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差，蔬菜又很少。食盐、火柴也供应不足，而当前群众吃菜多、吃粮少，需要更多的盐。因之，必须加强

对群众生活的管理，认真帮助群众解决吃饭的困难。我们的意见是：

（１）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公社党委和大队支部仍然要把安排群众生活当作一项重要任务，绝不能因
为食堂散伙放松领导。食堂停办后，可把原来的伙食管理委员会改组扩大为生活福利管理委员会，负责解

决口粮、菜蔬、燃料、食盐等分配工作，和解决群众生活方面的各种困难，研究如何改善群众生活。这是

一个群众性组织，完全由群众自己推选，吸收半数以上的户有人参加，干部不参加，做到群众生活由群众

自己民主管理。

（２）当前群众在炊具、吃菜、吃粮、燃料、食盐等问题上的困难，生活福利管理委员会可结合处理
食堂家底解决一部分。食堂的炊具是平调社员的应迅速退给社员，食堂的存粮、存干菜应按人口分配给社

员。处理食堂家底后仍有困难的，比如有的社员缺锅等，可发动社员互相调剂和帮助新购买一些。王庄生

产队成立起生活福利管理委员会，帮助群众做了这些事情，很受欢迎。

（３）要很好解决群众吃菜的问题。目前粮食少，蔬菜是主要的代食品，群众的自留地多种了红薯和
玉米，主要靠生产队的菜地。有一部分群众要求分散经营食堂的菜地，不能允许。因为把很好的大片菜地

分成若干小片不便经营；群众分了后又种粮不种菜；而且群众已有自留地和开垦的小块荒地，不必再分给

一小块，分给反会产生消极作用。对菜蔬的分配，目前以按人口分配给社员为好，也可以低价尽先出售给

社员，没有钱的可以先记账后结算。

（４）搞好口粮管理和分配工作。今后分发口粮可以直接到户，免得中间倒手再多一次损耗。发粮日
期，一般一月一次，对个别不会过日子的可由生活福利委员会掌握，五天或十天发一次。对于口粮品种，

在分发时应尽量不要过于复杂，特别是对于人口少的户更要加以照顾，否则发一次粮，高粱、玉米、豆

子、麦子、红薯干样样都有一点，很难加工制作。对于七级口粮标准，须加以改进，可减少级别，缩小级

差，提高最低级别的标准。

三个原始调查材料附后：（１）宗寨大队第四生产队妇女座谈会记录；（２）樊楼大队辛李庄生产队群
众对办食堂的意见；（３）三户贫农对公共食堂的意见。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附件一

宗寨大队第四生产队妇女座谈会记录关于食堂问题

四月三十日晚，我们在宗寨大队第四生产队召开了一个妇女调查会，座谈关于食堂问题和食堂散伙后

各家做饭存在什么问题，应如何解决。到会的有六位妇女，她们的情况是：

李连妮，贫农，七口人，夫妇两口，五个小孩，大女儿十四、五岁，上小学，半日劳动，丈夫李水全

经常有病。

张云妮，贫农，十口人，一位老人七十多岁，四个劳动力，五个小孩，一个大的十四岁在上小学。

冯二妮，中农，七口人，三个老人都六十多岁，夫妇两口，一个十五岁的小妹妹，一个三岁的小孩。

李秀芝，中农，七口人，父母六十多岁，夫妇两口，三个小孩，大的八岁，小的一岁多。

张喜荣，中农，八口人，父母亲都六十多岁，夫妇两口，一个二十多岁的弟妹，三个小孩，大的九

岁，小的三岁。

冯大妮，贫农，六口人，夫妇两口，四个孩子，大的十二岁，在上学，小的一岁多。

一、六位妇女一致不赞成办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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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食堂吃饭，层层克扣，吃不够口粮标准。每天只吃早饭和午饭两顿，晚饭就没有饭票了。晚间
不 “喝汤”（河南把晚饭叫做喝汤），早上干活没劲。食堂经常喝糊涂汤，隔三、四天才吃一顿馍。喝的

糊涂汤又稀的不象样子，群众把它叫做 “对脸笑、照脸汤”。张云妮说：“食堂的汤还不如抓一把土倒在

锅里搅一搅哩！”李连妮说：“大家都说：‘食堂汤照月亮，小孩喝了光尿床，老婆喝了尿裤裆。’”

（２）吃的窝囊，不卫生。饭内常有土泥、柴草。夏天苍蝇成群打不散，饭菜内常吃出一疙瘩一疙瘩
的苍蝇；冬天饭凉冻心。冯二妮说：“俺掌柜有一回在面条碗内吃出了半了驴粪蛋，真使人恶心。”

（３）开饭时人多，排队长，耽误生产，还站的腿直痛，饿的孩子哇哇的哭，不知挨了多少打。
（４）食堂吃饭一律化，不能照顾老小病弱，心里不舒畅。
二、六位妇女一致满意回家做饭。

（１）回家做饭，口粮标准吃够了，粮食分到户，发一两吃一两，吃个落实数。不管稀稠能吃上三顿
了，还吃得比较饱。

（２）吃得干净了。李秀芝说：“各户做着吃，粮食检得干干净净，菜叶洗得净净当当，吃着心里也愉
快。”

（３）回家做饭吃得如意了。想吃稠做稠，想吃稀做稀，人来客去，老小照顾都方便。小孩不知少挨
多少打，大人不知少生多少气。

（４）节省时间，有利于生产。六个妇女当中，五个人家里有老人做饭，干活回来就吃饭，利利亮亮。
李秀芝家里没有老人，大女儿十四五岁了也可以帮助做饭。家里没有人做饭的，自己干活回家做饭，用不

了食堂排队的时间也做的停停当当。六个人一致认为，自己做饭，只会比食堂省时间，不会比食堂费时

间。

三、六个妇女都不赞成办农忙食堂，因为家里有人做饭吃，做好了，孩子可以送到地里，并不耽误生

产。过去吃农忙食堂时，饭食有干没稀，有稀没干。自己做可以有干有稀，吃起来顺当。

四、回家做饭后的困难和问题：

（１）粮食内沙土多，红芋干里的沙土更多，一般在十分之一以上。本来口粮标准就低，土沙再这样
多，群众吃不消。

口粮按七级定量，小孩的标准太低，往往小孩把大人的粮吃掉，影响大人的生活，特别小孩多的就更

吃不消。李福有家三口人，两个孩子，一个七岁，每天四两口粮；一个四岁，每天二两口粮 （１６两秤）。
口粮的品种多，粮食少，红芋干多，四月以前红芋干占百分之六七十，五月改为百分之四十。

（２）蔬菜困难。食堂分散后，生产队把食堂菜地生产的蔬菜出售给社员，每斤三分钱。价钱虽比市
场每斤一角五到二角低很多，但当前工分值很低，十个工分才八分钱，社员买菜吃很困难。目前粮食少，

主要靠菜蔬补不足，为了买菜吃社员有出卖衣物的。

这个队处理食堂的菜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一担粪肥换四斤菜，但执行的不好，没切实兑现。李连

妮、冯大妮运去几担粪快十天了，没给菜，群众有意见，挫伤了群众积肥的积极性。

（３）盐少。现在粮少菜多需要多吃盐，特别吃干菜更需要多吃盐。没有油可以，没有盐涩的咽不下
去。现在一人一斤盐嫌少，一人一斤半差不多。群众说： “盐劲、醋力，饭精神，盐吃不够，干活没有

劲”。

最后，我们提出由群众成立生活福利管理委员会，帮助群众安排生活，分粮、分菜，解决吃饭的困

难，实行民主管理，她们一致赞成。解决吃菜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大家商量按全队人口分菜，菜可以计

价，不交现金，先记账，月终结算，确实有困难交不上钱的，经过评议可以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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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樊楼生产大队辛李庄生产队群众对办食堂的意见

四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我们在辛李庄挨户访问了四十七户中、贫农社员，征求他们对办食堂的意

见。大多数人赞成回家吃饭不办食堂，主张办农忙食堂和常年食堂的是少数人。

辛李庄生产队共有四十九户 （贫农二十五户，中农二十二户，富农一户，地主一户），二百二十人。

公社化以后，为了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搞协作之便，生产大队一道命令把粮食扣起来，把社员家里的

锅收走，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办起了常年公共食堂。当时由于粮食大丰收，吃饭不要钱、不定量，

虽然白水煮菜，饭食花样不多，但群众意见不大。两年来连续天灾和刮 “五风”，粮食欠收，口粮减少，

社员吃不饱，心里对食堂有意见，不敢提，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身上。中央十二条指示贯彻后，大队

提出：条件不好，可以不办食堂，领粮回家做饭。经群众讨论，公社批准，在今年三月二十日停办了食

堂。社员领粮回家做饭后，大多数群众都很满意。

他们对今后 （特别是在粮食低标准的条件下）办不办食堂有三种意见：

一、赞成领粮回家自做自吃，不办食堂的有四十一户 （贫农二十三户，中农十八户），占调查户数的

百分之八十七，共一百八十二人，占调查户数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八。他们主张不办食堂的理由是：（１）
在食堂吃不够口粮标准；（２）吃饭不如意，又不能照顾老幼和病人；（３）食堂做饭不卫生；（４）打饭排
队时间长。贫农社员李双庆、李玉坡、李水卿等人说： “办食堂我们最怕粮食过七关：出库关、磨面关

（加工一百斤粮食一般少五斤，多者七斤）、管理关 （管理员过秤少秤）、炊事关 （炊事员吃饭一个顶三

个）、打饭关 （给亲近人打饭）、照顾关 （照顾干部开会、副业组、外出拉东西等）、干部多吃多占关。结

果社员就吃不够自己的粮食标准。”贫农社员李水增说：“俺家九口人，三个劳力，五个小孩，一个老人，

在食堂每人每顿平均只能喝两碗糊涂，自己做饭能喝到三碗。”贫农社员徐水全是个单身汉，他说：“我

是二级劳力，每天合十一两，在食堂吃饭早晨四两一碗，中午四两一碗，晚上三两大半碗，每天两碗半，

总是吃不饱，停伙领粮自己做能吃饱，干活有劲。”他对食堂的意见是：“高低不能办啦，再办干部就又

扭着脖子，叫死就死，叫活就活。”

二、赞成办农忙食堂，闲时回家做饭的只有一户，是生产副队长李维增。他的理由是： “这样好领

导，做活统一，不耽误时间。”

三、要求办常年食堂的有四户，共十五人，其中两户是干部，两户是单身汉和五保户。生产队长李书

堂和他的爱人是积极主张办常年食堂的。李书堂的爱人说：“办食堂能节省劳力 （她不想做饭），不破坏

集体，社员好领导，不背工窝工。”她在四月十七日向李书堂闹着要成立食堂，李书堂当晚在社员大会上

提出恢复食堂，社员不同意，还有一户最热心办食堂的干部是会计兼管理员徐根喜，他姐姐徐根妮是妇女

队长，嫂子陈秀芝是炊事员。多数群众反映：“队长和会计有贪污，节约粮食六百斤不见了，粉条、粉子

也没有了。”“队长、会计各拿一把仓库钥匙，想开就开，想拿就拿。”群众对他们非常反对。两户五保户

和单身汉，他们是希望办食堂。李大法，八十一岁，无依无靠，只好依靠食堂，他说：“食堂做稠吃稠，

做稀吃稀，自己做饭困难多。”单身汉苏建勋外号 “懒蛋”，他说：“不如吃食堂好，食堂给我多少是多

少，不操闲心，粮食分给我没办法。”

另外，不赞成办食堂的人，都要求粮食分到户，每户发一个购粮证，直接到生产大队买粮。这样，社

员不仅能吃够标准，还可以杜绝干部的多吃多占和贪污。下中农社员郑玉梅 （女）说： “粮食不分到手

里，社员总是不放心。”贫农李同立、下中农李生富说：“现在来了清官，拨开乌云见青天，政策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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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分回家，大老鼠再也不能拉跑粮食啦！”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三

三户贫农对公共食堂的意见

我们在宗寨大队第二生产队，访问了三户贫农，征求他们对公共食堂的意见，现将他们的谈话记录如

下：

张水全说：“食堂是好，粮食多了可以办，现在的半斤九两不中。粮食少人人都欠，从出仓到吃饭，

一连过 “五关”（出仓、拉运、检粮、磨面、管理人员少发、炊事人员多吃偷窃），再加出风少，土气大，

半斤标准实际上吃不到六两。俺家三口人，从去年冬天到分伙前，十天有八天晚上喝不上汤，吃上两顿就

把一天的粮吃完了。吃不好，还得干活。俺家两个人都有肿病，分了伙十八天肿病都下去了，天天都能吃

上三顿饭。

岳洪章说：吃食堂不自由。干好干坏都一样吃饭，好人病人也是吃一样饭。饭稀、饭凉、菜不熟、不

卫生，不管饭做的好坏，什么人也得吃。弄一点粮食 “七折八扣”，半斤粮食就给四、五两红薯干，三、

四两粮食，天数长了，小孩哭着不吃，老人吃了泻肚，病人一天天增多。俺那一片五户就有四户有病的，

谁还干活呢？半年吃了两回面条。分了食堂后，我十八天吃了十六顿面条，比两年半吃的还多，饭也吃饱

了，做活有力了，俺队五天推了一个大土垛，比两年半推土都多，做活也不叫了，吃饭也不吵了。

岳永平说：食堂看着好，实际上不好、不自由、费劳力。俺队这个食堂，检粮的五个半劳力，推磨的

十七、八个劳力，做饭、担水、烧火、监伙的、会计、事务长九个劳力，一共占用了三十二个劳力 （全

队共有劳力六十八个）。下地做活的净是些妇女、老小，一天干不了半天活，三个劳力不顶一个用。张文

法、张国正、张书池、张来增四个劳力一天没有种够四畦菜，照这样弄法，再一年就吃不上饭了。吃一回

饭排队等半天，整天吵着没烧的、没菜吃，分了伙都不吵啦，饭做的也有味啦，家家户户都有柴烧了，谁

也没有买煤，菜也自己解决啦。我看还是分着吃好。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

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调整大队和
生产队规模的调查

（一）

宗寨大队，地处平原，包括宗寨、岳楼、王庄、东大路张和西大路张五个村，五百零二户，二千一百

二十二口人，耕地三千一百一十八亩，七个生产队，每队平均六十五户。

土改时这五个村是一个农会，一九五四年组成了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一百七十三户，每社

平均三十四户。一九五六年春，与贺庄、和尚桥等村组成了一个大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七年

春，因为社大，事情难办，又分为宗寨、王庄、大路张三个社，下属十六个生产队。一九五八年秋成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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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社时，又把宗寨和大路张合并为一个大队，王庄与贺庄并成一个大队。这年种上麦子以后，他们又感

不便，仍分为三个大队。到一九五九年春，因为劳力大量外调和水利建设用人太多，经常能供生产队使用

的男、女劳力每队只有十多个，活路安排不开。因此，又把三个大队合并为现在的宗寨大队，生产队也由

十六个合并为七个。

十二条指示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和政治热情，提高了他们当家作主的觉悟。首先接触到的是生产队

规模偏大，管理诸多不便，今年春季开始，他们征得领导机关同意以后，把生产队的规模划小了，由七个

划为十三个。三月底到四月初，县委在邻近的增福庙公社宣传六十条，对他们发生了很大影响，暗地里已

做好了分队准备，什么事情都按三个摊摊开。此次六十条和群众直接见了面以后，经过进一步的学习讨

论，大队仍按原一九五七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分为三个，即宗寨大队二百四十户；大路张大队八

十六户，王庄大队一百三十户，每队平均一百六十七户；生产队调整为十四个，每队平均三十二点五户，

大的五十一户，小的二十七户。

看起来，生产大队的规模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 （在这里说，就是一九五七年调整

后的规模），生产队相当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的规模是适宜的。我们

了解到的和尚桥公社党委、长葛县委，以及许昌地委关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调整的规划大体也是如

此。在这些平原地区，大概一个大队一百五十户左右，一个生产队三十户左右。

（二）

大队的规模偏大，易于产生平均主义，加上几年来在分配上没有注意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就把穷队、

富队的收入拉平了。举个例子即可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六年 每人平均生产粮食 每个劳力实做工分 每人平均消费粮食 每人平均实得工资

宗寨 （富队） ３６２斤 ２４００ ２１８ ６６５元

王庄 （穷队） ２６２斤 １９５０ ２１８ ６７５元

这就是说，多劳动的反而少得了，劳动得少的反而多得了。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挫

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社员反映说：“干不干三顿饭，干不干两块半 （指一个劳力一个月的工资）。”在

这种情况下，加上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连续干旱，产量逐年下降：

一九五七年亩产量　４２６斤
一九五八年亩产量　４５６斤
一九五九年亩产量　３２１斤
一九六年亩产量　３１０斤
生产队的规模更不宜过大：（１）队大了指挥不力，调动不灵，背工浪费；（２）队小一些，事情好商

量，饭场、牛屋都是议事地点；（３）农村居住分散，而且宗姓关系、邻舍感情都影响着队的规模 （也影

响大队的规模），大、小适当利于团结； （４）人都有个向上心，前街、后街，东头、西头看谁干的铁；
（５）在公共食堂存在的条件下，生产队规模大、人多，吃饭不方便就是一件大事。干部和群众总结队大
了有五条坏处：（１）互相怀疑；（２）互不团结；（３）互相依靠；（４）不便管理；（５）生产下降。总之，
“划开没一条坏处，不划开没一条好处”。

此次调整了大队、生产队规模，大大促进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路张八十六户原来是一个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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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分为三个生产队后，九个原来消极不做工作的干部也积极起来了。第一生产队原来出勤劳力三十五

人，占总劳力数的百分之五十一，现在出勤六十个，占百分之九十。各队积极买牲口，置农具，近三天

来，已添修农具七百二十件，找回丢失的农具三百二十五件。

（三）

调整规模要从 “利于生产，利于团结，利于经营管理，利于组织生活”出发，坚持群众自愿，允许

有大有小，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不能草率从事，基本作法是：

（一）由上而下，由点到面，先划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后划公社 （公社拟于麦收后或秋收后考虑）。

和尚桥就以宗寨为重点，这里的经验已在全社推广，公社已开过代表会，麦收前可以完成生产大队和生产

队的调整工作。

（二）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做出决定，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宗寨大队规模调整是在经过长时间酝

酿的基础上，支部集中了群众的意见，作出初步决定，并分别召开了社员代表和社员大会作出决定的，并

且允许群众对于自己属于那个生产队有所选择。

（三）划队必须是促进当前生产，而不能有所妨碍，因此迅速建立起一套生产秩序和管理秩序是很重

要的。每个新建的大队都组织了一个临时的管理委员会。新划的王庄大队并且在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分

别组织了：生活福利委员会和劳动管理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生产队同样组织一个临时的管理委员会，委

员会下面则分别组织三个小组，吸收绝大多数社员参加各个小组和委员会。各种临时组织也都经过适当的

民主方式产生。一切账目清理，分粮分钱，劳动定额等都分别由各委员会和小组去处理，每个小组所议的

各项事情，由各小组的人分头征求群众意见，这就形成了一个民主办社的新局面。与此同时，由各大队选

派出对等的人数连同公社派的代表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划队后的具体经济问题。

（四）划队之后，原大队的机构没有立刻解散，继续保留一个时期，比方一个月左右，由他们帮助新

建大队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和管理秩序。新划的王庄大队困难极多，在划队的时候，我们帮助基层干部发

动群众，向县直机关又要回应该退回的土地一百七十亩，其他物资，包括农具、生产工具等近千件，同时

还帮助群众解决了生活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买回锅二十七口，鏊子十一个，案板二十二块，救济了三十九

户困难户，发救济款三百四十七元；对社员疾病进行了普查和治疗，等等，大大鼓舞了穷队的情绪，同时

公社又派人帮助新建队的干部一道工作，教给工作方法，最少帮三个月。

（五）要对干部、群众进行教育，教育干部坚守工作岗位，走群众路线，有事和群众商量，注意团

结，不要破坏、隐瞒私分公共财产，并且要注意已经决定划分的大队、生产队，特别是生产队要由处理委

员会迅速进行财产清点登记工作，以防农具、家俱丢失。

（六）经过一段工作以后，大体上建立起一套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就要适时的抓紧健全各级组织，

先整顿建立党、团组织，而后经过群众酝酿正式选举 （这里现在还没作）各级管理机构和代表会，在建

立健全这些组织的时候，要充分的贯彻阶级路线，使贫农、下中农在各个组织中占绝对优势。

（四）

具体经济问题的处理办法

（一）土地：这个大队因县直机关基建占地过多，所以过去土地调整很大，但基本合理，因而协商确

定大队之间原则不动，个别调整。宗寨种地种到大路张村头，为了减少纠纷，过去大路张调给宗寨的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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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亩土地，仍调给大路张。

生产队之间是根据人口多少，照顾到耕做便利、土质好坏、远近搭配。

生产队之间麦子和大秋，大体按人口搭配，与土地固定发生矛盾时，可以待麦收和大秋收获后清茬；

坟地要照顾到本族人所在的队。

（二）牲口：过去已经调整，几年来变化很多，并且都是大队统一调配买卖，已成了一笔算不清的糊

涂账，而且年前已固定给各生产队，原则不动。新买来的三头牲口作价分给三个队 （一般应照顾困难

队）。

新划生产队之间，原则上是根据土地多少、牲口大小、口齿、性别合理搭配。

（三）农具：已固定给各生产队使用的农具不再调整，大队现有的机具、农具作价后协商搭配。新划

生产队之间基本上按土地多少合理搭配。

（四）粮食：口粮按人口，种子按地亩，饲料按牲口头数合理分配。伙食节余由食堂吃饭人口分配，

大队的储备粮按人口分给新划的大队。

（五）新划的生产队食堂菜地和所存干菜都按人口分配。

（六）平调债务由原摊处理，过去迁村并庄，王庄扒房子太多，计１１８间，自己无力解决，原来的大
队负责帮助筹划草、箔 （木料已从县直机关赔退物资解决），但要作价付款，从赔退款中解决。

（七）大队现有十五头猪、羊，作价下放到各生产队 （如果有的队还有队办手工企业等，适于分散的

分散，不适于马上分散的可以组织合营，以免影响当前农业生产）。

（八）敬老院系群众福利事业，而且办得很好，坚持办下去。有的地方如果办得不好，群众有意见，

也可以不办，但是要负责解决这些人的困难，不能因为划队一风吹，更不能推出门去不管。

（九）债务问题，属于生产用款按地亩分队，属于生活用款按人口分队。

（十）集体修建房屋和基建项目作价归所在单位和受益单位所有。

经济问题的处理是一项细致的工作，要经过几次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才能处理得合理，不能简单从

事。

附：一个社员对划分生产大队的谈话记录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附件

一个社员对划分大队的谈话记录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们在宗寨大队第十一生产队 （王庄），访问了一个叫桑树和 （下中农）的社

员，征求他对划分大队的意见。他讲了下面一段话：

宗寨一个大队四、五个村，距离很远，俺村离宗寨三里多地，开会不方便，去的人不齐，这个村去

了，那个村没去，妇女抱着孩子一等就是半夜，再一开会，鸡就叫了，开罢会回家天已明了，有的下地，

有的赶集走了。开会开的人怕怕的。一说开会谁也不愿意去。过去不去还得受辩论，这次分队可打到社员

心窝里了。分队俺是没有意见，队小了便于生产。过去检查生产，检查一次得一天，还跑不过来，浪费了

人力，生产也没有搞好。现在队小了，一个村一个大队，干完活回家吃饭的路上就把生产检查了啦！过去

商量生产，大队还得开一天的会，现在俺村一个大队，吃饭的功夫端着碗就把活商量好了。过去俺村工人

虽多，可是生产搞的好，１９５８年往宗寨一并，把俺村拉垮了，走的时候一人一个碗，一身衣服，一床被
子，什么都没带，树砍完了，房子扒光了，木料都拉到宗寨了，面柜、缸、磨都分给宗寨的户家了。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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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象要饭的一样，要是政策不变，再过二年俺就活不成了。初级社时，俺村是一个大队，搞的很好，分开

队再停二年还会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光景。你没看现在社员的劲头很大，过去俺村的荒地没人开，现在争着
开，光俺生产队就开荒四十多亩，社员开荒三十多亩，这些地只要管理好，再加上自留地的收入，光这几

项就够吃了。不过分开队后原来的大队不能把俺们丢下不管，因为俺村现在已经穷了，过去的东西都到大

队了，现在不能一分队就不管俺们了。过去的老账还得算，不算俺村就不能翻身，社员也不愿意。首先，

要给社员盖房。俺队桑铁旦一家六口人，闺女十六岁，孩子二十多，扒的没有一间房子，还是住人家两间

房子，睡觉做饭的地方都很挤，连拉屎的地方都没有，人家每天还问他要房子。李占元家五口人，住人家

一间磨道，他两口，一个闺女八岁，一个孩子二十多岁，他丈母娘都在，住在一块很不象话。象他们这些

户俺村很多。一提起这事他们就哭哭啼啼，只要这些问题解决了，社员就安稳住了，这是一大条。第二，

大小农具缺的很多，过去都拉到宗寨去了，虽然回来时拉回一部分，还缺很多。眼看麦快熟了，麦收工具

还没准备，俺队一百八十多亩土地，十头牲口只有五头能用，大车两辆都坏了，杈把牛笼嘴都缺。这一条

不解决就会影响生产。第三，大队兑现还不彻底，俺队还有几口缸、几头猪没有兑现，有的作价还不合

理，一间草房作价十三块多，盖一间房子再节省也不能只十三块，要求大队不合理的要重新作价。第四，

要想恢复生产，多打粮食，机关、学校占用不必要的土地要退给俺村。这此问题解决了，俺村就瓜瓜叫

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

河南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

和尚桥人民公社，包括四十九个自然村，三十四个大队，二百一十八个生产队，九千一百五十八户，

四万零八百一十人，耕地七万九千五百七十二亩，每人平均一亩九分三，每个劳力负担耕地五亩零九，役

畜一千八百二十头，每头负担耕地四十三亩六。

全社现有党员六百三十一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四九，共青团员一千一百三十四人，占总人口的

百分之二点五七。

（一）

和尚桥公社是个二类社，整风整社尚未进行，三十四个大队中有一类队十五个，二类队十五个，各占

百分之四十四，三类队四个，占百分之十二。

这个公社的 “五风”严重。从一九五七年大办水利起就刮共产风，无偿调用劳力和建筑材料，有的

甚至把群众的楼房和鸡窝都扒了；到一九五八年秋，在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大办学校的高潮中，又大刮

了一场；一九五九年春郑州会议之后，搞了一段算账退赔，到了秋季，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刮的就更大

了。公社办了三个试验场和一个丰产方，圈走大队的土地七千三百亩，约占全社耕地的百分之十。几年来

占用和扒毁民房六千一百七十间，占全社民房的百分之十四，刮走各种农具、家具等五千九百九十五件。

据公社统计，各级 “平调”总额达一百二十九万九千四百二十八元，但是根据重点调查材料估计，这个

数字可能只及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二。公社办了个万头猪场，从各大队调了三百五十头猪，盖猪圈的任务也

分到各大队，并且要求一天一夜建成，大队没有料，就扒群众的房子，群众讽刺说：“扒了楼房盖猪窝，

行善没有作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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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瞎指挥，什么都要 “一律化”“规格化”。说是玉米能增产，就不准群众种高粱，说是马牙玉米

好，就要消灭小籽黄 （一种早熟的玉米品种），说是密植能增产，种麦就都得用五条腿的耧。事事都要大

协作，什么都要统一行动。一九五八年种麦是县委统一规定时间，“点炮为令”一齐扎耧。一九五九年秋

季这个公社为了统一种麦，就有一万一千七百零二亩晚秋作物不熟就收了，少收粮食五十三万九千零九十

三斤。

讲形式，搞浮夸，锄地锄地头，上粪上路边，年年反瞒产，季季 “整产量”（一九六年秋季才停下

来）。一九五九年全社粮食实际亩产一百五十七斤，虚报为二百四十斤，征购过多，群众吃了四百零七万

斤空头粮。造成生活困难，到一九六年春季就有七十一个公共食堂一度停伙，占公共食堂总数的百分之

三十五。

一部分干部光凭命令吃饭，命令不灵，就打人骂人，这股打人风，从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

始，一直到一九六年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之后才停止下来。全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千零一十八人，

就有二百五十七人打人骂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坏人乘隙而入，兴风作浪，非刑吊打群众，打

伤一百四十五人，残废十一人，逼死七个，因打致死的四个，打跑了一百二十五人。

干部特殊化，全社有百分之四十的干部偏吃偏喝，少数人花天酒地，贪污腐化。

“五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产力遭到破坏，一九五八年以来共死亡牲口一千零一十五头，其中一九

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十月死亡七百一十六头，占牲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粮食逐年减产，一九五八年亩

产二百四十二斤，一九五九年亩产二百二十三斤，一九六年亩产一百四十八斤；社员生活水平连年下降，

一九五八年社员纯收入每人平均六十元，一九五九年每人平均五十元，一九六年每人平均三十六元。

（二）

中央十二条指示贯彻以后，公社派人在四个三类队做了些工作，斗争了三十三个坏人 （包括面上斗

争的）。全社集训了一百一十六名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 （打击面太宽），一部分还初步向群众赔情道了歉。

经济赔退也搞了一下，已退给群众二十九万元，一户平均三十一元六角。“五风”已经 “刹了车”，局势

急骤好转，成绩虽然不小，问题仍然成堆：

第一，党的政策贯彻不深不透，退赔不彻底。这次，我们检查了王庄大队的退赔工作，全大队平调社

员的物资总值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二元，只作价五千六百二十三元，作价仅及实价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已

经兑现的只有四千四百零四元，仅占平调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其中现金即占退款的百分之九十五，

实物只退了十八只羊，折款二百一十五元。社员陈福德被 “平调”了一百多元的东西，只退给他二十元，

他很不满意的说：“报了一大堆，兑现的不值三核桃两枣。”甚至有人多方面刁难群众，借口查实对证，

要什么 “声喊声应”，找不到证明人不算数，社员说：“黑夜搬家，黑夜除树，大协作关门锁户，人不在

东西就拿走了，拿的时候不给我说，我往那里找证明。”第一生产队三十户社员中，有十七户价值七百五

十元的东西因为找不到证明，都不算数。此外，这个队还扣留了社员应得退赔款七十四元四角五。

下面的情况如此，上面的情况也并不好些。县级机关大修 “衙门”，占了王庄的耕地三百七十八亩，

只退给了二百二十亩，还有一百七十八亩可以退出的土地，迟迟不退。王庄因为 “迁村并庄”被扒毁了

一百三十间房子，群众住房很困难，县级机关有多余的房子也不肯给群众住，象王庄这样严重的情况，公

社党委向县委报告时却说：这个公社对群众的 “退赔”已经完成百分之九十二点二。

从王庄大队的情况可以看出，退赔工作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１）领导上不了解情况，心中没有数，决心不大，首先是领导机关决心不大，“善财难舍”。（２）光
退现钱不退实物，或者是实物退的太少，特别是土地和房屋。（３）作价不合理，群众拿到钱买不来他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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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那些东西。（４）克扣赔退款，强调找证明，使得有些群众被 “平调”走的东西，有物无主。

第二，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还没有彻底改变。

（一）不调查研究，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多，自下而上反映群众要求少，文件多、会议多、表报多。四

月份县级各部门就下达了正式文件六十八份，十八万字，下达表格一百九十种，二万四千四百七十八个项

目。电话会开了十七次。同一个时期，县级各部门接到上级的电话会二十八次，计四十五个钟头。公社党

委也同样靠发文件、发指示、开电话会布置工作。公社党委办公室有四个干部，整天填表，平均每天填七

张，一百五十七个项目，前几天抗旱浇麦，一张表报就有四百八十个百分比。文件既多且滥，五月八号县

委办公室转发了和尚桥和增福庙两个公社的夏收夏耕准备工作的文件，其中要求一人种三十棵瓜，每人积

肥两千斤，发动群众护麦，每亩奖励三至五角钱等等。而瓜地在那里？奖励的钱那里来？一个大队就要

三、五百元，有没有那么多钱？夏收前只有二十多天，一人两千斤肥，肥源在那里？都没有个交待。原来

这个文件是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和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研究起草的，公社党委并不知道。

许多县、社的领导同志被淹没在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汪洋里，很少做调查研究工作，他们也常下

去，但多是 “走马观花”，很少深入细致的研究问题，群众称这种方法是 “蜻蜓点水”。布置工作任务，

往往不切实际。到了支部更是忙乱，张营大队的支部书记四月份只干了三天活，会计主任干了一天，忙来

忙去，群众的疾苦却很少有人关怀。食堂分散以后，群众回家做饭有多少人没有锅？口粮标准里面红芋干

太多，能不能调剂？也都很少有人过问。这种官僚主义和文读主义，一半是由于工作方法不对头，一半是

由于缺乏群众观点。

（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很差，事情很少同群众商量，光要群众听干部的话，干部很少听群众的

话。民主办社还是一句空话，工作停留在干部圈圈里头。我们这次调查提出问题和群众商量的时候，经常

遇到这样的回答：“看上面咋规定！”“上面叫咋着就咋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可惜的是有

些同志反而认为这样的群众觉悟高，“听党的话”。开群众会，也很少跟群众商量什么事情，都是传达上

级的精神，布置上面下来的任务，干部上去讲个把钟头，群众齐声回答 “完成任务”，于是会议结束。干

部很少和群众商量办事，上级也很少和下级商量。

这里还有一个坏的工作方法，叫做 “分片包干”，党委书记和委员分片包干几个队的工作，一般干部

则分别驻到各个大队，叫做 “驻队干部”，这些 “驻队干部”什么都包，什么都管。因为他们是上级的代

表，权力也很大，中央十二条指示贯彻以前，有的 “驻队干部”还可以自己撤换支书和队长 （当然这种

权力是自封的），成了下级组织的顶头上司，独揽大权，破坏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

公社这样做，大队支部也这样做，原宗寨大队民兵连长张清坡就是支部派他到王庄做 “驻队干部”

的。结果，王庄村两个生产队的工作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在这里横行霸道，小孩子听说张清坡的名字

吓的不敢哭。

（三）党委包办行政事务。书记事情很多，什么事情书记都要管，商店卖洋车还要问书记卖给那一

个。社长事情很少，公社管理委员会从一九六年三月选举以后，没有召开过一次会，现在究竟谁是委员

还查不清楚。党委事务太多就产生了两个恶果：第一，党的领导干部不能深入调查研究，检查党的政策执

行情形如何。第二，党不管党的现象很严重，造成党的组织涣散，思想工作薄弱。据这个公社侯庄大队等

六个支部的调查，近年以来，党的小组没有了；上党课的制度没有了；支部教员没有了，预备党员的管理

制度没有了；积极分子的管理制度也没有了。“政治挂帅”成了一句空话，无怪乎侯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

玉昌同志要求 “恢复支部工作的元气”哩！

第三，组织不纯洁，干部队伍需要整顿，这个公社还没有进行整风整社，混到革命队伍里的敌人和蜕

化变质分子欠下群众的债没有还完，象前面提到的王庄大队的张清坡曾经非刑吊打群众十三人，贪污公款

二百元，奸污七个妇女，逼死社员张长木，人称 “活阎王”，民愤极大，现仍在集训队，尚未交给群众斗

争处理。据初步了解公社一级干部四十四名，其中有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二人，腐化堕落分子一人，死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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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分子一人，共计四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大队一级干部三百四十四名，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九人，腐

化堕落分子二人，共计十一人，占百分之三点二；生产队一级干部情况比大队稍好一些。此外，还查出混

入基层组织的地、富、反、坏分子七人，地主、富农子弟二人。我们重点了解的樊楼、宗寨两个大队，共

有生产队以上的干部八十五人，其中严重违法乱纪、民愤很大的分子三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四，

混入基层组织的地主分子一人。就是一些犯了一般错误的干部，不少的也还没有认真向群众做检讨，这些

人不检讨或是检讨的不深刻，也不能取得群众的谅解，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整风整社虽然没有搞，在去年冬季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这个公社也集训了一百一十六

人。在这些人里面，属于阶级敌人和坏人、应该受到刑事处分的也不过是六人。集训方式又有问题，名为

集训，实则软禁，被集训的人固然伤了感情，没有集训的人思想也波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犯了错误去

集训班，因此就产生了不少的抱怨、消极情绪，虽然这些被集训的人有九十九人已陆续放回去，而这种思

想上的顾虑，感情上的刺激，则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得了的。

除此以外，在几年来的反瞒产、反右倾中，也错误的打击了一些干部，致使有些地方干部换的太多，

如樊楼大队是个二类队，公社化以来历次运动中，撤换的干部就有十五名，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

初步调查，这些人中有五人是可以继续工作，不应撤换的。

第四，“六十条”开始贯彻，整风整社的内容很多、任务很大。目前，大队、生产队的规模正在调

整，“三包一奖”在大多数地方搞的很粗糙，甚至王庄大队的生产队干部还说不清楚什么叫 “三包一奖”，

经营管理制度尚不健全，评工记分执行的不认真。

上述这些问题，不仅在二类社、队有，就是在一类社、队情况也很严重，已经改造的三类社、队，这

些问题也并没有完全解决。

（三）

从调查情况来看，必须把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进行到底。

一、今后整风整社的任务是：（１）坚决把反 “五风”搞彻底，把退赔搞彻底，把农村工作纳入党的

政策的正确轨道。（２）转变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包办代替的作风，树立实事求是、调
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作风，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成为每个党员和干部的工作守则。（３）整顿纯洁党
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严肃谨慎的处理历次运动遗留下的干部问题。（４）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坚持党的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克服党社合一的现象，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５）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坚持民主办
社的原则，进一步把贫农、下中农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党在农村的坚强支柱。 （６）建立党的领导核心。
在目前农村工作任务很繁重、基层工作薄弱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把政策贯彻得

好，不可能把广大群众领导起来。

二、整风整社的内容，主要的是关于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和执行党的农村政策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的性质，因此，必须是以十二条和六十条为钢，以生产为中心，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在总结大跃进以来

的经验基础上，肯定成绩，批判缺点，划清界限，分清是非，进一步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彻底改变工作

作风。

对犯错误的干部，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慎

重处理。除了那些蜕化变质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需要做出组织结论以外，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不做

组织结论，不戴帽子。今后在基层干部中不搞反倾向运动；对于不脱产的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只能是有

什么错误批判什么错误，不戴什么 “分子”的帽子。对过去历次运动中处理错了的干部，也要实事求是，

查清情况，经过慎重的研究，通过必要的手续作出新的结论。并且要继续团结他们一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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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中暴露出的地主阶级的复辟活动，必须坚决打击，但是决不能与内部整风混淆起来，要先分是

非，后清敌我。

三、整风整社运动必须是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分期、分批进行，大体上分两步走：第一步主要

是调整社队规模结合整风；第二步主要是整风整党，结合整社，但在秋收前都应该以生产为中心。麦收前

集中力量抓生产，宣传六十条，解决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问题、粮食和夏季分配问题、“三包一奖”问题

（食堂问题已基本解决），夏收以后秋收秋种以前先拿出一段时间，把几个民愤很大、尚未经过斗争、群

众又迫切要求斗争的坏人，如张清坡之类交给群众批判。同时力求把退赔工作搞彻底，在这个基础上，进

行系统的整风。

四、加强整风整社运动的领导，上级党委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帮助社、队整风整社，工作组要挑选

能够掌握党的政策，作风民主，办事公道的同志参加，并且在下到社、队以前，先自己整风。工作组必须

依靠原有组织进行工作，不得包办代替。同时在运动中必须注意发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社员，建立一支坚

强的阶级队伍，使贫农、下中农在各种组织中都占有绝对优势。

县委决定以和尚桥公社为试点，在公社内选择几个队为试点，在最近结合生产进行整风整社，待取得

经验后再在全县分期分批展开。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应该放在秋后进行，争取年内完成。

附：（１）河南长葛县占用和退赔耕地的调查
（２）河南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一

河南长葛县占用和退赔耕地的调查

（一）占用耕地的情况：

自一九五八年八月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机关在大办公路、大办猪场和大搞基本建设的借口下，共占

用耕地四万零二百九十五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其中：县级机关占用一千二百五十

四亩，公社占用二万一千八百一十一亩，大队占用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亩。例如县级机关迁移到和尚桥就

占用耕地五百余亩，木材公司一个部门占地六十多亩。古桥公社一个农场占地三千余亩，三个猪场占地四

百余亩。和尚桥公社加宽和新建公路和机耕路十五条，宽三丈左右，共占地四百亩。洧川公社四合大队和

胡陈大队的干部，为了来往方便，开发了一条长达十余里、宽三丈的公路，平时很少行人，没有跑过一辆

汽车。县级机关在和尚桥新开两条公路，打围墙截断了一条，共占地百余亩。全县各公社新加宽和新建大

小公路一百五十余条，占地八千四百亩。这些肥沃可耕的良田，被机关、工厂、学校、公社占用以后，群

众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如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的耕地，被县级机关和公社各部门占用四百多亩，剩下

的耕地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左右，粮食产量逐年减少，社员生活维持不了，依靠国家统销，群众气愤的说：

“县级机关挪来，占去了俺的庄田，给俺们生活带来了灾难。”

（二）退赔情况和问题：

截至四月二十五日，全县各级机关已退地三万五千六百六十八亩，占应退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五。

其中：县级机关退一千零五十九亩，占百分之八十一；公社退了一万八千九百零六亩，占百分之八十六点

四；大队退了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三亩，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二。县级机关把围墙内外的一百五十八亩耕地，

全部退给了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群众普遍反映说：“党和毛主席对咱真关心，现在又把土地送回门，鼓

鼓劲加把油，力争今年农业生产大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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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退赔工作中的问题，首先是退赔决心不大，舍不得退。如长葛一中占用王庄村五十多亩土地，群

众要求数次，校方借故迟迟不退；其次是少数单位占用耕地仍然过多，如县拖拉机站占用了二十五亩地，

仅退了十二亩五分，还能退出五亩；第三是个别部门算账宁少勿多，如和尚桥至城关公路加宽，占用地二

百五十亩，而交通局只承认一百多亩。

（三）几点意见：

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必须下最大决心，彻底进行退赔，大力压缩基建用

地，扩大耕地面积，办法有三：（１）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占用的耕地，凡是能够让群众耕种的，坚
决退给群众耕种；（２）压缩和减少过宽和不必要的公路；（３）凡是能够开垦的小片荒地，继续发动群众
开垦。要按照党的政策对耕地退赔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凡是退赔不彻底、作价偏低的，应当纠正。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

附件二

河南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

（一）占用房屋的情况：

从一九五八年八月公社成立时起，到一九六年秋，全县各级机关共占用社员房屋五万九千九百六十

五间，扒毁房屋四万一千九百九十六间，共计十万零一千九百六十一间，占原有房屋四十三万五千一百八

十六间的百分之二十三。其中：县级机关占用五百五十四间，公社占用九千二百五十五间，大队占用五万

四千零九十七间，生产队占用三万八千零五十五间。这些房屋，都是在大刮 “五风”和什么都 “大办”

的时候被占用的。如段庄公社占用社员七十余间房屋和十六户社员的宅基，建成两个大院，做为公社党委

和公社管理委员会的驻地，除了会议室、办公室以外，书记、委员、社长都有一所很漂亮的宿舍，而群众

却无家可归。洧川公社拆毁七十二间民房，砍伐树木千余株，盖了一所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该社同庄大

队实行 “规格化”“一律化”，将好房平分，坏房扒掉。古桥公社为办万亩丰产方，在三天三夜把白庄大

队李庄村三百二十间房子，全部扒光烧净；该社在辛庄村办养猪场时提出了 “分队包干，日夜突击，一

天建成，见猪就逮”的方针，大扒民房，群众气愤的说：“扒楼房盖猪窝，行善没有作恶多”。

（二）退赔情况和问题：

截至四月二十五日，全县各级机关已经退赔房屋六万六千三百零九间，占应退赔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五。其中：县级已退赔五百五十四间，占百分之百；公社退了七千二百七十七间，占百分之七十八点六；

大队退了三万六千五百四十四间，占百分之六十七点六；生产队退了二万一千七百三十四间，占百分之五

十七点一。

经过退赔，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有的社员说：“中央政策知人心，毛主席是咱们的大

恩人，水流千年归大海，地出三年又回门，积极生产报答党，保证粮食堆满仓。”

当前的问题是各级领导干部退赔决心不大，进度迟缓，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有些单位光说不动，或只

退坏的不退好的；少数社、队在退赔时，作价偏低。如增福庙公社增福庙大队占用民房三百六十七间，已

退一百一十二间，仅占应退赔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二，有八户三十一口人现在还没有房子住。洧川公社

庞岗大队占用民房二十一间，设支书室、会计室、办公室、会议室各三间，仓库九间，到现在一间没退。

坡胡公社海子李村一九五九年修幸福湖时，扒民房二百三十间，退赔时每间房只给社员十五元，群众不愿

要钱，要求盖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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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点意见：

为了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必须继续加强领导，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

有一间退一间。机关、公社和社办企业，退赔后可搬到庙宇、祠堂、烟炕里去办公；大队和生产队的仓

库、保管室占用的民房，如确实不能退赔、要与群众协商，签订租赁合同，按时付给租金；扒毁群众的房

屋，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让群众自己修建。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

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生产大队由富队变成穷队的调查

（一）

宗寨大队包括宗寨、岳楼、王庄、东大路张和西大路张五个自然村，七个生产队，五百零二户，二千

一百二十二人，土地三千一百一十八亩，每人平均一亩四分六，牲口一百三十九头，每头牲口平均耕地二

十二亩四分。

宗寨大队原由宗寨、王庄、大路张三个高级社合并组成。一九五八年秋成立人民公社时，宗寨和大路

张合并为一个大队，王庄和贺庄合并为一个大队，不久又分为三个大队。到一九五九年春，又把三个大队

合并为一个宗寨大队，生产队也由十六个合并为七个。

宗寨大队在合作社时期是个富队，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

（１）粮食产量年年增加。一九五四年单产三百二十五斤，一九五五年为三百四十二斤，一九五六年
为三百五十八斤，一九五七年为四百二十六斤，一九五八年为四百五十六斤。

（２）口粮留量多。一九五五年每人全年平均四百零二斤，一九五六年为四百零一斤，一九五七年为
四百零一斤，一九五八年为五百二十九斤。

（３）卖余粮年年增加。一九五四年为四万八千三百斤，一九五五年五万四千斤，一九五六年七万七
千零九十七斤，一九五七年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八十五斤，一九五八年三十二万五千斤。

（４）分红年年增加，一九五五年每人平均四十三元一角三分，一九五六年为四十七元八角二分，一
九五七年为六十二元一角五分。

在合作社时期，副业也很兴盛，有铁业、木业、运输、装卸、缝纫、烧砖、豆腐坊、油坊、药铺等

等，每年的副业收入在整个收入中占百分之七点四八。

在合作社时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力用于农业生产；牲口有一百八十一头，每头平均负担十八

亩；农田基本实现了水利化，有井一百五十七眼，每眼井平均可浇地十九亩，水机七十五部，每部水机平

均灌溉四十亩地，其他水具六十八部，锅托机三部；还有汽马车五辆，八寸步犁三十二部。

可是，这个大队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来，一年不如一年，由一个富队变成了一穷队，情况是：

（１）粮食产量年年下降。一九五九年单产三百二十一斤，比一九五八年降低百分之七点六；一九六
年为三百一十斤，比一九五九年降低百分之九点六。

（２）口粮年年下降。一九五九年每人平均二百九十九斤，一九六年为二百四十七斤。在口粮低标
准 （每人每天平均半斤）的情况下，不能自足自给。而且自办起食堂以后，群众吃不够口粮标准，经常

吃不到热菜热饭，加上干活过重，生病的很多，如今年春天全大队就有浮肿病人一百四十五名，妇女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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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下垂病的有四十二名。

这个大队的牲畜比过去减少很多。在高级社时，光宗寨和大路张的牲畜就有一百八十一头，现在加上

王庄的和新从外地买回来的四十一头，才有一百三十六头。由于牲口不足，全大队八百一十七个整半劳力

中，用于拉大车的有三十三人，推磨的一百一十六人，拉犁的二百零八人，推水车的三百六十八人。又由

于口粮标准低，吃得不饱，现在三个劳力只顶过去的一个劳力，过去一个劳力一天锄三亩地，现在一天顶

多锄一亩地。大小农具缺的很多，副业生产也都被一风吹了。

这个大队还欠外债十六万元，从四月到六月买粮食、肥料、农具的钱和社员的工资，也无法开支。

（二）

宗寨大队由富队变成了穷队的原因是：

（１）“共产风”严重。大调土地和劳力：全大队被有偿调走土地六百二十亩 （主要用于县直机关的基

本建设），无偿调走土地二百零五亩 （办公社试验场），共计八百二十五亩，占全大队土地的百分之二十

五。公社为办试验场，调走大队五十个整劳力，办机械厂调走三十个，办钢铁厂调走二十六个，共计一百

零六个，占全大队劳力的百分之十二。此外，被调到外地劳动半年的劳力还有二百五十个。

大调牲畜和农具：在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时，全大队十九头骡子被调走了十八头，牛调走了五头，汽

马车五辆全部调走，锅托机三部全部调走，钢磨二个全部调走，架子车七十辆调走二十七辆，小车七百

辆，调走五百四十辆，轧花机七部全部调走，七十辆大车的铁轮调走四十七个，新买的双铧犁二十三部没

有解捆也全部调走。

大调树木和生活资料：公社机械厂一次调走树木二千七百棵，盖猪场调走一百六十棵，搞机井调走四

十八棵，搞工具改革调走四十棵，盖跃进门调走五十二棵，盖饭厅调走一百八十棵，架电线杆调走八十

棵。全大队的粮食、蔬菜和饲料等也被公社大量调走，光一九五八年公社一次就调走红薯干六万斤、麦秸

七万斤。

（２）生产瞎指挥。一九五八年小麦收到场里，公社驻队干部张中文为了抢种夏季作物，不准社员打
场，停了几天下了一场大雨，麦子都生了芽，张中文却提出小雨不停工，大雨搭大棚，叫社员上场打麦，

结果全队三千二百五十六亩小麦，每亩减产十斤，共减产三万多斤。烟叶是这个地方的重要经济作物之

一，群众称为 “摇钱树”，一九六年为了搞小麦丰产方、一律化，干部命令群众在一个晚上把四十一亩

烟叶全部打完，第二天早上地内不准见青，否则就要受辩论。由于烟叶不熟，又炕不及，沤坏了很多。

大搞深翻土地，要求 “地翻五尺深，肥施一百车，下种二百斤，亩收五万斤”，大搞园田化，要求

“畦道如线，地平如镜，土碎如面，畦埂如钢轨”。大搞丰产方，要求实现园田化、园林化、灌溉自流化、

闸门化等十化，做到万亩走汽车，千亩走大车，百亩走小车，十亩有人行道，大方套小方，一方套三田

（试验田、卫星田、指挥田），方方有三厂 （养猪厂、肥料厂、饲料加工厂）、三化 （茅池化、厕所化、机

械化），一场带三站 （气象站、病虫害预报预测站、水文站），一站带两校 （红专学校，机械学校）。这

样，社员日夜奋战在田间，浪费了大批的劳力和物力，生产并未搞好。

（３）大搞反瞒产。一九五八年以来年年搞反瞒产，群众吃了空头粮。如一九五九年全大队二千二百
九十一亩小麦，单产二百零五斤，总产四十六万九千六百五十五斤，公社硬叫上报单产二百四十斤，总产

五十四万九千八百四十斤，多报了八万零一百八十五斤，结果只有从群众口粮中扣除。当时每人每天本来

可以吃一斤粮食，实际上只吃了九两半，到一九六年春，有十天每天只吃一两四钱，有二十天只吃四

两。

（４）大搞形式主义，铺张浪费。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整天忙于迎接参观。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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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以上的单位在这个大队就开了十九次现场会议，其中上千人的有四次。开一次会都要买些茶缸、毛

巾、洗脸盆，吃饭吸烟不要钱，有一次开会光买标语纸就花了四十多元，放炮花了十几元，买布一千七百

多尺，搞跃进门十个花了七千元。为了应付参观团，锄地只锄地头，不锄中间，上粪只上地头，不上中

间。据统计，三年来全大队没有上过一次粪的地就有五百多亩。

办三院 （敬老院、妇产院、幼儿院）时，修亭子、修花园、画墙画、买玩具、做床、做被子等就用

了一万七千多元。办千头猪场 （实际上只有二百多头），光喂猪的红薯干就用了九万斤。

（５）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被丢掉了，高级社时期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也被丢掉了。在高级社
时，这个大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工分分值很高，一个工分一角二分钱，一个劳力一天干十个工分

就可得一元多，一九五八年办起食堂以后，开始吃饭不要钱，后来实行伙食供给，有劳力，无劳力，干活

不干活都一样吃饭。发工资是根据体力强弱评定劳动级别，一级劳力每月三元，二级劳力每月二元五角，

三级劳力每月一元五角；工分分值很低，一个工分合八厘，干一天十个工分才八分钱，群众普遍反映说：

“现在一个劳力还不如一个老母鸡，干一天活还不如一个鸡蛋值钱多。”这个大队在一九六年共收入十

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五角四，扣除农业税、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共二万四千四百七十四元三角六，

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五，社员消费总额为十万八千零二十三元一角二分，计发工资一万七千六百二十一

元，占百分之十六点三二，供给部分九万零四百零二元，占百分之八十三点六八，总支出超出收入三万一

千三百四十四元，即支出大于收入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七。贫农赵明海，全家六口人，四个劳力，一九五七

年分红一千零四十元，每月平均八十六元，全家除去吃饭钱，每人平均九元五角；一九五九年实行伙食供

给制以后，每个月分工资十元二角，全家每人平均一元七角。他说：“这三年实行了供给制，我少挣了很

多钱，光粪就少积了两千车”。

在生产上，这个大队在高级社时实行劳动定额、评工记分、包产到队、包工到组、零活到户等制度，

社员每天干活心里有底，到了地里都比着干，能多出活，干部也省劲；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后，实行大兵

团作战，大轰大擂，劳动定额、评工记分有等于没有，其中有一年多根本没有评工记分，社员出勤率很

低，生产秩序非常混乱。

在劳力使用上，这个大队在高级社时绝大多数的劳力都用在农业生产；一九五九年以后搞农业生产的

劳力只有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的劳力搞非农业生产。例如一九五九年全大队九百五十个劳力中，办

“三院”、盖房、修路、搞跃进门、组织参观评比等劳动的就有六百三十三个。

在牲畜管理上，这个大队在高级社时是养用合一，签订饲养合同，订出使畜爱畜计划，实行奖惩制

度；一九五九年以后是集中喂养，养用不合一，牲畜管理很差，全大队的牲畜在一九五九年就死了五十七

头。

（６）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个大队是由宗寨、岳楼、东大路张、西大路张、王庄五个村组成的。
东西大路张两村的生产搞得好，社员生活富裕，而宗寨的生产搞得较差，自合并为一个大队以后，因为大

队的主要干部都是宗寨的，东西大路张的劳力、牲畜和生产工具等被宗寨调走了很多；各种物资也经常无

代价的平均分配给其他生产队；无偿搞协作更是常事。一九五八年麦收时，东西大路张的麦子打得好，宗

寨的麦子打得不好，下了雨部分麦子生了芽，后来大队把宗寨的生芽麦调到东西大路张，却把东西大路张

的好麦调到宗寨。社员反映说：“咱这两村跟着宗寨给弄穷了，啥时也不会富起来。”一九五九年县里决

定，提出 “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街必成南北，村必成方圆”。王庄原来也是一个余粮村，并入宗寨

时，房子大部分被扒光，树木大部分被砍光，牲畜、生产工具和社员的生活资料随同搬家大部分损坏了，

一九五九年王庄从宗寨迁了回来，从那时起就变成一贫如洗的穷队了。接着这个穷队又把宗寨 （富队）

拉了下来。例如，一九六年宗寨每人平均生产粮食三百六十二斤，每个劳力实做工分二千四百个，每人

平均消费粮食二百一十八斤，每人平均实得工资六元六角五分，而王庄每人平均生产粮食二百六十二斤，

每个劳力实做工分一千九百五十个，每人平均消费粮食二百一十八斤，每人平均实得工资六元七角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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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多劳动的反而少得了，劳动得少的反而多得了，这就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社员反映

说：“干不干三顿饭”，“干不干两块半”。

（７）两年来的自然灾害。仅一九五九年全大队受旱严重的耕地达一千七百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五
十，枯死的二百七十亩。

从上述调查情况来看，宗寨大队由富队变成穷队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大刮 “五风”、大办一切的结

果，是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结果，加上连续两年旱灾，就更加严重的损坏了这个大队的元气，使

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大下降。

（三）

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后，这个大队已经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目前全大队外调和外流出去的

劳力，已经大部回来，被机关占用的土地和调走的机器、农具也已大部退赔兑现。最近大队又添置了架子

车十一辆，其他工具一百九十六件，买回牲畜四十一头。社员出勤率大大提高，全大队八百一十七名劳

力，过去经常出勤四百多名，现在除了有病的和干其它活的以外，经常出勤的七百二十名。农活的质量也

有提高，过去犁地深二寸到三寸，今春全大队六百亩大秋地犁了五寸到六寸。全大队一百五十五亩自留地

已分到各户，每人平均七厘四，社员白天在队里干活，晚上披星戴月在自留地上劳动。养猪养羊养兔的多

了，中央十二条指示贯彻以前，全大队社员养猪两头，兔七百只，现在已养猪一百三十五头，羊一百六十

七只，兔二千五百只。栽树的也多了，从春节后到现在已栽树一千四百棵。

六十条下达以后，群众迫切要求划队，经过酝酿，已在四月下旬将宗寨大队划分为三个大队，即：宗

寨大队，二百四十户；王庄大队，一百三十户；大路张大队，八十六户，每个大队平均一百六十七户，相

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产队由原来的七个，划分为十四个，每队平均三十二点五户，大的五十一户，小的

二十七户。划队以后，干部和社员都很满意，纷纷表示要鼓足干劲，把农业生产搞好。宗寨大队党支部书

记赵宪章说：“我们大队已经计划好了，准备用两年的时间在牲畜上、农具上、生产上恢复到一九五八年

的水平”。第四生产队长李福恩说：“过去干的东西不当家，越干越穷，这十二条政策下来就中了，今后

生产当家，领导当家，俺队保证一年恢复生产元气。”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

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粮食问题的调查

（这个材料是按新划大队的情况调查的）

　　 “民以食为天”。下乡以来，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幼，人人谈论粮食。改变当前 “低标准”的状况，

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如何从政策上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力争在最短期间恢复１９５７年的生产水平，
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我们在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对粮食问题做了调查研究，现在提出初步

意见如下：

５５３附　录



　　 （一）人心思定

宗寨大队历年粮食生产、征购和食用的情况

　 单位：斤

年
产量

亩产 总产
每人平均口粮 三留后余粮 征购 统销

１９５５ ３４２ ６５８６９２ ４０２ １０３６２０

１９５６ ３５８ ６９０９４０ ４０１ １３７００１

１９５７ ４２６ ８４９０１８ ４０１ ２５８８９６ ２３８３８５

１９５８ ４５６ ７７９３０４ ３７１ ２４５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

１９５９ ３２１ ４８９２０４ １６８ ２３６１７５ ２７１１７５ ３５０００

１９６０ ３１０ ３８２２３０ ２６７ ５０８００ ９１０００ ４０２００

１９５５年是平年，大小口平均吃４０２斤口粮，光景可以说很好了。此后产量逐年增长，１９５８年达到亩
产４５６斤，虽然耕地面积减少，征购任务增加，但群众的口粮仍吃３７１斤。１９５８年以后，粮食连年减产，
口粮逐年降低。１９５９年的情况最坏，群众口粮全年只有１６８斤，比１９５５年减少了将近６０％。就这样，还
征购了过头粮３５万斤。有一阵子，群众每天只吃一两八钱，多亏国家又安排了统销，才渡过了难关。

粮食减产主要是天灾和 “五风”为害，由于征购过头粮使群众吃了苦头。这三年来群众有两怕：一

怕征购层层加码，该交多少谁也没个底。１９５９年宗寨大队完成征购任务后，又叫多卖６万斤，连种子都
卖了。二怕 “一平二调”。大队支书赵宪章说：“头年让我们给秦公庙调了三万斤麦种，可是过年时人家

吃饺子，我们倒吃不上。”他们说：“鞭打快牛，产的越多，吃的越少。”这样下去谁还有心生产？

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后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是征购任务不定死，群众还不放心，怕再 “见风

长”，怕多劳不能多吃。一说搞 “三定”，群众高兴极了，他们说：“只要定死，不怕多定些。”赵宪章说：

“今年小麦估产７０斤是低了，因为群众怕多征购，搞了 ‘三定’，打百把斤没问题，再过三年就可恢复以

前水平。”人心思定，由此可见。

（二）“三定”势在必行

怎样定对生产更有利，对群众更有好处呢？群众要求，一次定死，三年不变，轻灾酌减，重灾免征，

增产不增购或少增购。他们说：“三年定死，不见风长，多产能多吃，干部、群众就都放心了。”三定在

河南应该早实行，尽快调动群众积极性，多打粮食。长葛县三年的征购任务已经确定：上交任务是今年

１０００万斤，明年１０００万斤，后１２００万斤，加上县里需要的统销粮，今后三年每年征购任务为２７４０万斤。
今年因灾酌减，实征购２２６０万斤，现在已把任务分配到各公社和大队。宗寨大队今后三年每年征购任务
为１７９２２斤。任务很轻，大队与生产队干部都说 “只比前几年的零数多了一些”。

宗寨大队各生产队的三定是这样搞的：先摆出六年来的亩产量：１９５５年 ３４２斤，１９５６年 ３５８斤，
１９５７年４２６斤，１９５８年４５６斤，１９５９年３２１斤，１９６０年３１０斤。以那个产量做为常年产量合适呢？按照
通常做法，应将丰、平、欠三个年头的产量加起来，以三除之，得出平均数为常年产量。这个大队如以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０年三年亩产相加，除以三，得常产为３６０斤。或以近几年的产量中，经民主评
议，挑出其中能代表正常年景的产量为标准，如以１９５５年则常产可定为３４０斤上下，但讨论中干部和群
众说：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是大丰收，没有代表性；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也是人强马壮、土地肥，条件比现在
好的多。最近两年人畜都弱了，地也薄了，象大病一场，三年才可复元。因此以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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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适当调整，定出常年产量比较恰当。商量的结果平均按３２０或３３０斤定产，干部、社员都没意见，
都有超产的信心。

计征计购到大队好呢，还是到生产队好？大家认为到生产队好处多：（１）可以防止层层加码；（２）
可以防止瞒产私分；（３）可以克服队与队的平均主义；（４）可以使征购任务落实，避免征购过头；（５）
分配任务和入库都方便；（６）还便于生产队安排种植计划和计划用粮。事实上计征计购最后必须落实到
生产队。同时征购问题并不影响所有制，不论征购到哪里，都上交了国家。这只是一个方法和手续问题，

为了照顾大队的权利，可采取上下结合的办法，先由上而下把征购任务分配给大队，再由下而上地各生产

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可征购的数字，大队评加评减最后定案。

夏收秋收后，必须先留够口粮、种子、饲料，再交纳征购粮。购后余粮的处理，涉及到所有制，在包

产数内的应归大队统一核算，包产之外的可按超产粮处理。

增产国家增购与否，意见不一致。多数人主张增产不增购，这几年增购太多，人们心怯了。经反复研

究认为，“多产，多留，多吃，多购”的方针，在目前是必要的。原则上必须规定增产可以增购。否则会

影响国家的粮食收入。具体处理，可以少增购或者不增购。要教育群众公私兼顾。如因自然灾害而欠收，

不能完成任务时，也还是先按标准留够口粮、种子、饲料，征购任务可酌情减免，遭受特大灾害，群众口

粮标准不够的，国家还要安排统销。什么样的灾害才能减免征购任务呢？研究的结果是：旱、冻、蝗、雹

人力不能抗拒的，成灾三成以上的，可酌情减免，成灾五成以上的特大灾害多减或不征购。

“三定”人心定，既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方法上又简便易行，干部能够集中精力领导生产，

参加生产，因此干部、群众都拥护。但也还有些问题要进一步解决。

（１）实行 “三定”后，群众为了多打粮食，不种或用坏地种植经济作物怎么办？大家的意见是：除

了坚决执行上级规定的奖励办法外，还要给生产队分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值以及派购任务，促使生

产队保质保量完成国家计划。以后如果需要某个生产队增种经济作物时，可减少其征购粮任务。过几年粮

食多了，群众自然会多种经济作物，那时就可以不规定种植面积了。

（２）实行 “三定”和包总产的办法后，群众为了多打粮食，偏种某一种高产作物，怎么办？大家的

意见是：国家要征购什么粮食，预先告诉群众，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群众的种植计划，但是可以引

导群众种植品种好而产量又高的作物，逐渐减少产量虽高而品种却不好的作物。

（三）必须合理分配口粮

河南省从１９５９年春天粮食紧张以后，就改变了口粮按人平均分配的办法，采取了 “七级定量”的分

配办法。各大队根据余粮缺粮情况定出平均口粮标准，按人口发给生产队，生产队再按七级定量分给群

众。目前宗寨大队的平均口粮标准是九两 （小两，下同），但各生产队的七级定量标准各自不同。我们调

查了第七生产队３３户１４５人的口粮标准是这样划分的：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分级标准 精壮劳力 一般的劳力 弱劳力和老人 ８至１１岁 ５至７岁 ２至４岁 １岁

口粮标准 （两） １１ １０ ８ ６ ４ ３ ２

１４５人的分级人数 ５１ ３４ ２０ ２０ １１ ６ ３

七级定量的好处是劳力可以多吃些，这是应该的。但这个办法的毛病也很大，等级分的过多过细，小

孩的标准太低，一家人一起吃饭，小孩吃了大人的粮食，劳力少小孩多的人家更吃不消。

有人主张不分等级，按人口平均分配，那样小孩多的占了便宜，劳力多的吃了亏。这是一九五九年以

前的办法，现在看来，也有不尽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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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张把基本口粮的大部分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出一部分，做为奖励粮，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这个办法好不好，很值得研究。我们仍以宗寨大队第七生产队的３３户为例，按２８０斤口粮标准，分别抽
出一成、二成、三成做为多劳多吃奖励粮按工分分配 （按该队四月份实做工分计算），其余部分按人平均

分配，分配的结果与原来七级定量的分配比较，有如下的变化：

奖励部

分项目
户数

多分户 少分户

户数
平均每人每

天多分 （两）

最多每人每

天多分 （两）
户数

平均每人每

天少分 （两）

最多每人每

天少分 （两）

平分户

一成 ３３ １２ ０８ ２ １９ １３ ３１ ２

二成 ３３ １２ １１ ３４ １８ １ ３５ ３

三成 ３３ １４ １４ ６２ １７ １５ ４３ ２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１）无论抽出几成做奖励粮，少分户都比多分户多，原因有二，一是各户
的口粮普遍降低了，二是劳力多、劳力强、人口少的户在这个队里又占少数；（２）抽出一成做奖励，多
分户平均每人每天只多分八钱粮食，寥寥无几，抽出三成做奖励，多分户所得的奖励比较显著，但少分户

每人少分的粮食也多；（３）多分户每人每天最多可多分２两～６２两，这固然是好的，但少分户每人每天
最多少分３１两～４３两，这在当前低标准的情况下，是干不得的；（４）多分户多是劳力多老人小孩少
的：少分户多是劳力少老人小孩多的户和困难户。

还有人主张，从基本口粮中抽出一部分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其余部分仍 “分级定量”分配。大

家认为，这种办法也不好，因为抽少了按工分分配的比例太小，体现不出多劳多吃。抽多了会使小孩老人

的基本口粮降得很低。

也有人主张只从一、二级劳力的口粮中抽出一部分来做奖励粮，按工分分配。这个办法更不好，因为

分来分去还是分自己扣下来的粮，而且数目很小。

根据以上的材料看得很明白：从基本口粮中抽出一部分粮食搞 “多劳多吃”的办法，虽然能刺激群

众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它的副作用很大，弊多于利。因为不管抽出多少，都降低了群众的基本口粮，抽的

越多，降的越多。在目前 “低标准”的情况下，群众口粮本来就不多，就以余粮队的口粮标准二百八十

斤计算，每人每月也只能吃二十三斤，每天只十二两多，如果再扣出相当大的部分 （例如三成）去搞多

劳多吃，群众必然会有意见，甚至会造成部分人口粮太低，又发生疾病。

大家认为实行多劳多吃的最好办法是：基本口粮不动，仍以 “分级定量”的办法分配，从超产粮或

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或大部分，做为奖励粮，按工分分配。这个办法有利无弊，既保证了基本口粮，又减

少了平均主义、可以普遍实行。例如，宗寨大队今年平均每亩超产１０斤，可得超产粮１２万斤，假定抽
出３０％做为大队和生产队的储备粮，还有８４００斤，每月７００斤。按宗寨第七生产队四月份共实做工分分
配，每十个工分可得５２两。在分配中，有多分的，有少分的，但都可以增加口粮，因此群众最赞成。

至于基本口粮分配的方法，可以根据群众意见，加以改进。宗寨第七生产队就打算把七级定量改成五

级。我们又分别以全年２８０斤、３６０斤和４００斤的口粮标准，算了一个表：
　 单位：两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备注

分级标准 精壮劳力 较弱劳力 老人和９至１２岁 ５至８岁 １至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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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备注

口粮标准：（２８０）斤
（３６０）斤
（４００）斤

１５１
２０
２２

１３８
１８
２０

１１８
１５１４
１６６４

１０３
１３
１５

８２
１０
１２

一级低了些，

五级高了些

全年２８０斤口粮每个壮劳力每天可以吃将近一斤口粮，小孩至少也可以吃到七、八两。如果每人每年
平均能吃到３６０斤以上口粮，则精壮劳力每天可吃２０两以上，小孩最少也能吃到１０两以上，那时就可以
恢复１９５９年以前的做法，按每人３６０斤以上平均分配，各户大人小孩自行调剂，不必再用 “分级定量”

的办法了。

（四）粮食怎样保管好？

宗寨大队的食堂都散了伙，夏收秋收以后群众的口粮由谁保管好呢？是大队，还是生产队，还是分给

群众自己保管？这二、三年来粮食东调西抽，食堂七折八扣，群众吃饭不当家，没有粮权，很希望把粮食

分到手里自己支配；干部则有顾虑，怕群众在目前低标准的情况下，计划不好，吃超了。矛盾怎么解决

呢？大家意见是：各生产队自己选出生活福利委员会，监督粮食过秤入仓。仓库上两把钥匙两把锁，由大

队和生产队的生活福利委员会各拿一把，共同掌管。口粮直接分到户。现在有些群众仍不赞成一次发的太

多，多了保管困难，一是缺少家具，不便存放，二是小孩偷吃，影响计划食用。看来，当前还是每月发一

次粮为好。有些不便集中保管的粮食 （如红薯等），可以一次分给群众，分散保管。今后，随着粮食的不

断增产，把口粮一次全部分给群众会更有好处，既便于保管，少耗损粮食，也便于群众调剂食用。

（五）三年能否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
有没有可能在三年之内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让群众每天能吃一斤以上粮食呢？试算了一下，可以

办到。宗寨大队有１０６４人，耕畜６７头，耕地１６９５亩，除去经济作物面积，还有１２０５亩粮田，按每亩
３２０斤定产计算：

全年产量：（３２０斤×１２０５） ＝３８５６００斤
扣除：种籽２２０９０斤

饲料２２５００斤
口粮 （平均按２８０斤计算）２９７９２０斤
三留后尚余：４３０９０斤

这四万多斤粮食完成了公社分配的征购任务 （１７９２２斤）后，还余两万五千多斤，可以用来增加群众
的口粮，或搞多劳多吃。我们又算了两笔账。第一，群众的自留地和小片荒地多数种了粮食，宗寨大队共

有１２９亩，群众经营的好，亩产３００斤以上不成问题。就以３００斤计算，可收粮食３８万斤，每人平均可
以增加３６斤。这样，基本口粮２８０斤，加上自留地生产的粮食，群众实际吃的口粮就是３１６斤了。生产
队开的小片荒地还没算。第二，如上所述，这三年征购任务少，余粮就吃得多。这个队亩产每增加１０斤，
即可增产１２万斤，每人又可增加口粮１１３斤。如果三年之内亩产达到３６０斤～４００斤，加上群众自留地
生产的粮食，每人的平均口粮即可达到３６０斤 ～４００斤，每人每天就可以吃一斤多粮食了。做到这一步，
当然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三定”人心定，生产大发展没有疑问了，公社同志说：两三年后，“三定”将变 “两定”，因为定

销没有了。粮食的被动局面就可以根本改变。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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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分配制度的调查

（这个材料是按原大队的情况调查的）

　　 （一）这个大队近三年来的分配办法比较乱，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比较多。

１９５８年８月至１９５９年３月，这一段的分配由公社统一核算，公社对社员实行八包 （衣、食、住、

生、教、婚、病、葬）。食堂吃粮不过秤，社员吃饭不要钱。社员的工资由公社按四级劳力统一发给，同

级别的社员，劳与不劳，劳多劳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例如东大路张女社员林金花，１９５８年１２月份走娘
家２０多天，也得到１８元钱的工资。群众形容这一段的分配办法是： “干不干都吃饭，每月还发两块
半”。

公社统一分配挫伤了大队与生产队的积极性。宗寨大队支部书记刘水柱说：“大队一级的干部象抱着

一个不哭的孩子，可以不负责任”。生产队长张中央说：“生产队变成了作业组，一点权也没有，布置干

啥就干啥”。由于生产资料都归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不负责任，造成财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例如东大

路张生产队１９５８年送公社商业部２３包烟叶，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去过磅算账。
由于分配办法不合理，社员心情不舒畅，劳动积极性普遍低落，出勤人数减少，干活效率低，质量

差。第二生产队在公社成立后的头几个月，出勤劳力只有２０％ ～３０％。李连成的老婆，三个多月只出勤
两天，队长批评她时，她反驳说：“我不干活也吃不着你的，不用你管”。大队支部书记赵宪章说：“不按

劳分配，社员干活一晌三歇，干的没有歇的时间长，过去每个劳力一天锄二亩地，如今只锄四分地，还是

草上飞”。社员对农具也不爱护，乱拉乱用、随用随丢。东大路张生产队１９５８年种麦用的打畦绳，到第
二年收麦时还在麦田里扯着。死了牲畜也不在乎了。第三生产队１９５７年死了头骡子，有几十户社员心里
难受，后死了牲口，社员满不在乎，还要求吃牲口肉改善生活。

１９５９年４月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直到１９６０年
１１月底，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前，实行伙食供给制。供给的范围包括粮、煤、盐、油、菜。社员的工资
由大队按月发给生产队，因为没有贯彻三包一奖政策，大队没有包工工分的依据，因此１９５９年有几个月
是按各队劳力多少发的，有几个月是按各队地亩多少发的。由于各队劳力和地亩多少不等，结果劳力多、

地亩多的占便宜，反之吃了亏。例如：１９５９年４月份大队按每亩０２５元发工资，第一生产队７８０亩地得
了１９５元，３４０口人，平均每人０５６元。第七生产队３７４亩地得了９３元，２９７口人，平均每人０３１元。
一队比七队每人多得０２５元。又如：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到１２月大队按每个劳力４４３元发工资，第五生产队
１３０个劳力得了５７５元，３４５口人平均每人１６７元；第三生产队７０个劳力，得了３１１元，２５５口人平均每
人１２２元。五队比三队每人多得０４５元。１９６０年大队向生产队发工资时因三包计划没有执行，各队生
产好坏也没有个分晓，只好乱发一通。第四生产队队长李福恩说：“这样没高没低，怎么也弄不好，大家

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有点像王宝川算粮，糊涂麻缠下了金殿”。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后，改为粮食半供给制，大大提高了工分分值。东大路张的调
查，１９６０年１至１１月份的一个劳动日是００９６元，１２月份为０９１元，提高９４倍。群众对这个改变比
较满意。但由于还保留一半口粮供给制，加之评工记分制度不合理，有些劳力强人口少的社员还不完全满

足。

（二）几年来供给部分占的比例过大，多劳者不能多得。

宗寨大队１９６０年分配中，供给部分占８３７％，工资部分只占１６３％。由于供给部分过大，社员多劳
者不能多得，少劳者反倒多得了。现将东大路张生产队１９６０年社员多劳少得和少劳多得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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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类别 户数 人口 劳力
实做

工日

１９６０年分配

工资 供给 合计

假设全

按劳分配

每户

平均数

每人

平均数

多劳少得

多劳少得

共　　计

１６
１２
２８

７３
５９
１３２

３７
２１
５８

６９５４
２８５０
９８０４

８７３
３３６
１２０９

２６２５
２０１５
４６４０

３４９８
２３５１
５８４９

４１４９
１７００
５８４９

３６
４３５

８９０
１１００

例如社员张文卿 （贫农）５口人，两个整劳力，两个半劳力，全年挣工分４８００个，得工资５９元，享
受伙食供给１８５元，共计２４４元。如果完全按劳分配，应得２８９元，少得４５元。社员李爱香 （中农）丈

夫外流，在家四口人，一个劳力，全年挣１９７０个工分，得工资２３元，享受伙食供给１２６元，共计１４９
元。如果完全按劳分配，应得１１８元，多得３１元。几年来由于供给部分过大，工资部分过少，多劳不能
多得，引起如下的不良后果：

（１）社员生产情绪低落。具体表现在，出勤人数不多，劳动效率低，劳动质量差。
（２）劳动力外流，超龄学生增加。宗寨大队，１９５８年以来盲目外流劳力１９０个，占劳力总数的２３％。

东大路张生产队，１９５８年以来劳力外流３７人，占全队劳力的２２％，社员张石头外流回来还说：“家中老
小公社管吃、管穿，我出去不但轻闲，还能挣几个零花钱”。东大路张生产队实行伙食供给制后有七个超

龄学生又上学，二十岁的张景绍下学几年了，去年又去上小学。

（３）社员愿搞家庭副业，不愿搞农业。张丙申 （贫农）说：“供给多了工分不值钱，还没有给人家钉

一口锅挣钱多”。孟广木 （中农）说：“黑天白日干一天，只挣得毛二八分钱，还不胜老婆养只母鸡下个

蛋”。

（４）生产年年下降，亏损越来越多。全大队１９５８年平均亩产粮食 ４５６斤，１９５９年下降为 ３２１斤，
１９６０年又下降为３１０斤。１９６０年全年亏损３１万多元。自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１年４月累计欠债十万元左右。
富队变成了穷队。

（三）社员对分配问题的意见。

多劳多得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根据我们对东西大路张４７户社员的调查，
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全部按劳分配。赞成这个办法的有四十户，约占８５％。
这些户多半是劳力强人口少的。其中贫农三十三户，中农七户，因为贫农多是劳力强孩子少，他们不赞成

供给部分过大。从劳力上看，劳力多人口少的有二十三户，劳力中等的十一户，劳力少人口多的五户，无

劳力的一户。他们的理由是：

（１）实行这种办法，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如赵连城，贫农，六口人，两个整劳力，一个半劳
力，１９５７年除分得每人口粮３８０斤外，还分超产粮１２０斤，那年共得粮２４００斤。除去日常从社里预支的
钱外，年终决算还余款１６０多元。１９６０年全家一共只得４０元的工资，吃粮食９９８斤，吃的花的都比１９５７
年少一半还多。他说：“高级社按劳分配，俺干劲大”。

（２）能挖掘劳动潜力，鼓励外流劳力返乡。过去实行伙食供给制学生回家不干活。现在实行按劳分
配，放假回来的学生都干活，小学生下学回来也干活。宗寨大队近年来盲目外流劳力１９０人，中央十二条
政策下达后，已回来１１２人。

（３）社员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干部也好当。大队支部副书记岳文章说：“高级社时都是社员找队长要活
干，根本不用叫；供给制多了催好几遍还不来，实行按劳分配干部也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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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意见：主张实行粮食半供给制，其余按劳分配。赞成这个办法的有五户，劳力少人口多的四

户，无劳力的一户。他们的理由是劳力少人口多挣不够吃。例如贫农张国昌六口人，只有半劳动力二个。

他说：“实行多劳多得再出力也挣不够，还是实行粮食半供给制好。”

第三种意见：对两种办法都赞成的有两户。一户人口虽多，但家中有劳力，外边还有工人挣钱。另一

户是六口人三个劳力，无论实行那种办法他都不吃亏。

此外社员还要求多劳多吃。绝大多数人对高级社时期粮食产量高的多吃，产量低的少吃和按工分分超

产粮的办法非常留恋，说起来也津津有味。社员们对不分高产低产吃一个口粮标准意见很多。１９６０年宗
寨大队各生产队的口粮标准一律平均２６７斤。夏季产量最高的第五生产队 （宗寨队）每人平均产量２０５
斤，产量最低的第六生产队 （王庄村）每人平均产量１０５斤，六队比五队低一百斤，但留粮标准都是平
均每人８２斤。直到现在宗寨群众还不满意。

（四）我们根据东大路张生产队１９６０年的收入分配，按实行伙食供给 （倒二八），粮食半供给 （“二

八开”）和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完全按劳分配等三种办法作了一个计算：

（１）这个生队１９６０年１月至１１月实行伙食供给制，供给部分占８３％，工资部分占１７％，使多劳的
人吃亏，少劳的人占便宜。例如：张书明，贫农，五口人，整半劳力各一个，全年挣４１５０个工分，享受
伙食供给１７０元。张来增，贫农，五口人，整半劳力各一个，全年挣３８５０个工分，享受伙食供给１８５元。
张来增比张书明少了３０个工分，反倒多得伙食供给１５元。

（２）如将这个生产队 １９６０年社员消费总额按粮食半供给制计算，供给部分占 ２１％，工资部分占
７９％。全队２８户增加和减少收入的情况如下：

增减幅度

增减

１０元以下 １１元～３０元 ３１元～５０元 ５１元～７０元 ７１元～１００元 １００元以上

增加户 ６ ５ ３ １ １

减少户 １ ４ ４ ２

减少收入户主要是因为劳力外出。这十二户中劳力盲目外流的五户，到公社企业的五户，在外地当工

人的一户，因年老多病顾不住生活的一户。

（３）仍将这个生产队１９６０年社员消费总额按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按劳分配的办法计算，全
队２８户增加和减少收入的情况如下：

增减幅度

增减

１０元以下 １１元～３０元 ３１元～７０元 ７１元以上

增加户 ５ ５ ４ ２

减少户 １ ３ ７ １

用这个算法，减少收入的还是前一算法中的那１２户。
采取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全部按劳分配的办法好处多。这个办法比较彻底的克服了人与人之

间的平均主义，可以把大多数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户因劳力外出而减少收入，也是应该的。

同时他们有人在外寄钱回来，生活上也无大困难。至于五保户和困难户群众同意照顾。东西大路张五保户

有四户，占总户数的７％，五口人占总人口的２％，大队意见每人一年照顾４５元；困难户有七户，占总户
数的１２％，二十九人占总人口的１２％，大队意见每人一年补助十元左右。两项需款５１５元。这个办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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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户和困难户说来，比其他分配办法所得还多，对大队说来，用钱数量不多，问题不大。

（五）提高工分分值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关键。宗寨大队１９５７年每个劳动日１１６元，一个工分０１１
元，１９６０年每个劳动日只有０１６３元，一个工分一分多。分值降低的主要原因有四：

（１）生产下降收入减少。宗寨大队１９６０比１９５８年减产４２３３００斤，每斤平均按八分钱计算，减少收
入３３８６４元。

（２）供给部分比例过大，工资部分相对减少。宗寨大队１９６０年供给部分占８４％；工资部分占１６％，
倒 “二八”还多。这是分值降低的主要原因。

（３）缺乏勤俭办社精神，财务开支浪费很大。如修建了四个 “跃进门”花７５００元，修理 “三院”

（敬老、幼儿、妇产）花１７万元，修养猪场花２５万元，迎接参观团标语纸用了１５００张，花３４０元。
（４）杂工太多也影响分值降低。宗寨大队这几年来杂工一般占总工分３５％，其中有许多非生产性的

杂工应当减少。

提高分值的办法主要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收入，节约开支，降低供给部分比例和减少杂工工分。根

据这些办法，我们算了几笔账：

（１）总工分不增加，收入增加，分值提高。宗寨大队去年若增加收入３３８６４元，按６５％分配给社员
计２２０１１元，再加去年实发工资１７６２０元，共３９６３２元，每个劳动日为０３６８元，比１９６０年实际分值提
高一点二六倍。

（２）供给部分减少，工资部分增加，分值提高。东大路张生产队１９６０年每个劳动日０１２８元，如将
伙食供给制改为粮食半供给制，每个劳动日为０４７４元，分值提高二点七倍。

（３）总工资不变，杂工分数减少，分值提高。东大路张１９６０年总工资３６９８元，总工分２８８００４个，
若减去十八个食堂炊管人员和其他非生产性的杂工工分６６６０５个，总工分变为２２１３９９个。每个劳动日为
０１７９元，比１９６０年实际分值提高零点四倍。

实行按劳分配，工分分值提高后，社员对工分就会特别注意，因之评工记分制度必须搞好。

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５日

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 “三包一奖”的调查

（这个材料是按新划大队的情况调查的）

　　宗寨大队在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曾经实行过 “三包一奖”，那时的办法是把土地分为四等十二级，以

地亩包产、包工、包成本。这个制度不够完善，没有完全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比如：１９５７年第
一生产队粮食超产２４３６１斤，只得到奖励粮７８６斤，其余２３５７５斤都归了社。但是，这个制度基本上是按
劳分配的，在高级社三年的实践中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

展。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逐年有所提高，１９５６年亩产３５８斤，１９５７年亩产４２６斤，１９５８年亩产
４５６斤，至今群众仍然称赞不已。

从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公社化以来，由于大刮 “五风”，无形之中把三包一奖废弃了。土地种植由大队统

一规划，人力和畜力由大队统一调配，工具、肥料由大队统一使用。１９６０年种麦的时候，在大队范围内
将劳力统一编为犁地组、播种组、送粪组、打场组、收割组，实行 “倒卷廉”式的播种法，由南向北顺

序种植，先种明处，后种暗处，先种公路两边，后种一般大田 （为了应付参观检查）。种到那里，不管庄

稼成熟与否一律铲除，有的玉米棒子刚结籽就拔了，红薯刚长五六十天也收了。这样做的结果大大降低了

粮食的收成。同时由于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未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又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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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三年来粮食产量逐年下降：１９５８年亩产４５６斤，１９５９年亩产３２１斤，１９６０年亩产３１０斤。粮
食产量下降的这样多，固然与天灾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刮 “五风”。有的老农说：“这几年减产与其说是

天旱，不如说是瞎指挥。种庄稼不是坐在屋里说话，说多少是多少！”生产好的队反映：“生产的多，不

能多得，不能多吃，提意见还被整思想，被辩论。”生产坏的队也不发愤图强。干部和群众普遍地滋长了

“干不干三顿饭”的消极思想。

到今年春天，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后，宗寨大队又进行了 “三包一奖”工作。但是，政策执行的不

彻底，工作又很粗糙，地不分等，工不论数，千篇一律的包给了各生产队。例如全大队七个生产队，早玉

米的包产每亩都是２９８斤，包工２０６分，高粱的包产每亩都是２１０斤，包工１０８分。为了克服队与队之间
的平均主义，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们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第二十条的精神，

并参照四川省南充地委潆溪公社 “三包一奖”的经验，经过十多天同大队、生产队干部以及群众的讨论

研究，对 “三包一奖”提出了一个修订的意见。

（一）包产的方法：

包产主要是指标问题。干部和群众一致同意粮食作物采取包总产的办法，改变过去按地亩按作物分类

包产的办法。包总产的具体办法：首先研究确定全生产大队亩产的常年产量，再同各生产队１９６１年种植
粮食的土地面积相乘，即得出包产总数。然后根据各生产队劳力的多少，土质、水利条件的好坏，对包产

总数进行评加评减，调整定案。实行包总产的办法，有五个问题必须解决：

（１）全大队每亩常年产量如何确定。最近六年宗寨大队的平均亩产是：１９５５年３４２斤，１９５６年３５８
斤，１９５７年４２７斤，１９５８年４５６斤，１９５９年３２１斤，１９６０年３１０斤。求常年产量的通常作法有两种：可
以选择丰收平收欠收三年的亩产，加起来以三除，得出常年产量。如把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０年三年产
量相加以三除之，得出常产３６０斤；或者民主评议，以最近几年中挑一个能代表常年产量的，如以１９５５
年３４２斤为常产。在调查中干部和群众都说，这里正常年景麦子每亩可收１５０斤左右，连同秋粮全年亩产
可达三、四百斤。那么，这个大队的常年产量可以定在３４０斤～３６０斤之间。但几次座谈会上干部和老农
都认为近两年来，土地没有上肥，没有精耕，地质瘦薄了，“三年喂不肥”。今后三年的常年产量不能定

的高了，应以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为基础加以调整，定为３２０斤或３３０斤才适当。
（２）今年包产指标须落实。按照六十条的规定 “包产指标一定要落实，一定要真正留有余地，使生

产队经过努力有产可超”的精神，同干部、老农、群众再三讨论研究，大家认为今年小麦原估计平均亩

产１３５斤，现在因旱灾风灾估计只能打８０斤，早秋晚秋作物估计亩产２２０斤，平均亩产可到３００斤。大
家认为３００斤的包产指标是落实的，经过努力有产可超。

（３）对各生产队的包产必须评加评减。全大队各生产队之间的产量悬殊虽不太大 （好坏地的产量相

差１０％上下），但仍须进行评加评减。这个大队根据土质、水利等条件把土地分为四等：一等地平均亩产
３１０斤，二等地平均亩产３００斤，三等地平均亩产２９０斤，四等地平均亩产２８０斤。各生产队的包产应根
据四等土地的多少评加评减，调整定案。经过调整，包产总数可能多了，也可能少了。以两个生产队为

例：第一生产队种粮食的土地面积是１４６亩，如以平均亩产３００斤计算，包产４３８万斤，如按土地等级
评加评减，则可包产４３９８４斤，这个队因好地较多，多包出１８４斤；第七生产队种粮食的土地面积２１７
亩，如以平均亩产３００斤计算，包产６５１万斤，如按土地等级评加评减，则包产６４８５９斤，这个队因好
地少，少包了２４１斤。

（４）对粮食品种将有影响。实行包总产的办法，一定会刺激生产队多种植高产作物。此地玉米、谷
子、红薯都是高产作物。此地农民有种植红薯的习惯，“十亩地，八亩烟，三分红薯顶住天”“一年红薯

半年粮”。红薯产高，叶、杆、薯根都可吃，在当前粮食少的情况下，应当让群众多种些红薯。可是红薯

不易长期保存，损耗较大，又没有枝杆可作柴烧。红薯干的营养成份少，近两年薯干多，群众颇有意见。

因之，今后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须适当控制红薯种植的比例，再过几年粮食过了关，红薯就可不列入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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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那里种多种少完全由群众自愿。

（５）烟叶、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仍应采取以亩包产量和包产值相结合的办法。因为这些经济作
物不仅要求高产还要求产品质量好。此地种的烟叶质量好坏相差很大，如果只包产量不包产值，会造成只

贪产量不重质量。具体作法：首先定出每亩产量，再根据质量标准定出每亩产值，然后乘以种植亩数，得

出产量总数和产值总数，一并列入包产合同。如同粮食作物一样超产者按比例得奖。

粮食作物采用包总产的办法有下列三个好处：

（１）可以保证生产队因地制宜的种植权利。中央十二条指示和六十条都规定了这项权利，但因过去
包产的办法是按作物分类包 （麦子、谷子、豆子、高粱多少亩，多少产量……）大大影响了生产队的种

植权宜，支书赵宪章说 “过去种地不当家，实行包总产，种什么全由自己，才保证了生产队当家作主的

权利”。

（２）可以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过去各类作物的包产指标，各生产队没有差别，比如一亩麦
子包产一百斤，不管你土地好坏，都是这个指标。这种好坏地一拉平的办法影响粮食的增产。

（３）这个办法简便易行，大量节省时间和人力。过去按作物分类包产，费事很大，要开很多会，算
很多账。这个办法计算省事，会计账目也可大大简化。

（二）包工的方法：

大家一致同意实行以产量包工的办法。具体方法：首先确定一个工分或一个劳动日得多少粮食，然后

用它除各生产队的包产总数，得出包工总数。实行以产包工有四个问题须要解决：

（１）对地质不好或耕作费工的要加以照顾。以亩包工还是以产包工有争论。富队主张以产包工，穷
队主张以亩包工。在讨论中，比较富的第一生产队和比较穷的第七生产队争论的最多。因为以亩包工和以

产包工，两个队的包工数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以亩包工第一生产队可得３２６１个劳动日，以产包工可得
３７０４个劳动日，增长１３５％；以亩包工第七生产队可得５１５５个劳动日，以产包工可得５４６２个劳动日，
增长５９％。以产包工第七生产队少得了工分。经过反复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全大队七个队的土地条件
都差不多，好坏地的产量相差约１０％上下，对地质差包产低的队加以照顾即可解决问题。大队干部提出
把五十四匹马力的涡轮抽水机拨给第七生产队使用，这样他们将节省二十人左右的劳动力 （等于补贴了

工分），还保证了２１０亩土地的灌溉。还有一些地边不算在包产的范围内。这样加以照顾后第七生产队也
就同意了。

（２）一个工分或一个劳动日得多少粮食。有两种办法可以求出，一种是以粮食作物总工分加３５％杂
工除总产量，得出每个工分值多少粮食。这个大队参考去年产量和包工的数字计算，一个工分得粮０７７
斤，一个劳动日为７７斤。另一种方法是以每亩平均工分加３５％杂工除亩产量。这个大队参考当年产量
计算，得出一个工分为９两，一个劳动日为９斤，以７７或９除包产总数，即可求出包工总数。为了方便
可以一个工分一斤粮来计算。

（３）经济作物是以亩包产的，因之仍须以亩包工。初步拟定每亩工分定额：早烟三百零五分，早菜
五百五十分，棉花一百五十分，麻一百一十五分，晚烟二百零四分，晚菜三百二十分。

（４）大队对生产队包工的范围。宗寨大队共有三种：第一，粮食包工工分；第二，经济作物包工工
分；第三，杂工工分。杂工工分包括副业工分，饲养牲畜工分，小型基建工分，集体福利事业服务人员工

分，外出值勤工分，干部补贴工分，其他等。

实行以产包工的办法有两个好处：

（１）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因为产量的高低，直接体现了劳动价值的高低。富队打的粮食
多，多得工分，多得收入，符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以产包工可以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过去以亩包工流弊甚大。正如大队支书赵宪章说的：“以亩包工天天检查也不顶事，你看着他干哩，实际

效果不大；以产包工，不用那样去检查，活也会干得好。因为不下那样多苦工夫，就不能打那样多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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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了粮食就挣不了工分。”

（２）这个办法同样简便易行。过去包工，首先要拟定每亩操作规程 （耕、种、锄、收……），然后按

作物种类分别计算，非常繁琐。这个办法可以克服繁琐手续，节约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但是，这个办法只能在土地好坏相差不大的条件下实行。土地好坏相差较大的地方就有问题。长葛县

的坡胡公社，在１９５６年曾试行过以产包工。后因土地好坏相差太大，每亩产量约差４０％上下。结果坏地
没人种了，那年荒了六十亩地。坏地多好地少的地方，更值得注意。因为农业与工业不同，每亩地产量多

少有两个因素，一是劳动，二是自然条件。以产包工注意了劳动这一个条件，对自然条件问题，还没有完

全解决。有的地方提出，采用产工结合的办法。即：先确定产工比例，然后按比例进行包工。例如：甲队

每亩小麦包产１００斤，工分１００个，产工比例为１１，即一个工分一斤麦；乙队每亩小麦包产１５０斤，工
分１３０个，产工比例为１６１，即一个工分一斤六两麦。这个办法可能解决了土地好坏悬殊太大的问题，
我们准备再仔细调查研究。

（三）包成本的方法。

成本中包括种子、肥料、小件农具修理费、农药、牲畜医药费、饲料、办公费等。成本项目多，既不

能完全以产包，也不能单纯以亩包。经过再三研究，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一致认为，种子、肥料、小农具修

理费、农药应当以地亩包成本；饲料、牲畜医药费只能按各生产队的牲畜头数包成本；办公费可按各生产

队的人数包。包成本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即按不同作物，规定一个包成本的比例，以免成本包得过大

或过小。因为成本太大将影响分配，成本太小又影响增产。

（四）超产奖励的分配。大家都同意六十条规定的 “超产的大部或者全部应该奖给生产队，超产粮食

的生产队，要奖给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粮食”，但具体比例还没有确定。六十条规定的 “在正常年景下，由

于工作中的毛病，或者劳动不积极没有完成包产任务的生产队，应该少得少分”作为赔偿。大家也同意，

具体比例也未确定。但是因为受到不可抗拒的灾害而没有完成包产产量的生产队，如大旱、冰雹、蝗虫、

霜冻在此地是不可抗拒的灾害，受这些灾较重的可以不赔。

对超产粮的奖励大家很感兴趣。一致的意见是，以前因未实行 “三定”，大队要有一部分粮食补充国

家征购任务，因而只能是３０％奖粮食，７０％奖钱。今年实行 “三定”后，超产粮可以全部奖给粮食。大

队与生产队的干部提出超产粮中，可抽１０％做为大队储备，１０％做为生产队储备。其余８０％由生产队分
给全体社员。可以拿一部分做为社员基本口粮分配，拿一部分按工分分配，实行多劳多吃。

上面所说的三包一奖办法，仅是我们同大队、生产队干部和部分社员讨论研究的初步意见。现在正在

广大干部、群众中展开讨论，准备继续研究，再作修正补充。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五日

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调查

（一）杜村寺大队，３１４户，１４４４人，八个生产队，土地２８６９亩，生产搞得较好，是个一类队。
这个大队在历史上就有经营家庭副业的习惯，过去当地群众流行着 “养母猪，种桐树，不出三年小

财主”的说法。在１９５７年，这个大队的家庭副业生产发展的很好，当时有饲养、编织、“三匠”、作坊等
四大类十四种副业。每户平均养猪一头。养鸡四只，还有六户养了四头大牲畜。编席的五十户，编竹篮、

竹筐的二十四户。做风箱的十二户，做木吊桶的四十户，做木制家具、农具的六户，铁匠四户，泥瓦匠二

十三户。此外还有醋坊一户，暖鸡娃的三户，做爆竹的四户，有粉磨十五盘，多数人家冬季都自己磨粉。

妇女们纺线，有的还织点小布。全大队有铁、木、竹、瓦等手艺的一百六十多户，占全大队户数的半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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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了冬天很多人外出拉大锯，南到湖北，西到宝鸡，冬去春来，“两河夹一县，上将出一万”“喝了

长葛水，都会翘翘腿”。就是形容这些外出拉大锯的人的。第二生产队共二十六户，１９５７年社员从集体分
得的收入和社员家庭副业收入两项合计１０６１６５元，其中社员家庭副业收入为３２８０８元，占社员总收入
的３０７％。

由于家庭副业的发展，对生产很有好处，群众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突出的表现在大量添置生产用具

和生活用品方面。第二生产队不完全的统计，在１９５７年就添置了小件农具、被褥、大衣、球鞋、暧水瓶
等一百四十八件，平均每户将近六件。全大队有六户社员买了牲口，还有人买了自行车。社员赵聚才八口

人，四个劳力，１９５７年从生产队分得４００元，搞副业收入３００元，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４０％以上，他就
在这一年买了一头牛。正如大队会计张光法说的：“从记事起，就数１９５７年好，过年没有不杀猪的；市
场上的东西多，社员买的也多。”

这个大队的家庭副业之所以搞得好，主要是党的政策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根据社员的反映，当

时有如下一些措施最令人满意：（１）承认社员的个人所有，允许社员在搞好集体生产之外经营各种副业，
所得的产品和收入，社员可以自由处理；（２）按每人三厘分给社员自留地，产品归个人所有和支配，不
计征计购粮食；（３）在生产管理上，采取小段包工和地段责任制，社员干完生产队的活以后，可以自由
支配剩余的时间，经营家庭副业；（４）鼓励社员饲养牲畜，养猪一头，留粮一百斤，养牛一头，留粮三
百九十斤，生产队对社员实行以草换肥，社员对生产队实行留料付钱：（５）副业产品由供销社帮助推销，
收购价格公平合理，不硬性派购。同时农村市场也很活跃，工商管理部门对主要商品定有牌价，社员可以

在农村市场上自由交易。

（二）１９５９年以来，这个大队的家庭副业生产比重，大大下降。第二生产队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在
１９５７年是３２８０８元，而１９５９年只有４３５元，由占社员总收入的３０７％，下降为５５％。党员周更乾八口
人，两个劳力，１９５７年副业收入２８２８元，１９５９年只有２８元。社员家庭副业生产严重下降的原因是：

（１）一平二调刮 “共产风”。如公社搞大猪场就平调全大队社员私养的猪三百头，除公社集中八十三

头外，其余都宰杀了。养鸡养鸭的社员因为害怕平调，也杀了很多。搞社办企业，又调去各种手工业人员

三十七人，加上盲目外流六十余人，劳力大量减少，大部分副业无法再搞下去。

（２） “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自留地，停止了农村集市，对社员搞家庭副业也说是 “自发倾向”

等，影响很大。

（３）原料没有了。对竹、木、苇等手工业原料不加保护，乱砍乱伐，加上生产瞎指挥，盲目改变种
植习惯，不仅竹、木等手工业原料困难，连编席子的高粱杆也没有了。

（４）收购方面违反政策。强迫派购，价钱很低，任务很重。不实行留成的规定，如棉花、猪肉等都
是一点不留，有的甚至派购过头。有些社员根本不养鸡，也得用一元买四个，又以五分钱一个卖给商店。

（５）生产瞎指挥。搞大兵团作战、大协作，社员一出去十天半月不回家，根本没有时间搞家庭副业。
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停滞，给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锄头、镢把、木桶、席子、菜刀、

勺子样样缺，连鞭子上的皮梢也弄不到了。正如社员周树标说的：“莫说社员的生活用品，就连生产队干

活也没工具。这一阵 ‘共产风’呀，把公家也刮穷了，把户家也刮穷了！加上生产瞎指挥，人心不安，

无心再搞副业生产了。”

（三）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后，又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个大队的

社员家庭副业，象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起来。

（１）分了一百四十四亩自留地，又开了七十七亩小片荒地，大部分种上红薯和玉米，有的还种了麻
和烟叶。社员们把自留地和小片荒地当作 “命根子”，精耕细作，有的打了围墙，有的栽了篱笆。

（２）大量饲养家畜、家禽。全大队养猪的户数已达二百三十六户，养猪二百七十一头，在数量上已
经接近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只是小的较多，大的较少。养鸡的户数共有二百四十五户，养鸡五百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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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这里过去没有养羊、养兔的习惯，可是因为养羊养兔不用粮食饲料，又不派购，兔子繁殖又很快，现

在养羊的已有八十八户，养了一百五十三只；养兔的一百三十八户，养了八百七十五只。

（３）编织业开始恢复。现在编竹篮、竹筐等竹器的已有二十五户，平均每天生产十五至二十个；做
木吊桶的有三户，已做桶十六对。他们是先干生产队的活，利用假日和工余时间搞编织，自筹原料，自产

自销。现在群众的情绪很高，但是由于原料不足，还没有普遍的发展起来。

（４）各生产队还搞了一部分集体的副业，有四个队抽空搞运输；四个队组织了十六人编席子；两个
队组织了十人做吊桶；一个队组织了六人编篮子。社员参加劳动的，按件记分，“下材”给社员，生产队

把这些副业收入和大队所发的工资加在一起，按全队社员实做劳动工分，进行分配，社员工资逐渐提高。

（四）根据对杜村寺大队的初步调查，证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中对社员家庭副业所作的规

定，是完全正确的，对社员鼓舞很大。为了迅速地促进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有些思想和政策问题，还需

要解决：

（１）干部的思想问题。中央十二条指示贯彻以后，社员种自留地很积极，大量饲养猪、羊、鸡、兔
等家畜、家禽，所得幼畜，蛋品，在农村初级市场上自由出卖，收入很大。有些同志看到社员副业收入增

加，唯恐 “小自由”的范围放大了，将来没法收拾；有的同志用市场的价格计算社员的副业收入，用国

家的牌价计算社员的集体收入，误认为 “小自由超过大集体”，更引起了错觉，又想大加限制。但是，也

有些同志对农村初级市场采取放任自流、不问不管的态度。这都是放弃领导的表现，如果不予注意，党的

政策就不可能正确贯彻，势必影响副业生产的发展。

（２）原料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有些材料来源比较分散的，如编竹子、
小木材，可以仍让社员自筹材料，自产自销；归集体所有的，如苇子、高粱杆等原料，可以采用加工订货

形式，以便社员利用工余编织；有些从外地来的，可以由供销社供给原料，收购产品，或加工订货；制农

具和家具所需的原料，须由国家每年供应一部分钢铁和木柴，由大队或生产队集体经营。

（３）出售和收购问题。除了一类统购物资以外，一般的副业产品必须坚持允许社员自由出售。最近
商店采取以生活用品，换取副业产品，各计各价的收购办法很好，但作价应力求合理。有些必须派购的，

如猪肉、鸡蛋，可以采取定量包干的办法。长葛最近规定一只鸡一年收购一斤鸡蛋，群众很满意，猪肉也

可以采取这样办法，向生产队定量派购，一年几头，或向社员定量购肉，一年多少斤，定量以外的全部由

生产队和社员自由处理。但是派购数量不应该超过可能，要留有余地，而且一定要同生产队和社员进行充

分的协商，或者订立合同，保证不随便增购。

（４）劳逸结合问题。由生产队掌握放假制度，把社员的集体生产和副业生产结合起来。在集体生产
方面，改进经营管理，尽量减少会议和缩短开会时间，社员完成集体生产任务以后，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

时间，使社员有时间经营家庭副业。

（５）组织领导问题。为了加强对社员家庭副业的辅助和指导，要恢复过去的供销合作社，对社员家
庭副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的供、产、销等方面，予以组织和领导。

（６）生产队的副业生产问题。在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组织一些副业生产，既发展了生产，又
增加了社员和队的收入；但只能利用农业生产的空隙，组织一些社员闲时搞，忙时停。至于 “四匠”，可

以由大队组织小型的家具修配厂，或由生产队组织起来，利用农闲进行生产。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

下，方式可以多样。对参加副业生产的社员，报酬必须合理，按件发工资或记工分，都应当和社员协商

好。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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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耕畜归生产队所有问题的调查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在长葛县和尚桥公社樊楼大队宣传了六十条之后，几个生产队长提出 “应当给生产队淘汰老畜

换壮畜的权利”，因为从高级社以来的一批壮口耕畜经过这五、六年都老了。如第三生产队役畜二十头，

老牲口就有十四头，占百分之七十，饲养组长郭德昌说：“这些老牲口再过一、二年都不行了，现在就老

透啦，真发愁人。”役畜减少和老畜增多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我们调查了一下这个大队耕畜的情况：

年月 总头数
役畜

头数 占总头数 其中老畜

每头役畜负担

的耕地 （亩）

１９５５年４月至１９５６年２月 （初级社） ２４４ ２２７ ９３ ２７ １６７

１９５６年２月至１９５８年８月 （高级社） １９９ １９３ ９７ ３１ １９５

１９５８年８月至１９６１年 （公社） １３９ １１２ ８１ ５４ ３３５

从上表可以看出，役畜比以前减少了５０％以上，现在老畜占役畜也将近一半。老牲口为什么一年比
一年多？原因是：耕畜归大队所有，生产队只有使用权，大队规定要 “保本保值”，因之生产队不能处

理、调换。从老畜多谈到幼畜繁殖问题，这个大队现在有４７头母畜，多数体弱不发情，因之全队幼畜只
有１７头，更重要的是，幼畜归高级社和公社大队统一调配，大大降低了生产队对耕畜繁殖的热情，对母
畜也不爱护了。也是所有权的问题。又谈到耕畜死亡问题，原因比较复杂，这几年使用方面过分劳累，饲

料、饲草又缺，但也有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如近两年饲料的保管都归大队负责，生产队对耕畜的爱护和责

任心大大降低了。

（二）高级社解决了一个矛盾又形成一个矛盾

在初级合作社的时候，耕畜归社员个人所有。土地的集体耕作和耕畜个人所有之间，经常发生矛盾。

例如，牛驴搭配不便，出工不齐，挑拣活路，有的先私用后公用，甚至有人怕耕畜劳累，佯称有病不能出

勤等等。

高级合作社成立时采取了牲口折价归社，由个人所有一变而为集体所有。使用和所有，二权合一，集

体生产与个人所有的这个矛盾解决了。可是所有权归了社，管理使用在队，两权又分开了，形成新的矛

盾。同时高级社成立的时候，耕畜作价多是好的、壮的价高，老弱和幼畜作价很低。因之老弱幼畜不值

钱。当时市场上，几元钱就可以买一个牛犊或驴驹，朱曲乡北门里村的一个农民卖了一只鸡，买了一个小

驴，还秤了三斤盐。这当然是个突出的例子，但当时耕畜不值钱大家都还记得很清楚。耕畜作价归高级社

后，喂养也采取了集中的方法，造成了耕畜死亡逐年增多，幼畜繁殖很少，耕畜逐年减少。但是，总的说

来，因为时间短，耕畜还不算减少的太多；当时草料不缺，畜力一般较强，问题没有暴露出来，没有引起

人们的注意。

（三）矛盾突出了

从长葛县历年耕畜变化情况可以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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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总头数
役畜

头数 占总头数％

每头役畜负担

的耕地 （亩）
备注

１９４９ ５０４０８

１９５４ ６４９３６ ５５７１４ ８５８ ２１３ 初级社

１９５５ ６７９６４ ６０５７５ ８９１ １９６

１９５６ ５６５４５ ５４２５５ ９５５ ２１６ 高级社

１９５７ ４７３９３ ４１４６６ ８７５ ２８１

１９５８ ４１３９２ ３５７２８ ８６３ ３００ 公社成立

１９５９ ４０３１２ ３４６７５ ８６０ ３１３

１９６０ ３７０１７ ３２３９３ ８７５ ３２３

１９６１４ ３３８６６ ２４１０２ ７１１ ４３１

以上情况说明： （１）从１９５６年以来，耕畜逐渐减少，１９６１年与１９５５年比较，减少在５０％以上；
（２）役畜减少的比例更大，１９６１年与１９５５年比较，减少有６０％以上。役畜减少就是壮畜少了，老的不能
服役的耕畜多了；（３）役畜负担的耕地面积逐年增多，１９６１年比１９５５年多一倍以上。

长葛县这二年耕畜减少这样严重，主要是因为刮 “共产风”平调耕畜，如宗寨大队有１９头骡马，公
社成立 “农业试验场”。一下抽了１７头，搞 “三产方”连种牛都抽走了。大队乱调生产队耕畜；如樊楼

大队经常在队与队之间互相调剂，１９５９年又调了第一生产队五头最好的牲口，给了 “青年队”。饲养员冯

炳聚说：“喂大不如喂小，喂肥不如喂瘦，喂瘦不如喂死，大了光显眼，瘦了无人调，死了能吃肉。”同

时，劳役过重，耕畜大协作，白天晚上使。加之饲料饲草减少，造成大量死亡。

畜力的减少，大大加重了人力的负担，过去耕田、拉车、抽水、送粪、推磨，都用畜力。现在非人力

不可。耕畜的减少，影响到精耕细作，地犁的不深，耙的不匀。耕畜减少，影响到肥料，过去农家肥料主

要靠耕畜，一犋牛一月积两车粪，约二千斤。还影响到副业生产和生活，如运输拉磨，等等。基层干部和

农民对耕畜减少和瘦弱很焦急，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四）二权合一归生产队

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后，在 “四固定”中对耕畜问题初步解决了一下，原有的耕畜归大队所有，生

产队对大队 “保本保值”，对幼畜大队还保留了提成权利。对自然淘汰的老畜，生产队也不能处理。目前

耕畜很瘦弱，还在死亡，幼畜繁殖又很慢，死了补不上，因之生产队对 “保本保值”不愿接受。问题解

决得不彻底。

在座谈会上，生产队干部要求把现有耕畜作为大队投资，幼畜在最近三、五年内不分成，饲料归生产

队保管，生产队有权处理老畜和添买新畜，新买的不归大队等，大队干部都同意。这样使用、饲养、繁

殖、处理添买等等权利都归生产队了。可是宗寨大队支部书记刘水柱说：“一切权利都可以下放，大队是

个基本核算单位，有保本保值这一条就行了。”看得很清楚，这只是一个思想问题了。

大家研究认为。耕畜归生产队所有，对大队所有制和统一核算并无影响。

（１）生产队的权利越落实，生产越发展，就会使大队收入更增多，就更可以促进大队基本所有制的
巩固。害怕生产队权利过多，影响大队所有制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现在是生产队权利没有落实，并不

是已经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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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这几年来，因为耕畜年年减少，大队积累中用钱最多的是买耕畜给生产队，现在权利下放，不
仅不影响大队的经济，还减轻了大队的负担。今后大队积累可以多用在买中型和大型农具上。

（３）使用、饲养、繁殖、处理实权都已下放，大队所有权也只是个 “空名”，留下这个 “空名”对

大队没有什么好处，对生产队说来，倒颇有影响，心中始终不 “踏实”“怕又来个一平二调”。

（４）归生产队所有，并不妨害大队的权利，现有耕畜可作价作为投资，或由生产队偿还。对幼畜的
调剂问题，今后幼畜多了，可以等价交换，尽先调剂给本大队的其他生产队。大队如买也有优先权。只是

不允许大队 “一平二调”，这个权取消了好。

研究了高级社以来的经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及社员代表一致认为：

（１）二权必须合一，矛盾才能彻底解决。从高级社到现在，二权分离，矛盾甚多。合起来归谁？当
然应当归生产队。因为耕畜一是种田，二是积肥，三是拉车推磨。生产队离了耕畜不行，大队无田，不用

肥，要耕畜就不是主要的了。

（２）不仅使用和饲养要合一，连繁殖和处理也必须统一归生产队，这样生产队才能有计划的繁殖幼
畜，处理老畜，安排畜力的使用和饲养。保证耕畜经常又多又好。

（３）所有权归谁这是个根本问题。所有权归了生产队可以促进爱畜保畜、增添、繁殖的积极性，这
个问题解决好，三年之内耕畜可以有个大的发展，可以迅速恢复到１９５６年的水平。

（五）改进饲养方法

耕畜的所有权问题解决了以后，在饲养管理上也要加以改进。不论在高级社和公社成立后，把耕畜集

中起来大糟喂养的方法很不好，（１）耕畜有强有弱，吃料不均；（２）挤在一起，不便休息；（３）容易传
染疾病；（４）饲养员太忙，顾不上垫圈、出圈，影响积肥。

经验证明，小槽喂养比较好。现在每个生产队的耕畜少者七、八头，多者也只十来头，选几个饲养耕

畜有经验的老农，让他专职饲养，完全可以把耕畜养好。樊楼大队第七生产队一个老饲养员和他的老婆共

同喂了八头耕畜，养的特别好，个个膘肥力健。今后耕畜多了。每个作业组盖几个圈，挑几个好饲养员做

作业组长兼做饲养组长，耕畜的饲养、使用，农活的安排，都由他来指挥，那就再好不过了。既能养好耕

畜，又能搞好生产。最近许多地方提倡养用合一，因为把养用合一狭隘的解释成为那个人用，那个人养，

因而把耕畜都分散到户饲养，每户一犋 （两头），包养包用。这种办法在目前耕畜少、屋子缺，饲料不足

的情况下还可以采用，但不能当做一个方向去提倡。以后耕畜多了，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养用 “专家”，同

时，把耕畜都分散到户，势必影响劳力的统一安排和使用。今后马拉农具增多，集体耕作更多的时候，集

体使用和分散饲养的矛盾又会出现。初级社时期就是如此，我们不能再走 “回头路”。

（六）还要明确几个政策

（１）保证耕畜的饲料。每对耕畜留多少饲料为宜呢？大家的意见是：一般年份，牛、驴留３６０斤，
骡、马留５００斤就行了。许多社员宁愿自己少分点口粮，也要给耕畜留够饲料。现在河南省已经规定：每
头牛、驴按３００斤留料，每头骡、马按５００斤留料。这是养好耕畜、发展耕畜的前提，必须坚持做到，只
能增加，不能减少。饲料由大队统一拨给。生产队保管。

（２）奖励制度。这里没有很好执行，群众意见很大，影响耕畜发展。樊楼大队第七生产队饲养员樊
金厢，三年的功夫，把他饲养的３头耕畜繁殖为８头，但是只得到２０元的奖励，去年繁殖了一个牛娃，
奖了５元，但是因为没有看住，牛娃跑到地里啃了几口麦子，生产队又把５元罚了去了。现在县委根据许
昌地委的指示，规定了奖励办法：牛、驴每增殖一头奖４０元，每升一级膘奖５元，保住一类膘每月奖１
元。骡、马的奖金加倍。奖金由地方财政解决。这个奖励办法是好的，能刺激群众增殖耕畜，但奖金是否

需要这样高，还可以商量。

（３）照顾饲养员。好饲养员是很难得的，他们都很有经验，饲养耕畜又非常辛苦，“马无夜草不肥”，
饲养员每天要熬夜，因此在口粮上、工分上对饲养员都要适当照顾。饲养员工分列入大队包工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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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恢复耕畜贸易。和尚桥杜村寺最近一次庙会上，上市的耕畜有二、三百头。有骡子，有马，有
老牛，也有小牛，还有种牛。今后生产队的耕畜常会有买有卖，地区之间也需要调剂，靠国家调拨，不可

能解决好，只有通过贸易方法才有利。因为今后允许私人饲养耕畜，同时贸易一开，贩卖牲口的人又会出

现，我们必须加以管理，严禁私人倒贩耕畜，如耕畜上市，必须有公社和县的证件，否则一律不许交易等

等。今后对耕畜贸易是一个如何管理好的问题，单纯禁止不行。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给长葛县城关镇八七村的复信

中共长葛县委请转城关镇八七村党支部的同志们和全体干部群众：

看到你们九月二十日写给我的信，不胜欣慰之至。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

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

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 “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

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时至今日，你们那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

道，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衷心地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今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全

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和领会这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农村的实际，创

造性地贯彻执行。同时，也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 “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

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习仲勋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城关镇八七村给习仲勋书记的信

习仲勋书记：

您好。我们宗寨村党支部全体成员和全体群众向您问好！

提起宗寨，您可能陌生了。那是在１９６１年的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９日，您先后两次来到河南省长葛县农
村调查，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写出了 “关于河南省长葛县第一次调查报告”和 “关于河南省长葛县第

二次调查报告”。在第二次的报告中，有篇题为 “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生产大队由富队变穷队的

调查”，详细地记录了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１年５月，我们大队 “一年不如一年，由一个富队变成了一个

穷队”的真情实景。正像您在报告中指出的：

“粮食产量年年下降。１９５９年单产３２１斤，比１９５８年降底７６％，１９６０年为３１０斤，比１９５９年低
５６％。”

“口粮年年下降。１９５９年每人平均２９９斤，１９６０年为２４７斤，在口粮低标准 （每人每天平均只有半

斤）的情况下，不能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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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比过去减少很多。……由于牲畜不足，全大队８１７个整半劳力中，用于拉大车的有３３人，推磨
的１１６人，拉犁的２０８人，推小车的３６８人。……副业生产也被一风 （刮五风）吹了。”

“大队还欠外债１６万元。……当时一个工分只合八厘，干一天１０个工分才八分钱。……一个劳力还
不如一只老母鸡，干一天活还不如一个鸡蛋值钱多。”

习书记，您到我们大队调查已经２５年了。２５年来，全大队人口增长到２６４２人，比１９６１年时的２１２２
人多５２０人。由于临近县城，发展工副业，村里现有耕地１７６０亩，比１９６１年的３１１８亩减少１３５８亩。您
的到来，给全大队人民以改天换地的力量。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

家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迎来了经济振兴的新时期。为此，在庆祝国庆的大喜日子里，我们特意向

您汇报，现在的宗寨村，已经不是单一的搞农业了，而是农工副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到１９８３年底，总产
值达到３５４３万元，比１９７９年的７９３万元翻了两番多。其中工业产值为３２２３万元，是农业产值３２万
元的１０倍，比１９７９年的３７２万元翻了三番；工业纯利润由１９７９年的５６万元上升到４５万元，比原来
翻了三番。农民纯收入达到９４７万元，人均３５９元，全年向国家上交税金２７万元。

今年，全村计划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００万元，实现利润５０万元。截止八月底已完成产值３５０万元，占
计划的７０％，比去年同期增加１９２万元，实现利润４５万元，占计划的９０％，是去年同期的１８０％。

工业的迅速发展，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给村里带来了新变化：

（１）巩固壮大了集体经济。全村公共积累达到２５０万元，流动资金１００万元，自办联办工厂２７个。
眼下还投资７０万元新建了染料厂和膨胀珍珠岩厂，计划今年十一月投产。如果如愿，当年可增加产值３０
万元。

（２）减轻了农民负担。从工业利润收入中，全部支付了农业税、干部、民办教师等补贴开支，还对
学生上学，群众犁地、浇水、就医实行半免费。

（３）安排了剩余劳动力。全村的１３４０名劳力中，从事集体工副业的５８０人，专业生产蔬菜的３００
人，在县办工厂的２４０人，共计１１２０人，占总劳力的８３％。其它劳力也都在县城、家庭搞副业做生
意。

（４）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仅去年就为农业提供资金２２９００元，购买化肥３０吨，买苹果树苗１１
万棵，建成了面积为３４０亩的苹果园。

（５）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先后用１０万多元修建校舍、计划生育、加宽和绿化街道，办起了青年之
家、图书室、游艺室、托儿所。

（６）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去年一年，全村盖新房６２０间。个别农户住的是水磨石地板房。全村
有手表１１９０块，自行车８５２辆，缝纫机５６０台，电视机５６部，农民存款多的达万元以上，不少户已达到
了小康水平。

这在１９６１年是不可设想的。
习书记，我们全村人民愿您有机会回来看看，看看村里由穷变富的现实生活，并望复信，给我们以新

的指示，以便在治穷致富、实现四化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更大的步伐。

祝您健康长寿！

河南省长葛县城关镇八七村 （原和尚桥公社宗

寨生产大队）党支部全体成员及全村干部群众

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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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习仲勋在长葛片断

张继增

　　习仲勋率领的中央工作组于１９６１年４月初来到长葛搞调查研究，于同年８月底离长返京。时间过去
已２９个年头了。回忆起来，有不少事情发人深思，很受教育。

中央工作组一行１２人，来长葛时没有乘坐小轿车，也没乘坐吉普车，而是集体乘坐一辆中型客车。
县委介绍情况和汇报工作后，习仲勋同志满面笑容说：“你们县委的事情很多，工作很忙，不要为我和工

作组的到来而忙碌，只要抽一些同志参加中央工作组一起搞调查研究就行了，不需要任何照顾。”

中央工作组成员有：习仲勋 （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曾一凡 （国务院副秘书长）、赵守攻 （国务

院副秘书长）、李孟夫 （国家事务管理局局长）、侯亢 （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金树旺 （国务院人事局

局长）、黄仁 （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田方 （办公厅秘书）、张云 （女）（习仲勋的秘书）、范民新 （习

仲勋的生活秘书）、朱斌 （曾一凡的秘书）、张华林 （赵守攻秘书）。从工作组的阵容，可以看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的决心。有一次习副总理和两位副秘书长研究工作，议论到这次抽干部深入基

层搞调查研究时，习副总理说，有的部门对抽人下基层不是那么积极，总是强调工作多，事情忙，抽不出

人。其实这是最大的误会，如果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不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到有问

题的地方去、深入到有经验的地方去，怎么能够接近群众，了解群众？怎么能够知道群众在想些什么，做

些什么，有些什么要求、意见和建议？又怎么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国务院机关这次决心下来搞调查研究，

我看只会推动工作。这一点对长葛县委以很大启示，当时县委的领导同志，包括第一书记张汉英都立即深

入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去了。

习副总理的工作很繁重。省委吴芝圃、地委赵天锡不断来长葛向他汇报工作，长葛县委遇到关键问题

常常向他请示。调查组自身的调查研究任务又很繁重，但他总是利用傍晚沿清溢河岸散步的机会，在田间

地头和社员们交谈。他利用不少晚上的时间深入到王庄村、宗寨村，到农民家走访。我随他这样的走访十

次之多。他每次到王庄或宗寨去总是步行，从没有乘坐过汽车。到农民家里，他每每不是随手拿个小杌墩

坐下，就是很随便地坐到砖头或石板上。他曾对中央工作组的同志讲，下去搞调查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

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给农民谈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得懂，

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比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

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方设法办到，群众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已，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

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习副总理心里时刻想着群众。他曾对两位副秘书长这样说过，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步。机关放

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舒畅。

习副总理批评机关乱圈土地、县城内乱修大马路是 “与民争利”。他说：“县城人不多，修那么宽的

大马路干什么，要尽快毁掉让农民还耕，将来需要可以再修，要为群众行方便。现在的文化路和建设路当

时就交还集体开垦还耕了”。群众对此非常高兴。

习副总理对在困难的情况下搬迁县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办什么事情要根据情况和条件，要考

虑到群众的意见和情绪，要考虑到合不合乎政策，不要办那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犯政策的傻事和蠢

事。在生产生活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你们搬迁县城大兴土木是极端错误的，你们的县城不搬，难道县委就

不能正确领导吗？我看你们新盖的礼堂不比国务院的小，比政协的礼堂还大，难道有必要吗？如果把这些

资金、用材用于群众的生产生活，那才是必要的。

４７３ 长葛年鉴·２０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