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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渝人民公社劳动的粗瓣与管理

李社南 张辣安

(农业樱济来 )

~ 忿
.

沁、 有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 义社会拮构的工农商学兵相桔合的基层单位
,

同时又是

社会主义政权粗积的基层单位
。

它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
,

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

人民公社在生产方面不仅要实行工农业并举
,

自拾性生产 与商品性生产并

举
,

而且还要实行农
、

林
、

牧
、

付
、

像粽合轻营
。

因此对这样一个生产方卦能 否全

面胃彻执行
,

劳动力的充分保征
,

是其重耍的关趣
。

鲜决
.

这个阴题的重 要 途 径 之

一
,

是建立 与健全人民公社的劳动粗积与劳动管理制度
。

有了合 理的劳动粗积与劳

动管理制度
,

就能狗充分而合理地利用现有一 切可能利用的劳动力
,

同时也能豹大

大提高劳动效举
。

从而保征公社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

促进公社的不断巩固与捉

高
。

为此
,

本文就人民公社究应如何建立与健全劳动粗积与劳动管理制度提 出我们

一些看法
。

但在没有湍述这雨个简题之前
,

对人民公社劳动的特点作一 概 要 的 渝

述
,

我们敲为有助于建立合理的劳动粗积与劳动管理制度
。

人民公社劳动的特点

人民公社的建立
,

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因而在劳动方面
,

与农

业生产合作社比校
,

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

总的挽 : 劳动者利用主要生产查料所进行的一部分私有性劳动基本消失了
,

除

极少的一点以非主要生产查料所进行的私有性劳动外
,

劳动者的全部劳 动 均 表 现

为直接社会性的劳动
,

而其中以集体所有制形式出现的社会性劳动的社会规模扩大

了
,

以全民所有制形式 出现的社会性劳动有了极大的增长
,

并将粗植增 长 ; 值得特

别注惫的
,

是在公社出现了一部分新的社会性劳动
,

即各种服务性劳动
。

为方便起

亮
,

分述于下 :

第一
、

公社社员以主要生产查料进行的全部劳动均表现为道接社会性的劳动 ;

公社化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还保留的主要生产查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
,

如

自养大牲音
,

自营 的成片果林
、

一切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等
,

在建立公社过程书邻

逐步林为公有
。

因此
,

社具以主要生产资料进行的一部分私有性的劳 动 也 基 本 消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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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仅残留极少一点以非主要生产查料进行的私有性劳动
,

如猪
、

鹅
、

鸭等家畜家

禽侗养
。

公社的宜播杜会性的劳动同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样
,

仍以雨种形式出现 : 一种是

归公社集体所有支配的劳动
,

但较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扩大了 ; 一种是全民性

的劳动
,

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
,

这部分劳动有了极大的变化
。

除公社自有支配的

一部分劳动表现为全民形式
,

如县联社从公社抽调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办工业和其他

建没事业
,

及以实物或货币形式拾国家檄辆的农业税
。

另外出现了一部分以全民直

接支配的社会性劳动
,

如公社投入全民举办的工业和县联社举办的大规模的基本建

股劳动
。

应当指 出
,
随着公社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公社逐步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公

社基本所有制
、

公社基本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
,

劳动的这一特点将

进一步发生变化
。

首先
,

公社生产的进一步增长
,

达到满足社周 日常 的基本生活需

要时
,

例如集体养音
,

养禽业等等的发展
,

社具以非主要生产查料进行的极少的一

点私有性劳动
,

也因为没有必要而逐步地消失 ; 其次
,

由于公社的逐步发展
,

由全

民支配的一部分社会性劳动必将逐步增加
,

以至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

制时
,

公社的劳动将全部娜变为全民所有制支配的形式
,

而以公社集体支配劳动的

形式就必然消失
。

第二
、

公社化后
,

由于改变了旧有的劳动分工
,

劳动者社会性劳动的范围扩大

了
,

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范围是比被单钝的
、

狄窄的
。

人民公社的建立
,

社

具的劳动范围扩大了
,

出现了亦工亦农的新型劳动者
。

即公社中育一批 农 业 劳 动

力
,

因为参加工业劳动而蒋变为固定的工业劳动者 ; 另一批农业劳动力
,

在以农业

生产为主的同时
,

也投入部分劳动于工业
,

蒋变为季节性烧时性的工人
。

多 人民公社劳动的这一特点
,

具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

首先
,

亦工亦农改变了过

去那种工人摊身为工人
,

农民林身为农民的狄隘社会分工
。

而且就 目前而言
,

鲜决

了工农业同时并举感到劳力缺乏 的相当一大部分周题
。

这有助于加速公社工业化
,

国家工业化的发展 ; 同时能收到极大的轻济效果
,

可以避免井多突击性
、

季节性工

业
,

对于固定工人有无工作全年都得包下来的离工辰赞现象
。

其次
,

实行亦工亦次

制度是工农差别清失的最好的途径之一
。

由于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建立
,

社旦将不

断地粉流从事工业劳动
,

在劳动中社员将逐步地掌握先进的生产工具
,

先进的工业

技术
,

社且的文化水平也将相应地提高 ; 同时
,

在工业劳动中社且将被副栋为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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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粗积性
、

祀律性的劳动者
。

这样农业劳动者就逐步地靠近工业劳动者
,

其差别也

就 自然地逐渐地消失
。

这将为农业机械化
,

电气化 的实现培养大批的技术力量
。

第三
、

公社化后
,

出娩了新的社会性的劳动
。

过去
,

在个体的小农轻济和农业

生产合作社
,

生活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
,

家务劳动表现为私有性的劳动
。

公社化

么后
,

由于生活的集体化
,

使家务劳动突破了家庭的小圈子
,

由公社抗一安排
,

因

而家务劳动就具有集体化
、

社会化的性臀
,

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性的劳动—
服务

性劳动
。

新的社会性劳动的出现
,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
。
视明公社不仅在生产镇域内

极大地扩大了劳动者的劳动范围 ; 同样在非生产镇域内也极大地扩展了劳动者的劳

动范围
。

由于这部分新的社会性劳动直接影响生产的进行
,

因而与公社生产具有同等重

要的地位和意义 ; }司时也必然改变人们对于所有服务性劳动及其服务性劳动者的看

法 : 服务性劳动被砚为一种光荣的职业
,

服务性劳动的劳动者受到社会 的普 遍 霉

敬
。

公社化后社具的劳动态度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

首先
,

公社化后 由于社且生活来源
,

都依靠公社公有劳动
,

因此社昌对公有劳

动寄以莫大的兴趣和积极性
。

每一个社具都清楚地知道
,

自己现有生活以及生活的

进一步提高
,

主要取决于社且对公社投入的劳动数量 与贸量
。

其次
,

公社化后由于

工查制与供拾制相桔合的分配制度 的实行
,

社具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征
,

在 日常生

活中表现出更为 自党的劳动 ; 特别是集体福利事业的举办
,

对老弱残废无劳动能力

的社具抬以更周到的照顾
,

因此这一部分社晨也主动地争取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

再次
,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 “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拮合
”
的制度的建立和加强

,

更进

一步改变了社具对劳动的看法和劳动的态度
,

同时也密切了干部同群众的联系
,

也

有利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桔合
。

应当特别指出这样一件事实 : 在大跃进和公社化中
,

由于社且党悟的不断提高
,

在广大社具中出现了一种不箭定额不爵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萌芽
。

虽然这只

是一个开端
,

但是一个夏好的
、

重耍的开端
。

正如列宁在估价冬考丰冬冬考节砂导期
六的重大惫义时所锐的那样 : “ 显然

,

这还只是开端
,

但已是非常重要的开端
,

这
.

是比推翻资产阶极更困难
,

更重大
,

更彻底
,

更有决定惫义的变革的开端
,

因为这

对于自身的因循守旧
,

放蔫行为
,

小资产阶极利己多 义
,

对万恶食本主义所遭留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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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的这些积习的胜利
。

当这一胜利 已臻巩固
,

那时
,

而且只有那时
,

新的社会祀

律
,

社会主义的耙律才会建立 ; 那时
,

而且只有那时
,

回返到查本主义才成为不可

能
,

共产主义才属正成为不可战胜
。 ” ①

人民公社建立后
,

社具虽然表现了更主动
、

更自觉
、

更积极的劳动态度
,

但是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物臀利盒原别
,

对劳动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惫 义
。

在人民公社霄彻
“
按劳分配

” 的原 lRJ
,

就是物霄利盘原 lHJ 的具体体现
。 “
按劳分

配 ”
将使劳动者歌歌到他工作得愈好

,

所得到 的报酬盘多
,

将刺激劳动者更快地提

高劳动技术水平及其熟栋程度
,

劳动者就不仅从思想上
,

而且从物胃利益上关心自

己的劳动成果
。

此外
,

在人民公社建立
“
不劳动者不得盒

”
的劳动制度

,

同样是物育利盆原 lHJ

在另一方面 的体现
。 “

不劳动者不得食
” 羡明对劳动者的尊敬

,

对不劳动者 $lJ 削者

的强制劳动
。

因为社会的一切财富 (包括物霄的和文化的 ) 都是由劳动创造的
。

虽

然如此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我俩对于因老弱残废或疾病而丧失劳动能 力 的 劳 动

者
,

却拾予最周到的照顾和关怀
。

尤其是公社化后
,

敬老院及其他福利 事 业 的举

办
,

这种关怀更是无微不至
,

并将 日盘得到发展
。

人民公社社员觉悟的不断提高
,

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不断增长
,

是促进人民公

社生产不断发展的最重要
、

最主要的条件 ; 物霄利益原 lllJ 的贯彻
,

将更加激发劳动

者的劳动积极性
。

同时
,

在这样的基础上
,

也就为建立与健全合理的劳动粗积与劳

动管理制度创立了夏好的前提
。

人民公社劳动粗教的形式

劳动粗权就广义而言
,

是指劳动力
、

劳动对象
、

劳动工具三者的桔合 ; 劳动粗

积就狭 义而言
,

一般仅指劳动力的粗积
。

在这里主要是阴明后一种劳动粗积的若干

朋题
。

正确而合理的劳动粗积
,

是公社生产迅速
、

全面发展的关键之一
。
人民公社生

产的规模扩大
,

轻营范围更广
,

公社的生产的深度也提高了
,

例如要兴建薛多农田

基本建段工程
,

要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
,

如
“
八字宪法等

” 。

由于 这 雨 个 方

面
,

即公社的生产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大与提高
,

必然要求投入大里的劳动
,

而感到劳

力不足
。

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195 5年就指出过的那样 : “
对于很多地方挽来

,

生产

①列宁: “
伟大的创举

” , “
列宁文遨

”
两今集绍 2 .

,

195 0年其斯科外国文奋姗出版局出版
,

第 5目

叉 。

曰` ~



曰 . `

. , . 枯

3期 李社南等: 拭阶人民公杜劳动的粗权与管理 93

的规模扩大了
,

轻营的部阴多了
,

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
,

工作

作得精致了
,

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
。 ” ①所以脱

,

公社更加迫切要求合理而正确的

劳动粗积
。

这是公社生产不断发展 的必然规律
。

正确而合理的劳动粗积
,

首先是对现有劳力的全都利用
,

即使每个劳动者都尽

到 自己应尽的义务
,

没有赋阴者
,

其桔果是劳动力的抱对数量的增加 ; 其次是
,

对

现有劳动力的合理使用
,

郎使每个劳动者都安排在括 当的位置
,

作到 “ 量材使用
,

人尽其才
” ,

使每个劳动者各尽其能
,

其桔果是劳动力相对数量的增 加
。

由 此 可

见
,

正确而合理的劳动粗积
,

就可以节省出大量的劳力 ; 公社就有可能以更多的劳

力投入工业及其它生产部阴
,

同时有可能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和先进的田简管

理方法
。

这样
,

就保征了人民公社的生产色速而全面的发展
。

人民公社为正确而合理的劳动粗积
,

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
。

第一
,

由于社旦

豹私有性劳动已基本消失了 (指以主要生产查料而进行的私有性劳动)
,

’

这就便于

公社将社凰的全部劳动都钠入爵划
,

抗一使用 ; 由于公社集中大量劳动力
,

便于抗

一稠动
.

集中使用
,

能充分发挥集体力量的亘大优越性
。

第二
,

由于公社轻营范围

的广泛
,

工作种类的多样化
,

便于利用和安排各式各样的劳动力
,

因为公社的劳力

是多种多样的
,

例如有性别
、

年龄
、

技术高低等差别
。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
,

虽

此单干在利用劳力上有了极大的优越性
,

但是
,

由于单一的农业生产
,

其利用仍有

极大的局限性
。

而公社就有利多了
,

由于多种多样的生产径营
,

袍大多数劳动力都

能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
,

易于傲到 “
各尽所能

” 。

第三
,

由于公社增加了服务

性事业
,

解放了大量的妇女劳力
,

她们不再被
“ 禁锢

”
在 繁琐的家务劳动中

,

可以

将劳力投入生产 ; 同时
,

由于集体福利事业的举办
,

一些过去已不能从事生产劳动

的老年人
,

现在也可以担任托儿所等的某些劳动了
。

最后
,

也是最重要的
,

由于公

社社员共产主义党悟的提高
,

公社就有可能从大局出发
,

进行最合理的刹度
、

安排

和使用劳力
。

公社生产的大发展与为正确而合 理的劳动祖积所提供的爵多有利条件
,

就必然

弓!起劳动的粗积形式的变化
。

由于人民公社的多种生产活动都是轻常地进行着的
,

因此轻常性的劳动粗积形

式就成了公社最基本 的劳 动粗积形式
。

轻常性的劳动粗积
,

就是要求将一定数 t 的

①毛一东 : “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

.

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
一文的按路

, “ 中国农村的淤 会 主 义 高

潮
” 中册

,
1 9 5 e年人民 {U版淤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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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

在一定时简内
,

固定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劳动
。

轻常性劳动粗积形式具有这样几个优点 : 首先
,

由于劳动者的工作比较固定
,

便于有影划的粗积各种劳动
。

需要时也便于调动
。

因为劳动粗积比校固定
,

领导者

事先对全盘
,

对各邵阴有群袖而准确的了解
,

一旦发生变化
,

也会是比 校 有 秩 序

的
,

而不圣于全部打乱
,

所以就便于掌握
。

其次
,

由于劳动者被固定在一定的工作

岗位上轻常劳动
,

长时简的工作会使劳动者易于熟悉自己的劳动对象的性能
,

劳动

者就有条件对劳动对象进行惠阴研究
,

掌握它的规律性 ; 同时
,

劳动者也能熟栋的

掌握一切用以改造劳动对象的方法
、

手段
,

随时进行技术革新
。

其桔果是劳动者的

寡阴化的形成
,

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

最后
,

由于劳动者固定在一定的工

作 岗位上轻常劳动
,

便于首彻生产青任制
。

因为生产青任制的霄彻是与生产过程的

速植性相联系而不宜中断的
。

这一点在农业生产中
,

由于与生物的自然生长过程密

切联系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

所以
,

在劳动粗积上减少劳动力的流动性是贯彻青任制

的重要条件 ; 同时
,

正因为轻常性劳动粗积便于贯彻青任制
,

也就更有利于劳动竟

姿的开展
。

在轻常性固定的劳动粗积形式中
,

还有因轻营而异的雨种粗积形式 : 一种是寡

业性的劳动粗积 ; 一种是粽合性的劳动粗积
。

寡业性的劳动粗积
,

即是分别按工业
、

农业
、

林业
、

牧业
,

渔业等不同生产部

阴粗积的
。

这种粗积形式
,

对于带有常年固定性的生产工作和格年四季生产劳动均

衡的生产工作最为适宜
。

例如大部分的工业生产和长年运输业等
。

在农业中有些生

产也是如此
,

例如畜牧业生产工作
。

粽合性的劳动粗积
,

郎是以轻营一种生产部阴为主
,

同时轻营一部分其它部阴

的生产工作
。

例如
,

有的粽合性生产队
,

即在以农业轻营为主的同时
,

兼营小量养

猪
、

羊
、

鹅
、

惰
,

编粗和一些直接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小型工业
,

如小型农具修配
、

土化肥
、

土农桨
,

农付产品加工等
。

以农业为主的这种粽合性的粗积形式是最普温

的
。

因为农业生产工作带有明显的季节性
,

为了更合理的利用劳动力
,

在目前情 况
.

下
,

采取这种粗积形式最为有利
。

无输寡业性的劳动粗积形式或粽合性的劳动粗粗形式都是需要的
,

应按生产特

点
,

按合理利用劳动力的原 lllJ 采用
。

但以寡业性粗积形式最能全部实现轻常性固定

劳动粗积形式的各大优点
。

因此
,

应孩在粽合性的劳动粗积形式中
,

也尽可能在一

定期限或一定工作阶段
,

如夏收夏播
、

冬季积肥
、

冬季轻营付业等
,

或作物的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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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期简
,

如小麦的田简管理期等
,

采取相对固定的形式
。

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
,

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劳动粗积形式
,

即大协作
、

大突

击的劳动粗积形式
。

它是大跃进
、

公社化的必然产物
。

在大跃进和公社化中
,

由于生产的迅速发展
,

出现了新的大规模 的生产劳动
。

例如全民大炼铜秩
,

县联社搞工业等新的生产工作 ; 例如大搞农田水利
,

大面积植

树造林等基本建投工作
,

这些新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的第一个特点
,

就 是 工 作 t

大
,

要求集中大量的劳力 ; 或者是这种工作除量大而外
,

还有校复杂的工艺过程
。

因这种特点的要求
,

出现了劳动的大协作
。

这种新 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的第二个特

点
,

就是带有强烈的季节性
,

突击性
,

耍求在短时期内完成大量的工作
,

例如地区

性的抗旱
、

治虫等 ; 或者这种工作本身的每一过程都很严 密
,

联 系 很 紧
,

不可简

断
,

例如工业生产
。

这雨种情况必然要求劳动者具有高度的粗积性
、

祀律性
。

而因

“ 粗积军事化
,

行动战斗化
,

生活集体化
”
就 出现了

。

大协作和
“
三化

”
的出现

,

就形成了一支强大的 “ 农业产业军
” 。

大协作
、

大突击的劳动粗积形式的出现
,

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

首先
,

这种劳

动粗积形式对完成突击性
、

烧时性的大规模的生产任务
,

显示了亘大的优越性
。

因

为这种劳动粗积形式
,

可以使劳动力在更大的范围内作抗一的调度和安排
,

能更合

理
、

更有效的使用劳力
,

按期完成任务
。

例如
,

为了不误农时
,

在极短时期内完成

一定地区内某种作物的大面积播种或收割
,

为了兴建规模亘大的水利建投工程
,

为

了大办工业
,

大办运输业等等
,

都需要在必要的时候
,

把大量的劳力
,

进行杭一合

理的稠度
,

置于杭一的指挥之下
,

进行大兵团作战
,

才能很好地及时地完成生产任

务
。

其次
,

为了实现高产多收
,

在农业生产中
,

必须育彻执行
“
八字宪法

” 和 “ 园

田化管理
”
等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及田简管理方法

。

这就要求严格地遵守技术操作

规程和田简管理制度
。

显然
,

没有高度的粗积性和祀律性是不可能的
。

第三
,

随着

农业机械化
、

电气化的逐步实现
,

农业生产将 日盘接近工厂化
,

这就要求更为严格

的粗积性和祀律性
。

而
“
三化

”
正是培养了一支具高度觉悟

,

高度粗积性
、

祀律性

的农业产业军
。

最后
,

“ 三化
”
将有助于改变几千年来农民所残留的散漫性

。

应当特别指出
, “

三化
”
决不仅仅是大协作时才采取

,

而是在轻常 性 的 劳 动

中也必镇采用 ; 不仅在大协作中是一支农业产业草
,

而且在轻常性生产中也必须是

一支农业产业军
。

这是因为公社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
。

轻常性固定的劳动粗积形式和大协作的劳动粗积形式都是必耍 的
。
但 大 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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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一种临时性的
、

突击性的劳动粗积形式和生产方法
,

而轻常性固定的劳动粗

积形式因带有普派性而显得更为重耍
,

并且也更有利于霄彻执行生产麦任制
。

实践征明
,

将轻常性的固定的劳动粗积形式和大协作的劳动粗积形式雨者在粗

积上桔合起来
,

有利于生产的及时完成和便于领导
,

同时能减少高工厦黄
,

节省大

t 的劳力
。

现在
,

多数公社
,

采取在轻常性的固定劳动粗积形式的基础上
,

建立大

协作
、

大突击的劳动粗积
,

也即是挽
,

将大协作
、

大突击劳动粗积中的劳动力
,

在

日常
,

固定在轻常性的劳动粗积中
。

需要时抽出来就粗成突击性的劳动粗积
,

例如

在固定性的生产小队内
、

粗积一部份机动劳力
,

用以随时适应各种突击性的劳力需

要
,

就是这一粗积形式具体应用的范例
。

人民公社不仅要粗积生产性的劳动
,

而且要粗积非生产性的劳动
。

例如公共盒

堂
、

托儿所
、

幼儿园等的劳动粗积
。

这是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粗积新增加

的一个内容
。

也是人民公社劳动粗积的一个特点
。

人民公社非生产性劳动的性臀的变化
,

决定了人民公社非生产性劳动粗积与生

产性劳动粗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

如果忽幌这一点
,

将影响公社集体福利事

业的建立和巩固
,

从而导致道接影响生产的进行
。

因此
,

非生产性劳动粗积的原 lHJ
,

也必须遵循合理的粗积劳力
,

使劳动者各尽所能
,

不断的提高劳动者的 技 术 熟 栋

程度
,

以达到提高劳动效率 ; 并且还必须根据公社非生产性劳动的特点进行粗积
。

非生产性劳动的第一个特点
,

就是劳动的比较稳定性 111 常年固定性
。

因此
,

应

当采用常年固定的劳动粗积形式
。

非生产性劳动的第二个特点
,

就是非生产性劳动一般不要求禁重的体力劳动
。

因此
,

劳动力的粗积
,

应 当考虑雨个筒题
:
首先

,

可以尽量利用公社的老弱劳力
,

例如老弱妇女可以在托儿所看小孩等 ; 其次
,

大量采取
“ 以女代男

” 。

这一特点的

运用
,

不仅能充分利用公社各式各样的劳力
,

而且拾劳动者以体力上的照顾
,

特别

是妇女劳动者 ; 这一特点的运用表明
,

不仅在非生产性劳动中应当如此
,

就是在生

产性劳动中也应当如此
。

不仅现在如此
,

将来也要如此
,

因为各种劳动的不同繁重

程度和劳动者之简休力上的差别
,

总是存在的
。

生产粗积 与民兵粗积密切桔合
,

是公社劳动粗积必须考虑的另一个特点
。

生产粗积与民兵粗积相桔合有着重要惫义
。

首先
,

对于民兵粗积来挽
,

在不妨

碍生产的同时
,

或与生产相枯合进行民兵&lI 栋
,

有利于贯彻全民告兵的制度
。

其效

果是能在节省军赞的条件下
,

培养一支强大的国防后备军
。

其次
,

对于生产粗积来

、 曰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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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与民兵粗积的密切桔合
,

就由单一的劳动粗积形成为
“ 劳动粗积

、

军事粗

积
、

教育粗积
、

体育粗积
” 四者枯合的一种粗积形式

。

这样
,

有利于劳动者的全面

发展
。

有助于塔养具有高度粗积性
、

祀律性的劳动者
。

身体健壮 的劳动者
。

有相当

文化水平的劳动者
。

它除有利于 “ 三化
”
在劳动粗积中的实现

,

顺利地完成生产任

务外
,

并将有利于培养农业机械化
,

电气化所需要的干郡
。

由于生产粗积 与民兵粗积的任务不同
,

生产粗积的任务是面向自然的斗争
,

民

兵粗积的任务是面向敌人的斗争
,

因此
,

决定了生产粗积 与民兵粗积只 能 密 切 桔

合
,

而不能合而为一
,

否剧
,

雨者均不能有效地进行活动
。

而且
,

必须明确
,

生产

粗积的任务正是社昌的主要任务
,

因此
,

生产粗积 与民兵粗积相桔合
,

必须以生产

粗积为主
。

例如
,

现有公社所采用的 “ 生产粗积套民兵粗积
” ,

生产队中的机动劳

力与基干民兵相桔合均为此例
。

不仅在粗粉形式上如此
,

而且
“
民兵粗积和生产粗

积的镇导机构应 当是雨姿
。 ” ①

无渝是民兵粗积或生产粗积
,

都必须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粗积原则
。

民主集

中制是社会主义一切粗积的最高原 lRJ
。

民主集中制 的敲真执行
,

既能发挥群众的智

慧
,

又能集中大家的意志和行动
。

由于人民公社的镇导与被镇导
,

上极与下极
,

管

理者与生产者的根本利盆是一致 的
,

所以民主与集中是矛盾的杭一休
,

而扰一是根

本的
。

应蔽反对企图利用
“ 粗积军事化

” 而削弱民主的任何作法
。

因此
,

必须漫循

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
“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简题的决哉

” 中所指出的 : “ 人民公社

的一切粗积
,

包括民兵粗积在内
,

都应当既有集中
,

又有民主
。 …… 为了把工作作

好
,

一定要实行高度的民主
,

一定要有事同群众商量
,

忠实代表群众利益
,

反映群

众惫志
。

因此
,

公社必须在实行
`

粗积罩事化
,

行动战斗化
,

生活集 体 化
’

的 同

时
,

充分地实行管理民主化
。

决不允爵借 口粗积军事化
,

或者利用对付敌人的民兵

制度
,

而使公社和民兵粗积的民主生活受到蒜毫的创弱
。 ” ②

此外
,

为了保征有效地进行劳动
,

在建立正确的劳动粗积的同时
,

建立与其相

适应的劳动管理制度有着极为重耍的意义
。

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制度

建立 与健全劳 动管理制度是公社生产有秩序 的活动的保征
,

是公社劳动的数 t

①见
“
关于人民公触若千周题的决曦

” . “ 中国共产党结八届中央委且会第六次全体会雄文件
” ,

19 幼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

第25 真
。

@ 同上草 2 6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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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霄 t完成的保征
。

因为劳动粗积仅是合理地安排劳动力
,

而劳动管理 lRJ 使劳动者

能按照明确的方向去完成生产任务
。

劳动粗积与劳动管理是相辅相成的
。

如果仅有

正确而合理 的劳动粗积
,

没有健全 的劳动管理制度
,

劳动者的劳动就只能是富目的

活动 ; 如果仅有完善的劳动管理制度
,

而没有正确而合理的劳动粗积
,

剧劳动管理

制度就因无法置彻而流于形式
。

由此可晃
,

在建立劳动粗积的同时
,

必填建立与其

相适应的劳动管理制度
。

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校
,

已轻发生了变化
。

主要是劳动

管理的作用范围发生了变化 ; 增加了新的劳动管理内容
。

现将人民公社主要的几项

劳动管理制度分述如下 :

劳动力规划
。

人民公社由于工农业同时并举和农
、

林
、

牧
、

付
、

渝全面发展 的

要求
,

尽管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最都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劳动
,

但仍然感 到 劳 力 紧

张
,

特别在农忙季节更是如此
。

因此劳动力紧张简题的能否合理解决
,

就成了当前

人民公社生产的能否全面发展的重要关键
。

解决这个简题的途径虽然很多
,

但在劳

动管理工作中
,

作好劳动力的规划
,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

通过劳动力规划
,

就可以做到有舒划的安排工
、

农
、

林
、

牧
、

付
、

撇各方面对

劳力的需要
,

保征各项生产的顺利进行 ; 同时通过规划
,

可以做到人尽其才
,

把各

种各样的劳力
,

安排到适合他 (她 ) 佣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

以便充分发挥其可能发

挥的作用 ; 也社有通过劳动力规划
,

才能避免
“ 这里有事无人做

,

那 里 有 人 无 事

做
”
的现象

。

人民公社除了要做好全年的劳动力规划外
,

公社的各极粗积 (管理区
、

生产队
、

生产小队
、

工厂
、

矿伤
、

养畜坊等 ) 还必须按季按月或按阶段
,

作好季
、

月或阶段

的劳动力安排工作
。

这样就能保征各个时期各项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
,

同时又更能

具体的安排每个有劳动能力的社且的劳动
。

从而使全部劳动力能殉得到充分而合理

的利用
,

么确保人民公社生产全面的不断的发展
。

在作好劳动力规划工作的同时
,

.

人民公社还必须建立严格的生产青任制度
。

生

产贵任制是劳动管理的中心内容
,

也是生产管理的基本原 lHJ
。

人民公社建立生产贵任制度
,

有推行针划管理和对社具进行合理分配雨分面的

作用
。

第一
,

建立生产贵任制是歌划管理的手段 : 人民公社的轻济是有舒划的轻济
,

建立生产货任制能保征公社歌划的完成
。

因为这项制度
,

首先可以消灭无人鱼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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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

保荻各项指标的实现 ; 其次可使社 昌明确 自己的工作范围
、

工作青汗
、

工作

性臀及任务
,

这样就有可能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

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

这一作用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
,

将愈益加强而且要求生产青任制的 内 容 更 完

善
、

更科学
。

因为公社愈是向前发展
,

公社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
,

柱营范围更为广

泛
,

生产工作必然更加复杂 ; 农业生产机械化
、

电气化的逐步实现
,

先进农业技术

措施和先进田简管理方法 的采用
,

生产工作必然更加翱致
。

这时
,

公社不是削弱升

划
,

而是更要加强爵划 ; 不是削弱生产青任制
,

而是更要加强生产青任制
。

第二
,

建立生产青任制是实行合理分配的手段
。
人民公社的分配制 度 是 采 取

“
按劳分配

” 的形式
,

青任制的建立
,

可以为公社社员进行合理的分配提供依据
。

因为这项制度
,

首先可以衡量社具完成工作的数量和霄量以及劳动者的技术熟拣程

度 ; 这项制度还可以通过工作的完成情况以及在贯彻生产青任制中的表现
,

衡量社

员的劳动态度
,

思想党悟
。

但这一作用
,

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较
,

有了很大 的变化
。

过去
,

生产青任制的

建立
,

是社昌分配的全部 的
、

道接 的根据
,

例如
,

社且完全按劳动 日进行分配
。

人

民公社实行了
“ 工查制 与供拾制相桔合 的分配制度

” ,

这一作用在分配中的供拾部

分已在趋向消失
,

因为供拾部分就不完全是按社昌的劳动的数量和臀量
,

也不完全

是按社具的劳动技术
、

劳动态度分配
,

但是在工查部份仍然发生着作用
。

随着公社

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以及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

这一作用将愈益枪小
,

以至最后消失
。

由此可晃
,

随着公社生产的发展
,

生产青任制作为公社爵划管理的手段的作用

将 日益加强
,

相反
,

作为分配的依据的作 用将 日益消失
。

而且只有前一 作 用 的 加

强
,

后一作用才会更快地趋于消失
。

因此
,

不重砚在公社建立生产青任制
,

都是对

于生产青任制 的错挨或片面的敲靓
,

必须加以料正
。

敲真贯彻生产青任制
,

可以喊少人力和物力的痕置 ; 能养成社具的 高 度 青 任

感
,

成为一个自竟的劳动者 ; 有利于提高社具 的技术熟栋程度
,

提高劳动效奉
。

每项生产工作都必须建立生产青任制
,

应当特别指出 : 大协作
、

大突击的劳动

粗积形式 (主要是
“
大兵团作战

”
)

,

同样必须建立壹任制
。

但是
,

在内容和形式

上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

目前各地人民公社所普遍推行 的定额管理制度与包工
、

包产
、

包肘务的 “ 三包
”

及超产奖励制度等
,

是其彻 执行生产责任制度最基本的形式
。

三包制度一般只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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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对固定性的生产小队一极 (包括各种惠业性的生产粗积或厂矿等) 推行
。

至

于定额管理制度剧在任何形式的劳动 (生产) 粗积中均能推行
。

人民公社在生产劳动中
,

不仅要粗积社且很好的劳动
,

而且还要照顾到社月的

正常休息
。

劳动与休息的正确桔合
,

就是耍有劳有逸
。

既有紧张的劳动
,

又有必要

的休息
、

娱乐和足绚的睡眠时简 ; 并且对妇女劳力还应有特殊的照顾
。

它是人民公

社靳增加的劳动管理内容
。

劳动和休息是对立而又杭一的
,

正确而恰当的桔合
,

既有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

助于劳动者的生活改善
。

劳动与休息的正确桔合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制度
,

而在同一

制度下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

在查本主义国家和旧中国
,

刹削阶极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私利
,

用加强劳动强

度和延长劳动时简
,

对劳动者施以超 出生理限度的无情压榨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才有可能根本改变这种景况
,

但是必值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逐步改变
。

在小农轻济条件下
,

由于力量单薄
,

生产力低下
,

生活的本身不得不迫使劳动

者付出最大限度的劳动 (有时会超出生理限度 ) ; 合作化后
,

有了改 变 ; 公 社 化

后
,

有了更大改变
,

并有可能将劳动与休息相桔合作为一种劳动管理制度提出来
。

这是因为 : 公社生产的大发展
,

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

在有利于发展生产的

同时
,

有可能在一般正常的生产时期
,

采用正规的工作 日程
。

例如
“
三八制

”
就是

这样产生的
。

而且随着公社生产的逐步向前发展
,

尤其是机械化
、

电气化的实现
,

农业生产季节性
、

突击性 的减少
,

劳动者的休息时踢将更正规
,

时简也将加多
。

劳 动与休息的正确桔合
,

除了因劳动者得到必要休息后
,

精神鲍满
,

道接有利

于生产外
,

同时为劳动者进行文化和技术学习创造了条件
。

劳 动 与休息必值正确桔合
,

把劳动与休息对立起来
,

敲为正当的休息会妨碍劳

动是给澳的 ; 同时单纯强调休息而忽砚生产的发展也是错涣的
。

生产必要时
,

从长

远利益 出发
,

适当的苦战仍然是必要的
。

任何管理制度都不是万能 的
,

劳动管理制度也是一样
。

劳动是劳动者的活动
,

最有成效的劳动是依靠劳动者对劳动兴趣和对劳动的 自觉歌靓
。

因此
,

公社的劳动

管理工作
,

必须坚持轻济工作同政治工作密切枯合的原 lRJ
。

只重砚轻济工作
,

忽砚

政治工作
,

就会使这一工作迷失方向
,

失掉灵魂
,

致使劳动管理工作无 法 lRJ 利 进

行 ; 相反
,

以政治工作代替劳动管理
,

也是脱离实际的
、

空洞的
,

是把政治工作同

.

明曰 . 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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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济工作对立的籍热
。

丫 丫 丫

劳动粗积和劳动管理是雨个扰一而不可分割的轻济工作
。

其共同的目的
,

都在

于不断地仍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

是提高劳动生产举的一个重要方面
。

因此必须坚

决直彻 “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简题的决蔽
”
中所指 出的

“ 必须不断地改进劳动粗积工

作
,

在生产任务和其他任务中租植执行和巩固分层包干的责任制度
,

健全劳动检查

和抨奖的制度
,

切实保征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臀量
” ① 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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