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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谦

1951年春，长治地委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1年4月下旬，华北局召开的互助合作会议上，与会者中，

有一个人批评长治地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标新立异、异想天

开。是呀!当时，长治地委为什么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呢?我回

晋东南地委去第二次担任书记后，除了积极努力地完成当时全国

统一进行的连续几个战役的镇压反革命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

动、抗美援朝运动、争取财政经济好转的全国性的政治任务，和工

农业生产任务外，为什么要在一年时间里，两次组织人进行农村的

社会情况的、经济发展情况的农村党员和农民的思想情况的调查

研究呢?想标什么新、立什么异呢?回答这些问题要从山西省委成

立和我第二次到晋东南担任地委书记时，省委负责同志赖若愚向

我提出的问题说起。

太原是1949年4月24日解放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国各省

的原来省洽相继恢复。山西也不例外，原有省治，除大同和雁北十

三县暂时未归还山西建制，而仍由察哈尔省管辖外，原有的山西的

各个县基本上恢复了山西建制，并且在1949年的9有1日，正式

宣布成立了山西省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委，以及各个人民团体和

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等也同时成立，我参加了成立大会。

在我要离开太原赴晋东南去履新职的前一天晚上——记得是

9有5日晚上，省委负责同志赖若愚找我谈话。他没有一般地谈问

题，也没有一般地指示注意什么问题。他直率而明确地讲：省委成

立后，大体在两年左右时间内，主要工作要放在同蒲沿线400万人

口地区的土改、土改的复查和结束工作。因此，没有更多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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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考虑老解放区的问题，长治地区，包括了太行、太岳两个战略

根据地的最腹心的地区。这个地区，土地改革完成已经有三年到五

年的时间。在这些老解放区，群众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问题，应该

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措施，才能把解放区的工作

提高一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希望

你能经过调查研究，向省委提出建议。他甚至说：别的工作，你可以

让别人去多管些事，而你则必须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十分重大的问

题，抓紧抓好，而且能够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我就是带着这个

任务到晋东南地委去工作的。也可以说，我第二次任长治地委书记

两年零四个月，主要做了一件工作，即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在土

地改革完成之后，经过一段发展生产，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农民应

该走合作化道路的方针。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有过几次口头的和文

字的向省委的报告(有的报告，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最

后，经过省委批准了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原则和政策措施，批准了

试办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了完成省委赖若愚同志交给的任务，在1950年春季，1950

年秋冬之交，两次派出调查研究小组。调查提纲包括农村经济发展

情况，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困难和互助组织的发展情况，各阶层的

经济变化和群众的生活变化，农民的思想状况、党组织和农村共产

党员的思想状况，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农村的婚姻状况，农村教

育和扫盲的情况，等等。可以看出，这种调查的目的是在比较广泛

地去了解当时的各方面的发展前进的实际状况，以及前进中存在

的矛盾，并且力图从实际情况下寻求解决矛盾的方针政策和方法。

在调查研究中，接触到了农村经济的、阶级关系的、群众思想

状况的各方面的许多问题，同时在分析研究其产生的原因，探讨解

决间题的方针政策。而引起我和我的同志们的最大关切的问题是

党员和群众思想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当时我们把它称作为痪散的

思想倾向。特别感受深的是襄垣县的一个党支部，自已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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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散时，支部书记说：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土改

分了地，El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了，所以我们的支部解散。

在了解到农村党员的痪散思想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之后，我们

在探索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组织形式，重新把农民引向前进，引向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

农会，在发动农民参加抗日和参加解放战争中，团结农民进行

减租减息和进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的统治的斗争中，是农民群众

团结战斗的指挥部，是组织农民最好的组织形式。随着情况的发展

变化，农民对农会的兴趣不再有吸引力了，而是一种自然消亡的趋

势。在当对，重要的问题是，不只是政治上组织农民的问题，重要的

是满足农民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其生活的要求，从经济上引导农

民前进的问题。所以要寻求一种组织形式，在经济上把农民组织起

来，从而使党在政治上继续领导农民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

想到运用苏联的办法，用集体农庄的形式行不行?当时我们没

有敢说不行。然而，我们反复的思考，用集体农庄的办法，把农民土

改时得到前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统统归集体所有，会不会损害农

民的发展生产积极性而减产呢?我们怕减产死牲畜，而不敢下决心

试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

出路是什么?从农民的创造中得到启示。所谓农民的创造，一

个是常年互助组中的若干组有了某些公有财产——集体开荒的土

地，若干件公有的大农具，少数的公有的大牲畜、公有的场地、公有

的种子和一部分公有的粮食，等等。一个是想到了1946年平顺县

的青草凹农民自已办起来而后来被我们说服解散了的土地合作

社，以及报纸上报道的河北永年县、山西的兴县出现过的±地合作

社的情况。从土地合作社的办法和经验中吸取营养。

就这样，我们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毛泽东主席

把它称做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段历史情况，我有机会把它交待清楚了，感到十分愉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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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异想天开，标新立异，更不是一时冲动，慧出棒么风头。而是一片

赤诚。从心底里出发，是为了农民，为了革谢。所以灰嗣’题的提出

到问题得劐答案，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经过了许多次和许多老解

放区农村的调查研究，才得出了一个合理的、正确的、实践证明是

完全无可非议的答案。这就是走合作化的道路。

应该说，赖若愚同志是这一历史创新的倡导者和设计者，赖若

愚同志去世30多年了。我曾几次想到，应该写一点东西纪念他，但

却没有如愿。现在《长治市农业合作史》和《长治市典型村农业社

史》出版，要我写点东西来纪念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段历史。我

考虑再三，写了这篇既不像回忆录，更不像为上述两书的序言的文

章，．目的是为了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告诉给今天的人们。除了这个

目的之外，把这段历史公布出来，也是为了怀念赖若愚同志。

(本序作者现为《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委会顾问，早年曾先

后担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中共长治地委书记和中共山谣省委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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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李友九

王谦同志已为《长治市农业合作史》写了《序一》，叙述他45年

前在长治地区试办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亲身经历，写得很好，

我完全同意。他在序的最后，表述了对赖若愚同志的悼念之情，我

也深有同感。这不仅是因为我也曾在若愚同志领导下工作几年，到

1947年去大别山工作才离开；而且因为赖若愚嗣志率先提出通过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了统一经营、动摇私有制均基础，符合

七届二中全会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精神，得到毛

泽东同志的支持，由此展开了农业合作化的局面，其功不可没。

长治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它光荣的历史。1955年夏季，

当全国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兴起之前，经过15年的互胁组、5年初

级农业合作社教育豹长治地区农民，已经有65．76％的农户加入

栅级社。面其中_35％的初级社，有不少社员认为转成高级社，可以

更好地调动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他们设想钧，并不是以后的与

转高级社一同出现的并大社，而是基本上维持社的规模，便于管

理。这些都可说明，在全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出现以前，长治地区

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是相当扎实的：由予基础扎实，实现农业合作

化以后，长治地区没有出现社员拉牛退社的情况。虽然和全国一

样，转高级社和并大社一齐进行，因而出现了经营管理的一度混

乱。但是，由于比较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56年

9月12日《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

示》，其中合作社的规模有相当缩小，最小的社由于居住分散只有

35户。社的规模适当缩小便于管理、混乱情况逐渐克服。过了一

年，即1957年9月14日，又认真执行了中共中央同日发出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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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即《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

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及《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

政策的指示》。前后这四个指示都是中央接受邓子恢同志的建议，

为了及时巩固高级社而制定。其中《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

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产包到队，工包到组”，“大活集体干，田

闻管理分户干”，对于克服当时高级社劳动管理的混乱现象，起了

很大作用。长治地区当时接受较早，执行亦较好。按照中央确定的

这些方针继续干下去，长治地区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本来是可以较

快地巩固起来的。

但是，长治地区的农业合作事业，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经历
了两次大挫折。第一次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连同纠正失

误，历时近5年。这一次在失误基本得到纠正的时侯，在八届十中

全会，毛泽东同志又误认为邓子恢建议的大农活由集体统一经营、

田问管理包产包到户是“刮单干风”，这就堵塞了劳动管理、克服平

均主义的道路。第二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经

过这两次大的挫折，社员群众对合作经济的信心大为减弱。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情况逐渐好转。长治地区从1980

年后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发展。这对于存在多年

的平均主义分配是个否定，获得社员的广泛赞同。但是，家庭联产

承包是在没有系统地总结40多年互助合作经验教训的情况下发

展起来的，有相当大的自流。因此，到1983年春发展到99％以上。

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不要一刀切。因于种种原因，有光荣互助合作

历史的长治地区，终究未能保持少数农业合作社继续实行集体统

一经营，以资比较。而且，当时双层经营中集体统一经营这个层次

也显示得过于薄弱。但是，合作经济经营体制这一重大变革，总是

很大的前进，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以后不久，又废除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并且把农产

品长期统购派购的流通体制，改变为合同订购。这两项改革，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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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好的作用。

有人说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解体。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首先，土地仍然属于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土地的集体公有是农业

社的重要支柱。其次，合作社创办的集体企业已经很强大，就全国

说，其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跃居首位。就长治市说，集体企业

比发达地区弱一些，但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再次，农业合作社

为承包土地的社员所提供的集体统一服务正在不断增多。此三者，

使社区性的农业合作社，在政社分设以后，成为确实存在的经济实

体，而不是如同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已经趋于解体。长治市还设

立了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局，使全市3500多个农业合作社和跨

社区的专业合作社，有它们的“良师益友”。这个二级局，接受中共

长治市委农村工作部的政治领导。领导体制这样理顺了，无疑将对

全市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农业合作社的双层经营，向什么方向发展?对于这个问题，邓

小平同志1980年5月31日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已

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

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

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

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

件”。他认为需要四个条件：“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

了”，“多种经营发展了——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集体

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到了1990年3月3

日，邓小平同志进～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

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

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这当然是很

长的进程。”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3有23日在江西考察，谈到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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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两个飞跃”的思想，提出“一定要正确全面地按照小平同

志指引的这个路子去走”，“要保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不

变，并不断加以完善⋯⋯不要由上面命令加以改变”，“从长远趋势

来说，农村群众要逐步走上新的集约化、集体化道路上去，这是农

村发展的大方向，这个也要明确，不要忘记了”，“现在有些地方如

果条{牛成熟了，农民群众又自觉自愿，要求搞适度规模经营，拥护

向集约化、集体化方向发展，不要去阻拦，而应积极予以支持、鼓

励，并加强指导”。方向是很明确了。

我相信，有光荣互助合作历史的长治市农业合作社，只要不断

增强集体经济的实力，不断增多合作社对承包社员的服务，不断壮

大集体企业，不断减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到一定程度一定可以逐

步实现适度的集约化、集体化规模经营，为达到社会主义农业的现

代化的伟大目标，完成毛泽东主席的遗愿创造条件。

1997年1月9日

(本序作者现为《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委会副主任，抗日战

争时期曾任过中共武乡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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