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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垦 务

本旗境沿黄河南岸一、二级阶地上，发现和试掘的文化遗存，都证明本旗在新石

器时代，已有农耕活动。相传在炎帝时期，这里又成为獯育、猃狁等游牧部族活动的

地区。春秋战国时间，这里一度为喜好渔猎游牧的林胡族据有。后渐次又并入强大的

匈奴部族，长时期以游牧为主。秦并六国，统。中原后，曾派大将蒙恬“将兵30万，

北击胡，略取河内地”， “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徒。”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地

区。)归秦有。秦将俘获的六国隶卒派到这里屯垦实边，挣修筑长城(旗境有华尖到十

二．连城一段秦长城)植榆为塞。这里又开始有农耕活动。但在秦将蒙恬死后， “诸侯叛

秦，国家扰乱，秦所徒戌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悄渡河南⋯⋯”这里又成为

匈奴牧地。西汉武帝时，派大将军卫青“走自羊，逐嘲烦王，遂取河南地”建立朔方
郡， “募兵徙朔方十万卢”，迫使匈奴势力北移阴山以北。这时，。大量汉人涌入，这

里又为农耕之地。西汉末年(约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以后，匈奴族的

一部分又回到了河南地。开始了胡汉杂居，农牧并居。汉末三国魏晋时期，由于中原连年

内战不休，这里又为鲜卑拓拔氏的牧地，而后建立了北魏政权(旗境石籽湾子有北魏

故城遗址)。后北魏分裂为北周与北齐。这里为北齐牧地。隋、唐时期，在旗境十二

连城虽设有胜州榆林郡置所，但这一带仍是突厥族牧地。北宋时，这里已为党项族西

夏国的领土，仍以游猎为主。元帝国时期，这里仍事游牧。明初，这里曾为揄林左卫

属地，但在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后渐次沦为蒙古族鄂尔多斯部的牧地，一直到清

朝康熙中叶(公元1697年)这里一直是广阔丰美的牧场。．

准格尔旗所辖境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经吲而农耕，时而游牧，有时农牧交

错，但总体上看，清季以前仍然是以牧猎为主。农耕的发展以至取代游牧，是从清康

熙朝的星务开始的。

第一节禁留地开放

明季成化年间，明王朝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修筑东超清水、黄甫，西至宁夏

花麻池的700余里边墙。边墙南北，明王朝军队与河套鄂尔多斯部落，为争夺河套地区

(今鄂尔多斯地区)相互攻伐，人民I不得种植与，牧狞。清初，国家出现大～统的局面，

久经战乱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清朝政府有鉴于明季政府军与鄂尔多斯部的连年战

争，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把长城以北鄂尔多斯西南边沿划出宽50里的地段定为禁留

地(为皇家直管马场)，规定汉不得种植，蒙不放牧，做为汉蒙界地，，并在边墙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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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协城堡，驻兵设卡，以防不测。

清朝康熙35年(1696年)2月康熙皇帝西巡鹾安，途经保德、府谷、神木、榆林

地等．官员军卒交相反映： “沿边州县，地土瘠薄，军民生计维艰”，望能出边垦

植。鄂托克旗贝勒松拉布亦面向皇帝奏请： “愿与民人伙同、种地，两有俾益。”

3月27日，理藩院奉皇帝旨意，传达上谕： “有百姓愿出口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

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或蒙古欺压民人之处，即行停止。”陕西、山西官员奉旨

晤，即开始组织移民出边垦植事宜。从此禁留地禁令开放，康熙36年，汉民纷纷涌

八，由长城外逐渐向准格尔旗腹地开垦。

康熙鑫8年(1719年)，鄂尔多斯各旗，都叫喊游牧狭窄，要求在禁留地内堪界一

次，对于汉民蚕食渐近，深入腹地，加以限制。并要求制定租税定例，以免发生争

执。清政府委派侍郎拉都浑来延边各县正式进行勘界，并确立了租税定僻。以有沙土

地30里，无沙土地20里立牌定界，让汉民租种。因边外土地无实际亩数，决定以地户

每年每1侯牛所耕种之地计算(约200亩)，准许蒙古征收粟一石，革4束，折银5毪

6分。这种措施襁定伪在一段时间内，平息了垦植越界和争交租银的事端。

乾隆元年(1736年)8月，理藩院尚书班弟、川陕总督庆复，因不断接到鄂尔多

斯备旗扎萨克的报告：各地民人，越出界外耕租，造成游牧狭窄等等，因而奉皇帝之

命去榆林会同各县及鄂尔多斯各部议定边墙以北禁留地的永远奄程。为照顾既成事

实，维持现状，在康熙58年的界址外，各拓地20一30里不等，准许汉民照旧给租耕

种。绔计界地距边墙仍不出50一60里，蒙汉地界即以此案为定。规定新拓地按每俱牛

所耕之地再加糜5斗，银5钱。此外又划出宽10一15里不等的一段地带为禁闭地，在地

界边或立石碑木牌，或垒石子敖包，以示界地走向和界限。禁闭地因年久不耕，草腐

叶败呈黑色，俗称黑爨地。

旗境长川以东的牌界地(至黄河畔)划为山西省河曲县所辖之租种地I以西婚牌

界地(至伊金霍洛旗_)_为陕匿雀府谷县所辖的租种地。牌界内，各选出牌甲1人(也

叫甲头)，稽查汉民春出秋归(后改为春出冬归)事宜。这一纯农耕地区。一切政

令、词讼由二撼代为管理。清政府在神木设置理事司员(一般为理藩院员外郎)和理

事同知号称神木二府，手持各县呈送的牛俱火盘地册籍，隔年秋季，轮换出口巡查，

名为防止汉民越界耕种，实则进行索贿掠夺。

第二节招租放垦

淆嘉庆18～19年(1813一181．童年)因准旗王公历年拖欠民人贷款，民人索债甚

紧，准旗托萨克贝子额尔德尼桑同管旗章京巴拉登等协商决定。从嘉庆l8_年始至19

年，为期2年，招民人(汉民)连续开垦牧地73a俱牛，所耕土地约lS万亩左右，

以所得租银偿还债务。

新耕地是：沿河七闻房、六问房等地60俱牛，

毫赖库纶、阿加素库纶等地40犋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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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嘎尔、昌汉陶亥等地50犋牛，

布尔嘎松陶．亥(今柳林滩)、温金陶亥等地40犋牛l

昌汉巴拉嘎索陶亥(今陈坡)10犋牛；

额莫更陶咳(今小滩子北)30R牛，

龙素木毒(今九支榆树)等地40犋牛；

哈叶儿宝达格等地》o犋牛，

何圪吉希里等地60犋牛；

．朱素高勒(委稍海)等地40犋牛；

啥叶岛素等地明犋牛，

斫i连高勒(今布连沟)等地锣犋牛；

氕色浪沟、满忽函等地40犋牛，

敢包希里(今敖包梁)等地20犋牛；

什拉塔、呼什高勒阿玛(今霍石沟门)等地20犋牛；

t蜀汉敖包、那尔毛沟等地20犋牛l

塔拉高勒阳玛f塔拉沟门)11犋牛l

布尔塔格图沟等、玛嫩塔拉(伏路塔)lO犋牛；

巴岱希里(今巴岱粱)、I马汉高勒等地33犋牛，

什拉盖高勒(今羊市塔JII)、宝圪图高勒、啥叶乌素等地80犋牛。

以上共计733犋牛所耕土地，已经遍屁全旗，，u＼IJ；L-)i：始了旗境蒙汉杂处，大杂居、

小聚居的局面。

清光绪3—4年(1877一1878年)准格尔旗遭受严藿灾害。3年“庄禾未登场面”，4

年春夏又复大旱， “籽种不能下利，”， “饿殍遍野，死者愈半”，准梅尔旗扎萨克扎

那嘎尔迪呈报清朝政： “拟开空闲牧场一段，招租放垦，以济穷蒙”。实际上清嘉庆

，8年以来，连年招垦，牧地大部垦放，只好把“禁闲地”(人称黑界地)开放，进行

招租，将所得租银，购粮救账，又一次导致了旗境无节制的乱垦。

第三节黑界地押荒

清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签于内忧外患，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对晋诗北

乌、伊丽盟1S旗牧地，进行农垦，以便征收押荒银，以弥补其“库储一空如洗，无米

何能为炊?”的经济危机。企图实现“垦务则朝令一出，暮入千金”的美梦。委派兵

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差督办垦务大臣”，又“赏加理藩院尚书街，并节制秦、晋、陇

沿边各厅州县”?后又接任绥远城将军，以便全权督办垦务。

准格尔旗报垦，始于教案赔款。教案赔款．申．，准旗赔款2．7万两银子，凶无力偿

还，将黄河北岸翟林窑子等6村熟地共300项，做为抵押。当贻谷于光绪28年4月到达

绥远后，经穰教会协商，将地赎回。归准旗报垦，从本旗应得押荒银中扣还教案赔

款。光绪29年6月，贻谷派胡懋钺、连昌文收翟林窑子6村熟地。因该6村熟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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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硗瘠不良，除去沙碱地，不足300顷，准旗应得押荒银，不够偿还垦局垫款。贻

袜又令准旗扎萨克另外再报垦地。准旗扎萨壳珊济密都布，不顾东协理丹丕勒和群众

反对，将准旗黑界地(即乾隆元年划定的禁闭地)，呈报开垦，并告知垦局。其实这

时的黑界地大部已垦为熟地，报垦后，只能多交一次押荒银，所以蒙汉群众一致反

对。

当时西盟垦务局设在包头，垦务局帮办岳钟麟，于光绪31年2月开始验收准旗垦

界地，并设局丈放，同时出示布告：上等地每商征收押荒库平银3钱2分，随征经费银

8分j中等地每亩征收2钱4分，随征经费银6分；中下等地每亩征收1钱6分，随征经费

银4分，下等地每亩征收8分，随征经费银2分。岁租亦分四等：上等地每年每亩征收

库平银1分6厘，随征租捐银6厘；中等地每蕾收1分2厘8毫，随征租捐银3厘2毫；中下

等地每亩征收9厘6毫，随征租捐银2厘4毫，下等地每亩征收8厘，随征租捐银2厘。示

谕准旗黑界地各村，让地户认领地卣，并号召民户迅速赴局，挂号认领，听候丈放，

依限呈交银两，再行换给印照，子孙相继，：再无白夺之患。至于熟地先尽原租之户承

垦，如无力交付押荒银或不愿承种，由垦务局另行招垦。岳钟麟于光绪31年3月25日

向贻谷呈报准旗黑界地并指明四至，西界水坑博罗敖包东界黄河畔，横亘272里，广

宽7．8里及10余里不等，并绘制草图，附有说明，计可放地三、四千顷。在十里长

滩、小石拉塔、沙梁川设立东、中、西3个垦务分局，分段多顿责丈放。后因准格尔
旗东协理丹丕勒聚集民众进行武装抗垦，使丈放中断。清政府派政府军队血腥镇

匪，抗垦斗争失败，丹丕勒撤离南坪(后被捕“正法”)，于光绪31年11月1日，重

设准格尔旗分局，贻谷委派山西后补直隶州知9、i,l吕继纯、林毓杜、山西后补知县胡

懋钺办理准旗垦务，与包头垦务局和衷议办，并知照河曲、府谷一体襄助，到光绪

32年末，准旗黑界地大体放完。但因放垦的黑界地共得押荒银6万余两，扣二成经费

银1．2万两，下剩4．8万余两，按蒙、官对分，各得2．4万两，仍不够偿付垦局垫付的

教案赔款。贻谷又令准旗报地。准旗扎萨克珊济密都布于光绪32年11月25日，又将准

旗南部的牌界地报垦，横200余里，宽40一50里不等，多属熟地，因垦务大惨案发生，

此地尚未丈放。

总计，通过武力强制放垦征收押荒银的地宙共1588顷25亩5N。

整个黑界地放垦后，由东及西设仁、义、礼、智、信五段。经光绪34年1月22日

勘明，仁、义两段隶属山西省河曲县，计536顷16亩2分。共20余小村，每村多则3—

4家，少则l～2家，除贫农小户带家久唇耕种外，其余多是各地客居，每年播种之

前，携带牛犋前来，秋收割获之后又回去。礼、知、信3段，共103l顷90亩7分8厘，隶

属于陕西省府谷县。

第四节自 ‘垦

由于牧场大量被开垦，蒙古贫民，因牧场日窄，有的外迁，有的弃牧从农。据清

道光3年(1843年)8月2日，准格尔旗署理扎萨克贝子察克都尔色楞印务的协理台吉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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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色楞向神木部郎、伊克昭盟副盟长呈报的关于准格尔旗8参领42佐蒙古人自耕土地

情况是：

苏吉高勒(今苏吉沟)、乌拉素高勒(今乌拉沟)、敖包希里(今敖包梁)、五

色浪、满忽图等地为67犋牛。

衮依曰格高勒(今公益盖沟)、忽吉尔图高勒(今忽吉尔图沟)、塔拉音高勒

(今特拉沟)、昌汉苏温汉希里(今自塔儿梁)、莫尔登敖包希里(今点尔登敖包

梁)、苏力图敖包希里(今沙竹敖包梁)、齐伦诺尔(岩石湖)、巴彦土呼木(今孙

二家庙壕)等地90犋牛}

呼什鲁高勒(今虎石沟)、扎木音高勒(今贾明沟)、呼察音希黾(今忽昌

梁)等地90犋牛；

内日呼音高勒(今纳户沟)、道卜音高勒(今道保沟)、呼和伊和(令若克儿沟

沟掌)、谄金高勒(今谄鞍沟)等地60犋牛tl 。．。

花图高勒(今花图沟)沟掌、什拉盖音高勒沟掌、哈叶尔乌素、阿拉、布尔沟等

地95犋牛J

布啥乌力盖(今悖牛阳坡)、‘柬会、陶素图、巴嘎圪丑(今小圪丑)等地80犋

牛， 一

也来色太、‘朱素音高勒(今长稍沟)、忽兰加汗高勒沟掌、束会高勒沟掌等地

90犋牛，

．．
干其白高勒(今干昌板沟)、点尔板白高勒(今点尔板沟)、圪秋音高勒(今圪

狄沟)、阿吉日未音高勒、(今尔加麻沟)、哈尔吉太(今腹水一带)。扎拉音希里

(今贾浪梁)等地70犋牛，

古尔班青达木音希里(今三颗庆独王梁)、呼和额目格(今可可利)、扎日格音

高勒(今吉尔沟)、也来色太一昆都伦等地72犋牛；
布势力点儿素、乌力吉图昌汉塔拉、哈麻拉吉(今哈麻介)、毫米，郎太(今哈

召赖太)、呼斯太、乌兰陶劳盖(今红圪旦)等地75犋牛J

车西希勒德苏、昌汗布拉格、柴达木(柴登)、纳林柴达木、乃曼布尔都等地

105犋牛，

毫赖库伦、阿加素库沦、道劳自兴(今七间房)、朱日格白兴(今6间房)等地

95犋牛；

何移根陶亥(今船营子湾)、布尔敦阿玛(今布尔敦沟门)、敖脑陶亥等地60犋
牛，

察嘎尔陶亥、昌汉陶亥、阿尔木哈叶儿(今十二连城)、布尔嘎松陶亥(今i-杉il

林滩)等沿河地区82犋牛J

乌兰布拉格、哈彦希里(今哈彦梁)孔兑乌力盖(今孔兑阳坡)、等地55犋牛j

尤索木都(今九枝榆树)，额莫更陶亥(今小滩子北)、哈叶尔何特勒、和希彦

(今壕赖圪陀)、巴嘎孔兑(今西孔兑沟)等地108犋牛，

栋素海、刀劳敖包、古尔班乌素、乌兰苏木图等地90犋牛，



德德高勒(今点岱沟)何圪吉希里、朱素高勒(今阳窑子交稍沟)，哈岱高勒等
～带98犋牛；

哈叶儿乌素、布连音高勒(令布连沟)、呼鲁斯太(今南坪)、干德尔希里(今
于塔尔梁)、伊点高勒(大沟)等地区104犋牛，

}呼尔嘎齐何特勒(今呼尔汉齐山坡)。刀劳窑予、孔兑北畔、哈达图敖包：希里等
地62犋牛。

以上共计1_648犋牛所耕种之地约326．900亩。从此，牧场开垦怠尽，牧区已开发
为农Ⅱ匕区。

第五节垦地农业生产概况

准格尔旗在清季中叶以后，垦地逐步扩展，牧场日趋缩小，迨至民国以来，蒙汉

人民_已l无纯粹靠畜牧为生者，都以务农为主，兼营养牧。

在共和国建立前，旗内土地分为6种：～是放垦的黑界地，二为永租于外省人的

牌界地，三为旗地’四为王府地I五是召商的缮召地’六是蒙民糊口地(扎那。嘎尔迪

扎萨克所拨的军马草料地，后转为糊口地)。清时设立的东素海驿站(今蓿亥图乡召

梁)属地，面积较小，但开垦最早，归杀虎7口驿传道直管。

这些土地以旗北境的河套川以及旗南境的牌界地和黑界地较为肥沃，且多已‘垦

熟，宜于农业生产，产量也较高，亩产约5、16斗(约62．5公斤一75公斤)。中觚、西

部多黄土沙梁，逐年受风灾侵袭，亩产仅l一2斗(约12．5—15公斤)。

农作物有糜黍、莜麦、高梁、菀豆、扁豆、黑豆、黄豆、绿豆。大小麦，年产量

在洳万石左右(约25080吨至3。，oioo盹)，以凝谷为大宗j蔬菜的种类已较丰富，

白菜、葫芦、番瓜、蔓菁、芥菜、西瓜、香瓜、葱、韭、茄子、菠菜、萝卜等，旗境

南已普遍种植。

务农者汉人多于蒙民，蒙民多种自有的糊口地，电有租佃绐汉人耕种的。汉人则

从清初的春出秋归、锣锅烧房、跑肯牛犋式的私人佃墨．一-'x后，了二乾隆年间成为永租

牌界地的自新农。直至清嘉庆18年，光绪3、4年两次大l甑移{放垦后，定居者日渐增

多，蒙民受其影响，逐彼向农业生产转化。截至1950年全旗102054口居民中，从事农

业的汉民为9 4101人，6785口蒙民全部从事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农民。

汉人租种放垦土地的为自耕农，只占十之二、三，丽租佃旗地、王府地、召庙

地、糊口地者占十之七、八。自耕农每年只交纳乾隆元年规定的租税定例，即：官中

元年银和少凌韵羊厘水草。而租佃旗地、王府等地的地伙计，则受到各类地主地股的

严酷盘剥，平年仅得温饱，荒年则向地主借贷，因而无力在农业再生产上进行投八。

而地主则^以索取为目的，更不霓视地少的培育，致使土地生产率降低，导致了大面积

开荒扩大耕池，这样破坏了植被，地表裸露，引起水土流失，土地生产能力随之降

低，使农业生产走向恶性循环。丽地主向佃农的掠夺则有增无减，加剧了农村阶级矛

盾的尖锐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土地改革

第一节土改前耕地占有状况

jf4地改i喜前全磷有耕地约200万亩左右(包括撩荒、轮休、草田轮作)各阶层占

有情况是：

汉族：地主278户，人口1856人，占有耕地32849亩，每人均17．69亩。富农201户，

人口为1512人，占一向‘土地19608．8亩，人均12．96亩。，贫农7028户，人口为29402人，

占有土地106．788赢，人均3．63亩。雇农4707户，人口为13504X，占有土地43691．3

亩，人均3．23亩。

蒙簇：地主"户，人日为3鹋人，占有土地113355亩，人均316．6-E-h，小土地凇租

者90户，人口为299；L，占有土地38423．82亩，人均101．7亩，富农35户，人口为23 9

人，占有土地18249亩，人均耕地76．3亩，贫农738户，人口为2726人，占有耕地

91419亩，人均33．6亩。雇农321户，人口为928人。，占有土地15335．9亩，人均16．4

亩。

蒙、汉地主共355户，占有耕地146204亩，占全旗总耕地面积7．3％’

蒙、汉富农236户，占有耕地37858．4亩，占全旗总耕地面积的1．8％。

蒙汉地、富共占有耕地184062亩，占全旗总耕地面积的9．10％。

， 蒙汉贫雇农共12．794户，46．5604人，占有土地257，237．4亩，占全旗总耕地面积

的12％。

中农(包括小士地出租者)和其他工商业者共502。0户，人口为26656人。占有土

地156870亩，人均53亩。占全旗总耕地面积的88％。

上述数据表明，准格尔旗在共和国建立前，土地兼并情况，还不十分严重。但地

主富农的剥削量却是十分严酷的。禁留地垦放时，农民每犋牛只交1石粮，5锭9分草

折银。康熙58年定界后开垦的土地只交元年银(乾隆元年规定的租税定例)，即耕

200亩地，交禾1．5石、草4束，折银6锭1分。而租佃旗地、王府地、召庙地等的租税

剥削量逐渐加大，到共和国建立前 发展为地主富农和佃户按三、七，四、六股分农

作物，有的地方甚至以倒三、七、倒四、六分成。即地主分十之六七，佃农留十之三

四，这种不顾劳动者死活的剥削制度，必然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影响到扩大

再生产，使生产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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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土地改革

准格尔旗于1951至1952年进行了土地改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大纲”

和绥远省“蒙旗土改实施细则”，于1951年4月20日开始，首先在暖水区的神山南梁

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在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全旗土地改革分批进行。

第一批：一、二、八、九区，即，将军窑子、蓿亥图、海子塔、暖水。

第二批；四、六、十区。即：准混兑、黑岱高勒、敖斯润陶亥。

第三批：三、五、七区，Hp：‘大路、布尔陶亥、纳林。

每批一般进行50天工作，于1952年冬全旗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留下旗境西部十

一奁(羊市塔)的两个落后乡、十二区(忽吉尔图)的全部，于1955年通过改造落后

乡，合理地调配了土地。

这次土地改革的主要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孤立地主。凡是

农户主要生活来源以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进行剥，削其剥削量超出30吻以上者可划为

地主。但其剥削量没有超出本人生活来源的35％，可按其在群众中的乡评优劣，经农

会和群众评议，亦可划为富农。凡农户生活来的25％以上来自剥削别人的劳动成果，

可划为富农。但剥削遗在25：至30％之间，乡评好，经农会和群众评议同意，亦可划为

中农。 ，

为了正确贯彻土地改革中的有关法律政策和细则，从1952年11月23日开始，全旗

抽调205名干部，对已进行土地改革的十个区，开展了全面的复查工作。经过4个月的

时间，于1953年3月29日全部结束。经过复查，查出错划地主6户，漏网地主31户。

对错划户订正了成分，退补了已被没收的五大财产。对漏划户，依法补划。

土地改革中依法没收地主的土地32849亩，征收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按中农对

待)的土地共3734．4亩。没收地主的耕畜425头(匹)，房屋514间，农具1667件，粮

食512，885斤。征收富农耕畜l头，房屋2间，农具30件。粮食30008斤。将这蝼没

收的财物，经农会研究，群众讨论评议，分别划拔给贫雇农。贫雇农平均每人分得土

地0．78亩。 ．·



第三章农业生产集体化

第一节互助组

土地改革以后，贫雇农、下中农分得了一定的土地，摆脱了剥削，生产积极性空

前高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鼹。然而个体小农经济必竟有其局限性。对诸如共同受益

的大型水利设施等农业投资以及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为把小农经济逐步

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从1953年开始，人民政府号召全旗各地农户组织生产互

助组，1953年，全旗组织常年农业生产互助组729个，参加农户5657户，占全旗总农

户的16％。季节性互助组2427个，参加农户13797户，占全旗总农户的40％。到1955

年，全旗7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这种互助组一般采取劳力、耕畜、农具、籽种．

农活等值互助，不搞统一分配。

第二节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社：是一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经济组织。本旗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是1953年建立的。1954年发展到43个，参加农户435户，占全旗农户的1．2％。

1955年发展到438个，参加农户26，682户。占全旗总农户的42．9％。

高级社：1956年2月，全旗由初级社过渡干丌新建的高级社共发展到843个，参加

农户19802户，占全旗总农户的73％。为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底，全旗有

Q2％(25241户)的农户，参加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全旗合作化。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质内容是：

l，土地入股；以查田定产的通产八股或以3年实际产量评议定产，入股分红，土

地由社统一经营。

2、自留地以不超过产量和亩数的16％左右计留．分给社员自种。

3、劳动力采用死分活计、小组计件、个人计件、小包工几种形式。

4、牲畜农具作价归社，以银行最低利息逐年付息。3至5年本息还清。

5、小农具由劳动者自备。

6、糁种、草料春借秋还，或按劳动力带入社内，作为投资。

7、肥料作价投入社内，秋季核算时付款。

8、分配：按二f_=地股份和劳动分]二，分配纯收入。

高级社：它和初级不同之处是：



1、土地完全归集体，取消了土地分红，

2、分配：是在全年总收入内扣除种子、饲料、税收外，提取3％的公积金，2彩

的公益金，剩余部分按劳分配。

：4，。“：

·第兰节人民公社

由于农业集体化的工作进展顺利迅速，特别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腱迅猛异

常，因而广大农村工作干部兴奋鼓舞，大家瓤想着尽．快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断以当

1958年8月党中：突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结合

19．57年冬至1988年春，全旗大搞农田水利建没暴露出来的资金、力最、受益不均等缺

点，农村干部犬都认为办大社有好多优越性，所以积极性空前离涨。在1958年底，全

旗已成立了8个人民公社。下没31个农业生产镑理区。人民公社。是以公社进行核

算，社员自留部分基本取消，一律归公。各管理区的财物、粮食、牲畜农具，’町由公

社统一凋拔，公社内的所有土地财物属于公社这个大集体公有。故“一日大，二日

公”在公社范围内的所有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民兵工作都由公社进行统筹安

排。所以叫“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 “政、社合一”。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体制，在农业生产再投资、克服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是较高级社大大前进一步。但由于

本旗耕地分散，机械化作业条件差，生产力不能很快提高，每个生产队之间，每年丰

歉不一，公社要进行以丰补歉。生产队之间牲．畜、农具、劳动力所平均负担耕作的土

地又不一致，公社要进行调剂。致使生产队和劳动者，凶劳动成果不由自己分配，生

产好的队，怕给生产不好的队调节余缺，生产不好的趴则产生依赖思想，因而挫伤了

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两个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回降

好事没有起到好的效果。

196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革寨)”简称“60

条”。强调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准格尔旗备级党组织结台贯彻这一

文件精神，于本年7月、进行核算单位下放。全旗将8个人民公社改为25个，3聆管理区
改为305个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由358个增划为1590个。旗、公社、生产大队过去平衡

调拨生产队的土地、耕畜、农具、粮食嚣财物，都作了退赔兑现。人们称之为纠正了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同时给社员划拔了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这种规模较小

的生产核算单位，还是适应本旗自然条件4：l_f经济特，-文的。

附：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表

l O



农挂人瓷公社收釜务配表
(195f8二二198l堡) 单位：万元

正 收 入 部 分 支 出 部 分

度 合计 农业 林业 牧必融划 其他 合训、 农业I林业 牧监 、融业 其他 管理费

58 883 650 l 29＼ 63 296 269 12 2l 3。

59 106 704 2 116 92 3＆6 320 40 22 4_

60 890 685 2 8l 65 304 245 32 23 4

61 910 690 2 95 97 315 254 34 23 4

62 90 8 585 90 198 30 489 373 30 67 15 4

63 199 888 87 781 43 529 39l 45 66 25 4·’

92 玉76 34 474 362 31 49 28 4}64 251 946 3

82 175 41 472 328 a5 75 30 565 942 644

66 14 87 ．174 6 85 205 44 468 3D8 34 8l 40 5

67 ．426 ．038 18 105 222 43 498 334 37 85 37 3

68 【335 98Q 18 10l 20l 35 484 33l 35 80 35 3

69 【380 I001 19 100 212 4 8 494 340 2 35 81 35 3

70 14l 2 L025 20 109 224 34 505 361 2 35 82 22 3

71 15l】 107j 2l 121 25￡ 3 q 52l。 380 3 3,6 84 15 3

72 160l 102】 23 127 362 7： 955 488 4 49 77 34 3’
●

73 148l 92 5 29 13j 33j 6： 603 430 6 49 73 33 3

74 17l： 108： 35 12z 38{ 8( 615 435 6 48 82 41 3

T5 176 1 116： 41 14] 34( 8· 665 508 7 51． 79 47 3

13： 32( 9l 703 512 7 54 7j 56 376 178l 119j ．43

1 3{ 43 J 11l 739 512 7 51 93 73 377 203 13l： 47

13： 44’ 13． 869 573 8 57 97 7l 378 180． 104 47

79 159 90I 38 14 39’ 111 749 528 1玉 53 86 68 3

80 121 76 35 11 22I 8 6lO 434 10 52 60 51 3

8l lZ2． 85。 40 7 23 2 446 389 7 31 19

ll



农村人民公社收盆分配表

年 ， 分 配 部 分

国家 其中农 诸备粮 生产费度 合计 公积金 公益金 其它积累 社员分配税金 业税 基 金 基 金

58 587 30 27 75 17 10 27 ll 417

59 720 34 30 137 25 2l 30 15 458

60 586 30 27 76 18 ll 27 10 357

6l 595 3l 28 77 19 13 28 12 415

62 414 35 30 28 12 339

63 670 43 38 4l 20 566

64 777 46 40 55 22 12 12 630

65 470 35 32 25 9 1 8 392

66 【019 45 ‘42 8l 27 18 1 305

67 928 40 37 71 25 6 4 782

68 851 38 35 66 22 5 5 680

69 886 39 34 67 21 4 13 4 738

70 607 40 37 68 22 3 14 5 755

7l 990 4l 38 70 22 4 15 6 832

72 950 41 38 75 17 1 11 1 799

73 88E 41 34 57 24 1 24 5 741

74 109f 42 35 79 27 3 31 6 9ll

75 107 q 38 33 82 25 3 45 7 87l

76 107j 33 29 84 1 28 9 897

77 130( 38 32 lll 37 12 33’ 12 1057

78 99{ 33 81 27 2 31 9 812

79 84： 26 64 21 l 28 7 700

80 60I 10 25 11 6 5 549

81 77： 34 31 2 3 7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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