

（二）回家做饭社员可以利用早晚时间推磨，辅助劳动力的可以在家做饭，即使没人帮助做饭，也比

在食堂排队省时间。这样，农村三分之一左右的劳动力可以完全从食堂走出来增加到农业生产上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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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节省了在食堂排队吃饭的时间，普遍增加了劳动时间。

（三）回家做饭，百分之六七十的户不再买煤烧了，老人孩子拾柴刨树根，就是烧煤也比过去少用的

多了。过去食堂烧煤平均每人每天一斤半，现在平均每人每天一斤。宗寨大队第六生产队食堂十天烧煤一

千六百二十斤，最近十天社员自己做饭七百斤没有烧完，节省九百二十多斤，少用了一半还多。如按此标

准全大队二千一百二十三人一年可节省煤六十六万斤，全省若都如此，将节约一笔很大的数字。

（四）回家吃饭有利于喂猪、养鸡、积肥。宗寨大队食堂分伙前、社员私养的猪只剩两头了，现在社

员新购买猪一百三十五头、羊一百六十七头、兔二千五百只，有的社员合股购买牛驴准备拉磨，有的还准

备买些小鸡。贫农古文玉一家四口，养了一头母猪、十三头小猪、二只羊、六只鸡、五只兔。村支书赵勋

连说：“进门看到一群群的鸡兔就有劲了，不等二年光景就会好起来了。”发展家畜家禽也利于积肥，现

在家家户户都挖土坑修厕所积肥。

我们在樊楼生产大队第五生产队做了个详细调查，全队四十九户人家除三户地主富农未调查外，赞成

分散食堂的四十一户 （贫农二十三户，中农十八户）；赞成办农忙食堂的一户，他是生产队副队长，认为

办食堂好领导，做活统一，不耽误时间；赞成办常年食堂的有四户，其中两户是干部，一户是单身汉，一

户是五保户。两户干部当中的一户是会计兼管理员徐根喜，他姐姐是妇女队长，他嫂子是炊事员。群众反

映：“队长和会计有贪污，节约的六百斤粮食不见了”。有人说贫农、下中农不赞成分散食堂，我们调查

时特别征求了贫农、下中农的意见，他们说：“我们的口粮同样是八、九两，在食堂同样吃不饱吃不好，

不如领粮回家自己做着吃。”有人说妇女不赞成分散食堂，我们召开了妇女调查会，到会的六个妇女都不

同意办食堂，她们说：“食堂排队的时间，自己做着吃用不完，在食堂抱着孩子排除，饿得孩子哇哇的

哭，站得腿直疼；自己做饭吃得饱、吃得干净、能照料老人孩子；自从分了伙孩子少挨多少打，大人少生

多少气。”对办农忙食堂，多数社员也不赞成，他们认为农忙更需要劳动力，更需要吃饱吃好，办农忙食

堂浪费劳动力，吃得不饱不好，不如在家做着吃。妇女张世平说：“听说麦收时干部要办农忙食堂，我们

发愁一些好劳动力到了食堂，谁来收麦呢！”妇女李秀芝说：“去年收麦时，食堂的饭有干没稀，有稀没

干，收了工吃不上饭等着发急，耽误生产；自己做着吃，有稀有干，收了工就吃饭，利利亮亮。”樊楼一

个老婆说：“收麦后赶点面条给小孩吃，多好，一办食堂又吃不成了！”宗寨大队支部书记赵宪章说：“群

众现在就看农忙食堂还办不办哩！”（社员以办不办食堂来测验党的政策变不变）总之，一句话，在当前

困难的情况下，无论贫农下中农，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各自在家做饭，吃得饱吃得

好，有利生产。食堂办不好，吃不饱吃不好，浪费劳动力，不利生产，他们不赞成再办公共食堂。

这里的食堂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办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年春天，口粮标准降低

后，食堂的问题就越来越多，许多人提出了意见。可是六月间又来了个 “大办食堂”。把对食堂有意见的

人都说成是 “破坏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从此食堂问题再多，停伙断炊，也没有人提意见了。一直到

今年春天，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在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后，一提出可以自愿参加。大多数食堂就很快散

伙了。

这里分散食堂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有充分准备，帮助社员解决了炊具、燃料等困难后分伙的，这种做

法好，这种情况占多数；也有少数一哄而散的，这种办法很不好。在食堂分散后一些户确实有困难。例如

宗寨大队第二生产队有五十六户，分散食堂后，有三户缺锅，有二十七户因人多锅小，每顿饭须做两次，

有二十九户缺菜刀，二十户缺勺子。经验证明必须有准备的分散。

长葛县的公共食堂，在我们来以前已经散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现在百分之九十五已经分伙了，余留的

百分之五多是敬老院、病院和困难户较多的。这些食堂必须坚决办好。今后小型的、农忙的、企业性的，

各种各样的食堂还会出现，只要它是群众自觉自愿办的，真正能节省劳动力、方便群众、有利于生产，应

该加强领导积极办好。

根据我们调查，食堂分散后生活上仍有很多困难。今年夏收不好，口粮标准仍很低，品种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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