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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IJ 舀

《太原农业合作史》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j里论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参照《当

代中国农业舍作制》编写大纲，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照

事物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编纂的。它作为太．原市

农二此合作史丛书的一个主体部分，与《太原农二止合作史典

型村社史》、《太原农业合作史大：事记》、《：太原农业合作史

人物志》一起，构成了一套四卷本的太原农业合作史丛

书。

编写《太原农业合-作史》，一方面是为中共中央编写

《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中国农业合作化卷》提供真实可信

的历史参考资料；另一方面，是通过总结农业合作制正反

两：弓_面的历史经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农

业的发展。：手向：和改革模式，使生产关系的变革更好地适

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自觉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

经济政策．为实现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奔小康、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益的借鉴。

《太原农业合作史》记述的范围，包括6个-农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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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从组织农业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

业合作社、农村人民公社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等各个时期的农业合作情况。从

1941年起，太原市古交、娄烦、阳曲部分地区属觉领导下

的抗日民主政权，那里就出现了带有劳武结合性质的劳

动互助，因此，《太原农业合作史》的上限始于1941年，下

限一律延伸至1990年。需要说明的是，太原有些农业县

(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划入的，为了记述：手便起见，

不论何时划入，都从1941年开始编写。

编写《太原农业合作史》，采用章节体，以时记事，章

下设节，节下有目，按合作经济各个时期的发展顺序，分

章分节有层次地进行叙述。全书分为7章：第一章是概

况；第二章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农业劳动互助(1941～1949

年)；第三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互助组(1949～

1953年)；第四章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 952～1955

年)；第五章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 955～1957年)；第

六章是农村人民公社I，1 958～1 978年)；第七章是农村合

作经济体制改革(197,．{～1990年)。辛下的节，视时间和

内容，多少不一，每章至少分为3节，最多者为10节。。全

书总计34节。在记述上，本着略古详今的原贝4，《农村合

作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章，论节共设10个，论字数约为全

书的1，／2，占有较大篇幅。

《太原农业合作史》的资料来源有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市档案馆、市委办公厅档案室、市委农工部、市农委和

市科委、市财委及市农t．7各局有关文书档案材料；二是选
· 1 ·



自省、市报刊杂志的有关记述资料；三是从事过太原农业

互助合作的老同志的口头资料。书中所列数据，凡属国

家统计部门统计的，皆以统计局法定数字为准，个别没有

统计数字的以典型材料数字为准。

《太原农业合作史》的编纂．=L作，是在市委领导下组

织专门班子编辑的。市委领导对此抓得很紧，指导及时；

各职能部门积极配合，给予有力的支持；曾在农口工作过

的老领导、老同志，或提供口头资料，或参与论证，都对本

书付出大量心血，对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书时间跨度大，资料性强，而各县(市、区)机构变

化频繁，资料搜集得不够完整，加上编者水平有限，失误

之处，请：于批评指正。

编 者

2000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概况⋯⋯⋯⋯⋯⋯⋯⋯⋯⋯⋯⋯⋯⋯⋯(1)

第一节地理位置·⋯⋯⋯⋯⋯⋯⋯⋯⋯⋯。·⋯⋯·(11)

‘第二节’。自然资源j··⋯··⋯···：’··⋯⋯⋯。⋯⋯⋯·(2)
。。

r

‘第三节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_一：·⋯·⋯··⋯··(7)
、～ 一一

第四节行政区划沿革⋯⋯⋯⋯·⋯⋯⋯⋯⋯·⋯·‘(9)

第=章新中国成立前的农业劳动互助
“ t· ，一、：： ，、

“
。

(1941～’1949年)⋯⋯⋯⋯⋯⋯．．⋯⋯⋯·(13)

．第一节抗Ft战争前农民的劳动互助习惯⋯”·(13)

第二节抗日战争时期的变工互助⋯⋯一⋯⋯·(16)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的变工互助．．⋯⋯一⋯⋯(25)

，，第四节土地改革为互助合作创造了条件+一⋯·(30)

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互助组
(1949々1953年)⋯··⋯⋯⋯．!．．⋯⋯⋯⋯·【43)

第一节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动向⋯⋯⋯⋯⋯·一(44)
第二节农业互助组的发展和提高⋯⋯⋯⋯⋯(47)

· 1 ·



第三节互助组发挥的作用⋯⋯⋯⋯⋯⋯⋯⋯(60)

第四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2～1955年)⋯⋯⋯⋯⋯⋯⋯⋯⋯⋯(65)

第一节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一f}-}L⋯⋯⋯⋯⋯(66)

第二节典型引路，发展{!)：7级农业社⋯⋯⋯⋯⋯(74)

第三节整顿；闭级农业社，促进健康发展⋯⋯⋯(8．3)

第四节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办社质量⋯⋯⋯⋯(91)

第五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1957年)⋯⋯⋯⋯⋯⋯⋯⋯⋯⋯(94)

第一节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辞土⋯⋯⋯⋯⋯(95)

第二节加速实现高级合作化⋯⋯⋯⋯⋯⋯⋯(99)

第三节大力整顿高级农业社，扭转

混乱局面⋯⋯⋯⋯⋯⋯⋯⋯⋯⋯(103)

第四节整党整社，加强党对高级农业社的
。

领导⋯⋯⋯⋯⋯⋯⋯⋯⋯⋯⋯⋯(112)

第五节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117)

第六章农村人民公社

(1958～1978年)⋯⋯⋯⋯⋯⋯⋯⋯⋯⋯(127)

第一节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128)

第二节整风整社，纠正“左”的错误⋯⋯⋯⋯(141 j

第三节农村社会主义教j育运动与“四清”⋯⋯(160)
第四节农业学：大寨⋯⋯⋯⋯⋯⋯⋯⋯⋯⋯⋯(176)

．7) ‘



第七章农村合作经济体制改革

(1978～1990年)⋯⋯⋯⋯⋯⋯⋯⋯⋯⋯

第一节拨乱反正，为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第二．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

第三节农村“两户一体”的兴起⋯⋯⋯⋯⋯⋯

第四节改革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

第五节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

第六节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第七节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

第八节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第九节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村经济⋯⋯⋯

第十节改革给农村带来深刻变化⋯⋯⋯⋯一

(207)

(208)

(221)

(233)

(246)

(250)

(276)

· 3 ·



第一．章 概 况

第一节地理位置

太原市简称并，古称晋阳，是山西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

化、科技、交通中心；也是全省域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

’太原市地处山西高原中部，汾河中上游地带。全境最北端至

阳曲县天翅瑙之巅，北纬138"25 7；最南端达清徐县韩武堡村之南，

北纬27。27”；最茵端起娄烦县大村沟之左，东经110。30，；最东端迄

阳曲县贾庄之右，东经113。097。北与静乐县、忻州市、定襄县接

壤；南与榆次市、太谷县、祁县、文水县相邻；西与岚县、方山县、交

城县毗连；东与盂县、寿阳县相依。

整个域土东西最长处为144．25公里，南北最宽处为107公

里，总疆长(市域界周长)563公里。总面积6908平方公里，约占

山西省疆土总面积的4．5％。东西北三面环山，中南部是汾河流

域冲积平原，称太原平原(也称晋中平原)。东部山地是太行山的

延续，通称东山，一般海拔1 000～l 500米，主峰罕山1 597米。西

部山地为吕梁山东翼，一般海拔1 600米左右，主峰庙前山+1 865

米。北有系舟山，海拔+1 800米左右，为汾河和滹沱河的分水岭，

也是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的界山，主峰柳林尖l且2 101米。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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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以区域类型分河谷平原区1 319．26平方公里，占总面

积的18．88％；黄土丘陵区2 177．33平方公里，占31．16％；土石

山区3 491．76平方公里，占49．96％。山区娄烦县境内建有汾河

水库。东西山之间，太原盆地地势平坦，网布有汾河和其支流潇

河、大川河、柳林河、凌井河、杨兴河、晋水、清泉等河流、泉水，以及

晋阳湖、迎泽湖、文瀛湖、黑龙潭等大小湖泊。土壤肥沃，灌溉便

利，农业发达。

交通运输铁路有华北地区第二大客运站——太原站；有山

西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太原东站；有石太线、南北同蒲线、太焦

线、京原线、太古岚线等6条铁路干线纵横相连；有通往北京、上

海、青岛、西安、石家庄、郑州、呼和浩特、宝鸡、成都、阜阳、广州、汉

口、商丘、沈阳、宜昌等城市的直达列车。太原是华北重要的铁路

枢纽。公路交通运输客货兼营，以太原为中心，有发往军渡、大口、

茅津渡、下白泉、旧关、静乐等8条干线，并建有高质量的太原至旧

关高速公路，呈辐射状，联接着省内外的城市、乡村和名胜古迹。

初具规模的太原民航，开辟有直达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成都、兰

州、西宁、延安和长治等地的航线，为中外旅客提供了方便条件。

第二节自然资源

一、气候资源

按全国气候区域分布，太原市气候属西北内陆干燥气候。其

特征是：一年四季分明，冬夏温差较大，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

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干躁严寒。

气温 由于太原市的地形差异较大，所以年平均气温也因地

而异。一般情况下，凡海拔在900米以下的平川地区，年平均气温

为10℃～12℃；海拔在900～1 200米的丘陵地区，年平均气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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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13；海拔1 200 1 500米的山区，年平均气温为6℃～8℃；

海拔1 500～1 800米以上高山地区，年平均气温为2℃～5℃。

太原地区最高气温曾达39．4。C(1955年7月24日)；最低气

温曾出现过一25．513(1958年1月26日)。每年1月最冷，月平

均气温一6．4℃左右。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一般为23℃左右。

El平均≥10℃的活动(有效)积温平原地区年平均活动积温

量在3400。C～3600℃之间，80％保证率为3 200℃～3400℃；丘

陵山区2700℃～2 9000C，80％保证率为2 500。C～2 7000C；高山

地区为1 600℃～1 800。C，80％保证率为1 500℃～1 700℃。

降水多年平均降水量约464毫米。年与年之间的降水强度

和水量变化很大。例如1969年降水量达749毫米，而1972年仅

216毫米，差距竟达533毫米。

年降水量分布也极不均匀。一是在时问分布上：春季占年平

均量的14％；夏季占60％；秋季占23％；冬季占3％。二是在地区

分布上：河谷沟壑地带降水量最少，仅320～350毫米；平原川地稍

多，约为380，-420毫米；海拔1 300米以上的山地，大致在500毫

米以上。古交市梅洞沟海拔l 600米，年降水量平均为624毫米，

是全市之最。

日照和霜期 全年日照时数约2 556．3～2 872．6小时，日照

百分率在60％以上，年辐射总量每平方厘米为553 961．6焦耳。

在全年中，以1月的日照百分率最高，一般可达63％～78％；7～8

月正值雨季，El照百分率只有50％。在El照地区分布上，山区日

照时数和百分率均比平原地区略多。

由于境内寒潮迟早变化较大，每年的初霜和终霜的日期也相

差较大。在一般年份，山区在9月中、下旬，平原于10月上、中旬

分别进人霜期，两者相距30～40天。终霜期平原在-4月下旬，山

区在5月中旬左右，两者相距约20天。平原地区无霜期较长，年

平均165～175天，80％保证率为150～160天；丘陵山区平均120
· 3、



天；高山地区仅100天左：右

二、土地资源

其特点：一是地貌类型多样，有中山区、低山区、丘陵区和平川

区4个地貌单位；二是因地域差异明显，：有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耕

作制度、作物种植结构和植物群落；三是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林牧

业用地潜力较大。市郊土地资源总面积约1 023万亩，平川区农

业人口平均土地资源为2，5亩，丘陵山区为25．4亩，丘陵山区具

有发展林牧业的优势。

在土地资源中，耕地面积约有197．2万亩，占市郊总面积的

19，3％；林地137万亩，占13．4％；宜林宜草面积446万亩，占

43．6％；养鱼水面积约4万亩，占0．4％；城镇、厂矿用地64．15万

亩，占6．2％；交通用地10．85万亩，占l％；还有163．8万亩荒地．

有待开发利用。，

在全市耕地面积中，黄二E旱坡地104，79万亩，占全市耕地面

积的53．1％，主要分布在阳曲、娄烦、古交等县(市)，北郊区次之：

水浇地、菜地和灌溉水田92．4l万亩，占46．9％，主要分布在清徐

县、南郊区，北郊区次之。旱地面积中，梯田32．53万亩，占旱地面

积的3l％；坡地72。26万亩，占69％，需要经过改造才能发挥农业

生产的潜力。

三、水资源

有地表水、地下水：和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厂矿废水3方面水资

源。太原多年平均地表水径流量为3．3亿立方米(不含泉水)。其

中娄烦县为0．72亿立方米，古交市为1．06亿立方米，阳曲县为

0．78亿立方米，南北郊区和城区为0．59亿立方米，清徐县为0．15

亿立方米。

客水 即市外流入的地表水，主要是雨季汾河和潇河的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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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流入太原的径流量多年平均为3．93亿立方米，潇河为0．11

亿立方米。此外，汾河水库供水多年平均为1．57亿立方米：

地下水可开采量为5．16亿立方米，其中城区及南北郊区、

古交市可开采量为3．59亿立方米，清徐、阳曲、娄烦三县可开：果量

为1．57亿立方米：

污废水以1983年为例，全市污泼水排放量为1．94亿立方

米(53．15万立方米／N)。其中工业废水为1．64亿立方米，生活

污水为0．34-L立方米。

在利用水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地表水利用率低，仅为

地表水资源量的3．3％；二是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地下水开采量达

到3．77亿立方米，超采0．36亿立方米；三是水质被污染。据环保

部门监测，汾河(兰村以下)水质恶化，色昧性状极差，悬浮物和菌

群严重超标等。

四、生物资源

太原区域栽培的农作物和饲养的家畜家禽，品种繁多。改革

开放后，又发展了花卉、草皮种植业。农作物种类主要有：蔬菜、小

麦、水稻、高梁、玉米、谷子、大豆、薯类、小杂粮、油料、甜菜、干鲜水

果等。其中名特产有晋祠莲菜、流涧大葱、狄村黄芽韭、王郭迎春

韭、徐沟芦笋等；粮食有晋祠大米、阳曲金家岗金软黍，娄烦罗家岔

莜面①曾为贡品；果品有清徐葡萄、沙金红杏、北郊瓜地沟水蜜

桃、龙沟脆梨枣，阳曲中兵酥梨、张拔白桃。家畜有牛、马、驴、骡、

骆驼、猪、羊、鸡、鹅、兔、鹿等。

野生植物经初步调查，药用植物有草麻黄、北马兜铃等187

种；经济植物有山杏、山桃、：毛樱桃等68种；饲料植物有天蓝苜蓿、

①莜麦面粉。放麦书名燕麦，又名：五麦、铃铛麦。燕麦有裸燕麦和皮

：燕麦两种。此处指裸燕麦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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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布野豌豆、白羊草等88种；油料(食用及工业用油)植物有野核

桃、毛榛子等35种；纤维植物有野亚麻、麻叶荨麻等15种；固沙植

物有蒙古绣线菊、沙棘等25种；观赏花卉植物有野蔷薇、细叶百合

等25种；淀粉及含糖植物有蕨、西北枸子等17种；绿肥植物有鹊

豆、大巢菜等13种；香料植物有香青兰、百里香等6种。

野生动物珍贵、稀有动物有褐马鸡、黑鹳、青羊、豹、兔狲、大

天鹅、鸳鸯、金雕、玉带海雕、石貂、大鸨等12种；皮毛动物有艾虎、

野猪、狐等14种；肉用动物有草兔、狍子等37种；羽用动物有野

鸡、翠鸟等29种；药用动物有刺猬、鼯鼠、狗獾等40种；工艺用动

物有石鸡、鼠兔等21种。

森林太原市的森林主要由用材林、防护林、薪炭林和特用林

4个林种组成。现有林地137万亩。其中：用材林的面积占林地

面积的25．9％，防护林的面积占林地面积的53．63％，经济林面积

占林地面积19．05％，特用林面积占林地面积的1．42％。

五、矿产资源

煤储藏量185亿吨。品种齐全，有气煤、肥煤、焦煤、瘦煤、贫

煤、无烟煤等，应有尽有，煤质优良。每年开采的煤有1／3支援全

国各地。

金属矿产资源有娄烦县东山沟一带和古交市狐偃tlj一带的铁

矿，已探明储量为1．9亿吨；娄烦县还有铝土矿、铜矿、铝锌矿；阳

曲县神堂沟有铌钽矿。

非金属矿产资源有耐火粘土矿、硫磺矿、石膏矿、水泥石灰岩、

白云母、石英、石墨以及娄烦县龙虎山和古交市狐偃山的大理石

矿。丰富的资源，为振兴太原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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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

一、悠久历史

从发现的古交、清徐1日石器文化遗址和娄烦、市郊新石器文化

遗址看出，早在10万年以前，先民就劳动、生息、繁衍在太原这块

富饶的土地上，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西周时期，太原区域为狄人所处。春秋后期属晋。战国时属

赵国。公元前497年以前，赵简子家臣董安于在晋水以北、面临汾

河之处创建了晋阳城，之后，另一家臣尹铎继续加以修治，晋阳城

做了赵国初期的都城。秦置太原郡，郡治晋阳县。西汉初，改太原

郡为韩国，都晋阳。汉武帝时，太原设并州刺吏部，治所晋阳。东

汉为太原国。西晋属并州。北魏置太原郡。北齐时为别都。隋置

太原郡。唐代为太原府，并置北都、北京。五代时为北汉都城。公

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征讨北汉，刘继元降，晋阳居民强烈反抗，

赵光义强迫居民迁出，放火焚毁晋阳城。公元980年4月，又引

汾、晋两水漫灌晋阳城废墟灭迹。公元982年于阳曲县唐明镇兴

建太原城，设太原府，并为河东路治，改晋阳为平晋县。元属冀宁

路。明、清均为太原府，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改平晋县为太原

县。中华民国16年(公元1927年)设省辖太原市。中华人民共和

国诞生后，太原市建置多次变更成为现今区域。

二、文化遗产

太原为北方边陲重镇，各朝代极为重视，文化遗产颇多。

文庙(今山西省博物馆) 占地13 000平方米，有照壁、六角

亭、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东西庑和崇圣祠等建筑。庭院宽广，

古木参天。珍贵文物有殷代铜觥、王子干戈、戚继光手书致李小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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