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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挥的十年

——
陕西省乾县烽火人民公社的成长

—(乾县劳动锻炼中队农怨小姐) ( : )

一
、

引 言

烽火人民公社是1 9 58 年 9 月初由原来醛泉县降东
、

新城雨个乡的烽火
、

兴隆
、

星

火
、

厄火
、

灯塔
、

超英等姗八个高极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粗成的
。

这个公社位于渭北黄

土高嚎
,

在乾县醋泉地区的东南隅
,

东临巡河与三原县为界
,

西郑胶属公社
,

南界咸

阳市
,

北隔潜河与赵旗公社相望
。

公社全境东西拍十一公里
,

南北拍十三公里
。

境

内土地大部分平坦
,

祖沿座河
、

柑河一带坡地校多
,

原上井深雨少
,

气候乾燥
。

全

公砒砚共分四个管理区
,

29 个生产队
,

16 0个生产小队 ; 共有6 8个自然村
,

5
,

14 0户
,

2 9 86 4人
,

其中男劳力5
,

73母个
,

女劳力5
,

92 5个
,

土地面积 14 6
,

15 7
。

86亩
,

其中耕地

有 138
,

098
.

88亩
。

耕音有3
,

6 51
一

!
、 。

主要作物为小麦
、

棉花
、

玉米
、

小谷等
,

首楷等

铜料作物亦占相当比重
。

解放前由于地主
、

高利货者和投机商人的残酷剥削
,

生产低落
,

干旱灾害被年

不断
,

劳动人民轻常过着靓寒交迫的生活
。

封建的地租$ll 削一般占农民总收入一半

以上
,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

田赋
、

壮丁费
、

保甲费等七税八费
,

农民全年的收入
,

就是这样大部份通过税捐
、

地租等方式被压榨殆尽
。

籽年劳动不得 温 鲍
,

祝 得 界

借债及告乞度 日
。

白灵宫新庄65 户中
,

欠有高利货肤的就有 55 户
,

占全村总户数的

87 % ; 轻常拾人拉长工或打短工的就有47 户
,

占总户数 的72 % ;根本浪吃没穿依靠 出

外对版为生的就有 4 户
,

占总户数的 6 %
。

魏村东堡62 户中
,

8 户拉长工
,

51 户轻

常出外打露工
,

2 户靠封饭度 日
。

“借了吃
,

打了还
”
在这个地区是轻常的现象

。

每年庄稼打下后
,

就大部分要

交抬地主
、

高利贷者及投机商人
,

和钠檄各种的苛捐杂税
。

高利黛利息之高是惊人

的
,

名堂很多
, ‘

有 “
对面笑

” , “集集子” , “
护打滚

”
等

。
、

“
对面笑

”
是二三月简

借地主粮食一斗
,

夏收后就必须还二斗
,

假若到期还不起
,

就把粮食衍成棉花
,

到

棉花收攫时速本带息再加一翻
。

高利贷象一条握索一样
,

姿上了就解脱不出来
。

魏

村东堡有个贫农吴淑云19 42 年借地主50 斤花
,

按
“
对面笑

” 的利息
,

1 94 3年 : U丁35

(l) 本文由万建中
、

丁荣兑二同志执笔
,

各项资料深由我院农嵌系部分教师
、

于部及体
J
g触谢此建 净

15 位同学在 下放期洲 蒯直所亏争
、

在整理本文过程中
,

乾县县委及烽火人民公计党 委对 集食料方面

钧份予以 大力支持
.

公社党委孙彦江及 咸伯杨同
.

占
,

业予以具体指廿
,

特此赘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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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原准备当 5 亩地的麦速本带利还清
,

地主借故拖延
,

一道到1946 年 本 利 算 下

来
,

除把仅有的18 亩地速地上的小麦全部交拾地主
,

最后还欠地主2 50 斤麦子
,

吴淑

云没有办法
,

后来祝得将自己的儿子卖了壮丁
,

才算还清这笨胀
。

地主
、

高利货者 与商业查本家是三位一休
。

北蛇塔村有一家大地主称霸一方
,

占有土地一千多亩
,

另在吁东旗
、

咸阳市还有他的商号
,

并轻常在农村中放有大蚤

的高利肾
。

他们与国民党官僚及在地方上的爪牙相互勾桔在一起
,

垦断着整个这个

地区的轻济命派
,

操袱这个地区的市塌
。

他仍一方面用地租
、

高利肾及苛捐杂税等

方式公开地对劳动人民进行压榨刻创 ; 另一方面又在市场上进行投机倒把
,

任意治

高农村中所需要的各种生活 日用品的价格及任惫压低农民出售的农产品的价格
。

解

放前这个地区的轻济中心吁东淡
,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

当时最大的商业就是

粮行及花行
,

伴随着地主
、

高利货者及商业查本家的奢侈腐败 的生活而产生的是饭

馆
、

烟给及妓院等
,

仅在这个小续上就有十数家
,

旺季而来
,

淡季郎走
。

.

农村中的生产及农民的生活却是另一种情况
。

鲜放前原上土地一般年成
,

小麦亩

产平均不过七八十斤
,

棉花亩产二三十斤(皮棉)
。

丰收年成
,

小麦亩产也不过一百

五十斤上下
,

棉花四十斤左右 (皮棉)
。

畜力农具极为缺乏
。

白灵宫新庄65 卢
,

抵

有耕牛26 头
,

砚子一头
,

犷二头
,

大本六楠
,

土卓三个
。

魏村东堡全村
,

抵有18 户

有牲 口
,

招大部分农活是用人力来做的
,

如人拉拿
,

人迭粪
。

这个地区鲜放前从来

饮有用过化肥
,

大部分的种籽都是现种现买的
,

很少轻过选种的工作
,

因为头一年

留下的种籽多半是被作口粮吃掉
,

袱好猫时现买或现借
。

这样的生产水平
,

自然很

难希望生产能有所提高
。 ‘

农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

魏村全村95 %的农户轻常缺粮
,

吃了上顿愁下顿
。

一

般中农每年按人口 平均收入仅30 一40 元
,

比鼓富的也不过60 一 70 元
。

当时在这个村

子流傅着
“四多二少

” 。

所渭四多
,

即逃荒的多
,

作僵工的多
,

忍靓受鳅的多
,

荒

地多
。

所翻二少
,

即粮良少
,

职字的少
。

过去能上完小的都很少
,

醉多农民都曹到

北山或南山逃过荒
。

这个地区是194 9年 5 月简鲜放的
。

解放后
,

这个地区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镬导

下
,

于 19 51 年进行了土地改革
,

摧毁了地主阶极的封建刹创制度
,

解脱了束搏
。

19

52 年开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

粗积互助粗 ; 19 54 年开始粗积初极农业生产合作社
,

并对查本主义商业开始集中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19 56 年开始成立高极 农 业 生 产

合作社
,

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

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

19 58 年更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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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主义建投总路钱的照耀及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鼓舞下
,

在群众强烈的要求下
,

为了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

建立了规模亘大的工农商学兵相粘合的政社合

一的烽火人民公社
,

从而使生产和生活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从解放到现在已是十年
。

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的英明镇导下
,

我们整个国家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

这个地区的面貌 与其他地区一样
,

也得到彻底的改变
。

目前这

个公社是以大搞科学研究简名全省
。

它的社长王保京同志是一位著名的 农 民 科 学

家
。

王保京同志是在党的培养与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

他从互助粕时期就搞科学研究
。

合作化拾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
,

随着农业合作及人民公社化的发展
,

科学研究在这

个地区也得到大力的发展
,

对提高生产起着一定的作用
。

科学研究是合 作 化 的 产

物
,

同时科学研究也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

这是一个光辉的十年
,

伟

大的十年
。

十年来
,

完成了几千年所未完成的工作
。

过去靓寒交迫的生活已一去不

题
。
生产水平正在飞跃的发展

,

人民的生活正在不断地提高
。

这是一个互大的变化
。

它标赫着我国农民是怎样在党的镇导下获得了新生
,

我国农村是怎样在向现代化的

道路上前进
,

怎样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

怎样在进行社会主义建投中获得了亘大

的成就
。

全面系枕地总拮这十年来的变化
,

这是一件十分有惫义的工作
。

由于我们

在公社进行调查的时简很短
,

了鲜不深刻
,

个别地方可能有错改
,

本文只是希望在

这方面提供一个初步黄料
,

以作参考
。

二
、

农业合作化

19 51 年的土改
,

抬这个地区的农民带来了新生的希望
。

农民从政治上及径济上

峨正的得到了翻身
,

农村中呈现出一片新生的现象
,

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

料
,

生产情褚空前高涨
。

由于地租及其他各种封建刹削的废除
,

加上国家在农业生产

上对农民进行各种的帮助
,

因此
,

使农民有力量来改进农业生产技术
。

这种情 况具休

表现在土改后 农民都粉扮修理农具
,

睛买牲畜和使用新式农具和化学肥料
,

实行精

耕翩作
。

拿前述的百灵宫新庄为例
,

土改后一雨年耕牛 由原来的26 头增加到35 头
,

赚子由原来的 l 头增加为 9 头
,

大草由原来的 6 柄增加到 14 顿
,

上卓由原来的 3 栩

增加到13 捅
。

施肥量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到雨倍
。

一般作物每亩产量都比土改前增产

在 2 0% 以上
。

跟着生产状况的好搏
,

人民的物霄文化生活也有所改善
。

但是进一步地提高生产
,

小农轻济仍有它的丫定的局限性 ; 而且小农耗济是一

个十字路 口的轻济
,

它仍有通向青本主义的一方面
。

为了彻底地摆脱茸困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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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广大宣苦农民能殉达速的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
,

就必须 引导农民粗积

起来
,

启发他们由个体轻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轻济的道路上去
。

土改后
“,

这个地区在生产上一般存在着以下的几个周题 : 第一
,

牲音农具普基

感到不足
。

土改后虽然添置了一些
,

但是仍然赶不上生产上的需要
。

农民 日益增长

生的产 积极性
,

与缺乏生产查料的矛盾
,

愈来愈尖镜
。

第二
,

劳动力缺乏
,

土农后
,

一

般都精耕袖作
,

不少农民因人手少
,

土地务不过来
,

同时因为都有了土地
,

所以打短工

的人也少了
,

因此普通地感党得劳动力缺乏
。

第三
,

农村雨极分化的现象在不断地场

长着
。

土改后
,

生产发展了
,

农民轻济状况普遍地有了上升 ; 但是 由于小农轻济轻不起

自然灾害与重大婚丧事故
,

也有不少农户典当及出卖土地的
。

魏村一地
,

典当土地的

就达二 卜余户
。

当时买卖土地的凤很做
,

同时
,

在一些富农影响下
,

农民做小生意
,

搞

黑市活动的也不少
。

这样都助长了农民向雨极分化的趋向
。

薄太后村土改后到19 5 2年

又有4
。

6% 的农户打长工
。

可兑小农轻济对抵禁查本主义的侵触是无能为力的 ; 同时

也征明农村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 占镇
,

查本主义就必然要去占镇的这个客观厦理
。

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教育及镇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

根据群众的要求及客

观轻济发展规律的需要
,

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

号召农民按照 自愿和 互 利 的 原

RlJ
,

粗积起来进行生产互助
。

井多党具都亲自带头
,

粗积起互助粗
。

在这个地区
,

首先成立的有薄太后的刘丙林互助粗
,

百灵宫的王保京互助粗
,

以及魏村的郭尧升

互助粗等
。

这些互助粗都是在19 50 年冬及19 5 1年春先后成立的
。

最初是临时互助粗
,

以后就斡成常年互助粗
。

事实上在这以前
,

农民已在自动地粗积变工队
,

互相换工
。

在刘丙林
、

王保京等互助粗的带动与示范之下
,

这个地区的农民到 19 54 年就基本上

都粗积成了常年互助粗
,

在生产上进行互助合作
。

逐年互助粗发展情况如下表:

表一 烽火人民公社地区19 50 一19 54 年互助粗发展情况

临时互助祖 常年 互助姐

, ’

}
‘
” ⋯

一

兹一 司
一

呀一 司 ‘
一

“
}
”

一

,

; ⋯轰⋯〕⋯
:
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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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粗解决了土改后在生产上所发生 的矛盾
,

生产查料及劳动力不足的周题都

初步地得到鲜决
。

有的农户有多余的劳力
,

但是没有足绚的大草与牲畜 ; 有的农户

有大卓与牲畜
,

但是没有足绚的劳力; 大家进行生产互助
,

就把简题解决了
。

粗积

起来后还可以进一步依靠集休力里
,

采用先进的技术措施及合理的使用劳动和各种

生产查料来提高生产
。

一般来挽
,

互助粗的产量总是高于单千户的
,

195 2年王保京

及刘丙林雨个互助粗与单干户的比较如下表 :

表二
、

常年互助粗与翠干户产里的比较

处体
, 薄 太

刘内林
_

互助粗

(原 七)

单 干 月

24940一200一

一户

今一千n9021下一
�--‘,牌一单宫

一l

|
灵一粗。一

�150140360一姗

区//一地\�一花

\�一好

小 发

花 (好花)林玉

19 52 年王保京互助粗的玉米丰产田首创这个地区的丰产纪录
,

大大地鼓舞了这

个地区农民粗积互助粗的极积性
。

王保京互助粗共18 户
,

由于生产的提高
,

生产查

料也有所增加
。

牲畜 由 2 头增加到 4 头
,

大草由一柄半增加到二柄半
,

粗内的公共

积累也达到3
,

56 0元之多
,

同时由于有了集休的力量
,

因在王保京同志的极 积主持之

下
,

进行了一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斌脸与研究
,

如玉米人工授粉
,

去雄杂交

及改进耕作方法等
,

首开农民搞拭脸研究的先例
。

农民粗积起互助粗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

并且 初步地培养了农民具有集体劳动

的习惯
,

在生产及分配方面因为进行集体劳动及具有若干公共肘产
,

因已具有社会

主义的萌茅
。

但是
,

互助粗毕竟还是以私有制为基 础的
,

以分散轻营为前提 ; 因此

对进一步地发展生产 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

同时也不能彻底阻止农民向雨极分化的趋

向
,

只有进一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

把小农轻济变为集体径济
,

才可以彻底的拔

除农民贫困的根源
。

互助粗在生产中存在的基本矛盾是集体劳动与分散胫营的矛盾
,

随着互助粗的

发展
,

这种矛盾就愈益显著
,

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 第一
,

互助粗解决不卜

因做活先后而引起的产量不均的简题
。

农业生产有季节性
,

适时耕作
,

适时播种
,

对产量有很大的影响
。

互助粗祖是进行集体劳动
,

田地上的成果却是淮种难收
。

魏

村贫农李数学与中农李国正
,

同在一个互助粗
,

同一块地
,

由于做活先后的差别
,

李数学小麦每亩打 4 斗
,

而李国正却打了 7 斗
,

这样就必然影响劳动者汪他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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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劳动的积极性
。

第二
,

互助粗限制着生产技术进一步的发展
。

互助粗一般的挽比

单千户能接受新的技术 ; 但是由于土地仍是私有的椽故
,

有些新技术的采用就受到

一定的限制
。

如王保京互助粗想搞一块玉米丰产田
,

以用上中农郑富财的地校为适

宜
,

但是当粗里针划用他的地时
,

却被拒艳了
。

他挽 :
“

‘

你要搞
,

就到你 地 里 搞

去
,

我有利不图
,

有害不受
” 。

第三
,

互助粗仍不能阻止农村自发的资 本 主 义 趋

向
。

买卖土地的现象仍是存在着
,

范案土改后中农高德成原有土地 72
.

4 7亩
,

到19 54

年抵有5 2
.

41 亩
,

下降2 7
。

7% ; 另一个中农高逢春原有土地67
。

0 7亩
,

19 54 年 却 有

82
。

80亩
,

场加了19 %
。

各村都有这种例子
。

搞黑市活动的也很多
。

仅魏村19 5 5年一

年内就有85 户在搞黑市买卖
,

其中仅黑市小麦一项交易额就有雨万二千多斤
。

在这

种情况下农村中雨极分化的现象很难根除
。

事实征明
,

只要有生产查料私有制的存

在
,

资本主义的温床就有存在的可能性
,

农民置困的根源就不能彻底的清除
。

这类

矛盾如不能鲜决
,

农村的生产就无 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轻过二三年的互助粗生活
,

农民深深款靓到互助粗集体劳动在生产 上 的 优 越

性
,

集休劳动的力里是伟大的
,

只有依靠集休劳动
,

生产才能不断地提高
。

同时农

民也歇积到互助粗的基本矛盾是集体劳动与分散轻营的矛盾
,

只有枕一轻营才能清

灭分散轻营在生产上的落后性
,

及进一步地巩固与扩大集体劳动在生产 上 的 优 越

性
。

党及时地指出必筑 “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使农业能约由落后的小规

摸生产的个体轻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 的合作轻济
。 ” ( : )它的具休道路

“
就是轻

过筒单的共同劳动的灯时互助粗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
,

而有某

些少t 公共肘产的常年互助粗
,

到实行土地入股
,

挑一轻营而有较多公共肘产的农

业生产合作杜
,

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极的农业生产合作

社
,

(也就是集体农庄 )
。 ” (3 )

19 54 年 3 月在薄太后村刘丙林常年互助粗的基础上
,

就建立起星火农业生产合

咋社
,

当时入社的有2 8户
。

这是这个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初极农业生产合作社
,

也是

当时酸泉县的第一个初极农业生产合作社
。

1 95 4年 5 月
,

百灵宫王保京常年互助粗

也改成为烽火农业生产合作社
,

当时入社的是18 户
。

这个地区
,

在星火与烽火雨个

农业社带动之下
,

到 1 , 5 4年就有20 个初极社 ; 入社的农户共 9 15 户
,

占这个地区总

农乃的1 9
。

7%
。

( 2 )
.

中国共产觉中央 上员会关
一

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滩
‘ ,

人民出版砒
,

19 5 4年
,

策 1一 2 月

(3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且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决进
, ,

人场出版社
,

19 54 年
,

布 ,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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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极社的成立
,

使这个地区的生产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

初极社是 在 土 地 入

股
,

其他生产查料作价入社
,

梳一轻营的基础上进行的
。

土地可以杭一轻营
,

劳力

可以杭一稠配 ; 因此
,

它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

可以合理的粗积人力及畜力
,

可

以合理的使用各种失产查料
,

可以普遍采用各种科学技术
、

各 种先进径脸及新式农

具
,

可以开展多种轻营
,

及按照国民轻济的需要进行有舒划的生产
。

这样就为进一

步地发展生产创造条件
。

原来互助粗存在的矛盾
,

杭镬得了解决
。

初成立的烽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 当年就有很大的提高
。

玉米亩产5 66
。

14 斤
,

小麦30 9斤
,

棉花亩产216 斤 (籽棉)
,

与互助粗阶段比较
,

都有显著 的提高
。

由于集

体轻营及生产的提高
,

因此有校大的径济力量来进行基本建段和技术改革
。

19 55 年

烽火社瞒买了双轮双摔擎 3 架
,

棉花条播机 4 架
,

12 行小麦条播机 1 部
,

此外还睛

买了一些玉米脱粒机和喷霉器
。

在基本建没方面
,

兴修了水利
,

扩大了灌溉面积120 多

亩
,

还开荒10 0 多亩
,

植树造林4 0余亩
。

在丰产拭脸及各种农作物的科学研究方面也都

大力的开展
,

除进行玉米丰产献脸外
,

还进行了小麦
、

棉花丰产拭脸
,

麦棉雨熟以及

选育优夏品种的斌脸研究
,

为农民大搞农业技术革命树立了一面旗帜
。

全社大力地

推广了玉米人工受粉献脸
,

在生产上镬得夏好的桔果
,

这样因使得生产不断地提高
。

社具的收入因生产的提高也比入社前有很大的提高
。

以王保京互助粗的成且来

看
,

19 52 年孩粗 6 户共39 人
,

每人平均全年收入 55 元
。

入社后这 6 户的人 口增加到

4 8 人
,

平均每人全年收入96 元
,

比互助粗每人平均收入增加了74
。

5呢
。

新下中农王

食州在入社前 19 5 3苹仅收不小麦4 50 斤
,

玉米300 斤
,

棉花180 斤
。

入社后19 55 年郎分

得小麦 180 0多斤
,

玉米1 450 斤
,

棉花350 斤
,

比入社前提高了二
、

三倍
。

19 55 年夏由于农村中查本主义 自发势力的存在及某些干部有着严重的右倾保守

思想
,

队为办少好巩固
,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受到一定的阻碍
。

个别地区在富褚

中农的煽动之下
,

还出现有拉牛散社的情况
,

但是很快的在党的镇导之下
,

及时的

进行了整顿
。

特别是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周题的报告及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

的决我抬当时的情况指出一条正确的方向
,

因而
,

这个地区从 19 55 年冬到1 956 年春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农业合作化 的高潮
,

在一个很短的时简

内
,

基本上都建立起初极农业生产合作社
。

全区到这时80 % 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社
。

农业合作化使这个地区的生产大大 的提高了‘步
,

但是由于当时成立的主要 仍

是初被农业生产合作社
。

它仍是在私有土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土地仍参加分杠
,

达样就严重地影响到社且的劳动积极性
。

烽火社19 55年分杠时
,

一个地股分棉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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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而一个劳动 日只分得 9 雨
。

上中农王保兴一家十口 人
,

有劳3个
,

地股36 役
,

19 55 年

全年只做2肚个劳动 日
,

地劳共得报酬l
,

0 43 元
。

由于他的地股多
,

因此对劳动就不积

极地参加
。

贫农王中荣
,

二家七口 人
,

有劳 2 个
,

地股 8 股
,

19 5 5年做了4 00 个劳动 日
,

此王保兴多做劳动 日70 % ; 但是收入方面地劳合舒也只59 7元
,

此王保兴还少80 %
, ‘

这样就影响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及贫中农的团桔
。

同时土地私有制也妨碍着土地查源的合理利用
,

及农田基本建毅的进行
,

土地

调整也不易进行
。

烽火社沿理河及沦河一带坡地水土流失严重
,

巡河沿岸还有一些

滩地宜造林植草
,

实行保土耕作
。

19 5 5年想加以利用
,

就受到阻碍
。

上中农王建栋

就不愿在他的地上进行
。

星火社想选择一个适宜的地点盖铜养室
,

桔果也因土地私

有关系而未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

这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初极社就应进一步的实行土地及生产查料公有化
,

取

消土地报酬
,

改成为完全按劳分配的高极农业生产合作社
,

这是发展的必然桔果
。

烽火初极农业生产合作社于19 56 年 3 月在党的镇导下就首先改为高极社
。

星火高极

农业生产合作社也相粗成立
。

这一批林高极社的初极社都有二三年的历史
,

一般在

党支部的镇导下
,

轻过几年来的杭一轻营及集休劳动
,

社员对社会主义已有了深刻的

队职
,

生产速年地提高
,

社且生活不断地改善
,

社内公共积累也不断地提高
,

干部也有

了管理集体轻济及大规模生产的轻脸
,

这样都为由初极社棘为高极社创造了条件
。

由初极社斡为高极社是在农村中展开的又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
。

它消灭了

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
,

它标抹着对小农轻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
。

这是一个

比起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更要深刻得 多的革命
。

这是社会主义性宜的革命
。

通过这次

革命才最后一次挖掉了农民的穷根
。

这次的革命轻过了由初极到高极的一个发展过

程
。

土地改革替它创造了前提
,

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
,

也就是它整个革命的

过程
。

党与毛泽东同志创造性的运用了用克思列宁主义
,

桔合中国的实际
,

在很短

的时期之内
,

胜利地完成了在农村中的这次革命
,

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
,

刻除了

资本主义的轻济基础
,

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轻济
,

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广阔

的前途
,

为我国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提供了物贸的条件
。

这个地区的高极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是很迅速的
。

从19 5 6年春开始
,

不到一年的

时光
,

全区就基本上实现了高极农业合作化
。

它的实现的过程基本上有雨种类型
。

一种类型是先建起初极社
,

然后轻过一雨年后再林为高极社
。

白灵宫的烽火社
,

薄

太后的星火社就是这种类型
。

这些肚多是最早成立的社
。
。另一种类型是先建起初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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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

然后在一个很短的时简内就过渡为高极社
。

如魏村的兴隆社
,

锡家村的寺东社都

是如此
。

这些社都是在 19 5 5年冬或 19 56 年春建立的
,

19 56 年当烽火社等棘为高极社后

就很快地也棘为高极社
。

个别的还有从互助或由单干户粗道接粗成高极社的
。

这种悄

况是在初极社已轻显示旦大的成精
,

农民也深深体会到抚一握营与集体劳动的优越

性
,

同时也看到在进一步发展生产时
,

有些简题初极社还不好解决 ; 因此
,

当有些

社已改为高极社不等其 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时
,

群众即有迅速地斡为高极社的要

求
。 “
初极社既然还有缺点

,

还要向高极社过渡
,

还是一步登天道接办高极社为好
” 。

这种仍速地斡为高极社是与学习党中央的
“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裁

,

及毛泽东同志

的
“
关于农业合作化朋题

”
及历年来受党的教育及 已具有在互助粗时期办集休轻济

的丰富径脸有直接的关系
。

逐年初极社及高极社发展情 况如下表 :

表三 烽火人民公社地区初极社与高极社发展情 况

年 皮 总户数
}

“ _

{
*

极 砒

{
户

1肠4

19 55

咬
一
63 0

4
一
7 5 9

4
一
8 2 4

4
一
9 8 2

3
,
8 24

062月‘

�as40公1956

1 9 5 7

4
,
1灯

4
,
9 8 2

由初极社斡高极社的过程
,

对农民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群众的

思想变化是很复杂的
,

其中最大的一个顾虑是怕收入得不到保征
,

或收入会有所减

少
。

有的怕社内没活干
,

有的怕自己没有劳动力
,

土地报酬取 2肖后没有依弃了
。

一

般茸农及下中农对蒋高极社是最积极的
。

顾虑最多的还是一些地多人少的上中农
,

怕土地报酬取消后
,

收入会减少
。

一般轻过学习党的文件及算韧帐后都基本上得到

了解决
。

烽火社及星火社都轻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

星火社在建高极社的过程中算了
一

三笔帐 : 一笔帐是劳动出勤帐
,

税明成立高极社
,

土地可以杭一规划
,

今后活路是

更多不是更少
。

一笔是算收入对此帐
,

高极社由于生产的发展
,

总收入增多
,

土地

报酬取清后仍不会影响收入 ; 因为劳动报酬可以提高
,

土地多的人
,

只要多劳动
,

收入仍会比过去有所增加
,

从长远来看
,

收入更是会增加的
。

第三笔帐是算青苗扰
, 、

牧单碾与统收按劳分配帐
,

挽明现在立即扰一分配
,

仍是有利的
。

轻过算帐
,

袍大

多数的中农也愿意娜为高极社
。

在星火社烽火社的带动下
,

1 956 年当年加入高极社

的次户即占到总农户的8 5%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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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初极社棘高极社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建社的过程
,

而且是一个讲社与扩社的过

程
。

互助粗斡为初极社后
,

户数郎不断地扩大
。

一般的社都在一二百户以上
。

王保

京互助粗成立初极社后 由原来18 户扩大到65 户
,

由初极社斡高极社又扩大到 1 115 户
。

屋火初毅社是在刘丙林互助粗的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
,

斡高极社时与赶火初极社合讲
,

由原来的2 8户扩大为19 2 户
。

最后
,

这个地区共成立了38个高极社
。

高极社取消土地报酬后
,

一般社且的劳动积极性普温高涨
。

星火社 在 未斡 高

毅社前
,

28户中没有一户全年所做的劳动 日超过 300个劳动 日的
,

其中还有15 户每户

平均还做不到 15 0个劳动 日
。

斡高极社后
,

28 户全年所做的劳动 日每户平均都在3 00

个以上
。

其中30 0、4 0 0个劳动 日的有 5 户
,

4 00、5 00个劳动 日的11户
,

5 0 0~ 6 00个

劳动 日的 5 户
,

6 00 个劳动日以上的 7 户
。

一般地挽
,

高极社成立后
,

社具所作劳动

日普愿增加在三倍以上
。

斡高极社后社具全年所做劳动日增长情况如下表 :

表四
、

星火初极社邓户社员蒋高极社后全年所做劳动 日增长情况

}一
“
⋯
4oo一卜一⋯一⋯

70 。

肚
卜

’

·

10 0劳动日段下

100 一i的

1 5吞ee 200

匆昨州肠O

留沁以五

. 针 5 1 1 5 1 6 28

高极社成立后
,

土地可以貌一规划
,

规模大
,

人力及查源雄厚
,

各社都可以根

据各个地区的土坡
、

地形等自然条件及轻济斋要进行合理的规划
。

如魏村的兴隆社

建社后就把原下沿巡河一带的平地规划为粮棉生产区及蔬菜栽培区
,

把河滩沙地规

划为轻济作物区
,

把原下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地区规划为铜料生产区
。

同时并在土地

规划 的基础上按照 当地倒搓习惯
,

初步地确定了相应的轮栽制度
。

星火社除作了类

似的土地利用规划
,

同时还对作物的松栽秩序及作物粗成作了初步的安排
。

各社都举办了各种的工付业
,

展开了多种轻营
。

一般都投有油坊
、

札花厂
、

及

农具修配厂 ; 有的还股有豆腐坊
、

礴瓦窑及石灰窑等 ; 有的还办有农产品粽合加工

厂
。

.

兴隆社还按装了一部柴油机
,

用来轧花
、

磨面和榨油
,

一方面节省了大 t 的人

力及奋力
,

可以用来从事其他方面的生产 ; 另一方面大大地场加了收入
。

各社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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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养猪及养羊方面也得到发展
。

各社都大搞农田基本建投
。

烽火社及兴隆社棘高极社后第一年就基本上实现了

诀利化
。

烽火社修水渠使 300亩早地变为水地
,

另修梯 田10 0 多亩 、
开荒地4 00亩

。

兴

隆社兴修水渠 16 5条
,

使原下的耕地大部分都变成水涣地
,

此外还开 出荒地304 亩
。

薛

多社还进行了改夏土壤平整土地的工作
,

使土地便于速片轻营适合于耕作及灌溉
。

’

高极社的成立更促进了这个地区进一步应用各种新 的农业科学技术
,

改进耕作

制度及耕作方法
。

如把原下的水浇地从雨年三熟改为一年雨熟制
,

改硬搓播种为软

搓播种
,

改撒播为条播
,

这些在高极社成立后都全部实砚了
。

烽火社更在王保京同

志镇 导下进行了爵多科学研究及丰产拭脸
。

小麦
、

棉花都陆精创造了这个地区的高

额丰产祀录拭脸项目也大大地增加
,

并逐渐地开始了一些高极拭脸研究工作
。

他的

轻脸对这个地区的增产起了相当的作用
。

国家的拖拉机站也开始在高极社建立的这

一年在这个地区进行机耕
。

这些都是在初极社及社小时很难充分发掸作用的
。

,
高极社的生产水平一般地比初极社都有显著的提高

。

烽火社斡高极社前后雨年

的产鱼 : 玉米 19 5 5年亩产 362斤
,

195 6年为525斤: 小麦 19 5 5年亩产为2 30斤
,

19 56年

为32 0斤 ; 棉花195 5年亩产皮棉为6 0斤
,

·

19 56 年为62 斤
。

社具的收入也有显著 的增

加
,

每户平均收入 19 5 5年为3 1 5
。

0元
,

19 5 6年为6 1 3元
。

19 5 5 与19 5 6年都是这个地区

的丰收年
,

.

19 56 年夏收期简还遭受再害
,

使生产遭受到倡失 ; 但是与19 55 年比产是

仍有显著的增加
。

总收入方面因开展多种轻营的椽故
,

也有显著的提高
。

这些都挽

明高极社比初极社更能进一步地发展生产
。

三
、

供葫合作及信用合作

这个地区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
,

供始合作与信用合作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与促

进的作用
。

生产互助合作是使农民粗积起来逐步地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使农

业能殉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 的个体轻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轻济
。

供精合

作是逐步粕小农民与查本主 又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联系
,

通过供始活 动逐步地将农

村轻济辆入国家升划的轨道
。

信用合作主要是打击农村高利货
,

活跃 农 村 金 融
,

扶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

以促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
。

三者都是在引导农民逐

步地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毅
。

它们的关系正如党中央的

“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散

” 中所指出的
, “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

农村供稍合作

和农村信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
,

这三种合作到目分工而又互相联系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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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促进
,

从而逐步地把农村的轻济活动与国家的轻济建没箭划联枯起来
,

逐步地在

生产合作的基础上
,

改造小农轻济
” 。

(4) }

土地改革使商业查本及高利货刻创受到严重的打击
,

但是浪有使它达到彻底摧

级的程度
。

私商的投机活动
、

黑市买卖及高利黛活动在农村中并没有因此而艳肺
,

这样仍不时地促使着农民自发的查本主义的滋长
。

当时的农村市坊
,

仍基本上掌握

在私商的手里
,

为了彻底的改变这种情况
,

杜艳农民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

党及时的

在农村中粗积起供稍合作及信用合作的各种粗权
。

它的任务就是
“
在国营轻济的倾

导下帮助农民群众逐步摆脱这些剁创
,

帮助国家完成收麟粮食及其他农 产 品 的 任

务
,

努力供应农村必要的生产查料和生活查料
,

发展农村储蓄和低利黛欺
,

为农村

生产服务
,

促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
。 ” 《5)

这个地区的供销合作社是在鲜放初期194 9年10 月成立的
。

最初成立时社昌人数

为2
,

2 5 6人
,

股金为6
,

316元
。

到 19 5 3年时社旦增加为6
,

2 5 7人
,

股金为17
,

5 1 9元
。

当时

已有公积金6
,

235 元
,

公益金4 6 3元
,

速同上极拨欺 4
,

51 9元
,

合针查金共有 28
,

7 36

元
。

在国营轻济的领导下
,

供精合作社无渝在生产青料或生活查料方面的供应盆逐

年都不断地增加
。

19 5 3年营业额已达到12 8
,

06 9元
,

占当时市坊营业额的37 %
,

其中

棉布
、

盒搪等已占到9 0%以上
。

在农产品收睛方面
,

已轻达到9 79
,

54 6元
。

由于供耸合作轻济的迅速发展
,

社会主义市伤的不断地扩大
,

这就使农民能殉

逐步地摆脱资本主义轻济的影响
,

而依靠社会主义轻济来满足自己在生产和生活上

的播耍
。

同时还因供销合作轻济的发展
,

与小农轻济的联系日益紧密
,

这样就可以

从农产品收麟及清费品供应方面来逐步地克服小农轻济在生产上的盲目性
,

因而有
·

利于小农轻济的改造
。

供精合作社并可以通过供稍活动进一步地来帮助与促进农业

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
。

供角合作社一方面通过供峭活动利用各种方式轻常地向社 且

及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

教育社具要把国家的利盒 与个人利益很好地桔合起

来
.

认育社且应遨守国家的法令政策
; 另一方面用差价及各种优待办法对互助粗及

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桔合合同等方式在供稍方面予以支持及保靓
。

这样就大大地保

征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
。

从 19 53 年起到 1 958 年
,

通过合同供应抬互助粗及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青料总值达230 余万元
,

收腊农产品总值达 1
,

000 劣万元
。

诊样就

道接对这个地区的生产及农业合作化起到保证 与支持作用
。

《4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且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kl1 的决滚
,

人吴 出版砒
,

1 9 5 4年
,

第14 厦。

(吞》
‘

中国共产觉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滋
” ,

人民出版社
,

1 9摊年
,

年摊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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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精合作社对这个地区的资本主义商业的改造及打击查本主义势力 在 农 村 市

筋上的投机活动等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

解放初期这个地区共有大小 私 商 60 多

户
,

其中坐商30 多户
,

到 19 53年时一共还有30 多厂
。

供淤合作社成立后分别成立了

食品
、

百赏
、

布匹及生产查料等四个零售商店
。

19 54 年又发展为10 个
,

增役铁磁
、

木器
、

杂货等六个零售商店 ; 另外还成立有染房
、

醋房
、

竹器加工厂
,

麻棍加工及

糖果加工等加工厂 ; 同时在星火
、

炬火
、

宝塔等农业社所在地还建立了 五 个 分 幼

店
。

19 5 5年全年的营业额达到市坊总营业额的56 %
,

销售总额也增加到6 94
,

980 元
,

比

19 53 年增加了4
.

6倍
。

随着供雄合作社营业额在市坊上的增长
,

这样就使 市 伤 的 面

貌
,

逐步改变
,

农村中商业障地已基本上为社会主义商业所占镇
,

资本主义商业退

居次要地位
。

在农产品收瞒方面
,

由于国家不仅对粮盒
、

油料实行了抗麟杭单
,

而

且又在1954 年对棉花也实行了爵划收睛
,

对其他主要农产品也实行了杭一收瞒
,

至

此主要农产品的收磷工作都全部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
,

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

排除了查本主义商业在农产品收麟 与出售过程中对农民的中简&lJ 削
,

割断了查本主

义商业与小农轻济的联系
,

这样也就对查本主义商业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

1952年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对查本主义商业的五毒行为
,

从思想上拾予严厉

的打击
,

使它的违法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

但是当时还没有从粗积方面根本上改变查

本主义商业的面貌与性霄
,

因为这时供龄合作粗积力量还虚弱
。

19 54 年及19 55 年的大

发展彻底改变了这种形势
。
1 956 年对查本主义商业及小摊贩开始进行粗积改造

。

一般

地是有的采取公私合营的形式
,

有的粗成合作商店的形式
,

有的粗成合作小粗
。

通过

公私合营
、

合作商店及合作小粗就把这30 多户的资本主义商业及小摊贩分别钠入不

同的形式的国家查本主义道路
,

使它逐渐变为社会主义性霄的商业
,

为社会主义轻济

服务
。

这时候社会主义商业就巩固地于弋替了查本主义商业
,

占镇了农村市塌阵地
。

19 56 年供稍合作社的营业额占全年总营业额77 %
,

19 5 7年就达到总营业额的91 %
,

改造后的查本主义商业也基本上钠入到国家爵划的孰道
。

这样就根本上解决了在商

业方面的雨条道路的斗争周题
,

从而保征及促进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
。

} 信用合作粗积是农村劳动农民粗积起来
,

稠荆查金有无
、

解决 困 难
、

发 展 生

产
、

打击与逐步排除与消灭高利货刹创的一种集体轻济粗积
。

土地改革后
,

广大的

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和生产查料
,

但是由于小农轻济力量薄弱
,

无力对付自然灾容

及各种惫外事故
,

难见在生产及生活上不受困难 ; 因此仍难免有卖房卖地
、

借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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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

‘
’

当佩工变人刹削的情况发生
。

为了鲜除这方面的威胁
,

党倾导农民除发展农业

生产互助合作及供梢合作外
,

又粗积起信用合作
。

农村中有了信用合作粗积
,

一方

面可以吸收农村中的面散资金
,

赴它铭菩起来
,

使它有一个正 当的出路; 另一方面

可以把这部份集中的查金贷拾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农民
,

使他们可以摆脱高利贷

的刹创
,

这样通过查金的借背
,

就可以割断农民与资本主义在金融方面的联系
,

促

进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

这个地区的信用合作粗积的发展也是迅速的
。

19 53 年 3 月简开始粗积
。

最初成

立的是薄太后及力土村雨个信用合作小粗
。

19 54 年共成立了七个信合作社及六个信

用合作小粗
,

到 19 55 年共有十二个信用合作社及三个信用合作小粗
。

19 56 年就以这

些信用合作粗积作为基础分别粗成新城乡及吁东乡雨个信用合作社
,

到这时每一个

农业社所在地都成立有一个信用合作社
。

信用合作粗积成立后
,

高利货的活 动就逐渐受到一定的限制
。

信用合作粗积主

动地解决农民在生产及生活上的困难
,

如 19 54 年二月简当信用合作粗积知道农民雷

子公因生活困难
,

以月息23 分 3 厘的高利借了高利贷25 元的事后
,

立即以月息 1 分

6 厘的低利背欺拾雷子公黛了30 元
,

使雷免受高利货的&lJ 削
。

信用合作粗粉利息低

徽
,

而且不断地在降低中
。

19 56 年开始降低货欺利息
,

由 1 分 6 厘降到 1 分 2 厘
,

再降到 9 厘
,

最后到 7 厘
。

货欺的数额也逐年地增加
。

这样棒于使农村中高利货的

活动得以制止
。

19 55 年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以后
,

信用合作粗积的贷欺对象及用途也逐步发

展变化
,

除货欺拾盆苦农民解决其生活周题外
,

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粗积的生产育

欺也在逐步提高中
。

通过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粗积货欺
,

一方面使其能获得更多的

生产资料
,

便于进行扩大再生产 ;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
,

积累可以扩大
,

因而
.

可以更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

这样信用合作粗积
,

就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起了巩

固 与促进作用
。

如19 54 年力士村张顺科互助粗初成立时
,

信用社当即黛拾 27 0 元以

解决当时互助粗和粗员的生产及生活上的尚题
。

王保京互助粗成立初极社时
,

信用

社当郎黄抬1600 元以买化肥
、

农桨
、

农具及牲音等
,

及200 元的生活 黛欺
,

这 样就

大大有利予当时 的生产
。

信用合作粗积的食金来源主要有三部份
,

一为社且的股金
,

一为社爪及生产互

助合作粗积的存欺、 一为簇行登欺
。

股金数额校少
,

来源有限
,

级行货欺只是在信

栩合件粗积在食全周将上友生困难时始能获得
,

而且是短期性筑
,

因此食伞的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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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社旦及报产互助合作粗积的存钦
。

这个地区从19 5 5年来在信用社中的存欺数

字如下表 :

表五 厉年 (1 95 5

—
195 8 ) 信用合作社存款额数 (草位 : 元)

年 份

}
, 业生产合作‘

}
。 ,

·

{ , ,

1 95 5年

19 5 6年

19 5 7年

19 5 8年

30
,
00()

40
,

耐
3 9

,

0() 0

4 3
,
0 0 0

8
,

加0

1 1
,

加O

1 0
,
000

1 4
,
0 0 0

3 8
,
0 0 0

5 1
,

0 00

帕
,
0 0 0

5 7
,
0 0 0

我们可以看出农业社与社员的存数是逐年在增加中
,

这一方面锐明信 用合作粗

积查金力量的壮大
,

因而能更好的为发展生产
,

促进农业合作化服务 ; 另一方面也

标蕊着生产水平与社且党悟的提高
。

信用合作与供销合作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

它们共同地为农业社会主 义改造

服务
。

这个地区也广泛地推行生火
、

供稍与信用三桔合的方式
,

签盯三 桔 合 的 合

同
,

互相保征与支持
,

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三桔合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生产舒划
。

农业社根据国家的舒划任务和本社的需要
,

制舒生产爵划
,

向供稍社提

出所需要的生产查料的种类及数量
,

向信用社提出所需要的青金数额及时期 ; 供给

社根据合同按时地供应生产查料与收麟农产品
,

拜通过信用社来支付农 产 品 的 价

欺
。

信用社根据合同按时供拾青金
,

农业社应按时归还黛欺及将暂时不用的欺镇存

入信用社中
。

这样就使得三者更紧密地拮合在一起
,

共同为农业社会主 义 改 造 服

务
。

供销合作与信用合作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都是社会主义性臀的轻济
。

三者共同

的任务是通过合作化的道路
,

直彻党对小 农径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斜政策
,

彻

底消灭农村中的查本主义
,

迅速而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
,

以便最移地在农村中建

成社会主义
。

其中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是改造小农轻济的基本环节
,

‘

因为它最移地使

小农轻济起了臂的变化
,

使它改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休轻济
,

这里供精合作及信用合

作起着的是促进作用
。

这个地区的供稍合作与信用合作的发展
,

无疑地是胜利地完

成了这个任务
。

四
、

人民公社化

农业合作化高 报阶段的完成
,

使得这个地区的生产全面进入到一个 崭 新 的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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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

生产水平不断地提高
。

1 9 5 7年党文镇导农民在农

村中进泞了全民性的整风运动
,

农民的思想大大地解放厂思想党悟也普 遍 得 到 提

高
。

19 58 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投总路技照耀下
,

全 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 一 个 大 跃

进的局面
。

这个地区也同样地出现这种形势
。

农民为了多快好省地建投社会主义
,

提前完成党中央所提出的农业发展韧要四十条所提 出的各项指标
,

都以冲天的干劲

大搞生产
。

这时就深深地感觉得有必要也如其他先进地区二样
,

把这个地区所有的

高极社都粗成一个规模更大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
,

进行农林牧付渝多种轻营的政

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

当时高极社的形式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

薛多高极社都想办工业
,

如永光社

想办一化肥厂
,

星火社想办一面粉厂
,

桔果都因查金力量薄弱
,

无法办起
,

烽火社

19 5 7年秋郎曾酝酞办一个轧花
、

磨面粽合工厂
,

初步估爵得 15
,

0 00 元
,

但是社里共有

资金袱3
,

00 0多元
,

这样一道到19 58 年还是办不起来
。

有 的是原有的工业已有 一 定

的基础
,

但是要想进一步的扩大
,

也都又没有力量
,

如星火社的醋房
、

粉房
、

榨油

及碑瓦厂等就是如此
,

这样要想大办工业以适应国民轻济的需要
,

自更困难
。

高极社的形式也限制着各社进一步地发展农林牧付渝的多种轻营
。

为了进一步

发展
,

农业生产必须在更大一些范围内进行统一规划
,

以便更好地利用各种土地资

源及合理地使用人力及物力
。

但是高极社这种多种轻营往往因人力及物力的育限及

资源的限制而得不到发展
。

早原地区有些高极社要想开展多种轻营又苦无阴路
,

即

使有条件
,

也因轻济及技术条件不殉而不能开展
。

许多高极社耍想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投如兴修水利等
,

但这些也都不是一

个社的力里所能办到的
。

如旱原上的修渠简题就是如此
,

要想完成
,

必须大家一齐

动手
。

有些地区的土地利用涉及到井多高极社的协作简题
,

才能得到合理的鲜决
。

如烽火
、

兴隆等社附近沿座潜河河一带有近万亩的坡地
,

水土流失严重
,

为了水土

保持
,

就必须广泛地植树造林
,

但 这又不是一个社所能办到的
。

勺 高极社在进行农业生产机械化方面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
,

人

力及畜力都感觉得十分紧张
,

迫切的要求使用机器
,

但是由于高极社的规模小
,

轻

济力t 及技术力t 薄弱
,

要想麟置及使用各种新式农具及拖拉机等也都有一定的困

难
。

高极社在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

进行斌验研究及进一步开展技术革命与文化革

命方面
,

也受到一定的障碍
。

如烽火社想在王保京同志镇导下
,

在总桔历年小麦 及
·

玉米品种杂交及各种拭脸研究的基础上
, .

扩大拭脸研究项目
,

以进一步 地 提 高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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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当时就因社小力量小
,

承担不起这样复杂的任务而无法进行
。

有些高极社也想

进行这种献脸研究及学习这方面的先进技术
,

却又苦于无人指导
。

这样也就阳碍了

新式农业技术进一步的推广
。

爵多农民要想学习文化
,

学习科学技术
,

也都不是高

极社的力量所能满足的
。

在 另一方面要想更好地胃彻党的社会主义建投总路钱
,

农村中的薛多粗积也需

要进一步地加以凋整
。

供龄合作与信用合作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需要在更大规模的

基础上桔合起来
,

才能更好地发挥三桔合的优点
。

地方上政社的机构也有必要合而

为一
。

这样既可以便于在党的抗一镇导下来全面地安排各项社会活动
,

使其能更符

合于生产大跃进的需要
,

更好地镇导生产 ; 同时还可以筒化机构
,

集中镇导
,

提高

工作效举
,

使其能更好地为建毅社会主义服务
。

各种文化教育及集体福利事业也需

要进行挑一的规划
,

以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建立起来
。

劳动粗积的形式以及收盘

分配的方式方面也应作出相当的刹整
,

以适应这种新的跃进的形势
。

这些都不是仅

仅小社讲大社所能解决的
。

19 58 年春
,

新城乡的十七个农业社首先在乡人民委具会的镇
一

导下成立了四个联

社及一个全 乡的技术推广委具会
,

寡阴负青粗积协作
,

推广新技术
,

粗积交流轻脸

与检查郭比
,

但是不绚
,

还是感党得需要进一步地从粗积上也全部挑一起来
。

19 58

年 8 月毛主席提出
“还是人民公社好

” 的指示后
,

这个地区的农民就热烈的响应
,

积极地要求也成立人民公社
。

当时原爵划在吁东乡建立起四个公社
,

在新城 乡建立

起三个公社
,

轻过多次酝酞
,

最后粗成一个
。

烽火人民公社就这样在群众热烈的要

求下
,

轻过一个很短时简的酝酞就成立了
。

烽火人民公社的成立可以锐是这个地区客观轻济形势发展的必然桔果
。

解放以

来
,

农民在党的镇导下
,

进行了土改
,

推翻了封建刹削制度
。

土改后
,

农民迫切要

求发展生产
,

改善生活
,

党又镇导他们从事生产互助合作
,

通过耐心的锐服教育与

示范
, _

胳于把小农轻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径济
,

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

发展

了生产
,

提高了农民的物臀和文化生活水平
。

通过这一系列的事实
,

农民亲身体会

到粗积起来及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
,

因而更坚定了走社会主义的信心与决心
。

轻过党的几次社会主义改革及整风 运动
,

思想歌靓也有很大的提高
,

这样就为人民

公社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

因此
,

烽火人民公社可以貌完全是在人民群 众社会主

义觉悟空前高涨的基础上
,

在党的镇导下
,

通过农民群众的自党活动
,

根据客观径

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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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烽火公社对生产查料方面实行的是以队为基础的三极所有制
。

队的所有制

是基本的
,

社的所有制是部分的
,

小队也有部分的所有权
。

这里由于是政社合一的

缘故
,

在社的所有权中还含有全民所有的成分
。

目前由于各队的基础不 同
,

穷富不

一
,

因此还需耍逐步地过渡
,

不能一下就变为社的所有制
。

在管理休制方面实行的是

枕一倾导
,

分极管理
,

分极核算
,

这样既贯彻了三极所有制的精神
,

同时也保征了

全社挑一倾导的方卦
。

公社一极根据国家轻济建毅和本社的需要抗一筹划
,

管理区

根据公社的安排鱼置贯彻 ; 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
,

按公社的规定扰筹安排全队的

生产 ; 小队为承包单位
,

具休负壹执行
。

各单位的轻济往来
, ’

统按等价交换各鱼盈

亏的原则处理
。

管理区规摸一般在千户上下
,

生产队即按原来的高极社粗积
,

这样便于进行核

算
。

一般是一村一队
,

小村是数村一队
,

一般队的规模为1

狮
左右

,

队大的有3 15

户
,

小的也有60 户石生产小队一般为25 一40 户左右
。

另外还成立有寡业生产队及小

粗
,

有的为临时性的
,

如工付业方面的劳动粗积便是
。

这些劳动力亦工亦农
,

农忙

时投入农业
,

农忙后仍进行寡业活动
。

队与小队普派推行
“四定

、

三包
、

一奖制
, ”

郎定夯力
,

定耕区
,

定牲音农具
,

定坛产措施 ; 包工
、

包产
、

包投查
,

超产奖励
。

在生产小队中
,

还实行分工负肯制
,

使每块地
、

每件农活或每种技术措施
,

都有寡

业粗或寡人鱼贵到底
,

要求做到
“
任务到队

,

青任到人
;
措施到田

” ,

最后要
“
插标

脸收
” ,

以求有效地霄彻三包制度
。

工查方面采取的是择工北分
,

死极活郭
,

按劳

动 日分杠的办法
。

公社轻济是一个互大的集体轻济
,

必复实行叶划管理
,

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

烽火公社成立后首先就吸收了高极社的薛 多先进轻脸
,

充分利用原来各乡旗工商及

肘置等业务部阴的管理轻脸
,

建立起一奎完整的箭划管理体系
。

公社以业务部阴及

生产队为单位分别地提 出各项有关的任务指标
,

具体爵划由有关业务部阴及生产队

负宜制盯
,

这样既可以有一个杭一的舒划
,

同时还可以桔合具体情况使它得到胃彻
。

生产队的针划有年度针划
,

阶段作业歌划
。

各项针划与业务部阴的舒划都有密切的

联系
,

如物资供应及时务部阴方面的针划
,

就必填与公社的供销部阴及信 用部阴的

针划紧密地桔合起来
,

这样才能起到相互保征与促进的作用
。

各项舒划的执行情况

多及时进行检查
,

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竞赛运动
。

烽火公社轻常用这种比竞赛的办

法来督促及改进各部朋及各生产 队的工作
,

这样就使得舒划的胃彻与执 行 得 到 仔

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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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公社在建社的过程巾始胳是贯彻了勤俭办社的方卦
。

首先是因陋就简
,

充

分利用高极社原有 的投备来发展生产
,

如开展粉房
、

油房等工付业生产
, ,

都是在借

用社且原有砖投备犷房屋的基础上举办起来的
,

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投查
,

因而可

以保征重点投查项目的进行
。

其次是挖掘潜力
,

但可能节韵一切开支
,

还要把事情

办好
。

可用可无的开支就不开支
,

可以少开支的就尽量少开支
。

一切都精打韧算
,

以土代洋
,

从生产出发
。

瞬买农集
,

化肥及农具
,

都从生产需要出发
。

凡能 自制
,

聋用又省的就坚决不麟置
。

各项肘务开支都有一定制度
,

分极管理
,

敲属地执行肘

务爵划
,

这样就保征了生产
,

同时也节拍了开支
。

烽火公社在搞好轻营管理工作中最根本的二条。脸就是力口强了党的镇导
。

一赓

以铸

工作都要求作到思想先行与政治褂帅
,

轻常地抓住各种机会
,

用各种方式来宣傅党的

方卦政策
,

同时用算釉帐及粗积辩渝的方式桔合着鲜决一些重大阴题来进行社会主

义思想教育
,

从而使社且的社会主义觉悟能不断地提高
。

政社合一后
,

对加强党的

倾导在粗积上也创造了一个便利的条件
。

公社的各项工作都可以通过公社党委来扰

一布置
,

各有关的支部负青胃彻执行
,

从而使党的各项方针玫策可以保征得到彻底的

霄彻
。

民主管理也是公社轻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各填重大筒题都置彻着从群众

中来
,

到群众中去的精神
,

与群众商量并轻过一定会激后再作决定
。

各项肘务收支

均应公开
,

定期的向社且公布帐 目
。

干部加强集体镇导
,

实行分工食壹及轮流值班
,

以一定 的时简参加生产
。

干部的劳动报酬采取
“
定工生产

,

定额补贴
,

年移郭奖
”

的办法
。

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以同等劳力的50 % 实行包工
,

小队的干部因队务澳工
,

实

行定额补贴
,

这样使干部能深入基层
,

参加生产
,

因而可以更好的镇导生产
。

烽火公社的成立已有一年
。

在这短短的时简内
,

公社已在轻济
、

政治
、

及文化

等各个方面获得了亘大的成清
。

在农业方面
,

由于公社对农业可以进行杭一镇导
,

可以更有效地充分动且和合理安排农村的劳动力
,

充分发挥人力
、

物力
、

和技术力

妞
,

今年夏季就获得了第一个大丰收
。

全社共收小麦68
,

8 5 0亩
,

平均亩产230 斤
,

比

均阴年亩产 15 5斤高出4 5% 以上
,

并出现了50 0斤以上的大面积丰产 田共 12
,

859 亩
,

80 0斤以上的丰产田 12 3亩
,

其中并有1
,

0 00 斤以上的高额丰产田 7
。

26 亩
。

今年 夏 渠

很食总产里
,

达到 1 6
,

129
,

0 00斤
,

比 19 5 8年夏粮总产量增加6 0%
。

公社化后
,

动具全社一部分 力盆
,

首先完成了一 条横贯全社长达 15 华 里 的 季

楚
,

使全社三分之一的旱地都可以变 为灌概地
,

比原有 的水地扩大了七倍多
。

原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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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农业社针划修建扩灌千亩地的抽水机站
,

因人力
、

物力不足
,

雨三年还没有办起

来
,

公社成立后
,

抗一抽调劳力进行了大协作及瞒置了机器
,

雨个月内就把抽水机

站建立起来了
。

公社还在其他地区新建了雨处抽水机站公社目前尚有 1 ,7 0 0 多人从

事水利建投
,

其中并分出一部分力最支援宝鹅武功等地区的水利工程
。

在粽合发展多种轻营方面
,

公社也正在高速度地进行中
。

公社化后首先对全社

土地进行了扣涉 的规划
,

将来原下魏村及白灵宫地区
,

因土霄及水利条件均校好
,

今后准备大 t 地发展蔬菜及其他轻济作物
,

原上土地主要发展粮食及棉花
,

沟壑地

声及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准备大量地造林
,

栽巢树及植种牧草以发展音牧
。

为了积极地在这些地区准备造林
,

公社化后郎在原来已有豆好的造林基础的褚

落山没立一个林坍
,

帮助拨地 104 亩
,

建立苗圃
,

从各队抽调劳 立成 立 惠 业 生 产

队
。

目前在林伤的帮助下
,

已在各地区造林千余亩
。

畜牧方面
,

也在积极准备大发展中
。

公社化后郎由公社中心商店在全社开展了

一个 “十大养” 与
“
十大帮助

”
运动

,

帮助各队及社旦发展家畜
、

家禽及开展多种

轻营
,

现已向各方选瞒各种优夏品种
,

正在积极繁殖中
。

现已有苏联种焉 6 匹
,

各

种种猪5 0头
,

荷兰乳牛一头
,

端士和新疆羊十头
,

克士力及安哥拉 免10 0只
,

惫 大

利烽4 1箱
,

另外还有莱亨难
,

北京鸭
、

鹅等数百只
,

同时还在积极地准备养焦中
。

在工业方面
,

公社化后正在高速度地发展中
。

除将原来的一些工厂的规模加以

扩大外
,

新建的厂针有农产品粽合加工厂 3 个
,

健粗厂23 个
,

铜料加工27 个
,

土化

肥厂30 个
,

动力机械修配厂一个等一共84 个
。

原来烽火农业社1 955 年就想办的一个

农产品粽合加上厂也就很快的办起来了
。

原来的下些旧厂如农具修配厂等的规模一

般多扩大一倍到雨倍以上
。

今年夏收的各项农具大部份都是由农具修配厂供拾 的
。

根据已建立的雨个农产品加工厂的杭针
,

在节省人力和畜力方面
,

半年当中就可代

替人力9
,

00 0多个
,

畜力6
,

000 多个
。

糙粗厂砚共有75 台徒粗机
,

每 日也可 节 省的0

多个女劳动力
,

这样大大的有利于生产
。

雄些工厂多是就地取材
,

成本低
,

造价小
,

即便于生产及生活方面的使用
,

也充分利用了各种查源
,

增加了收入
。

今年工付业

的生产从一至六月份就达48 8
,

450 元占上半年农业总产值的35 %比公社前去 年 同期

工业总产值增加到十倍以上
。

‘

公社现已安装高压电钱
,

将来一部份工厂还可使用电力
。

公社买了雨部汽奉
,

同时还修筑了一条长达二十公里的公路
。

公社还买了雨台拖拉机及各种机具
。

这些

都为今后农业生产机械化及电气化及进二步改进人民的生活创造了条件
。

除碘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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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外
,

公社在大炼钢铁的时期
,

还大力地文援当时肠
、

纲 事业
,

到现汪还有百余名青

年在炼铜厂工作
。

公社化后更促进了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开展
。

公社成立不久
,

却在王保京同

志镇导下成立了一个农业技术学校
,

由各生产队抽渊七十多名男女青年前来一边学

习
,

一边搞丰产拭脸
。

.

另外还在每一个管区办了一个技枝
,

一般每一个技校都有二

十多个学且
。

公社舒划今后将有舒划地把全社青年训栋“福
,

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

起农艺师制度
。

公社现还没有雨个气象台及一个农业科学研究室
。

全社正以烽火生

产队为核心开展了一个
“人人学技术

,

个个攻科学
,

队队搞拭脸
,

户户留丰产
”
的

竞赛运动
,

现共有3
,

852 名极积分子
,

编成 320 个献脸小粗或队在大搞小麦
、

玉米
、

棉花等丰产卫星田
。

公社成立后
,

因为科学研究有了惠人负青
.

劳力查金可以扰一

调配
,

没备也大大地增加
,

因此拭脸的项目有很大的增加
,

一切的斌脸研究也都有

了观察
、

祀载
、

化脸与总桔
,

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鬓量
。

这里的公社 党 委 书 祀

魏 : “今天
,

推广先进径脸
,

置彻技术措施
,

又迅速又猛烈
,

一年顶过去几年
。 ”

技术革命因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

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很大发展
。

公社化后
,

教育人材集中
,

事业费用场多
,

每

尸个村子都成立有一所小学
,

完小新增加了四所
,

民办中学一处
,

农民业余中学一

处
,

干部杠惠大学
t

一处
,

参加学 习共有三千多人
。

此外还没有
“
三合一

”
(政治

、

文化
、

技术) 的业余学校多所
。

公社还没有电影队
、

广播站
、

及图书馆等
。

、

这些事

业都大大为进一步地开展技术革命及文化革命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

在集体生活福利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

目前已办起三个 医院
,

雨个产院及一个

敬老院
。

医生径常巡迥到各村为群众医疗沙病
,

因公负伤的由公社或生产队食青
,

在治疗和修养过程照常舒工分
。

各队都普遍成立了公共食堂
、

托儿所
,

及幼儿园
。

齐心生产队崖底新村办起的一个食堂
,

受到群众普遍的替锡
。

公共盒堂
、

托儿所及

椎粗厂鲜放了妇女
,

使妇女解除了繁玻的家务劳动
,

积极地参加生产
。

目前妇女轻

常出勤率已达到9 0%以上
,

今年四万多亩棉田几全部 由妇女管理
。

拿公 共 食 堂 来

锐
, 尹

全社五千多户
,

过去每户一人做颤
,

每天做版占三分之一时简
,

合起来等于一

千五百多名劳力
,

参加食堂后
,

全社溉要六百名炊事且
,

每天即可 节拍九百多名劳

力
,

这些都可投入生产
。

妇女社员高兴地挽
: “食堂好处 多

,

再不拆磨
,

摆晚三边

苦 (姗边
、

案边
、

坑边)
,

生产到 田商
。

公社化后在分配方面
,

采用了工查制和供拾制相拮合的分配制度
。

工青部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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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劳分配
,

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lllJ 进行
。

供拾部分 已带有共产主义的因素
。

它的

比例视各队的生产水平而异
,

一般工查部分占社且分配部分的70 %
,

其中烽火
,

兴

隆雨个队实行的是粮盒供拾
,

其余各队都是粮食半供拾
,

只王禹村一队不实行供拾
。

供拾制是一种最可雄的社会保险
,

解除了群众多年来愁吃的重担
,

进一步调动了生

产极积性
,

而且为逐步过渡到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准备了条件
,

因而受到广大

群众的热烈欢迎
,

今后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
,

这部分还会逐步地提高
。

今年夏收社且收入普通比19 58 年有所增加
,

根据寺东
、

接骨
、

崇元等生产队的

三个小队的拥查
,

四十六户社且今年夏季共分得9
,

130 元
,

此1 958 年夏季分得6
,

332

元增长30 %
。

其中三十一户贫农
,

收入增加10 一2 0% 的有 6 户
,

20 一30 % 的n 户
,

50 % 的 4 户
,

增加一倍的10 户
。

十五户中农中
,

收入增加 10 一20 % 的 8 户
,

20 一30 %

的 3 户
,

5 0% 的一户
,

增加一倍时一户
,

不增不喊的一户
,

减少收入的一户
。

在这短短的一年中
,

烽火人民公社已充分显示出它的亘大的生命力
。

由于它的

规模大
,

活动范围广
,

它可以扰一调配人力
、

物力及肘力
,

它可以统一筹划全社的

生产及分配
,

因此它无渝在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及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方面都取得了亘

大的成核
,

都显示出它的无比的优越性
。

烽火人民公社今后的发展
,

无疑地会如旭

日东异一样有它的无限的前途
,

将在径济
、

政治
、

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更为优异的

成校
。

:,

五
、

生产及生活水平

解放后十年来这个地区在党的镇导之下
,

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
,

轻 过 土

改
、

农业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
,

生产上起了亘大的变化
。

各种作物的产量不断地提

高
,

与鲜放前一年相比一般都增加二倍到三倍以上
。

以烽火生产队百灵 宫 地 区 为

例
,

小麦194 9年每亩产里祖80 斤
,

195 9年为2 88 斤
,

增加在三倍以上
。

玉米
,

194 9年

每亩产通为230 斤
,

19 5 9年为557 斤
,

增加在二倍以上
。

棉花
,

194 9年为28 斤皮棉
, .

19 59 年为8导斤
,

增加在三倍以上
。

百灵官地区从194 9年至1959 年小麦
、

玉米及棉花

亩产t 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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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

烽火生产队百灵宫地区历年 (1 9 4 9一 195 9)

小麦
,

玉米 及棉花侮亩 产量 (单位 :
斤)

年 份 小 麦 玉 米 桃花 《皮棉 )

28305230拐肠60砚68728523025028021032029036252541142055780肠88115155219230320201277288
19 49

19 5 0

19 5 1

1 9 5 2

1 9 5 3

19 54

1 9 5 5

1 9 5 6

1 9 5 7

1 9 5 8

1 9 5 9

有些地区过去一直是缺粮的
,

轻过几年来的努力
,

粮盒不仅 自拾
,

而且还有余

粮出售拾国家 如兴隆生产队魏村地区历年的粮盒情况就是如此
。

19 5 5年尚需要向

国家睛买
,

19 5 6年郎做到 自足
,

从19 5 7年起并开始向国家出售余粮
。

魏村地区历年

粮盒供应情况如 卜表 :

轰七
、

兴隆生产队魏村地区历年 (19 54 一 19 58) 粮食生产及供稍情况 (单位 : 斤 )

1 9 54 1 9 5 5 1 9 5 6 1 9 5 7 1 9 5 8

总 产 呈

向国家瞬关很食全

出 誉 余 板 遥

3 , 。
,
。。。

}
‘, 。

,
。oo

}
‘

,
‘09

,
5 2 6

”毛
竺

0

1
“

竺
。

} 二

1
,
7 6 1

,
7物 1 1

,
8 1 0

,
000

1 3 9
,

00 0 1 3 8 0
,

0 0 0

这个地区是一个旱原地区
,

祖原下有水地二千多亩
,

都是井浇地
。

解放后在原

下魏村及百灵宫等地区修筑了水渠
,

并建立了抽水机站
,

扩灌面积达四 千 二 百 多

亩
,

公社化后又修建了三处抽水机站
,

并在早原上广泛修起水渠
,

引水上原
,

现水

地已扩大到四万六千多亩
,

原上面貌起了显著的变化
,

将来全部修成后
,

可以使原

上土地全都做到水利化
,

到时各种作物的产里当会有更显著的增加
。

沟壑地区过去是坡陡树少
,

水土冲刷利害
,

沟头逐渐扩大
,

严重地影响原上及原

下的农业生产
。

全社共有九十六沟
,

占地二十余平方里
,

锗葛山是其中的一条沟
,



幻 茜 北
’

农 李 晓 学 报 t岛9乍

但是鲜放以来在党的镇导之下
,

大力地支持与扩大了王德生原在这个地区所进行的

棘化工作
。

王德生 19 47 年开始在这个地区拭行开望植林
,

一直到 194 9年解放后才得

到大的发展
。

他根据地形地势
,

修筑梯田
,

培育各种树苗及莫苗
,

挖坑筑成毕月形
,

‘

栽植了榆
、

椿
、

揪
、

槐等一万多株及杏
、

桃
、

梨等五千多棵
。

高极社成立后 , 在党

支部的支持下
,

把它变成群众性的造林运动
,

推广王德生的造林轻脸
,

造林的面积

逐年的扩大
。

19 57 年即已超过一千亩以上
。

从 19 56 年到 19 57 年二年来造林的株数郎

已远超过前八年造林总和数的十六倍以上
,

使褚葛山全部达到糠化
。

其中
,

英树共

有四十多万株
,

已形成杏园
、

桃园
、 ,

石榴园
、

枣园
、

苹莱园
、

柿子园
、

花椒园及梨

园
。

此外还有几十万株榆
、

柳
、

椿树等木材林
。

褚葛山轻过十年来的修筑梯田植树造

林
,

不仅保持了水土
,

而且使千万年荒凉的秃沟变成一座花果沟
。

公社化后
,

褚葛山的徐化轻脸更在全社范围内推广
。

公社在褚葛山成立了林场
,

建立苗圃
,

大最增育树苗
,

现有杏苗七亩
,

舒有五万多株 ; 软枣七亩
,

五万多株
,

杜梨二亩
,

一万多株
; 核桃六亩

,

四万多株 ; 毛栗四亩
,

二万多株
。

今年已开始在

十二条沟内进行造林
,

共植树五万多株
,

植林面积在一千亩以
.

卜
。

根据公社规划
.

今

后要在三年内完成全社九十六条沟壑地西的徐化工作
。

三年内要求共造林9
,

000 亩
,

除补栽外 实际造林7
,

50 0亩 ; 其中防护林及薪炭林为 2
,

4 00 亩
,

川材林2
,

8 80 亩
,

果园2
,

22 0亩
。

这个地区的音牧业十年来也有大的发展
。

全公社
,

牛1 958 年为 2
,

8 70 头
,

1 959

年即场加为2
,

93 1头 : 禹19 5 8 年为27 0头
,

1 95 9年增加为2 89头 : 断19 58 年为1 5 6头
,

‘

19 59年增加为18 5 头 ; 猪为4
,

56 9 头
,

增加为5
,

14 7头 ; 鹅为17
,

34 5只
,

增加 为2 0
,

04 4

只
。

与鲜放前相比
,

大家畜一般增加在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以上
,

猪及鹅都在四五

借以上
。

公社化后
,

增加更为迅速
。

烽火生产队百灵宫地区逐年家畜家禽发展的数

字可以舰明这种情况
。

逐年的杭爵数字如下表 :

表八
、

烽火生产队百灵宫地区历年 (1949 一 19 59)

家音及家禽发展情况 (单位 : 头数 )

5月
‘
4

,几�匀UO,孟.工
.
孟62

,人

,人,占

827650434肚盯盯01内甘.人.几,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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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乍 泌

6
1舀4

?
西184宙日6月

‘
分28亨公22几‘2285195 2

037,U3连
‘,d

‘上0
‘1
.
1Jl,1

.几‘土.几‘上,上

108149226279254255238

3334443369

195 3

101213121314

5959596161606364

1 9 5 4

195 5

1 9 5 6

1公5 7

1 9 5 8

1 9 5 9

十年来工业的生产也是在高速地发展中
。

这个地区解放前是没有工业的
。

解放

后在原有的一些家庭付业基础 卜建立了一些小作坊
,

到农业社时期更建立起一些小

型的粽合性 的机械工厂
,

与 万欠型的手工业 ; 工业的产值在总产值的此重在逐渐地提

高中
。

公社化后
,

社办工业有了更大的发展
,

现共有 134 个
,

比公社化前增加了一倍

半
,

其中公社办的有四个
,

生产队办的有 124 个
,

生产小队办的有6 个
。

社办的都是

一些
·

弋型机械工业
。

由于办工业的椽故
,

使得各部阴生产的发展发生显著 的变化
。

它既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原料
,

同时还可以与各部阴的生产发生相互促进的作用
。

机械

工厂更可以大大地提高产量及节省大量的畜力
。

现在大小柴油机已有10 部
。

最 大的柴

油机焉力有达6 0匹的
,

有些机械工厂正在按装改用电力
。

兴隆生产队是工业办得校

好的一个队
,

它没有农产品加工厂
、

礴瓦厂
、

石灰厂
、

农具修配厂及徒扭厂等
。

兴隆

队从19 57 年在高极社时期开始搞工业
,

当年的工业产值即占到全年总产值的87 %
,

1 9 58 年公社化后又增加到 3 3
.

10 %
。

各部阴的产值及其占总产值的百分比如下表 二

表九
、

兴隆生产队 1957 年与19 5 8年各生产部阴的产值及共占总产值的百分比

1 9 5 7 年 1 誓. 6 8 牟
部 四 类 别

53331036186413300种 植 业

目 林 业

工 业 加工 业

付 业

畜 收 业

其 他

产值 (元)

25 2
,
5 0 5

。

7 1

.

10 J 2 8
.

幼

25
,
3 2 0

.

0 0

1 6
一
7 94

。

6 2

93 7
。

8 9

2 9 9
。

9 8

占总产值% 产 位 (元) 占总产谊%

8 2
。

44

3. 40

8
一
7 2

2. 47

0
一
3 1

0
一

1 1

2 54
,
57 6

。
53

5
,
2 49

.

00

1 3 0
,
5 7 8

。

20

1
,
4 1 9

一

3 1

68 8
。

46

1
,

98 4
.

04 O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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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生产的发展与大搞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分不开的
。

在这方面首先树起

一面旗帜的是王保京互助粗
,

以后就是王保京同志镇导的烽火农业社
。

通过烽火 灾

业社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带动起整个地区的群众大搞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

的积极性
。

农业合作化为这个地区的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开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

条件
, ’

同时技 长革命与文化革命对这个地区的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促进

作用
。

合作化后更使这个地区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

王保京同志过去是一个靓字不多的青年夏农
,

十年来在党的培养与教育下
,

现

在已成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的特扫研究具及西北农学院的特拍教师
。

他在 19 5 1

年开始搞互助粗时
,

就积极的学习文化
,

组研技术
。
19 52 年在党支邵的鼓励与支持及

酸泉农业技术指导站的具体帮助下
,

开始进行玉米丰产斌验
,

采 用了人工授粉等各

种先进的耕作技术
,

最后获得了亩产 85 9 斤
,

首创这个地区高产祀录
。

1 953 年撒值

进行玉米丰产拭脸
,

引进了新的品种
,

为了获得更高的产量
,

王保京同志更刻苦攒

研
,

一方面向老农学习
,

一方面向寡家教授学习
,

并二炭胆地进行藏脸
,

籽于使玉米

亩产高达13 16 斤
。

王保京同志所取得的显著的成果教育了群众
,

打破了只有寡家才

能搞科学研究的迷信
,

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个地区的技术革命
,

对当时互助粗起了

一定的巩固与促进的作用
。

19 54 年王保京互助粗成立初极社后
,

科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由于土

地
,

劳力及投资等简题都获得了初步的鲜决
,

拭脸凌目又添了薛多的内容
,

如进行

麦棉雨熟的拭脸等
,

参加献脸的人数也大大的增加
。

1 955 年西北农学院也开始派熬
师前来一方面学习王保京的玉米丰产轻脸

,

一方面帮助进行总桔及拾以排术指导
,

这样使得这个地区的科学研究工作与农业科学教育机关也取得联系
,

因而为进一步

地开展技术革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

19 5 6年斡为高极社后
,

土地及生产查料变

成公有化
,

社的规模扩大
,

省委及县委对搞科学研究工作也不断地予以鼓励
,

科学

研究因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进行
,

拭脸田的面积比前大大的扩 人
,

同时献脸项 目及
·

内容也更趋向复杂化
,

不仅进行一些栽培技术对比栽脸而且还进行一些品种的选育

工作
。

这时科学工作已成 为一般社且所熟悉的内容
,

特别是当社里四个 姑 娘 搞 的

“四女棉花丰产田
”
取得亩产 20 8 斤皮棉的祀录后

,

社且更进一步地破除了对科学

工作的神秘观点
,

敲为毛头女子
”
能种拭脸 田

,

我俩也能
,

因而更激起这个地区群

众大搞丰产藏脸的积极性
。

当时科学研究上的爵多成果都已隆糟的在大田上采用
,

有些还被其他地区所采用
,

如棉花玉米的文武行
、

去种简作等栽墙方法以尽繁殖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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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夏玉米品种等
。

到19 58 年春还成立 了陕西省第一个农业科学研究室
,

建立制度
,

对孩社行一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

烽火农业社从互助粗时期起到19

57 年历年的科学研究工作发展情况如下表 :

表十
、

烽火农业社历年 (195 2一195 7) 科学研究工作发展情祝
:

年 度 参加吠软人数 状翰田面积(亩 ) 吠 软 了政目

28101020233
。

7

2 8
。

0

7 4
。

1

7 7
。

6

8 2
。

2

8 4
。

6

3竹232343弘
眼1953踢洲卿1957

烽火农业社从互助粗时期起
,

历年的丰产拭脸 田都获得高额丰产 ; 其币小麦的

最高祀录为938 斤
,

玉米为1
,

500 斤
,

棉花为2 08 斤 (皮棉 )
。

公社化后
,

这些祀录都

被突破
,

小麦为1
,

0 13 斤
,

玉米为1
,

7 9 0斤
,

棉花为29 0斤
。

历年高额丰产祀录如下表 :

表
一

}一
、

烽火生产队从互助粗时期起历年小麦
、

玉麦
、

棉花高额丰产耙录 (单位 : 亩
、

斤 )

} 小 麦 } 玉 米 } 棉 花

年 份 卜一
- -

一
-

一
:

一 一
-

一卜一一一
~

一—
一

一—
}一一

- -
-

-

—
- -

-

一一

{ 面 积 {
。
亩 产 1 面

·

积 } 亩 产 {
面 积 } 亩 产

i, 。2 1 一
‘

1 一 1
.

、
.

, 。 } 。, }
.

2
.

0。 { a。

1 9 5 3
·

1 1
。

70 1 6的 】 1
。

26 1 1
。

3 1 6 1 2
。

0 0 1 1 13

195 4
、

1 1
。

0 0 } 8 2 9 ! 1
。

09 1 1
,

5 0 0 ! 1
。

5 0 1 1 0 5

1 9 5 5 1 2
.

00 1 750 1 2
.

00 1 93 9
·

! 1
。

00 1 169

1 9 5 6 1 5
。

80 1 93 8 1 1
。

29 1 1
。
3 5 2 ! 1

。

7 0 1 20 3

105 7 1 2
.

00 1 9 1 7 ! 1
.

璐 1 1
。
194 1 1

。

2 0 1 208

1 0 5 8 } 1
。

0 0 1 8 7 2 1 8
一

30 1 1
,

5 4 2
’

} 20
一

0 0 } 1 80
.

1 9 5 9

(
4

·

2 2
}

‘
,
0‘3

}
1 0

·

00 }
‘

,

拍0 } 2 2
·

7 0 } 2 90

烽火农业社科学研究所取得的卓著成核促使着这个地区掀起了
·

‘个
“
赶烽火

,

超烽火
” , “

赶保京
,

超保京
”
群众大搞技术革命的运动

。

爵多农业社都粉粉进行

各项丰产拭脸
。

异火农业社参加献脸的人数 由二人增加到三十人
,

棉花拭脸面积由

1
。

1亩增加到45 亩
,

小麦献脸面积由五亩增加到4 0亩
。

杜素真的棉花丰产拭脸及刘淑

,

芳的小麦丰产拭脸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精
。

杜素点的旱原棉花亩 产达n o斤皮棉
,

刘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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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的早原小麦亩产达l
,

017 斤
,

都是首创这个地区的高产韶录
。

胜生农业社郭彦升受

着王保京丰产拭脸的鼓舞
,

大胆地进行多年生辣椒的培育
,

也格于获得了成功
。

搞

科学研究
,

搞丰产拭脸已成为一种风气
,

在群众思想上不再育神秘的感党
。

产 群众搞丰产拭脸及科学研究的过程
,

也是学习科学技术的过程
。

从 拭 脸 中学

习
,

从学习中拭脸
,

从拭胶中创造
,

群众就是这样学习科学技术
,

进行技术革命的
。

烽火农业社为了便于群众学习
,

还建立了一个业余学校
,

寡阴向社具耕授技术
,

参

加的有八十余人
。

王保京同志初搞丰产拭脸时
,

速个很筒单的名司都不懂
,

现在不

仅具有了丰富的农业科学知歌
,

而且能向报刊上写作文章
。

烽火农业社的社具径过

几年的 火搞科学研究
,

现在具备中极农业技术且水平的就有25 人
。

,

一般社且都具备

了普通的农业科学常靓
。

几年来烽火农业社出嫁的姑娘共有十六人
,

她仍到其他地

区后
,

其中当队长的就有 6 人
,

当技术晨的就有 5 人
。

科学技术知靓也随着她俩而

普及到各处
。

各地来此参观动筒的格挥不艳
,

估舒已在一雨万人以
.

上
,

因而对群众

发生了深厚的影响
。

升多学校及机关也来此劳动锻炼及实习
,

在科学方面已起着交

流与傅播作用
。

公社化后
,

科学研究更在这个地区得到普愿的发展
。

王保京同志担任了社长
。 )

公社党委总桔了原烽火农业社的丰产轻脸
,

在各队普编的推广 ; 制定了关于进行拭

脸研究的各项工分
、

投查及包产的办法 ; 同时
,

在原烽火农业社的农业技术学校及

农业科学研究室的基础
_

匕 在县委的大力支持下
,

成立了全社的农业技术学校及农

业科学研究室 ; 并以烽火生产队为核心粗积各队大搞技术革命
,

全公社因此掀起了

一个大搞技
一

长革命的新高潮
。

目前全公社参加斌脸研究的人
,

拭脸田的面积及拭脸

项 目都远远超过农业社时期
,

从人数来看扩大了六倍以上
,

拭脸田面积扩人在九倍

以上
。

烽火生产队与农业社时期相儿也有了很 大的发展
,

规摸扩大在三四倍以上
。

烽火公社及烽火生产队拭脸研究发展情 况与农业社时期 (19 57 年) 相比如下表:

表十二
、

烽火人民公社及烽火生产队科学研究工作发展情况 :

O

全全 社社 烽 火 生 产 队队

,, 加

”
人。

1

.
田面积(亩, ;~

。
.
‘加
”

人‘“
, 面 , ‘”、“

“
。。

。业“期
{
‘95 ,

!
6 ,‘

3 8 4 1 2 4 8 4. 6 1 23

{ ; 。sa 1 3
.

3 0 1 1
·

3
.

2 0 1 { 5 6 { i叨 }
‘

2 1 7 } 的

公 社化 后
1肠g 3

,
8 5 2 3

,
6 0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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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学校现 已毕业一期
,

第二期现已入学
。

第一期毕业 的学生散布在公社

各个生产队中已分别 的成为各队的技术骨干
。

爵多毕业生推搜地在所在 的生 产队
,

粘合生产的需要粗积各种拭脸研究
,

已拨地有 172 亩
。

烽火公社的农业科学研 究 室

也投有寡人负青
,

毅备也 日盘充实
,

置备了各种化脸
、

分析天秤
、

显微镜等仪器
,

并投有气象站
。

拭脸 田也进行了划区
,

指定惠人管理
,

并毅置了各种田 简 档 案 制

度 ; 同时还进行了需要系抗地长期地进行的一些献脸研究项 目
,

这些都为烽火人民

公社进一步开展技术革命
,

发展生产
,

使科学研究能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

创造了一

个豆好的基础‘

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也是分不开的
。

土地改革不仅使农民从轻济上得到解放
,

而且从精神上也得到解放
。

翻身的农民欢欣鼓舞地进行生产
,

同时也希望能学习文

化
,

学习技术
。

农业合作化后
,

生产规摸越来越大
,

生产技术也 日益现代化
,

这样

使得农民更迫切地需要文化及科学
。

党及时地利用农即季策扭积了农民进行文化学

匀 、
一

轻过几次 的扫除文盲运动
, 一

目前全社八千多名青壮年中色脱盲的占60 %
。

全社

现共有扫盲班74个
,

共有 1
,

986 名青壮年参加学习
。

爵多年老社具也积极参加 了 学

习
。

王保京同志的母亲杜元肾年近六十岁
,

日夜刻苦学习
,

二年内由一个文盲已轻

职二千多字
,

能看懂报抵及写信
。

在她的带动下
,

有 12 个老婆婆也自竟地粗积起学

习小粗
,

坚持学习已有二年
。

除扫盲班外
,

公社化后还成立有队办的三合一 (政治
、

技术
、

文化) 学校 2 1

、

所
。

现有学员 913 名
,

他俩多半是利用晚简进行学习
,

一方面学 习文化
,

同时 还 学

习政治和技术
,

这些是为已脱 盲的社具而投立的
,

以便进一步地提高
。

十年来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也是很快的
。

19 49 年这个地区祛有一个完小
,

40 个

普小
,

入学儿童祛有2
,

468 名
。

19 57 年办起 中学一所
,

普小及完小规模普 扩 大
,

入

学儿童增加到 3
,

4 12 名
。

公社化后又新办中学一所
,

完小增至 5 所
,

普小46 个
,

入

学儿童达6
,

72 2名
。

目前学龄儿童已基本上都入了学
。

拿烽火生产队百灵宫地区逐年

学生人数发展的情况
,

更可以税明文化教育的发展
。

19 49年祈有 4 4个普小学生
,

4

个完小学生
,

2 个初中学生 ; 到1 9 59 年有107 个普小学生
,

1 6 个完小学生
,

12 个初

中学生厂还有 2 个高中学生
,

3 个中技学生及一个大学学生
。

逐年学生的人数如下

几
浪 ;



西 北 狡 拳 院 学 报 i舫 9年

表十三
、

烽火生产 沃百灵宫地区历年 (19 4 9一195 9) 学生人数发展情况

21125--0010121时9

1 9的

1 . 5 1

1肠2

1 9翻

1 954

19 5 5

1 9 5 6

1 0 5 7

1 9 5 8

1 9 5 9

1 2

1 2

1 6

“56556’626787898193107

十年来由于生产的发展
,

农民的生活与鲜放前有着显著的变化
,

轻济情况不断

地在提高中
。

艳大部分的农民已赶上解放前当地富褚中农的生活水平
。

土改时爵多

贫倔农在公社化后均上升为下中农
,

原星火初极社成立时共有28 户
,

它的成分变化

如下表 :

表十四
、

原星火社2 8月社且成份变动情 况 (户数)

竺哪
.

犷阵户
份之一色, 一”一

~

卜一牛理二华
几一

,

一} l_ ! 下 中 农 I 上 中 农 l
_

l 下 中 农 } 七 中 农
城 分 !月 敬 !贾 农 }

—
一

厂一
-

一 }一一
一 ,

一
-

一 }贫 农 卜
-

一

—
一}一万

-
.

一
-

一
一一止一匕卫竺型生竺型竺竺)竺竺一卿擎弊嘿业牛竺竺
呼

农)
“

}
,

}
’

}
一

{
一

}
一

}
一
}

3

}
一

}
一

}
-

贾 农. ,

}
,

}
“

{
一

}
一

}
一

1
’

一
}

,

}
一

}一 {
-

中
_

_

洲
‘2

}
一
}
一

{
“

}
’

}
一

{
一
}
一

{
。

}
“

}
-

百悟甲钾 砚 I 一 ! 一 } 一 ! 一 1 4 } 一 ! 一 I 一 . 一 ! 4

.

,
叫, !

·

{
, , 11 )

, ! ‘

卜土竺」
一 卫 口 { 件

.

~

各类农户收入与解放前比一般都有显著的提高
,

大部份都增加 一倍到二倍
,

公

社化后更有显著 的增加
。

根据烽火生产队 百灵宫地区七户的典型户调查
,

历年各户

的收入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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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 ’

烽火生产队百灵宫地区典型户历年 (1 949 一195 9) 收入情况 (单位 :

农 户

胜 名

I家庭1 1。; 。
⋯

1 0 5 2
{

i。。;
}

1。。6
{

分 } }一
~ - 一二 万; 下 l

一
!
—

一

~
喇
一 - 一落犷洲

卜
口}总箭 {辈司总箭 {攀督总就 }攀翻总箭 {攀习

19 5 7 { 19 5 8

元)

1 9 5 9

百蔽翎丽摩看
{
丽臃

贫贫 农农 666 29 444 4 999 3 1 111 5 222 5 4 555 9 111 67 111 11 222 5 5 222 9 222 6 1 222 11 0 222 7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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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活逐年的提高还可以从吁东旗中心商店各季度的销货量的增长情况中看

出
。

1 956年第一季度的生活查料仅n o
,

176 元
,

19 5 8年增长到231
,

5 06 元
,

19 59 年第

一季度更增加到2 53
,

3 19 元
,

可见社且的磷买力已有显著的增长
。

如章棉布 来 挽
,

19 56 年第一季度只耸了二万多公尺
,

19 57 年也概精了三万六千多公尺
,

而19 59 年
,

一

峭就是九万四千多公尺
。

瞒买新自行束的也不少
,

仅魏村全村抚舒
,

2 77 户中 就 有

72 户瞒买了自行本
,

还有 6 户买了矿石收音机
。

各年第一季度的稍货量如下表 :

表十六
、

汗东旗中心商店历年 ( 19 5 6一1 9 59) 第

一季度销肯额增长情 况 (单位
:
元)

姐 货 总 翻

其中生话资料

注幼
,

33 0

1 1 0
, 1 7 6

188
,
刃0 8

124
,
0 6 1

2 74
,

时6

2 1 3
,

50 6

323
, g洲

25 3
, 3 19

·

解放后农户几乎家家都修盖有新房
。

据不完全杭爵
,

全社这几年来
,

社且新建

房星六千五百简
,

修补旧房三千多简
。

全社共有新自行束在千撅以上
。

一般生产用

品如热水瓶
、

胶鞋
、

手电筒等家家都有
。

过去农民穿的都是粗布衣
,

现在人人多穿

上洋布
。

百灵宫村全村房星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
。

自行草也有显著的增加
,

解放前

全村袄有一栩
,

19 59 年增加到20 辆
。

负债户数由19 4 9年的7 1户降低到 16 户
,

负清金

额由6
,

0 80元降低到80 0元 ; 在信用社有储蓄的户数 由过去无一户增加到54 户
,

储蓄

金额达到2
,

16 0元
。

公社化后
,

随着国民轻济的发展
,

今后的生活将会更 日益提高
,

百风宫地区历年房屋
、
自行卑

、

负债户及佛蓄户增喊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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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七
、

.

烽火生产队百灵宫地区历年 (194 9一19 5 9) 轻济变化情况
: ‘

目 份
! . 里 } 卜 夏 值 {
卜一一

—
}自 行 草 }

—
一

—
}

! 公 有 } 私 有 } 【月 徽 { 金顺《元) }

曲 茜

户 数 { 金颐(元 )

2008360690’0990600

1
,

88 0

1
,

洲O

2
,
160

181023283340打肠54

6
,
0 8 0

5
,

28 0

4
,
8 8 0

4
,
4 8 0

3
,
0 2 0

3
,
360

2
,
9 60

2刀2 0

1
,
300

1
,
15 0

8oo

7166614956423734幼幼1821155岛1013竹均20050
·

00003.60妞灯,9肛54阴阴曲砚72肚4448101212灯39缸招仙卿1951姗姗洲姗洲附姗撇

六
、

精束藉

解放后十年来
,

这个地区从一个贫困落后鲍受封建刹削与压迫的地区
,
变成为

一个迈向社会主义光明道路的富褚先进地区 ; 从五千多户的分散轻营的小农轻济
,

央成一个互大的集体粗积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轻济; 从一个文化落后

的地区
,

变成一个群众大搞拭脸研究向科学进革的地区
。

十年来这个地区发生了根

本变化
。

十年来的发展为这个地区今后更大的发展从粗积方面
、

思想方面与物鬓方

面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

烽火人民公社的成立
,

是这个地区十年来发展的必然桔

果
,

是这个地区进入更新阶段的一个起点
。

在人民公社这面缸旗之下
,

这个地区的

政治
、

轻济
、

文化都将以更高的速度向前跃进
。

夕十年来的发展
,

征明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

解放前这个地区的轻济始推

是停滞在落后与衰退的状态中
。

农民过着悲诊的生活
。

土改后推翻了封 建 剁削 制

度
,

使农民得到解放 ; 但是解放后的小农轻济
,

如果不积极地粗积起来走社会主义

的道路
,

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

农业合作化使得这个地区的生产迅速地向现代化的道

路上发展
,

从互助粗到初极社一道到高极社都显 出社会主义无比的优越性
。

它使小
·

农轻济走上了大规模生产的道移
,

使农民永远摆脱了受查本主义刺削的威胁
。

公社

化更进一步地使这个地区迸行粽合的多种轻营与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

使生产能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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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基础上进行
,

能更拮合正个国民轻济的需要
,

使科学研究可以更全面地开

展
,

因使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因而可以更高速度来发展径济提高

生产
。

公社化促进了公共集休福利事业的发展
,

也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创造了

有利的条件公社化同时为进一步建殷社会主义
,

及将来逐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
,

开

n 了一条广阴的道路
。

、

十年来的发展
,

征明党的镇导是胜利的保征
。

抵有在党的镬导下
,

农民才能最

后地走上社会主 义的道路
。

毛主席挽
“
严重的简题是教育农民” 。

¾ 农民最初对社

会主义是不了解的
,

只有通过一系列的轰服教育示范工作
,

才会逐步地粗积起来
,

由互助粗而初极农业社
、

而高极农业社
、

而人民公社
,

逐步地奔向社会主义光明大

道
。

这里农民的前进步伐是越来越快
,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就比农民开始入互助

粗时来得磅礴
,

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显得比农业合作化运动更为波渊壮阴
。

这只能

锐明 卜年来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党悟越来越高
,

视明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镇导

的英明和正确
。

从互助粗
、

初极社
、

高极社至人民公社的各个阶段中
,

党始移正确地镇导着农

民沿着光婶的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

农村的障地如果社会主 义不去占镇
,

查本主义就

会去 占镇
。

雨条道路的斗争在农村 中始移没有停止过
,

土改阶段如此
,

农业合作化

段阶如此
,

公社化阶段也是如此
。

为了使社会主义得到巩固与发展
,

就必须有党 的

坚强的镇导
。

从农业合作化开始
,

每一发展阶段都需要轻过一番正顿的过程
。

每一阶段都可

能产生一些缺点
,

但这是前进中的缺点 ; 因此必须加以正顿
,

然后才能不断地巩固

与提高
。

党及时地指出各个阶段中的主要矛盾
,

指出正确方面 ; 因而克服了各种缺

点
,

使得运动得到健康的发展
。

在农业合作化阶段
,

党及时地指出必填采用挽服示

范和家国援助的方法使农民 自愿联合起来
,

必须正确地胃彻依靠贫倔农 与中农桔成

巩固的联盟尸 逐步发展互助合作
,

由限制到消灭富农剥削 的政策
,

必须坚持 自愿互

利 的原lllJ ; 因而保征农业合作化运动得到健康地发展
。

党并及时地克服了右倾机会

主义 ; 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个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

公社化运动阶段
,

党及时地

指出目前的人民公社就是社会主义性霄
,

必须正确地置彻分极管理
、

分极核算
、

按

劳分配
、

多劳多得的原 fllJ 及大力地克服各种右倾机会屯 义思想及情褚
。

轻过正顿使

@ 毛泽祝
‘

触辱界
主专政

’

人民出版愁 和
2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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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仍速地走上健全的
、

巩固的道路
。

党总桔了镇导群众搞生产的丰富轻脸
,

鼓舞与支持了这个地区的大 搞 科 学 究

究
,

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个地区的生产
,

依靠群众的力里
,

因而不断地能完成了前

人所不敢想也不能办到的事
。

党运用了生产关系一定耍适应生产力的性赞这一客观

规律
,

因而有力地镇导着农民胜利地完成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
,

由农业社会主

义改造到人民公社化 ; 运用了国民轻济有舒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
,

因而使这个

地区的轻济得到不断地发展
。

没有党的镇导
,

就不可能使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
。

.

由解放到烽火人民公社
,

十年过去了
。

这期简这个地区发生了多少激 动人心的

翻天复地的变化 I 没有党的镇导
,

就没有今 日的烽火人民公社 ; 也正如王保京同志

所镜的 : “没有党的镇导
,

就没有现在的王保京
。

烽火公社只不过是我国农村雨万

多个人民公社中的一个
。

翻天复地的变化不仅是发生在烽火公社这个地区
,

而是发

生在广大的新中国 ! 过去的十年
,

是光婶的十年! 是伟大的十年! 间顺过去
,

更使

我们摘强了前进的信心
。

趾我们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镇导下
,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
. ,

向更光辉
、

更远大的目标跃进I 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