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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赵 军

武乡县在革命与战争中有着光荣的历史。在抗日战争中她

曾是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辽(左权)、黎(城)、榆(社)、武

(乡)四个实验县之一。武乡人民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积极

地、广泛地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了支援前线响应党和毛

主席的号召组织民兵、组织湿助组，实行劳武结合，一面坚持

生产，一面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一九四四年在太行劳模大会

(会址黎城南委泉)上，树辛村李马保获得劳动英雄第一名称号。

抗日战争胜利、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一九五一年，武乡县在互

助组基础上又积极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长治专区

试办了十个社，武乡就占了四个，魏名标的初级社是其中之一。

魏名标的互助组一九五。年旱地小麦产量达到亩产七百五十多

斤，曾轰动一时。一九五二年魏名标光荣地参加了在北京召开

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会址在北京和平宾馆)。县委总结

魏名标的小麦高产的经验时突出肯定了对土地要进行加工，第

一次提出了“土地基本建设”这个概念。武乡人民在革命战争

中的光荣历史与传统应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

中发扬光大。

武乡县农业合作史的编者要我写几句话。写了这么几句，以

纪念《武乡县农业合作史》的完成。

(作者合作化初期曾任长治专区专员公署专员)

199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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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张仁生

《武乡农业合作史》是我县第一部记述农业合作制发展历程

的史书。她的出版，把我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农业合作

制的方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挫、

人民公社和农村合作经济体制改革等不同发展阶段，完成了对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这一

历史性的伟大变革及其发展历程，重现在全县人民的面前，为

世人、为后代留下了一部科学的信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部史书的出版，对于我们以史为鉴，指导当前，探索今后，坚

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

我县农村实际出发，不断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

业合作制，全面振兴我县农村经济，实现小康目标，具有重要

的意义。应当说，这是我县农业战线和全县农民值得欣慰的一

件大事。
’

．．

：．

武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现代史上更是党抚育下的

一块革命老根据地。早在1933年就建立了党的组织；抗日战争

时期，曾经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所在地。几亿农

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合作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始终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当作

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和成功的道路。

建党初期，党组织就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摆上了首要议程，

组织农民抗债团，开展群众性“五抗”(抗债、抗租、抗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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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抗丁)运动，把广大农民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抗日战争

时期，党领导农民创建了劳武结合的互助组，实行减租减息，开

展大生产运动，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在太行山区劳动互

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解放战争时期，党又领导农民进行

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进一步发展农业合作制开

辟了广阔的前景。建国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党及

时引导农民寻求新的互助合作方式，于1951年春试办了4个初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迎接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起过先

锋模范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农民清除极左，

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全县农村推行了以包干到

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

新型的社会主义合作体制，使我县农业合作制迈入了一个崭新

的发展阶段。灿烂的改革之花结出了丰硕的经济之果，古老而

贫困的武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

到2．0712亿斤，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44。2％，创历史最高

水平。全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81．3元，比1978年的54元增

长7．7倍。全县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着小康目标

开拓前进。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也理应把人民的丰功伟绩载

入史册。

这部史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当时当

地的史实为依据，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原则，不溢美、不

掩过，努力体现地方特色，着意揭示农业合作制发展的客观规

律，如实地记述了从1940年到1991年我县农业合作制的发展

历程。全书包括农业合作简史、地方历史文献、调查报告与典

型经验、人物、大事记等5编，约37万字。纵观金书，史料翔

实，内容丰富，记述全面，分析客观，不仅为我们各级领导和

农村干部研究、总结、借鉴历史经验，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

而且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和认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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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农村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回答党

在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带领农民不断探索和解决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编纂农业合作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细

致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史料往往发现有难以判‘断的疑点；

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尚无明确的结论；加之，时间跨度较大，历

史资料不全，编者水平有限，这部史书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

免。因此，热诚希望广大农村干部特别是亲身经历过农业合作

化的老同志予以批评指正，以便不断加以修订、完善。

·4‘

一九九三年八月

(作者系中共武乡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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