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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第3版() 

专栏：寿张来信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编者按：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

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

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

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

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

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

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

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

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 

（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

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

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

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

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

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

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

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

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

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

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而土肥主要是

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

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

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

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

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

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

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

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

均六亩地，单算劳力账，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

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

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

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需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

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6.6％，田间管理占10.8％，收获入仓占12％，而运肥、施肥就要占64％，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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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20％—30％。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

道路破坏得很厉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

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

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

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

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

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

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

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

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45％，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

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

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

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

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

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刘西瑞

谷子跃过万斤 寿张北台社亩产10546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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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子跃过万斤 

寿张北台社亩产10546斤 

据新华社济南26日电 山东省寿张县城关乡北台农业社放出一颗谷子大“卫星”，亩产干谷一万零五百四十六斤十五两。这对一

向被称为低产作物的谷子恢复了名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为今后增种这种既富营养又易储存的谷子树立了旗帜。 

这块谷子是寿张县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干部和北台社第一生产队的社员集体种的试验田。8月22日收割，参加验收的有该县县长

司振东、副县长郭贤斋、刘登九，北台社主任高士云等十多人。验收人员丈量了土地证实试验田的面积是一亩零七厘，根据谷

子脱粒过秤计算，共收干谷一万一千二百八十五斤四两，折合亩产一万零五百四十六斤十五两。在验收中，技术员程云功用尺

子量了谷棵，高达六尺，最高的达七尺。穗子一般的都在八寸左右；最长的达一尺以上，而且谷粒饱满，经过脱粒过秤，大小

穗平均每个折干谷一两整。谷子（粟） 

谷子是我国北方地区栽培的主要杂粮作物的一种。今年全国播种的一亿亩左右谷子，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在北方，谷子分春

谷、夏谷，前者居多。 

谷子过去的单位产量一般是不太高的，去年全国平均亩产量为一百三十七斤，较大面积的丰产田有产六百多斤的，最高产量是

一千四百四十一斤。 

谷子茎叶散发水量很少，调节力大，因此耐旱性很强。谷子的籽实（指带皮的）比其他粮食耐储藏。小米营养丰富，有特殊风

味，北方许多地区把它列为粮食中的珍品。 

谷子秸秆（即谷草）养分也多于类似作物的秸秆，是一种价值较高的饲草。

试验田与大面积高产 新华日报二十三日社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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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田与大面积高产 

  新华日报二十三日社论摘要 

江苏省早秋作物取得了大面积高额丰产。全省二百六十万亩早稻平均亩产一千零十四斤，比去年增产一点四倍。苏州专区六十

二万八千多亩早稻，亩产一千一百七十六斤。旱谷早秋作物也不甘示弱，淮安县十七万亩玉米，亩产达到一千二百零三斤。 

早稻大面积丰收和中晚秋大面积丰收趋势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各级各部门干部大种试验田，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各

级各部门干部大种试验田，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最有效地打掉了三风五气，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激发了群众的干

劲。干部种试验田，通过劳动实践，很快学会领导生产的本领，同时，大多数试验田在各项技术措施上一马当先，起着先锋和

旗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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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试验田，实行领导作风上的革命；种试验田，发展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种试验田，学习必要

的业务知识和技术知识，力争成为各种行业的无产阶级的专家，这是当前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主流。但是，在主流之外，也出

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就是有些人片面地夸大了试验田放“卫星”的作用，把放“卫星”看成是种试验田的最终目的。影响

所及，就使得有些人对放小面积高产“卫星”很注意鼓气，而对千百万群众所创造的大面积高产的奇迹却没有以更大的热情去歌

颂；有少数人只注意了试验田的田间加工管理，而没有注意用更多的精力去发动群众争取大面积高产。 

试验田中放出了高产“卫星”，应当热烈欢呼。因为它正是领导干部同技术人员和农民紧密结合，辛勤劳动，刻苦钻研技术的一

项可喜可爱的果实。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以试验田的高产带动大面积的高产，试验田的高产是很可贵的，但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

大面积高产。因为绝大多数试验田的产量虽然比较高，但面积终究很小，只有使粮食元帅升帐，带领棉花、油料、蚕桑、生

猪、水产等大将一齐出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才能促进城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各地都应该力争大面

积高产，力争得“总分第一”，这是衡量各级领导是否鼓足了干劲的主要标志。同时，也要力争在试验田上创造优异的成绩。 

干部种试验田，固然应该力争驾“火箭”、放“卫星”。但是，不应当强求干部试验田必须放出当地最高最大的“卫星”。人们都知

道，干部和群众比较起来，干部毕竟是少数，而群众是多数。“众人是圣人”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就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

迹。那种认为只有干部试验田才能放出高产卫星的看法，事实上暴露了这是少数人迷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大搞群众运

动，大搞大面积高产，群众所种的大田中必然会放出更多更大的“卫星”，由于这种“卫星”是从大面积高产中出现的，它的措施

更带有普遍性，更易于推动大面积高产。干部的责任，就是要在大面积跃进的基础上，发现与推广群众中的先进经验，进一步

带动更广大的面。 

试验田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也就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试验田：一种是带有大面积高产示范性质的，

一种是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我们不论对那种试验田都应该抱着无限的革命热情，发扬大胆的独创精神，同时，也必须抱着实

事求是、踏踏实实的科学态度。否则，就会损伤它应有的风格，使试验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今后三个月，是赢得今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全面胜利的决定性时期，又是准备来年生产更大跃进的紧要时刻。各地必须进一步

明确试验田与大面积高产的关系，鼓足干劲，英勇奋战，保证大面积高产的实现。

向日葵异军突起 种植面积猛增 预产量比去年大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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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日葵异军突起 

种植面积猛增 预产量比去年大三倍 

据新华社讯 油料生产战线上最近传来了一个新的喜讯，全国向日葵大丰收已成定局。 

目前，各地向日葵的花盘大部已经垂了头，再有一个月就将收获。黑龙江省早熟油用品种向日葵最近即将开镰收割。据各地到

山西省定襄县参加全国向日葵现场会议的代表反映，今年各地向日葵普遍是杆粗盘大籽满，生长情况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山

东、河南、吉林、黑龙江、陕西等省的向日葵花盘直径一般在二十公分左右，比去年大四、五公分。山西省一般都有二十三、

二十四公分，有相当数量的花盘达到了三十公分。定襄县最近在和平农业社发现了一部分特大葵花，花盘直径达到了三十六公

分，这些大花盘每个可以产籽一斤左右，相当于一般花盘产量两倍左右。根据全国向日葵现场会议统计，今年全国向日葵总产

量估计可比去年增加三倍多，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估计可达一百五十斤，比去年翻了一番多。去年辽宁省平均亩产一百零三斤，

是全国最高的纪录，今年全国所有种植向日葵的省都将超过这个指标。 

向日葵过去一向没有受到重视，成片地大量发展向日葵生产是从今年开始的。不少地区为了使粮、棉、油齐头并进，把扩大种

植向日葵作为一项重要措施。各地除了利用盐碱地扩大向日葵面积外，北方地区并开展了群众性的零星种向日葵运动。因此，

今年全国向日葵种植面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片种植达到了三百万亩；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利用房前宅后院内路旁地边等

空地总共种了五十亿株向日葵。 

今年各地种的向日葵普遍是布置早、准备快，同时实行早播，增加密度，开展人工辅助授粉，加强田间管理等工作，因而保证

了生长旺盛。 

据新华社讯 来自全国的八十多个代表最近在山西省定襄县举行了全国向日葵现场会议，总结向日葵丰产和综合利用的经验。 

这次会议是农业部、轻工业部联合召开的。 

过去我国向日葵种植面积很小。今年农业大跃进，各地在粮、棉、油齐头并进的方针鼓舞下，向日葵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会议

为了促进各地加强向日葵田间后期管理实现大丰收，并为明年扩大种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准备工作，首先通过现场参

观，讨论并总结了定襄县向日葵生产大跃进的经验（定襄县几年来很重视油料生产，1953年利用重碱地试种向日葵三百亩，今

年已发展到五万亩）。会议并邀请山西农学院杜竹铭教授结合参观中发现的向日葵花期受涝死苗以及病害等问题，从生物学特

性作了向日葵栽培报告。 

会议提出，随着粮食作物大跃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食油问题就愈来愈显得迫切。向日葵耐盐、耐碱、耐旱、耐涝，适应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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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广，发展前途很大，今年各地的实践证明向日葵是高产油料作物，而且还能继续提高。因此，会议要求各地进一步贯彻粮、

棉、油齐跃进的方针，大力宣传种植向日葵的好处，提高向日葵的身价，从现在作准备，明年扩大面积、提高产量双管齐下。

向日葵一身都是宝 我国第一座综合利用厂在定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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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日葵一身都是宝 

我国第一座综合利用厂在定襄建成 

据新华社讯 我国第一座向日葵综合利用工厂最近在山西省定襄县基本建成。这个厂包括榨油、糖醛、肥皂、酱油、猪饲料、

味精、活性炭七个车间。由于采取了边设计边建厂边试验边生产的方法，到现在已经试制出二十多种产品。向日葵收获后各个

车间都将陆续投入正式生产。 

这个工厂还建设了一套试验设备，要不断地从多方面进行向日葵综合利用的试验研究工作。

狠狠地抓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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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狠地抓油料 

随着粮食问题的解决，油料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其实，解决油料问题并不困难，关键在于领导是不是去抓，有没有狠狠地

抓。 

向日葵增产就是一个例子，今年由于领导重视，开始了大面积种植，总产量就要比去年增产三倍。其它油料作物的情况也不例

外，福建为什么能够放出花生高产“卫星”？甘肃为什么会放出油菜籽“卫星”？还不是由于加强了领导。 

现在加强领导的关键，就在于认真加强油料作物的后期田间管理，全面推广高产“卫星”的丰收经验，保证油料生产和粮棉齐头

跃进。

为水稻更高产准备条件 蒋少芳培育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的三个新稻种 农民黄道圆、黄迨嵩培育的稻种穗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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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水稻更高产准备条件 

蒋少芳培育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的三个新稻种 

农民黄道圆、黄迨嵩培育的稻种穗穗四百多粒 

据新华社讯 二十一岁的共青团员蒋少芳，利用有性杂交连续培育出三种新的水稻良种，否定了农业科学界认为“远缘杂交”难

于成功的看法。蒋少芳是广西僮族自治区玉林县师范学校植物园青年管理员。 

1955年他用水稻“矮仔粘”和高粱进行有性杂交培育出一种株高茎粗的新的水稻良种。1956年他又拿这个新品种和水稻“保太

粘”再杂交，又培育出现在的第三代“玉师一号”和第四代“玉师二号”新品种。同时，他又在“矮仔粘”和高粱杂交的杂种里，选

出多胚种进行培育，得到现在的第五代“玉师三号”。这三个新品种，已经把亲本遗传下来的优良性状基本固定下来，并且产生

了穗长粒多，生长期缩短等为其亲本所未曾有过的性状。这个事实，进一步破除了对杂交品种不易继续保持其亲本优良性状的

论据的迷信。 

据蒋少芳介绍，新品种的优良特性是：第一，生长期较短。玉师一号只需一百一十天，玉师二、三号是一百一十五天至一百二

十天，比其亲本矮仔粘和保太粘，缩短了十天到三十天。这就给一年种三造稻创造了条件。第二是能抗旱，不易倒伏。三个新

品种的根部宽夸，特别是玉师二号和三号，在培育过程中经常处于干旱的环境下，所以抗旱力很强。由于新品种有从高粱承继

下来的支持根，所以不易倒伏。此外，还有抗病、耐瘦、适应性强、抽穗整齐等优点。 

玉师一号的植株，有四尺七寸高，茎粗如笔杆，叶宽又长，叶梢硬厚。平均每蔸（二至三株苗）有十一点一个穗。在一尺长的

稻穗上谷粒密集，最多的一穗有五百三十四粒，平均每穗有二百零一粒。比它的亲本矮仔粘多一倍，并且粒粒肥实。玉师二、

三号也有同样的特征。收割后经过验收，零点四二亩的玉师一号共得稻谷一千零四斤，玉师二号和三号的产量比一号高二成。

而玉师三号是多胚种，一个稻壳里有三至七粒谷子。 

蒋少芳说，这三个新品种的性状虽已基本固定，但由于复合杂种潜存的遗传可塑性很大，今后如果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继续

进行定向培育，还可能育出多种不同的新品种。现在他又进一步用玉师一、二、三号和野生稻进行有性杂交，（野生稻穗大粒

多，一般每穗都有一千粒以上，植株高大，不倒伏，耐寒耐旱，抵抗力强等性能）来培育出产量更高的新杂交品种。他要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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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就实现这理想。 

在这三个新品种收割之前，广西僮族自治区内外有一万多人前去参观。观众对新品种颇感兴趣，自治区的农业科学专家、教授

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等人认为，蒋少芳大胆创造，破除对理论权威的迷信，开辟了培育良种的新途径。 

据新华社讯 广东揭阳县白塔乡玉塔社青年社员黄道圆和黄迨嵩，经过五年努力，培育出一种粒数特多的早造水稻良种。这个

良种是用水稻“南特十六号”和“稗子”杂交的。每穗最多有四百七十五粒，一般也有四百粒左右，比当地的南特种多四至六倍。

经过两年大田栽植的考验，证明这个品种相当稳定。 

汕头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和揭阳县农业科、良种公司，都曾派人前往观察、研究。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品种，叶扁茎粗，生长

快，抗病抗虫力强，具有南特和稗子的各种优点。 

今年晚造，他们还准备继续进行多种杂交，争取每穗结谷七百粒以上。

蒋少芳培育稻种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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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少芳培育稻种二三事 

蒋少芳培育良种的过程，说明了每一个科学成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他的每一个理想的实现，都是经过了积极的艰苦努力的结

果。例如他培育“玉米水稻”良种，是经过六十三次试验才成功的。过去一般人认为单子叶植物，特别是禾本科植物没有形成

层，不能嫁接。他怀疑这种说法，一定要在实践中来加以证实。可是一连嫁接了六十二次，还是砧木枯萎，接穗死去。在这过

程中，曾经有人讥笑他作无用的尝试，他也曾动摇过。但他想别的植物可以嫁接，难道玉米水稻就真的不能嫁接吗？他说，人

的知识与经验，总是像蜜蜂采蜜那样的点滴积累起来的。于是他振作起来继续研究，同时，中共党支部书记也不断地鼓励他，

增加了他的信心和勇气。他总结了历次失败的经验，翻阅了很多农业科学书籍，常常阅读到深夜。然后细心地研究水稻的特

性、生长发育规律、稻茎结构、分蘖程序等问题，想不通的问题再向书本、学校的教师和老农请教。这样，他终于找出了一条

新途径，把水稻秧苗由原来嫁接在玉米的生长点上，改为嫁接在基部茎节处，终于在第六十三次嫁接成功，获得了第一代“玉

米水稻”杂交新品种。创造了单子叶植物嫁接和应用“远缘杂交”培育良种的经验。 

蒋少芳在研究过程中克服了没有仪器设备的困难。起初他在进行有性杂交时，需要用毛笔来传授花粉，但他无钱买毛笔，好几

天没能进行工作。有一次，正当他在观察水稻生长的特性时，看见风吹动了水稻，突然联想到可以利用风力来传粉，他就试用

一根水稻秆，一头蘸花粉，用嘴在另一头吹，这样就把花粉送到雌花柱头上了。在这个实验的同时需要计算时间，但他没有时

钟，在犹豫之中听到学校的钟声响。这钟声启发了他，学校上下课之间的休息时间是十分钟，正符合他试验的要求，于是就利

用上下课之间的十分钟来计算试验的时间，解决了缺钟的困难。 

蒋少芳现在正将他的育种经验，写成一本书。他试验的植物有性杂交和无性杂交已发展到二百多种，其中除水稻良种外，

有“高粱玉米”、“多穗玉米”、温带蓖麻和热带蓖麻杂交的蓖麻等。 

（新华社记者施峥尧）（附图片） 

左图 蒋少芳在除去稻花里雄蕊上的花药。这是在杂交过程中一项最细致的工作。 

上图 三种新品种水稻和母本矮子粘水稻对比图：自左至右：矮子粘、玉师一号、玉师二号、玉师三号。 新华社记者 何国

正摄

徐水人民公社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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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水人民公社颂 

  三、“四化”齐来万众欢 

  本报特约记者 康濯 

人民公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徐水县每个村子里都能见到的头戴白布帽罩和身系白布围裙的人们，就是人民公社进

一步解放了生产力的标志。 

这些戴白帽罩和系白围裙的人们，尽管每个村子的服装样式不完全一致，他们的工作却都是一样。他们都是食堂的炊事员。 

毛主席到过的大寺各庄，是个一百二十四户的村子，共有四个公共食堂。两个生产连队各一个，幼儿园和幸福院一个，机器、

工业、丰产、大车四个直属排共一个。过去一户一人做饭，如今四个食堂共用二十人。外加幼儿园的保育员三人，缝纫工厂四

个工人和粮食加工厂七个工人，这四项就解放了八十八个劳动力。大寺各庄只有一百七十四个男女劳力，他们的机井任务早已

完成，但出外修水库的和在本村搞工业的竟也占去了二十三人。现在，他们却有二百六十六人上地。并且，过去是吃百家饭，

集合费时；现在统一开饭，再加行动军事化，每人每天就要增加三个钟头的劳动。这么精打细算，现在比过去解放和提高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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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倍还多。 

那末，食堂办的怎么样？毛主席曾在大寺各庄看过那里的饭菜价目表，那张表的内容如下： 

馒头每斤七分，包子每斤八分，稠粥每碗一分，稀粥每碗半分，菜汤面条每碗二分，豆角汤每碗一分，西红柿汤每碗一分五，

炒豆角、西葫芦、茄子每盘各二分，咸菜、小葱每盘各半分。 

这并不是大寺各庄公共食堂的全部饭菜。他们每星期六下午还要吃一顿炸油条。大寺各庄的食堂也不是办得最好的，仁里村的

食堂就要好一些。那里设有小灶，有大米、鸡蛋供给客人和病号。不过，在我吃过的食堂里边，大寺各庄的水平比较普遍。现

在全县所有乡社干部、下乡干部和市镇上的工、商、邮电人员，都全部去人民公社食堂吃饭，这个办法促使得所有的干部都正

在想方设计提高食堂的水平。最近已经出现了每月保持五元上下而又吃得很好的食堂，县里正准备召开第二次现场会议来推广

经验。 

第二次现场会议，这就是说，已经开过一次。是的，谁也不能幻想刚一办食堂就到处都办的很好。大寺各庄在刚吃食堂的时

候，就出现过一个从外地回娘家探亲的闺女没吃上饭的事件。有的食堂刚办的几天，开一顿饭就得三个钟头。7月雨水淋淋，

有的妇女打了饭路上一滑，饭菜碗罐摔满地。还有管理制度，是按生产单位吃饭，还是按户吃饭？是定量供应，还是让人敞口

吃？到底要怎么记账？有的是发饭票菜票，这么作好不好？仅仅一个饭票菜票问题，有一个村使用了几天，村支部书记就对我

说： 

“这不行！哪个农民像你们干部那样，屁股兜里带个小皮匣？咱们出两身汗，票票给沤烂了！下一场雨，票票湿了！做活的工

夫小布衫往地边一扔，吃饭了，一掏小布衫，票票又丢了的！” 

不仅有着数不清的问题，个别食堂还发生过少数人闹退出的事。什么人闹？一查，富裕中农。他们说，饭菜不好。果真如此

么？不，他们是看到食堂一办，粮食将要分不到家，而这就又挖出了他们存粮积宝的一条资本主义根子。于是，开现场会议，

传播先进经验，鸣放辩论，食堂就又巩固地前进。也有个别地富反坏分子闹过一两起放毒和偷盗案件，已由人民公社的政法公

安部门处理。这些问题倒提高了社员们的警惕，从反面推动了食堂和公社制度的发展。 

的确是谁也推不倒食堂。徐水全县三十一万八千多人，已经有三十一万二千多人吃食堂。全县一千五百五十四个食堂，六千八

百八十二人做饭，按户计算，仅仅做饭的就节省五万五千人，这便是一股巩固食堂的巨大力量。 

现在每个食堂都经营了菜园和喂了肥猪，有的已在安排八月中秋的饭食。一切制度都走上了正轨，并且取消了粮食的定量供

应。一个百多人的食堂，头一天敞口吃饭，要超过四五十斤粮食；第二天超过一二十斤，第三天就不再超过，老小平均核算，

还得节约粮食。双营村一百四十八人在十六天中就节约一百二十斤。建立人民公社以来，按人口定量计算，全县食堂就节约了

二十万零五千斤粮食。每个人节约的粮食，都作为各人的储备，自己可以自由动用。由于毛主席视察的时候参观了食堂，现在

全县六千多白衣白帽的人都正在努力把食堂办的更好。许多食堂都正在安装小灶和添置炒瓢。 

我这里只谈到了食堂。还应该加上幼儿园、缝纫机和米面加工的动力化的全面推行，这才是徐水人民公社在人们生活方式变革

上的“四化”。并且，每一“化”都全是意味无穷。大寺各庄见过毛主席的缝纫工张爱芝，连夜就做完存活，以后还在吃饭的工夫

下连队去缝补破衣裤。此外，鞋厂、澡堂和理发员也在逐步推广。我记得公社社员们在辩论食堂优越性时候，许多妇女所诉说

的过去家务劳动的繁重和艰苦。我也记得大寺各庄管理发电机的那个短头发姑娘说过的话。她说，她是家庭大学毕业；又说： 

“还要咱们回到那‘四台’边去？办不到啦！” 

徐水人民公社的“四化”使得妇女从碾、磨、锅、炕四台边彻底解放出来，徐水的“四化”使得万民欢乐。 （本段完，全文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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