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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的话

这部简史，是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部署与要求，在原天津市副市长，现中共天

津市委副书记刘晋峰同志的关怀与诔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

导下编写而成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圜共产党的领导下，天津农村在合作

制的道路上奋斗了三十八年，取得了旧社会无法比拟的成就。但

是，至今仍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离，人民生活不很富裕，经

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又有不少失败的

教训。要把如此丰富的经验教训真Ⅺ：成结出来，用于指导i_前和

今后农村合作制的完善和发展，使农村合作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大能作用，达到修史的1-i

隐，绝非一件易事。我们参加编写工干1的人，个别Fq志从事列i论

研究，多数同志是做农村实际工作的，对于修史，都是门外汉，

更非力所能及。但是，既然领导上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只好尽

力而为。

修史的准备工作从一九八七年七月初开始。市里成立了领导

小组和办公室。各区县也成立了专门班子。在《天津市农村合作

制大事记》和《天津市农村合作制典型史料选编》大{奉准备就绪

的基础上，一九八八年五月中旬转入编史。

编写这部第史，我们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为主线。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问的矛

盾。写合作史必须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农村合作制是农村生产关

系的载体，但不能离开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去孤立地研究生产关



系．我们力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总体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上，去探索生产关系胎变革。揭示社会主义农村生产关系发展

的基本毅律和过程，把历史时努验教训如实地总结出来。所涉及

的上层建筑，主要是把住关键问题，扼要地说明它对经济基础的

反作用；涉及到生产力，主要是运用不同阶段生产发展的成果．

证明生产关系是否适合它自舅的需要。因为，过多地记述上层建

筑领域所发生的事件，或者过多地记述物质生产过程，那就不但

湮没了生产关系这条主线，而且写出来的将是政治运动史或农村

经济史，是不可取的．

笫二，变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群众，尊重科学，不感情

用事．列发生敷，重大事件，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作客观的分

析，既不能用现在的政策去否定历史，也不用过去的观点衡量现

在．经过分析，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饲题酗决议》精神为指导，作出判断，不夸大成绩，

不回避缺点和错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有些问题难

以判定是非，或者把握不大的，我们采取写实的办法，把事情的

来龙去脉写清楚，其余问题餐待以后去研究和探索．

第三，宜粗不宜细。天津市农村合作制前进的道路曲折、坎

坷，人们对将近四十年合作史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评价褒贬不

一．互助合作初期龄资料本来就不很齐全， 。文化大革命”中又

毁掉一部分档案，尤其是个人保存的珍贵资料。不少长期从事农

村工作，了解情况献老=F部叉村j继谢世．因此，尽管我们作了最

大限度的努力，掌握百余万字的资料(还不包括各区县提供

的)，仍深感不完整，不系统。由于这些缘故，我们确定写简史

而不写通史，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所谓宜粗不宜细，就是

在合作制的基本问题上，事实和观点一定要清楚，不拘泥于某些

枝节小事。

在技术的处理上，我们坚持了两点：一是尽量减少典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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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复运用。 《天津市农村合作制典型史料选编》中所载典型史

料，除为说明历史事件必须采用的之外，一般均未重复运用，意

在充分发挥其它史料的作用。二是采取了用枣实说明历史的方
法。

因为供销合作史和信用合作史已经或正在由市供销合作总社

和市农业银行分头编写，所以，我们这部简史没有包括这两部分

内容，而把重点放在农业生产合作制上。但是考虑到，这三种合

作形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缺一不可，是农村合作制的统一整

体。故为了体现它们的完整性而又不冗长地重复，我们把三十八

年来农村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的发展过程加以浓缩，。作为附件，

放在后面。

为编写简史，各区县做了大量工作。市级有关部门和农村工

作经验丰富的许多老同志，都曾给予大力支持和热情关怀。在

此，我们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这部简史的主笔和分工是：

绪论和附件 彭麒发

第一、二章 肖笛

第三、四、五章’ 李晓黎

第 六 章 余桂玲 王爱兰

这部筒史仅供内部研究参考。因时间短促，我们的水平有

限，本简史虽三易其稿，但错误和疏漏之处仍难避免，敞望汝者

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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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刘晋峰

经过两年的努力， 《天津市农衬合作制发展

简史》终于在国庆四十周年之际出版了。与其相
配套的，还有《天津市农衬合作制大事记》和
《天津市农衬合作制典型史料选编》两本书。这

是我市农衬合作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部简史，是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指针， 以 “借鉴历

史，认识规律，指导当前，探索未来’’为宗旨，
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农衬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
衬发展研究中心的部署和要求，编写而成。编者
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采用叙述方法，真实、简要地记录了农村合作事
业发展的曲折历程，总结了历史的基本经验和教
训，勾画出几十年合作道路的轮廓。这对于了解
历史，。深入地研究历史，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指导当前和今后农村合作制的健康发展，建设我
市城郊型农村经济，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市农村是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物质基础较



差的情况下，逐步完成农(渔)业社会主义改
造，实现集体化，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
十多年中，它走过的道路曲．折坎坷，有成功的丰

富经验，也有失误的深刻教训。一方面， 在党中

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在市委和市政
府的领导下，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勇予探
索，大胆实践，经过艰苦奋斗，物质文明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日益发展，农村面貌有较大改变，
生产关系和合作事业获得迸一步完善提高，初步

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 由于

长期受左顿错误的影响，又没有经验，致使路
线、方针、政策和思想上发生许多失误：过分强
调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违背了以前提
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诸如自愿互利的原则，生

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原则，积极领导、典型示

范、逐步推广的方法等；工作上盲目冒进，急于
求成。虽然主观上想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好些，
结果是欲速则不达。生产关系处于多变状态，经

济建设和合作事业大起大落，生产力受到一定破
坏，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未能充分显示出来。党的千一届三中全会重新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全党工作的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以发展



生产力为中心，不但使我市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合
作事业回到正确轨道，而且对农村经济体制大胆
改革，在理顺经济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

生产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经过几十

年的实践，付出不少代价，我们才找到了一条农
村生产关系和合作事业比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路
子。

天津农村合作制几十年历史实践表明，发展
多形式、多层次的合作经济，是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共同

致富的必由之路。尽管我们在过去曾遏蓟挫折，
当前的改革中也有失误，碰到了许多新困难，新

问题，但对于这一点，决不可有丝毫的怀疑或动
摇。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在生产

关系的变革中坚持了生产力标准，符合广大农民
的愿望和要求， 农村合作制和各项建设事业就发

展，就顺利；什么时候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违
背广大农民的意愿，农村合作制和经济工作就受

批，就倒退。我热切地希望全市农业战线各级领
导和群众，牢记历史的经验，用自己的智慧和勤

劳，谱写出农村合作制更加光辉灿烂的历史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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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论

天津市是首都的东大门，是全国三个直辖市
和沿海十四个对外开放的地i区之一，又拥有塘沽
新港，成为华北地区进出。口商品的重要集散地，
馨吉’以来一直是战略要地·
多 全市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海河流域下
游。北从蓟县的黄崖关起，南到大港区太平村
镇掬捷地减河中心线，东起汉沽盐场东议的涧河
口坤心线，西至静海县王口乡滩德干渠，即处于
北纬3 8。33 7 o：0”一一：4 0。1 5

7
0 2扩和东经

．r1 F42
7 05”一一1 1矿3 7 35∥之间，东西宽u 7．3

公里，南北长1188．8公里，海岸线全长12 6．52公里。

总面积为11，660．25平方公里(合17，490j，3 68．t2

市亩，不包括海涂)，其中山区面积为5 35：．4平

方公里，古4．6％。地势从西北向东南逐步倾斜。
海拔最高点在与河北省兴隆县交界处的北大楼山
?(1，+0 7r8．5米)，最低点是大沽海口(o米)。

据天津市农业区划委员会_九八五年五月采
用大比例尺彩色红外航片等遥感技术勘测结果，
金市农村的土地面积为10，0 75，65 8．3市亩，占全
带总面积。的5 8．2％。其中，水田卯4，055．I市亩，



水浇地6，5 0 7，979．7市亩，菜地55 4，6 2 7．7市
亩，旱地l，5 55，039．7市亩，外省市在本市的飞
地611，039亩，本市在外省市飞地2，146．5亩。在

9，291i‘6919．2审亩总耕地中，16个国营农场占有
248，118∞市亩，’市劳改局所属4个农场占有
82，05：6．9市亩，部队、机关◆厂矿所属农场占有
2 15，344．5市亩，属于本市农民经营的净耕地为

8，124，768．3市亩。．由于国家基本建设占地等项原

田，农民的耕地几乎逐年减少。
‘

整个农村处于北温带，呈大陆兼海洋性气候。
地势低洼尹大部分是盐碱性粘质土壤。境内河暖
蓉厦较高，沟渠河道纵横交错。北系有蓟运河，
潮白海，北运河，永定河；西系有大清河，子月

河；’南系有南运河，独．流减河。，北大港水库等。
公路和铁路交通非常发达。优越的自然条件，。鲜
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主要农作彩
有水稻、小麦、玉米、花生0蔬菜、温带水’暑
等。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也比较发达。。

、全市农村韵垦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蕉
县崆峒山黄帝遗址的发现和考证，说明远在五j
年前，我嗣的祖先就在遂里劳动和生息。 ：：

农业的垦植活动弘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i

逐渐发展。蓟县和宝坻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摩



中”已有用于垦植的石器、骨器等简易劳动工
具·蓟县、北郊区0东郊区和南郊区等地发掘的战
国遗址或古墓群出土了一批更为进步的铁镐、铁

锄-铜镞等工具，证明天津地区两千多年前就有群
落居住，农业生产已具一定规模和水平。汉宣帝
时，渤海太守龚遵提倡种榆，养畜。于是，天津
琏‘区，出现了灌溉农业和农、林、牧业综合发展的雏
型。，历唐、，宋而至元代，农垦业更．进一步：据
’《宋史·食货志》记载： “兴堰六百里i，置斗门

引淀水灌溉。”搪西郊区元代出土的文物，当时使
用的耕、耙、耘、锄等，农具比较齐全，制作精良。
封明清时代，天津地区的屯1田．垦荒规模更大。公
竞一四二一年，明成祖(燕王)迁都北京以后，
瓣封了一批有功之臣。他们有些人在津“跑马占

圈’’、“指地为界矽，又有皇家发给的“龙”票，使占
地合法化，便成为大封建主。本地和外地迁来的
劳动人民，在他们的压迫下，开发农田，世代相
传。明万历年间，汪应蛟奉命率军进驻天津。他调
用海防官兵万人，在葛沽、白塘口一带开荒5，000

亩，种稻2，000亩，．亩产4—5石，民受其惠。随后
又开荒≈0 00亩，并实行“用军开田，以田分民"。

清康熙年间，天津崽兵兰理率郝在南洼淀开荒1．5
艚；岁岁j丰收。清同治车间j淮军迸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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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盛传率部在小站建立兵营。---A七五至一八八
O年，他出动全军开挖马场减河，全长15 0余华

里，并修建桥、闸，垦荒6万亩，引水种稻，给

驰名中外的“小站稻"产区打下基础。---]＼九四
年甲午战争爆发，驻军开赴前线，土地由清政府
接管，成立了营田管理局，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
为避战乱，河北、山东等地大批农民逃荒到此定
居，村庄渐增，并形成少数集镇。一九三七年日
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天津城乡均沦陷为殖民
地。日寇把津郊水稻列为军需生产，对广大农民
实行海盗式掠夺。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之后，广
大农民又遭受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蹂躏。一九四八

年底，全市农村先后获得解放，大广农民成为国
家和土地的真正主人。当时全市农村共形成2，000
多个村庄，农户415，100户，2，0 36，600入，男

女整半劳力832，60 0人。粮食播种面积7 4 7r．5万

亩，总产46,55 1万斤，平均单产仅62斤；农村总
产值14，928万元，人均生产总值仅73元。

旧社会的天津农村经济之所以走进死胡同，
从根本上说，是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制度及其生产关系严重窒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
果。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在它们处
于上升的时期内，曾对生产力的发展起过一定的



积极作用，但当他们占据统治地位之后，便日趋
没落，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到鸦片战争前
夕，全国农村经济更加陷入穷途末路，集中暴露
出封建社会一切腐朽、落后、衰败的弱点，说明
，封建生产关系已没有任何进步作用、没有生命力
了；。天津农村当然也不例外。

天津农村的社会主义农业，就是在继承脆弱
历史成果、彻底变革旧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设起
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需要，人民政府曾对天津农村的行政区划作过多次
调整。解放初期，天津农村很小，只有靠近市区边
缘的36个行政村，辖5 7，少自然村，4．9万人，16．25
万亩耕地。一九五二年四月，河北省天津县划归天

津市，农村范围扩大到386个行政村和小进，咸水
沽、葛沽、宜兴埠、北仓五个镇，农业人口5 9．6万

人，耕地15 1．97万亩。一九五三年五月，天津市

人民委员会将原属市区管辖的3 6个行政村和天津
县的全部村、镇合并，改为东、南、西、北四个
郊区的建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国务院批准将河
北省天津专区所属各县划归天津市；一九六O年
三月又决定将唐山专区的蓟县、宝坻县划归天津，

疑时将汉诂市埘归唐山市。这时的天津农村，扩



大到蓟县、宝坻、武清、霸县、任丘、静海、河

间、沧县、黄骅、献县、交河，盐山、吴桥、宁
津十四县(因宁河县与汉沽市合并，未单列)，

农村人口达800余万。一九六一年七月，又将这

些县划归河北省。一九七三年八月，蓟县、宝坻、
宁河、武清、静海五县划入天津。到一九八七年
底，天津市农村包括东郊、南郊、西郊、北郊

四个区，蓟、宝、宁、武、静五个县，以及塘
沽、汉沽、大港三个区的农村部分，共2 24个乡

镇_，3，876个行政村，农业人口3 74．05万人，男

女整半劳力176．25万人，耕地65 7．7 1万市亩。

天津市农村合作制发展简史，就是按这个区划范
围编写的。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天津农
村的广大劳动人民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努力，取得

了旧社会不可能有的巨大成绩。抗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大大增强，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显著改善，农
村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尤其是当前，出现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
工商建运服综合发展，科教文体卫欣欣向荣的新
局面。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

有了良好的开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从
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的转化，正在



稳步推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已经成为农村经
济的支柱。今日的天津农村，呈现一派繁荣兴旺
景象。 。

发生这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农村合作制，彻底变革了恫
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经过一系列
改革，使农村合作刹更为健全，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更趋完善，给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
景。

事实表明，引导农民实行合作生产，建立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方向是完金正确的，但所走过
的道路却是曲折的。

天津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合作制
的建立与完善，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

，

第一次变革是土地革命。从农村解放开始到
一九五二年结束的土地革命，、完全摧毁了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土地占有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实现

了‘‘耕者有其田"，给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奠定
了基础。

第二次变革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确
立合作生产制度。经过土改，地主经济全部消灭，

旧式富农经济实际上也不存在口贫农和雇农分



得土地以后经济地位显著上升，成为个体生产
者。在天津农村，这种小农经济占有绝对优势，
农民的经济状况比土改前好多了，但还是相当贫
困。多数农户没有耕畜，有的甚至连小农具也没
有，积蓄更谈不上，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不仅
面临着扩大再生产的困难，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
持。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合作化：毛泽东同志一
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组织起来》一文中
明确指出：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
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

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
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
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

获得土地的农民，一方面有发展个体经济的

极大热情，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另一方
面，由于生产条件极其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极差，遇有天灾人祸，便见叫苦不迭，不得不
出卖土地、房屋或借高利贷，重新陷入破产境
地，遭受两极分化的威胁·为避免这种厄运，他
们又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农民的这些积极
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国家
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党正是充分地了解农民

的这种特点，因势利导，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步从



个体经济走上合作经济道路的b毛泽东同志在一
五丸三年十月十五旧和十一月四日关于互助合作
的谈话中及时指出： “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

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
法就是合作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但给农民
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方
针政策，采取了切合实际的步骤，即“由社会主
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

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也叫农业生产合作

社，不要叫集体农庄)"·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系列决定和指示的

弓1导下，天津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与、土地改革几
乎是同步进行的，边土改，边组织互助组或初级
社的示范，边发展，边巩固。一九五三年过渡时
期总路线公布之后，建立合作制的步伐加快。一
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同志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
题》报告，提出批判“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
想以后，天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到一
九五六年四月，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
实现了高级社化，土地由劳动者占有制转变为集
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制度的建立，标志着社会主
7义农村生产关系的基本形成。

’天津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在互助组和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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