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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锁同志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带头走互助合作的

道路，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互助组。建国后他继续为建立和

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

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锁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艰苦奋斗，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表明，他无愧于全国劳模

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们大家永远怀念他。

　　　彭真　1985 年 12 月 8日通过省委转给耿长锁子女的一封信



耿长锁在一次座谈会上讲话

耿长锁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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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长锁农业生产合
作社社部——大梢
门院外景

耿长锁与“虫子怕”
周元久检查棉花虫
害除治情况

老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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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民兵营的田间
文艺演唱活动（表
演者一连民兵李铎）

耿长锁与中共饶阳
县委一班人

耿长锁给民兵讲革
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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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长锁夫人、妇女队长徐树宽与社员们欢声笑语话未来

耿长锁参加生产劳动 棉花大丰收

4



与张曙光等合影

1964 年春，与曹禺、
舒强等合影

与阳翰笙等在五公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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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春，耿长锁与中央实验话剧团的同志们合影

邢崇智、张曙光看望病中的耿长锁

乡亲们看望病中的耿长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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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长锁及秘书、司机与医护小组组长王凤越、护士合影

1952 年出访苏联合影

1957 年出访东欧七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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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铁夫人的画作，林铁赠与耿长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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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起来的道路上坚持战斗二十年
——祝贺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集体化二十周年

二十年前，在烽火连天的华北平原上的一个穷村庄里，诞生了一个由

四户贫苦农民组成的“土地合伙组”，后来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五公村耿

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天它是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公社的五公生产大队。

这个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生产大队的农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

斗了二十年了。它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光辉的

榜样。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广大农民

和农村干部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耿 长 锁 等 四 户 农 民 一 九 四 三 年 冬 季 组 织 的“ 土 地 合 伙 组”， 到

一九四四年春耕开始，很快就发展成为土地入股、农副业结合、统一经营

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办起这样一种具有较多社会主义因

素的生产合作社，在个体经济的茫茫大海中建立一块社会主义阵地，这应

当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可贵的试验。这个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创举

和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它越办越好，逐步扩大，最后把全村四百多户

农民都吸引到一个合作社里来。历史已经证明，二十年前五公村四户农民

开始走的道路，也正是后来全国农民所走的道路。

我们必须学习五公大队榜样，不断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群

众的阶级觉悟，发扬那种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奋发图强、长期艰苦奋斗的

精神。

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应当保持和发扬五公村那种勇敢顽强和

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指导下，不断壮大人民公

社集体经济，创造更伟大的成绩！ 

　　　　　　　　　　　（摘自《人民日报》1963 年 12 月 7日社论）



1

序　

言

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最让我留恋和难以忘怀的是在饶阳县工作的那

8 年。那 8 年是我与耿长锁同志相识、相知、相交的 8 年，是我了解耿长锁、

学习耿长锁、用耿长锁精神推动全县工作不断取得成绩的 8 年。

耿长锁同志长我 37 岁，我们凡事推心置腹，坦诚相见，长时间的共事、

交往，使我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越来越深厚，早已结成忘年之交。耿长锁

同志被毛泽东主席誉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他从担任土地合伙组

组长到当选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的八、九、十、十一大代表，

全国第一、第二届人大代表，并两次获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称号，地位

变了，名气大了，但他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傲气，始终保持着劳动人

民的本色，始终与老百姓保持着血肉联系。群众想什么、盼什么、需要什么，

他了解得多、看得清、体会得深，他一贯的思想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他对自己、对子女、对身

边工作人员要求极严，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我敬佩耿长锁同

志的为人，时常用耿长锁精神激励自己、教育干部群众。

1983 年末，我因工作需要调任安平县委书记后，和耿长锁同志仍然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1985 年 11 月 25 日，当接到耿长锁同志病重的电

话后，我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五公。耿长锁同志见到我很激动，紧紧

握着我的手，和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我看他精神不错，病情稳定，就叮

嘱他不要说话太多累着了，要好好休息，同他的家人和乡亲们打过招呼后，

就返回了安平。万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第二天耿长锁同志就与世长

辞了……我为没有陪他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到后悔、难过，这也成为我

序　言

杨志勇



一生中的憾事。

耿长锁同志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耿长锁同志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

路线的践行者，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楷模，是坚持党性原则、严于律己、务

实清廉的典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研究、传承和弘扬耿长锁精神，

对于深化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接地气”——密切干部同

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于积聚同心协力干事业的正能量，进一步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启同志是我在饶阳工作时的同事，他曾在县委办公室和党史办公室

工作，主持了中共饶阳县党史资料的征集与编写工作。他是五公人，熟知

五公，熟知耿长锁同志。他为人正直，有思想，有见地。他撰写的《走在

时代前端的人——耿长锁传》，如实记述了耿长锁同志的一生，再现了耿

长锁同志 40 年集体化的奋斗历程，挖掘、整理、提出了过去没有形成文

字的一些事实和观点，丰富了耿长锁同志精神层面的厚重内涵，还原了耿

长锁同志的光辉形象。同时，他发现和提出了实事求是是耿长锁同志一生

最基本的思想的观点。历史已经证明，五公 40 年集体化大业，正是耿长

锁同志实事求是思想的产物。张启同志的这部作品，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真

实的耿长锁，为学界提出了不少可供研究的课题，为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一部好教材。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一个耿长锁同志的思想、作风、人格和不朽业绩

的见证者，怀着激动的心情，祝贺《走在时代前端的人——耿长锁传》的

出版发行。

 

　　　　　　　　　　　　　　　　　　　　　2013 年 7 月 16 日

注：杨志勇同志曾任中共饶阳县委书记、安平县委书记、衡水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书记、衡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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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长锁，一位极富鲜明个性特征和传奇色彩的著名全国农业劳模。

写《走在时代前端的人——耿长锁传》，对笔者来说，是对耿长锁老

人家的一个再学习、再研究、再思考、再认识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挖掘、发现、整理和提出了过去没有形成文字的

一些事实和观点。比如：悟力、脊梁、打绳经、联姻潮、声名鹊起、流金

岁月、大梢门院、三年受压、五公风格、师者耿长锁、耿长锁现象、“四五”

求实会议、实事求是英雄胆、“三年困难”三年胜利、一躬无言胜有言、

灾难过后识英雄等。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发现并提出了，实事求是是耿长锁一生最基本的思

想的观点。关于耿长锁的实事求是，过去的相关文字不少，但大都停留在“数

字”问题上，写他不说假话，说真话，未免挂一漏万，太过狭窄，而没有

看到实事求是这个贯穿他一生的大脉络。其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清正廉洁、

居功不傲、本色不改、荣辱不惊、潜德不耀等等，都是他实事求是这个基

本思想的“副”产品。纵观五公 40 年的集体化大业，不难看出这正是他

实事求是思想的产物。很难想象，假如没有他这个基本思想，五公的农业

集体化又该是一种什么状况？

他的这个基本思想的起因，完全是因为 1945 年冀中区八专署减租减

息试点工作队，张冠李戴地制定错误的农、副业分红比例，而引发的一场

退组风波。这场风波不但使正红火的合伙组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损失，而

且在精神上也使耿长锁和他的组员们遭受了巨大打击，其代价惨重，教训

实事求是：耿长锁一生的基本思想

前　言



惨痛。于是，退组风波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五”求实会议（笔者的命名），

便成为他实事求是思想的起点。从此，实事求是思想在他今后的工作和所

遭遇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不断地经受考验和挑战，不断地成熟和坚定，

乃至成为他一生最基本的思想。

耿长锁之所以成为走在时代前端的全国劳模，之所以在全国人才济济

的劳模圈里被尊为师者，之所以几十年“声望”之树常青，完全得益于他

这个基本思想。

笔者遵循他这个基本思想，以这个基本思想为主线，努力还原耿长锁

的本真形象；努力地写出一个本色的好学、求实、清廉、实干、居功不傲、

潜德不耀、满智慧、满幽默的耿长锁，留给后世，留给中国农业集体化的

研究者们。

同时，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为耿长锁老人家正言，正行，正名，正

一切有意的，无意的，歪心的，好心的不实之词，还老人家的本真、本色形象，

永矗于中国农业集体化的丰碑。

能达到以上目的，笔者足矣。

 

　　　　　　　　　　　　　　　　　　　　张　启

　　　　　　　　　　　　　　　　　2013 年 5 月 8 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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