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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舌

山西省临汾地区农业合作史，全卷分为《农业合作史》

《大事记》《典型调查》《人物志》四册。本册为第四册——

《人物志》。

《山西省临汾地区农业合作史人物志》的问世，是领导

重视的产物和集体劳动的结晶。在深入调查精心编辑过程

中，地、县(市)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具体过问，

排忧解难，开创了宽松有利的好环境；地、县(市)两级编

委及其办公室的同志们，还有应邀参加的同志们，深入农

村，系统调查，核查资料，精心采写，付出了艰苦劳动和辛

勤心血。在这里，特向各级领导，供稿者和所有参与的同志

们致谢!

在调查、编辑直到成书的全过程，同志们始终坚持实事

求是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观点，从发展农业生产力出发，进行着全面而有

效的工作。就农业合作史而言，这在全区来说，还是比较系

统的第一部。

在党的领导下，我区有着漫长的农业合作史。在革命和

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不同时期都造就了一批批名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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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驰誉全国的杰出人物。在这批农业精英中，有数十年如

一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中，

进行过创造性劳动的带头人、老模范；也有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时代涌现出来的奋力拚搏、勇于开

拓的新型农民和农民企业家。他们不愧为时代的先锋，群众

的旗帜，建设的骨干，改革的楷模，社会的中坚，祖国的栋

梁。为了使他们的业绩彪炳千秋，英名永载史册、垂留后世，

籍以激励我们与来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继承和发扬他们，艮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不断夺取

新的胜利，正是我们编辑出版《临汾地区农业合作史人物

志》的愿望和目的。

在编辑本书过程中．中共临汾地委组织部提供了宝贵

材料；在收录劳动模范名录时，参阅了《山西农业劳模录》

一书。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加工时间短促．水平有限，搜集资料不全，编辑中

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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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劳动英雄石振明

赵 耀 景

抗Et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历史，造就了英雄人物石振明，石振明

又推动了当地历史的前进。

天，终于亮了

1890年7月20日，石振明出生在河南省林县党家岗村一个佃

农家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国弱民贫的清王朝末期。石

振明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当佃农，祖祖辈辈挣扎在黑暗社会的

最底层。在石振明幼年的记忆中，曾祖父佝偻着脊背讨饭渡日；祖

父和父亲为地主扛活，终年拼死拼活地干，还是食不果腹，衣不遮

体。他8岁时，一家人咬紧牙关．节衣缩食，送他到本村一所小学

读书，企望从他这一代起，能念书识字，同苦海绝缘。可是，无情

的贫困，硬是剥夺了他上学的权利。他只念了6个月的书，就被迫

退了学，帮助父母千力气活儿。等他长到16岁时，父亲就送他到一

家砖瓦窑当了学徒工。

“窑匠吃饭不洗碗”。砖瓦窑的活儿十分紧张，白天捏瓦三千六，

晚上和泥到三更，一天要苦干十六七个小时，连洗碗的时间都没有。

一到秋后，当学徒的两只赤脚在冰冷的稀泥里踩上半夜，人差不多

要被冻僵了，三更后刚躺下，被窝还没暖热，窑主就嚎叫着催人起

床，到天亮之前要捏够600页瓦。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

在砖瓦窑上苦苦挣扎了16个春秋。

偏偏祸不单行。1920年，林县天大旱，砖瓦滞销，窑主宣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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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同时，石振明家里因交不起租子，租种的几亩山坡地也被地主

夺走了。当时他的曾祖父虽然过世了，但是母亲又先后生了7个弟

妹，石振明也娶了媳妇，一家有十几口人，地被夺，砖窑停工，一

家人籍以维持生命的两条生计，全被卡断，完全陷入了绝境。

万般无奈，石振明夫妇只好夹杂在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的穷苦百

姓的人流中，乞讨度日。之后，流落到山西省安泽县英寨村花豹沟，

住进一孔没有门窗的破窑洞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苦干了一个春

天，开出20多亩生荒地，种上了庄稼。当时，财主说：“新开荒地

3年不交租。”可是。秋后就食言自肥，强收租子。声言：“若不交够

租子，连地都要一起收走。”之后，地租年年涨，最多时20几亩山

坡地就要交租18石。每年下来，交租纳税后。依然是食难饱腹，衣

难遮体。1936年，他气恨至极，带上妻子返回河南老家。在老家挣

扎了一年，还是活不下去，又再次逃难到山西安泽县南孔滩的石板

沟，借款17元作为定钱，租种了地主李昌久的十几亩山地。头一年

打粮16石。交租8石，纳税3石，剩余的5石粮食。连租地的定钱

都不够。第二年打粮20石，纳税、交租ll石，总算剩余下9石。可

是，地主李昌久眼红了，要强行收地，石振明买酒割肉设宴款待李

昌久，指望他发善心暂不收地。然而李昌久吃喝之后，还是黑着脸

把地收走了。不仅赶走了石振明，还无故扣留了石振明的犁耙等农

具。 ．

“石板沟i石板沟，没有星星没日头”，石振明压在石板下，难

见天日难抬头。石振明被赶出石板沟后，先后流落到阳城、沁水等

地。1940年春．又讨吃要饭来到浮山范村，在离村3公里的西松山

落脚，租种了地主李修玉的一片荒坡，向乡亲们借了条毛驴，再次

开荒种起地来。当时，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队、武装土匪不断骚

扰，要粮勒款，百姓困苦连天。一次中央军派款，上无片瓦，下无

立锥之地的石振明，哪里有钱交呢?无奈何，他只好东借西凑，上

交粮食1．2石。这年，还算风调雨顺，他开荒打粮20石。可是，纳

税、交租、还借款和驴工钱之后，只剩下3石粮食。一家5口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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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活呀1

50岁的石振明心碎了，绝望了。他胸中怒火燃烧，恨死了那暗

无天日的旧世道。他悲愤地呼喊着：“老天哪老天，难道你就不能给

我一条活路吗?!”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极端艰苦卓绝、特殊搏斗的时期。6月

初，太岳区212旅开进浮山岭东，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战争。在

共产党领导下，村村经过民主选举，建立起抗日政权，组织起农会

和抗日武装。贯彻了抗日民主政府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政策，减

免农民一年的负担，宣布新开荒地五年内不交租、不负担，解放劳

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天终于亮了。受了大半辈子苦的石振明，临老盼来了黎明。“这

世道真的变了!”他禁不住热泪盈眶，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感谢八

路军。

名扬太岳

1942年春，石振明带着翻身的喜悦，积极响应抗日民主政府变

工互助、开荒自救的号召，串连西松山6户贫苦农民，开展变工互

助。他们互借口粮、种子，实行人力、畜力变工，大力开垦荒地，发

展生产。他一家就开荒25亩，当年产粮39石，加之一不交租，二

不纳税，他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自己辛勤劳动的全部成果。

1943年，石振明当选为范村行政村的生产委员。针对减租减息

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但劳畜力却你有他无的实际困难，他劲

头十足地发动群众大搞变工队、春耕队、代耕队、互助组。不但使

广大贫苦农民都适时地春耕下种。还帮助军烈属、困难户也适时地

春耕下种。他一人就为军属代耕地40亩。他的互助组也由6户扩大

为13户，组内有耕牛13头，耕地327．5亩。当年开荒88亩，共产

粮175石，产菜7 905斤(市斤，下同)。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初步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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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2月，青城县(后划归浮山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劳

动模范大会，石振明中了头名状元，县政府奖给他一面锦旗和一头

大黄牛，接着他又当选为村农会执委。这年春，在毛主席“组织起

来”的伟大号召鼓舞下，石振明总结了前两年变工互助的经验，采

取了以下巩固和扩大互助组的措施：第一、他感到一个人的才能、精

力确实有限，就主动上门，请善于做思想工作、会团结人的村农会

常委李寅丙，做庄稼活的行家里手李仙元加入他的互助组，做他的

助手，为的“一个好汉三个帮”。第二、发挥互助组的优越性，积极

帮助组员克服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新从河南逃荒来的张万合，揭

开锅无米下，上山开荒没工具，下地播种没种子，石振明就动员全

组组员上门送粮、送农具、送种子。陈兴旺家缺粮，他就让陈兴旺

家给谁家干活，在谁家吃饭，秋后还粮。退伍军人郭景祥生病卧床，

全组就帮他春耕下种，让他病好后还工。第三、掌握互助变工的

“窍眼”——自愿、互利、等价变换。明确宣布：(1)入组自愿，退

组自由；(2)一个全工记10分，多干多记，少干少记；(3)男女、

人畜之间都可以互相变工．秋后齐工清工，短工者还工或还粮。大

伙都觉得这样公平合理，互不吃亏，既解决了实际困难，又多打了

粮食，都很高兴。同时，组内还充分发挥各人的专长，如让犁地的

能手专门犁地，摇耧把式专门摇耧，善挑担者专门送粪等。
。

这年农历四月初四，石振明用白面馍馍、豆腐菜为其82．岁的老

父祝寿。他高兴得亲自拉二胡，唱家乡戏。还兴奋地说：“老人看到

咱们有米汤喝，就放心了。”祝寿那天，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短一张

毛主席的像。后来，一位姓陈的同志送给他一张，他每天下地回来

都要先看看毛主席的像。

当年6月8日，石派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10日当

选为县参议员。

1943年和1944年两年内，石振明又新开荒地55亩。连同原来

开的荒地，有了耕地120亩。1944年，他家7口人，产粮80多石，

产菜8 000多斤，养驴l头、牛6头、羊88只，开始富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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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石振明互助组扩大为15户，开荒194．5亩，产粮450多

石，比上年增产近300石，还产菜26 400斤。除向抗日政府缴纳公

粮外，人均产粮7．88石，可吃一年又六个月。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

3倍还多。

12月25日《新华日报》(太岳版)，报道了石振明互助组的成绩

和经验。

1945年1月，太岳行政公署召开群英大会，石振明在大会上介

绍了互助变工的经验，太岳行署奖给他大黄牛1头，冀钞1万元，并

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

1945年元霄节前，石振明被选为太岳区参议员。3月3日，太

岳区召开参议会，石振明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之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太岳行署主任牛0ii【琮亲

临浮山范村西松山石振明的家，看望老英雄石振明。

1945年大旱、石振明就组织范村行政村16个小庄的群众，群策

群力，互助抗旱。在“抓住苗三分收”的行动口号下，首先担水点

种抓了个全苗。接着在“旱苗早锄”的行动口号下，提前锄了头遍。

又修水渠850米，浇地150亩。入夏后，又创造了水泡玉米杆救苗

法(把玉米杆切成一尺来长，水中泡三天，埋在禾苗旁)。在抗旱斗

争中，全范村行政村的互助大队诞生了。大伙公选石振明为互助大

队的大队长，下辖31个互助组。年终时，全行政村347户中，富裕

户由25户增加到37户，自给户由34户增加为190户，贫困户由238

户下降为120户。到1946年春，互助大队发展到792人，占到全行

政村总人口的55％以上。其中加入互助组的妇女400人。占到妇女

全半劳力的96％。互助大队耕种土地6 950亩，占全行政村总耕地

的80．7％。

1946年1月7日，石振明出席了太岳区生产座谈会。会议提出

石振明为全区学习的榜样。23日太岳区党政军首长带领各界代表

1 000余入，向参加座谈会的石振明等10位老英雄祝寿。主席台上挂

着lo位老英雄的画像．台口大横幅上写着“劳动人民万岁”六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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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石振明激动地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政府给老百姓祝寿l这世道

真的颠倒过来啦!”

1946年4月23日，譬新华日报》(太岳板)介绍了石振明和他领

导的互助大队，并发表了《走石振明的道路》的社论。社论指出

“劳动英雄石振明是我区减租减息后翻身农民中的一个好榜样。”他

走的道路“是农民由穷变富的好方向。”同时，～支《边区人民学英

雄》的歌在太岳区广泛流传开来，劳动英雄石振明的名字传遍了全

太岳区，飞向各解放区．

创办联合互助大队

1946年5月25日，浮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二区区政府召开范村、

院头、川口等五个行政村的互助组长、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会上一

致决定向石振明学习，成立5个行政村的联合互助大队，下设5个

互助大队，若干互助分队和互助组。大家一致选举石振明为联合互

助大队的大队长。

联合互助大队成立以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5个行

政村男女劳力的70．5％吸收到了互助组内，互助锄玉米、谷子

27 270亩，开荒地2 210亩，修河滩地50亩，运输、纺织赚冀钞

111 200元。

当年2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太岳行政公署号召全区人民“向

劳动英雄石振明方向努力，放手发财致富”。

当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5·4”指示和太岳区党委的部署，范

村等5个行政村开展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广大无地少地

的贫苦农民分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牲畜和农具，发家致富的积极

性空前高涨起来。可是，蒋介石却挑起了内战。9月蒋军大举北上，

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石振明立即召开联合互助大队全体干部会议，一

致决定：翻身自卫，一面参战一面生产，保证支前生产两胜利。联

合互助大队的300多名青壮年民兵，立即奔赴前线参战，保卫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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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果实。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立即动员起来，给军属、烈

属、支前民兵家属耕麦地7 000余亩，耙了四遍，每亩送粪70担，全

部适时下了种，抢收回谷子、黍子、豆类l 900余亩，玉米10 000多

亩．

男子上前线，妇女撑起半边天。在互助变工种麦中，妇女积极

分子赵梅英一人，先后教30名女徒弟学会了犁地、耙地、种麦。32

名徒弟又带徒弟，一共教会150名妇女。她们还编了顺12溜：“犁地

看犁头，耙地看牛头，撒子要象8只眼的猴。”到1947年7月，联

合互助大队上前线的青壮年男子多达414人，留在村中的1 132名

男女全半劳力中，妇女占到970名。这支新生的主力军，为联合互

助大队收秋23 000亩，种麦5 000亩。还抽出55个劳力55个犋畜

力，由石振明、赵梅英分别带队，到河路、米家垣、庞家垣等村变

工互助，支援这些村抢种小麦。1948年10月，石振明主动到张村帮

助整顿互助组，把5个人一组的死规定，改变为自愿结合，等价变

工，掀起了生产热潮。1949年4月18日，浮山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总结肯定了石振明联合互助大队创造的“自愿、互利、民主”互助

变工的经验。并且推广到全县。

石振明对人民军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大搞变工互助的同时，

一刻也没有忘记帮助和支持军队搞生产。他常说：“咱们的军队好比

，一堵墙，不是他们在前方堵住敌人，咱们怎么能在后方安心生产呢!”

1942年，在日本侵略军围攻、扫荡、强化治安之下，抗日根据地缩

小，军需民食部极端困苦。军队既要打仗，又要种地、种菜、养猪，

籍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石振明就千方百计帮助驻军开荒、下种、锄

苗收获。1943年，他帮驻军下种3天。1944年。他带领互助组员，

帮驻军开荒2．5亩，种谷100亩，锄土豆40亩，秋后又用72个工

帮驻军收获、储存粮食。1945年．又发动互助大队345名劳力，帮

开赴前方打仗的驻军开荒43亩，种地96亩。这年扩军，石振明积

极动员男青年踊跃参军，带领互助组帮军属开荒种地。1947年扩军

时，5个行政村的任务是46名，他亲自宣传刘邓大军南征胜利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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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动员起90名青壮年送交到部队。刘邓大军南下作战时，5个

行政村还动员了青壮年414人随军南下参战。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

石振明在实践中创造了参战、优属、生产三结合的“三票”制度，使

联合互助大队的劳力公平合理地分担了支前、优属和生产任务。另

外，他还注意作好退伍军人的安置工作。1944年，退伍军人郭景祥

到西松山落户，石振明亲自管饭9天，帮助郭景祥安家，并给他买

回锄，吸收加入互助组。之后，有19名退伍军人到范村、垣头村落

户，石振明等都优先给他们分了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还帮

助其中的9人找到对象结婚成家。《新华日报》(太岳版)先后报道

了石振明的这些光辉事迹。

战胜天灾

天有不测风云。

1946年8月的一天，突然乌云压城城欲摧。几声闷雷吼过，核

桃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倾刻之间，石振明5村联合互助大队绿油油

的庄稼。被打得狼籍遍地，颗粒无收。一年的汗水白流了。这可怎

么活呀!农民们放声大哭。 ．

在大伙心如刀绞的苦难时刻，老英雄石振明首先站了出来，召

开联合互助大队干部会议，决定开展副业生产，战胜特大灾荒。干

部分头行动，在发动男子大搞运输的同时，大力发动妇女纺线织布。

石振明给广大妇女算了一笔帐：到明年春耕前，还有100多天的时

间，每个妇女用一斤棉花作本儿。纺成线，织成布，卖成钱，再买

棉，再纺线，再织布，再卖钱，一百天，可以赚回15石玉米。要是

全联合大队动员400多名妇女互助纺织，就能赚回6 000多石玉米，

可供给全联合大队的男男女女渡过荒年。他向大伙举例说：“咱村洞

儿沟的王道义和陈兴旺，农业收入两户差不多，但光景过的却大不

一样。王道义家4口人，一年打粮30多石，仅换布做衣，买盐酱醋

就得用去20石。陈兴旺家’3口人，一年打粮30石，可他家媳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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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纺线织布32丈，除自家穿外，还卖出10多丈，解决了穿衣和买

油盐酱醋的零花钱。” ．

话是开心的钥匙。在石振明的发动下，妇女们迅速被动员起来，

成立起一支有413名妇女参加的纺织互助大队。她们自愿结合，组

成了43个纺织组，展开了大竞赛：你搬纺车，我抬布机，她拿棉花，

从当年11月8日起，村村响起了嗡嗡的纺线声和叽叽的织布声。石

振明把互助组等价、互利原则运用到各纺织组，经大伙讨论同意，明

确规定：纺4两线(16两称，下同)记1个工，织两丈布记1个工，

弹2斤花记1个工⋯⋯纺织组同在家干零活的妇女也实行了变工：

做1双鞋顶5个工，纳一双鞋底顶2个工，做1双布袜子顶2个工，

拧半斤麻绳顶纺4两线，老太太一天看两个小孩顶一个工．磨6斗

麦子顶1个工等等。 ·

妇女们组织起来之后，石振明又到信用合作社贷款，买回一台

先进的拉梭织布机。由赵梅英先学会使用，再轮流传授给大伙。还

从外地请来一名织布师傅。分期分批地培训妇女学会拉梭织布机技

术。谁学会了就立即想办法给谁买一台拉梭织布机。

这年冬天，妇女纺织大队的431名妇女．用209架纺车，86架

织布机，一批拉梭织布机，纺线8 666斤，织布13 000丈，除去成

本开销，共换回粮食6 600石，每个纺织组员人均15石还多。加上

男子运输队赚回的钱粮，硬是战胜了天灾。渡过了特大灾荒年。

育人办学

互助变工的艰苦实践。迫使石振明努力培养英雄，兴办学校。

石振明出席太岳区群英大会之后．就暗暗下定决心，扩大互助

变工，使村村都富裕起来。可是，光他所在的范村行政村300多户

人家，就散居在七沟八岭的106个小庄子里，要组织起来困难太多

了，一个人怎么也顾不过来。他思来想去，只有培养出更多的英雄，

充当变工互助的骨干，才能扩大变工互助。他拿定主意之后，就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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