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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林业

第一章管理机构

1949年天津专区未设农林机构，农林工作由天津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

设科统管。1950年设专区农场。1952年建立专区蝗虫防治、农业技术推广

站。1953年9月，建天津区专员公署林业局。1954年4月，撤销专署林业局、

技术推广站、防蝗站等机构，合并组建天津专区专员公署农林局。局内设9个

科、站和4个下属单位。

1958年6月，天津专区同沧县专区合并，仍称天津专区农林局，局内设11

个科、室、站和4个下属单位。同年12月，天津专区并人天津市后，农林机构

并人了天津市农业局、林业局。

1961年6月恢复天津专区专员公署农林局，同时建立天津专区专员公署

农垦局。1963年1月，天津市农业机械管理局划归天津专区，称天津专署农业

机械管理局，局内机构设1室5科和2个下属单位。同年3月，天津专署农垦

局撤销，其工作交由农林局管理。同年8月，建立天津专署永定河下游造林

局，1964年4月该局撤销。

1967年11月，天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天津专署农林局改称天津地区

革命委员会农林局。1968年5月，地革委决定，撤销农林局、农机局及气象局，

将三个局合并，成立新的天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农林局，并成立局革命领导小

组。1969年6月，天津地革委生产部建立，农林局改称农业组，隶属天津地区

革命委员会生产部。1970年6月，农业组改称农林工作站，仍隶属地革委生产

部o 1971年8月，成立农业局革命领导小组。1973年3月，撤销农业局革命领

导小组，建立天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农林局。局内机构设1室10个科、站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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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下属单位

局。

1967年

械管理局。

革委农业机

坊地区农业

1978年

廊坊地区行政公署农林局；农机局改为廊坊地区行政公署农业机械管理局。

1979年4月建立林业局、畜牧水产局。原属农林局的林业站、林场划归林业

局；原属农林局的畜牧兽医站、水产站、种畜场划归畜牧水产局，原农林局改称

农业局。1983年8月，这三个局又合并为廊坊地区行政公署农林局。局内设

14个科、室、站和7个下属单位。1984年3月，农业机械管理局撤销，其工作划

归农林局领导。1989年4月地改市以后，地区行政公署农林局改称廊坊市农

林局。1990年1月成立市畜牧水产局。原农林局的畜牧兽医站、水产站、铁路

检疫站、种畜场随之划归畜牧水产局。1993年底，市农林局下设办公室、行政

科、人事科、老干部科、保卫科、信息科、纪检组、机关党委、外资办、经营管理

站、科技生态环保站、种子监督检疫站、技术站、植保站、土肥站、林业站、果桑

站、农机站、培训班等19个科、室、站以及种子公司、农工商总公司、农机公司、

监理所、林场、良种场、农科所、农校、农机化学校9个下属单位。全局干部职

工958人。1994年12月，市农林局所属单位农科所独立出去，成立廊坊市农

科院。1995年12月，市农林局设办公室、人事科、计财(审计)科、农业办公室、

林业办公室、农业机械管理办公室、农业利用外资办公室等职能科室和机关党

委。人员编制为50人。至1999年底机构无变化。

第二章农业

第一节土壤植被肥料

一、土壤

全市土壤分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1993年全市土壤总面积9616531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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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分布

石质土类有62518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0．86％，集中分布于三河东北部

的蒋福山、段甲岭、黄土庄、灵山境内的燕山山麓的山地。因土壤中含有大小

不～的砂砾，故而得名“石质土”。

褐土分布于三河、大厂和香河境内的低山丘陵、山麓平原，面积达541062

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6．4％。褐土性土亚类土壤面积有4294亩，占全市土壤

面积的0．06％，主要分布在三河东北的石质低山丘陵。褐土亚类全市只有三

河境内河冲积扇的上部分有80751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1．11％。褐土亚类

分有壤质黄土状褐土和洪冲积褐土两个土属，以壤质洪冲积褐土居多，占整个

亚类面积的82％o潮褐土亚类有456017亩，分布在三河、大厂境内，占全市土

壤面积的6．23％，分为壤质洪冲积潮褐土和粘质洪冲积潮褐土两个土属，以壤

质洪冲积潮褐土居多。

砂姜黑土类面积有79760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1．09％，主要分布于三

河、大厂和香河的燕山山麓平原扇缘洼地。①石灰性砂姜黑土亚类的面积有

77908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1．07％o②盐化砂姜黑土亚类土壤面积有1852

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0．02％。

潮土有6522065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89。17％，主要分布在大厂、香河境

内的潮白河冲积平原，固安、永清、霸州和安次境内的永定河冲积平原，文安、

霸州境内的大清河冲积平原，大城、文安境内的子牙河冲积平原等近代河流冲

积物上o①潮土亚类，在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冲积平原地下水质

较好的河流冲积物上发育的5122134亩，10个土属亚类土壤，是潮土土类中最

大的亚类，分布面积占全市土壤面积的70．03％。②脱潮土亚类，有四个土属，

面积有96404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1．32％，主要分布在潮白河、永定河、大清

河、子牙河等冲积平原中地形部位比较高的缓岗地带。③盐化潮土亚类，在潮

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等两侧的二坡地下中部和溢流洼、东淀、文安洼

等周边分布909754亩，八个土属的土壤面积，占全市土壤面积的12．44％。④

湿潮土亚类，在三河、大厂、香河、安次、霸州、文安、大城境内的潮白河、永定

河、大清河、子牙河冲积平原上的东淀、文安洼等碟形洼地、浅平洼地分布有八

个土属的湿潮土393773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5．38％o

风沙土面积有22012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0．3％，主要是在大厂、香河境

内的潮白河和安次、永清、固安境内的永定河附近地势较高的河漫滩、故河道

旁的缓岗发育起来的。①半固定风沙土亚类土壤。面积有1638亩，占全市土

壤面积的0．02％。②固定风沙土亚类土壤。面积有20374亩，占全市土壤面

积的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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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土土类面积有33074亩，占全市土壤面积的0．45％，主要分布在永定河

冲积平原的安次、永清，以及大清河与子牙河之间的文安、大城一带。

沼泽土土类只有四个土属的草甸沼泽亚类，土壤面积有53196亩，占全市

土壤面积的O．73％，分布在霸州和文安境内的地势较附近显著低下而平坦，地

面没有排水出路，高处的地表径流又易于汇集的大清河旁东淀以及大厂境内

的潮白河河旁洼地一带，多系芦苇塘及河流汇合处的积水区。

2．土壤改良

全市盐碱土壤面积92．cr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2．59％；漏水漏肥土壤

面积170．4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7．12％；粘重板结土壤面积96．23万亩，占

总耕地面积的15．31％；低洼易涝土壤面积173．0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27．53％；风蚀沙化土壤面积72．2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1．50％；干旱缺水

土壤面积368．1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8．55％。建国后，全区各地在生产实

践中创造出很好的改良土壤经验。

盐碱地改良50年代，全区以“农改”为主，推广传统的改良利用盐碱地

经验，如刮盐、沟，修筑台田、围埝蓄淡压盐、种植耐盐作物等。50年代末和60

年代，以“水改”为主，灌水洗盐。但因只灌不排，形成了大面积次生盐渍化。

从1963年特大洪涝后，开展根治海河，开挖排水工程，注意了扬排结合和田间

工程的配套，次生盐渍化逐渐减轻，盐碱地面积缩小。

风沙地改良在风沙地营造防护林带，带内种植各种果树，或林油、林粮、

果油、果粮间作，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81年开始，在永定河泛区新播杞柳、

杆叉、经济林25901亩，建立苗圃11412亩，新饲草地8575亩，加之林果间作花

生、豆类、薯类，为发展当地牛、羊、鸡等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加工业创造了条

件。

其它低产土壤改良①粘土改良。廊坊历史上形成的低洼易涝土壤粘

重，尽管随1963年以后海河工程的治理，推广“深渠河网”，有很大的改善，但

因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土壤粘重，排水能力差，加之干旱缺水，造成无水减

产，大水成灾。1964年打井灌溉和掺沙改土，已收到了成倍增产增收的效果。

②土壤障碍层次改良。1～2米土体内出现厚度不一、深浅不等的砂姜层、钙

积层、潜育层、漏沙层等，障碍土体水分、养分正常运行，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例如，腰砂土只宜种植薯类，深位厚层砂姜土壤，不宜种植林木和果树。因此，

各地因地制宜地进行改良。浅层、薄层、漏沙层和潜育层，适当加深耕作层，打

破障碍层次。对具有深位厚层的砂姜层或砂层的土壤，采取加深加大动土栽

植林果，效果显著。

二、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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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地域南北狭长，地形复杂，植被种类繁多。

丘陵区植被：以旱生灌丛草木植物为主，树少，且为人工栽培。阴坡植被

茂密，而阳坡植被稀疏，影响到土层厚度不同，阴坡土厚，5，30em不等，阳坡

土薄，甚至裸岩。植被从北到南，主要有酸枣、荆条、胡枝子、白草、菅草、阿尔

泰紫菀等。

山麓平原植被：在其上部坎沟头可见零星酸枣、胡枝子、毛地黄等耐旱植

被。在农田中一般为禾本科杂草。栽培作物为谷、玉米等。在山麓平原的中

下部，有阿尔泰紫菀、车前草、灰菜、旋花、刺蓟、苦买菜、苍耳等。栽培作物为

小麦、玉米等杂粮及棉花、油料和杨、柳、榆等树木，分布在全市各地。

冲积平原植被：野生植被主要是在田际隙地、路边，田间稀少。其中缓岗

部位，地下水3米以下土壤为脱潮土，内外排水好。节节草，反映了地下水较

深；画眉草，喜排水良好的条件。洼地部位，主要有喜湿、耐湿的芦草、稗草、三

棱草等，常有马齿菜在此共生。

沙丘部位，由于没有种植作物，天然植被也较稀疏，主要有沙蓬、茅草、节

节草、虎尾草、狗尾草等和人工栽培的杨、柳及果树等。坡地上，主要有旋花、

刺儿菜、车前草、芦草等。

盐化土壤广泛分布的地区，有芦碱草、茶棵子、车前草等轻盐植被；有蒿黄

须、马绊草、碱茅、柽柳、枸杞等盐生植被。

三、肥料

1．土壤肥力

1974年地区土肥站在全区9个县、74个乡镇、101个村，按不同土壤类型，

选有代表性的耕地土壤，确定282个点为取样地块，共采集511个土样进行了

常规理化分析，其中在82个点上测定了二、三季度的动态养分变化，还测定了

42个农家肥样品的养分含量。根据调查的结果，划分出六个土壤肥力分区，

即：山麓平原黄土区，北部洼地黑粘土区，中部沙性土区，中部二性土区，中南

部洼地胶泥土、黑粘土区，南部旱薄盐碱区。

1979年至1980年全国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全区各种类型土壤都选择

了代表样点，约500～600亩地取一个农化样，共取剖面养分样8143个，水样

599个，耕层养分样8684个。化验项目有：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速效磷、速效

钾。主剖面还化验了全磷、全钾、碳酸钙、代换量，PH值及吸湿水，共化验

173082项次，取得总有效数据75000个，并进行了化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彻底

摸清了全区土壤养分的丰缺情况。

2．土壤养分状况

全市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比较低(an权平均值为0．987％)，表层有机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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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壤形成条件及土壤质地密切相关。河流沿岸、河流故道两侧的沙质土有

机质含量只有O．2～O．6％；而大洼地区的粘质土土壤通体有机质含量都很高，

多为1．75。2．7％；有机质含量0．6．1．5％的面积最大，多分布于平原的二坡

地的壤质土上。有机质含量在四至六级，即含量在2％以下的，占全区土壤面

积的98．1％。

土壤氮素含量加权平均值为0．0707％。同有机质一样，全氮含量大部分

地块属于0．1％以下，四至六级的占91．62％，属中等偏下水平。

主要土类碳氮比(简称C／N)变化范围在6．8—20：1，一般变幅多稳定在

7～10：1左右，其平均值为8．1：1。

土壤全磷含量(P205)平均值为0．14％，属石灰性土壤，磷易被固定。土壤

速效磷含量偏低，只有4．15ppm(1公斤等于1000克，1克等于1000毫克，1毫

克正好是1公斤的1／100万。若在容器中放1公斤水，又加入1毫克盐，那么

这个盐溶液的浓度即为lppm)，四、五、六级的面积占88．89％，缺磷、贫磷乃是

廊坊提高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

土壤全钾含量和速效钾含量。全钾含量平均为2．55％，速效钾含量平均

值为141．1ppm，速效钾含量在100ppm以上的占75．65％，属一、二、三级地块。

五、六级地50ppm以下的仅占1．08％o

廊坊地区属于弱碱性石灰性土壤，其表层土壤的PH值一般在7．8—8．9

范围内。北部的石质土、褐土性土，淋溶作用较强，碳酸钙含量和PH值偏低，

表层土壤碳酸钙含量为O．02～3．3％，PH值为7．7．8．2。山麓平原是由洪积

冲积物堆积而成沙壤质和壤质褐土。受到一定淋溶，其碳酸钙含量为

O．25～4．1％，PH值在8．1～8．4之间。冲积平原一般为次黄土性冲积物，碳酸

钙含量较高，变幅较大，约在1。11．6％，PH值也偏高，在8．2～8．8之间。安

次区、文安县、大城县的少数盐化潮土、草甸盐土、粘质潮土的PH值达到

9．0—9．8，属强碱性o

3．土壤肥力演变情况

1992年至1993年，各县查找1980年土壤普查时的原取点位置，在不同土

壤类型上选择数据齐全、代表性强的剖面点位，按每万亩耕地采一个样，确定

出采样的养分点位，共取土样851个，经测定与1980年相比，土壤有机质含量

加权平均值由0．987％上升到1．193％，绝对值上升0．206％；土壤碱解氮由

50．9ppm_L升到82．2ppm，绝对值上升31．3ppm；土壤速效磷(单体磷)由

4．15ppm_Jz升到14．0ppm，绝对值上升9．85ppm；速效钾(单体钾)由141．1ppm

下降到123．8ppm，绝对值下降17．3ppm。土壤有机质明显增加，碱解氮和速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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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上升幅度大，而速效钾下降幅度大。

根据土壤养分消长变化，提出稳氮增磷补钾调控土壤养分的技术措施。

根据试验结果提出土壤速效钾丰缺指标和不同土壤速效钾含量的推荐施钾

量，在高产麦田、玉米、瓜、果等作物上施钾后取得显著增产效益。“土壤养分

动态变化规律及调控”1995年获廊坊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粮棉果作物施用锌

肥也得到很大推广。至此全市的优化配方施肥技术由氮磷配施向氮磷钾微肥

平衡施用发展。

4．化肥肥效与平衡施肥发展

60年代以前，耕地化肥用量较少，主要依靠施用有机肥料提高产量和保

持地力。60年代末以后，肥料施用进入有机肥与氮磷肥配合施用的阶段o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注意微量元素的施用，棉花喷硼，花生施钼，玉米施锌、锰等，

表现出明显的增产作用。80年代，推广配方施肥，根据作物施肥规律、土壤供

肥性能与肥料效应，在有机肥为基础的条件下，产前提出氮、磷、钾和微量元素

的适宜用量的比例以及相应的施肥技术。1980年以前以定性补肥为主。根据

土壤、植株养分速测，因土因作物施肥。此方法较粗，准确率较低，推广面积也

不大o 1980年至1988年，以目标产量法为主的半定量地指导作物施肥，通过

做氮磷肥料的参数试验，确定土壤和肥料的施肥参数；再通过产前测定土壤中

养分含量，确定施肥方案。1979年开始研制农业监测车，1982年正式应用于

生产o 1982年至1988年，农业监测车在全区巡回为群众取土化验，大面积指

导作物施肥。

1989年，建立计算机施肥咨询系统，定量指导优化配方施肥，重点推广了

目标产量法和肥料效应函数法等优化施肥技术。1989年至1993年，在全市

高、中、低不同肥力等级的土壤上，安排了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试验414个，

4774个田间试验小区，其中完成小麦试验183个，玉米76个，棉花125个，花

生、西瓜、甘薯30个。在田问试验的基础上，研究出目标产量与地力基础产量

的相关关系，百斤籽粒需要养分量，土壤养分校正录数和氮磷肥料当季养分利

用率。并应用二元二次方程，共建立小麦、玉米、棉花等三大作物施肥数学模

型21个。为把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将获得的小麦、玉米、棉花施肥数学模

型用微机换算出易为农民掌握的推荐施肥预报配方表发到乡、村，交由农民使

用。

1989年，应用TI—PPC和长城0520微机，以BASIC语言编写完成全市施

肥咨询系统。该系统以人机对话方式进行施肥咨询，操作简便。同时开展的

田间校验研究表明，实际产量与理论产量之比有90％以上在0．9．1．1之间浮

动。预报准确率高，反馈性好。1990年“三大作物计算机推荐施肥与咨询系



·682· ·廊坊市志·

统”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配方施肥面积354万

亩，其中优化面积134．3万亩。1992年配方施肥面积达到348万亩，其中优化

面积282万亩，占配方施肥面积的81．0％，配方施肥的范围也由原来的粮棉作

物发展到粮棉油瓜果菜等多种作物。优化配方施肥，小麦平均亩增产32．1公

斤，增产12．3l％，玉米平均亩增产49．6公斤，增产15．2％。棉花平均亩增产

7．8公斤，增产17．6％。在平衡施肥示范推广中，1991年至1995年完成各种

作物氮磷钾肥料效应试验一百余个，完善了粮棉作物施肥模型与施肥参数，又

建立了花生、果树等施肥模型，使平衡施肥的范围由原来的粮棉作物发展到粮

棉油瓜果等多种作物。随着“三大作物计算机推荐施肥与咨询系统”的推广应

用，完善与发展，平衡施肥的效益不断提高，施肥技术逐步优化。

1996年后配方施肥的重点由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以保护地蔬菜为

主，开展了作物碳素营养，氮素营养及矿质元素营养相结合的作物施肥与营养

的相关技术研究。并在保护地内应用推广了二氧化碳气体肥料新技术。到

1997年全市推广面积达到了10万亩，占保护地面积的30％以上。1998年至

2000年在全市开展了保护地蔬菜高产、优特综合配套技术的研究推广。通过

调整施肥结构，增加钾肥用量，降低有害物质对农田污染，达到改善土壤环境，

减少污染，高产高效。蔬菜平均亩增产200—400公斤，增产幅度为

14．5—20．1％。

第二节 农村经济体制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

封建社会历代，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并拥有祠堂、庙宇等公

田管理权。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无地或少地，靠帮佣租佃为生。

建国前，廊坊境内土地占有关系分己田、公田和佃田。己田有自耕、出租

之分。公田有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等，祠堂田、祭祀田或出租或由家族

轮流耕种。地主利用占有土地和祠堂、庙宇等公田管理权，对无地少地农民进

行剥削。方法有四种：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雇工剥削、杀价抬价剥削。

二、土地改革

民国35年(1946年)，廊坊境内部分县乡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

土地问题的指示》，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地主、富农按原租额减

25～30％，农民免交所欠的旧租，文安、大城、霸县、永清、安次等县进行土地改

革。同年9月，廊坊境内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土地改革被迫中断。

1951年11月，廊坊境内全面开展了土改。土改工作在各级党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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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农民协会主持，经过发动群众，宣传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分配胜利果实

等步骤，于1952年全部完成。

三、农业互助合作

1．农业生产互助组(以下简称互助组)

廊坊境内的农村劳动互助组织是伴随着土地改革而产生的。在解放战争

时期，永清、霸县、文安、大城等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农民自动搭伙互助，发

展生产。1949年底，全区境内农村的互助组已达10530个，加入互助组的农户

有37572户o 1952年，全区互助组发展到50655个，其中常年互助组213073个，

入组农户252046户。互助组的存在与发展一直持续到1955年。互助组的形

式，有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临时互助组成员不固定，农忙合伙，农闲分

开，具有小型、灵活、季节性强的特点。常年互助组的组织比较健全，成员固

定，有简单的生产计划和劳动纪律，有较强的骨干力量。1952年互助组的内

容，有农业互助组、副业互助组、农业和副业结合的互助组。互助的方式，有劳

力互助、劳力与畜力的换工。农业互助组，形式多样，组织松散，虽然一家一户

为一个单位的格局有所突破，但未改变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土地、牲畜、农

具等仍然私有私用或私有伙用。

2．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初级社)

1953年，全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重点转向初级社。1952年，各县办初

级社试点10个，人社农户224户。1953年12月，初级社从试办转入发展时

期。1955年，全区初级社发展到3093个，入社农户82739户，占总户数的

20．8％o初级社坚持人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农户入社以土地作股，作物

收获后，除扣除公积金、公益金外，按劳五地五或劳六地四的比例分红。耕畜

折价人社，公有公用，少数实行包耕租用办法；大农具评定价格，折价人社，公

有公用或私有公用，付给租金；小农具由农户自备。初级社是在互助组基础上

或由单干户直接人社发展起来的。

3．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高级社)

1955年，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提出“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的方针，批判“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全区迅速出现农业合

作化新高潮。各县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协助开展工作，其方法是老社一面吸收

新社员，一面合并升格为高级社或将新社直接建成高级社。1956年，高级农业

社发展至1423个，人社农户401467户，占农户总数的96．4％o 1957年，高级

社增至2189个，人社农户412440户，占农户总数的99．3％o高级社的组织形

式和规模不一，有联村社(包括一乡一社和数乡一社)、一村一社和一村多社三

种形式。中小型社和一村一社的组织形式较多。高级社取消了按地、劳比例



．684· ·廊坊市志·

分红的方式，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充分调动劳动者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行小段包工、季节包工及“三包一奖四固定”的生产责任

制，即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土地、劳力、牲畜和农具固定给生产队，

社员评工记分，按件记酬，定额管理。1956年开始，各县抽掉大批干部经过培

训组成工作组，分期分批对高级社进行系统整顿，调整社队规模，合理解决遗

留的经济问题以及部分社员“闹退社”问题，提倡勤俭办社，反对铺张浪费。通

过一系列整顿，全区高级社的状况发生显著变化，好、中、差分别占20％、50％

和30％，逐步理顺了社内外的关系。至此，全区农村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

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形成，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集体经济体制随之确

立。

四、人民公社

1958年，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全区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大跃进”o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

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9月，从小社并大社转移

为人民公社试点开始，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全区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到1958年底，全区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42个，入社农户421864户，占总户数

的98．8％。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由公社

组织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无偿调用土地、农具、物资，实行军事化

编制，大兵团作战，取消自留地，普遍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分配制度，大搞“三

化两院”(即：生活食堂化、婴幼儿抚育托儿所化、洗衣缝纫集体化，幸福院和妇

产院)，打乱了高级社建立不久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59年3月，开始整顿人

民公社。1960年11月，大力纠正“大跃进”中的平均主义，对无偿调用财物的

“平调风”、“共产风”进行算帐退赔，有秩序地解散公共食堂，继续实行评工记

分和“三包一奖”的责任制。

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区按乡镇辖区划分为

150个公社，下设2780个生产大队、9068个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1962年2月，贯彻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实

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彻底解决了

基本核算单位过大，违背生产力水平的问题，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

体制最终确定下来。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

1963年至1978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基本稳定。文化大革命期

间，局部地方一度搞“政治评分”，收回自留地，不久即纠正。1978年，全区农业

总产值68377万元，粮食总产量197599万斤。

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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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农村陆续出现不同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田粮食作物

实行联产到劳、联产到组；棉花、花生、蔬菜等经济作物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

劳、小段包工和定额管理；集体企业、果园、鱼塘等实行专业承包。

1980年9月，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

个问题》的指示精神，全区有12008个生产队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占全区

总队数的88．4％。其中：联产到组的969个队，占总队数的7．1％；联产到劳的

1403个队，占10．3％；专业承包的103个队，占0．76％；双田制(口粮田、责任

田)的14个队，占0．1％；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称作大包干)的152个队，占

1．1％；小段包工的5951个队，占43．8％；包工到劳不联产的3416个队，占

25．1％。同年11月，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加强完善

生产责任制的领导，会后组织机关干部3102名，深入基层贯彻落实。是年，全

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干旱，粮食总产仍比大丰收的1979年增产14304万斤，增

产8％；棉花增产143％；油料增产113％。1981年，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增加

到2384个，占全区总队数的17％。1982年，由联产到劳为主的责任制发展为

以大包干为主的责任制，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达到12438个，占全区总队数的

87％o 1983年，全区14318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以土地公有为特征，家庭经营为基础，联

产承包为纽带，实行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土地承包

方法，多数是按人口与劳动力比例计算到户，少数按人口或口粮定量计算到

户，承包期3至5年。生产队按土地面积底垫农户部分生产资金。分配形式

按承包土地面积定产，计算上交国家征购任务和集体提留(或承包费)，剩下的

全归农户自己支配。

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种植业普及的基础上，拓展到林、牧、副、

渔、农机、水利等多种经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户、公社、县在

85％以上。全区沙碱荒地27．98万亩，有20．66万亩下放到8．75万户中搞专

业承包，占沙碱荒地总面积的73％o

1984年，全区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稳定和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指示精神，延长土地承包期至15年以上，并调整零散地块，鼓励农民增加投

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对村镇规划、水利建设和人口增长用地按照“大

稳定，小调整”的原则进行变更，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各地根据商品经

济发展情况，本着因地制宜、自愿互利原则进行适度规模经营o 1984年底，全

区转出土地面积1．5万亩，各种类型的专业户15．13万个，占全区总户数的

25％，专业村424个，专业乡22个，专业市场31个。全区发放土地长期使用

证。少部分村实行口粮田与责任田结合的“双田制”，口粮田按基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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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一份，分户经营，责任田相对集中，承包给种田能手经营。

1987年，全区生产队、村两级财务进行大规模清理，把原生产队的帐目合

并到村级，妥善处理了生产队撤销后的债权债务，明确了原生产队资金的权

属，建立了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或称乡联社、村联社)。乡村两级合作经济组

织的建立，促进了全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不断完善和土地承包的相对集中。

1992年底，全市有3228个村进行了土地调整，762户转让承包土地，转让面积

3．2万亩。在规模形式上，有73万农户承包经营耕地面积532万亩，分别占全

市总农户数、总耕地面积的98％、96％，户均经营耕地面积7．3亩；有193个专

业队承包经营耕地面积1．9万亩，规模种植养殖大户(种植30亩以上，养殖50

只或头以上)增加到4937户，占全市总农户数的0．64％。在承包形式上，有

2404个村实行“双田制”，占全市总村数的75％。“双田制”承包面积452万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81．5％。实行区域种植统种分管以及其它形式责任制的村占

25％。1993年，全市规模种养大户发展到8509户，占总户数的1．1％，其中经

营3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2385户，经营耕地面积8．3万亩。

1993年11月，贯彻中央《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若干政策措施》的精

神，全市重点搞“双田制”有偿承包工作，同时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和完善土地

规模经营，对承包到期的土地适当延长承包期。并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

减地”的办法，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把土地承包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用，允许土

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建立和完善土地有偿使用权流转机制，壮大集体经

济。1995年全市实行有偿承包使用的土地338．9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0．6％，

年收取土地承包费7893．4万元，亩均23．3元。同年10月，市委、市政府就围

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召开会议，要求各区、市、县按照经营规模化、农田

水利化、耕地机械化、种植区域化、技术现代化、服务系列化等多种形式的发展

目标，确定土地规模经营试点105个，其中乡镇16个，村街53个，农户36个。

省政府就此在三河市召开了全省土地规模经营试点工作会议。年底，全市土

地规模经营面积已达70万亩，土地流转面积20万亩。

1997年8月，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

通知》，廊坊市开展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和清理整顿“双田制”工作。对

土地承包关系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一是“一田制”，全部耕地按人均承包的

1005个村，面积140万亩，分别占总村数的31．1％和总耕地面积的25．3％，主

要集中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固安、永清、大城、大厂等县。二是二、三田制承包

的2175个村，面积378万亩，分别占总村数的67．3％和总耕地面积的68．4％，

其中实行动帐不动地的“双田制”1323个村，面积228万亩，分别占总村数的

41％和总耕地面积的41．2％；口粮田人均承包经济田或承包田招标承包的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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