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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的话

《武乡县农业志》是首次编写的。主要是为了追溯我县农业生

产的发展历史，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农学和农业技术的宝贵遗产，它

将使我县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总结经验，不断前

进；同时也给新编《武乡县志》提供了确‘关资料。

农业志的编写是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进行了

实事求是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写成的。编写过程中，在县志编

纂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农业局以付局长王玉田同志为首，办公室

和各站二十多位从事专业技术人员辛勤劳动，秉笔直书，查阅资

料，去粗取精，客观真实地纪录了武乡县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领导和有识之士

切磋共勉、随时赐教，耿直指正’为准确、完整地斧正农业发展

史，高质量地修好农业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

《武乡县农业志》编纂小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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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一 章

农业历史发展概述

我县地面辽阔，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是一个适宜发展农业生

产的地区。据一九五六年在安阳南窑上村发现的石铲考证，远在原

始共产社会末期，武乡的劳动人民就依靠种植各种农作物、培育山

林、饲养牲畜、经营付业而生活的。但由于数千年来一直受着封建

制度的压束和小农经济的局限，所以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步伐是极

为缓慢的。?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随着农业体制的变化，

我县农村的生产条件明显改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舌，纠正了农村战线上“左班的错误，

如瞎指挥、高征购、工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和农村小自由等等。实行

“双包"后，在两个问题上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一是照顾到社员个

人物质利益，能公私利益相结合，改变了吃大锅饭的弊病；二是有

了自主权，可以直接管理生产与分配，防止由少数人专断包办，瞎

指挥，不公正和其它不正之风。上述两个基本要素，产生一种新的

经济动力，在发展商品生产，培养各种人材，积累发展资金，治穷

改富等方面发挥重大功能。农、林、牧、副、渔和多种经营全面，

稳定地发展，使农业开创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我县农村出现了一个

五业俱兴，经济活跃的新局面。

第一节、历代农业概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地主阶级对贫雇农的残酷剥削

据旧志《赋役略》考查，明朝届期，全县原有民田4 6 9 7 7

4么，由于战争的摧残和灾荒的袭击，清初的耕地面积下降为3 9

6 5 8 0余亩。

光绪三年(1 8 7 7年)严重的旱灾使我县粮食欠收，人死过

半，粮价猛涨到几十倍，一斗谷子由二十字钱涨到一千多字钱也买

不到。全县饿死了二二万一千多人，外逃伤亡一万三千多人，出现了

“人吃粗糠狗吃肉，尸骨遍地珀人收’’的悲惨景象，这一年粮田荒

芜，耕地面积骤然减少。

民国九年和十三年，尤其是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蒋阎

混战之后，晋钞倒塌、通货膨涨、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地主的利

息由月二分猛增到一角，而“驴打滚、蹩臀纸"等剥削形式花样百

出。富者粮田阡亩，贫者无立足之地。如四大家中的赵家庄大地主

赵太和从1 9 3 l一一l 9 3 3年(议口民国2 0一一2 2年)的二

年时间里，土地由原来的5 0倾增到1 0 0多顷。贾豁大地主高长

寿母大有地主裴会保都在这二年内土地由二、三百亩猛增到二千多

亩，地租也由每亩二斗增加到五至七斗。

l 9 3 5年以前，武乡大地主之一的南沟郝泉香一家就有四千

余亩土地，故城镇街道的楼房多属他管，其中一·半是粮食仓库，

每年屯粮五千多石。郝泉香本人娶妻妄七个，佣有老妈和丫环伺

候，整日吸鸦片，打麻将，荒淫无耻。他家的看门狗经常吃的是猪

肝、牛肉、白面。而给他扛活的长工一年只挣十二串钱。当时粮价

一斤白面三十个字钱，一斤小米二十五仑字钱。一个小学教员(私

塾先生)一年工资只有三四十串字钱据监漳一个乡5 7 6户的统



计，从1 9 2 4年至1 9 3 4年(即民国l 3一一2 3年)由小康

中农人家下降为无吃无穿、无住处的贫雇农竟达2 3 0余户。

二、反动统治者对农民的压榨

田赋一一包括“正税’’和所谓“地方付加”。征收的办法是每

亩地以钱粮计算每亩地纳田赋6—7元。据旧志记载，民国初年，

全县有田赋大粮一万多两，屯粮二千多两。农民种地一亩，每年

纳二至三分粮钱、每亩要征收正税2一一3角现洋。“地方付加"

包括范围很广，如捐款、学费、区费、省县地方军警费、赔洋款、

大小神社钱，村闾款、差名款，都要按亩摊派；每亩每年派款2—

3元。民国1 6年(1 9 2 7年)正税每一两粮交纳神税2元，

军屯粮每两2·9元，各种付加税每两征2·7元。这些税款都由

大奸商、士绅们包出，从中敲榨勒索，一两粮就是按期交纳也得5

至6元，到秋冬就得交7至8元，如交不齐就由里长挨户清算，每

两就得交纳2 0元左右。

负担“地方付加税”的主要是人多地少的广大农民。“地方付

加"是以户口和以钱粮计算两种方式，到期交不齐的就累进。被罚

累进的仍然是农民。按钱粮算时，地主富农采取出租土地带钱粮的

手段，将负担转嫁给农民+。民国1 6年(1 9 2 7年)后，每年征

收双粮，每人每年要负担4 0多元。1 9 3 3年武乡人民在党组织

领导下，发动了抗粮减税运动，反动政府被迫调整了田赋，减少了

一些中间的剥削；但每两粮钱仍还得交纳5·8元，手续费2角。

据调查，监漳有一个叫赵德成的佃农户，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

年)租田l 8亩收粮1 5石七斗，出租子六石三斗，剩下九石四

斗，可卖7元7角钱。而负担的田赋款共6元2角，自己纯收入一



年仅有一元五角钱。

三、租佃关系

死租地一一预先成立契约，地主规定租额，按夏秋两季让佃农

交租，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完全由佃农负担。民国七、八年以前一

般每亩交二至三斗。到解放前夕，每亩交租增至五至七斗。租约上

规定，不论年景丰歉，颗粒不能短欠，佃户在丰年吃糠、吃菜还

可对付生活下去，到歉年交了租杂，就所剩无几了。因此，不论丰

年欠年，佃农的生活都是非常痛苦的。
。

活租地一一不定租额，按收成对半分粮，田赋杂税由佃户负

相o
J—一

伴种～般由地主出牲畜，大农具、肥料种子双方均担，佃
户出劳力，伴租额很高，有的对半分，，有的四六分，地主得六成，

佃户还得给他主担水、拉煤、磨面、走亲戚等杂役。

认粮种地一一地主的坏地，收成往往不够交钱粮负担，就采取

级{‘‘认粮种地"的办法，让佃农耕种，不收租，却负担钱粮。

钱租一一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成约时由地主规定交纳钱的租

子。到收获期粮价下降，地主按原额收钱．．，粮价上涨时则按成约时

的粮价折收粮食。如民国二十二年粮价由原来的八角降为2角，佃

农拿出全部收获物还不够交纳地主的租钱，广大农民长期过着“糠

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

第二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概况

据旧志第四编一九三五年统计，武乡全县占人口总数不到5％

的地主、富农就拥有总耕地面积的5 4％；并且绝大部分是好地、

·4．



近地。而占人口总数7 6％的贫下中农，却只有耕地总面积的3 0

％，而且绝大部分是薄地和远地。

一九三五年武乡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表

地主 富 农

l 8 9 4

——————]丁—————一

6 4 6 7

户数

人口

亩数
’—。11—。。。。。。。一一⋯一5 4 97810

占％ 贫下中农 占％

29074 75．6

一一 I--_·‘__，·_。_--_。_·___-·一

99498 7 6

174975 29．5

由于土地兼并，武乡县逐步形成了四大家、八小家，七十二个

圪撑家，大、中、小地主阶级统治成网。四大家每家各霸占粮田一

万亩以上，八小家也各拥有土地五六千亩；其余七十二个}乞撑家也

占有±地数百亩以至千亩以上。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农民受剥

削和压迫的根子，也是农业生产长蝴处于原始落后状况的根本原因

—> 一。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奠∥大地区颇遭日冠扫荡的同时，又遭

受各科，自然灾害的袭击，农村生产受到空前破坏，日、伪、顽互相

勾结，地主阶级凭借着它对农民土地的占有权，更加残酷地对农民

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随着抗日战争蓬勃兴起，我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砖璧、王家

峪’。各抗日救亡团体先后成立，我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在一九三

七．、三／『＼两年内，部分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进行了最初级的即大

斗换小斗的减息，这种办法，虽然农民在数量土负担仍和从前一

样，但实际负担却减轻了1 5％(改换后的斗折原来斗八斤半)，

地主、售j农的经济开始有所削弱，农民开始得到喘息机会，农业生

．5．

■一叩一5地一虮一埔
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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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有了生机。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我、县人民驱逐了最后一任旧县长，从此，

政权回到人民手中。这一时期，党在农村中废除了原来的各种苛捐

杂税，进一步贯彻了减租减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

策。一九三九年，全县普向地主、富农户进行征募，在月佘时间里

，为我抗战前线所需完成了屯积公粮六万石的任务o，从一九四零年

开始，到一九四二年这三年时间内，在全县根据地由各个区村，普

遍执行了“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政策，这样，不仅土地所有权发

生重大变化，而且农民负担大为减轻，进一步削弱了地主、富农的

经济地位。据一九四一年统计，全县土地变化量达一万五千佘亩，

占总土地量的三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为克服因战争造成劳畜力极度紧张的困难，坚持敌

后生产以供军需民食，在生产组织形式上也相适应的有了变化。一

九四二年我县一些地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由三家五户，十人八人

不等自碰耕作变工队，也有十几家或几十家碰在一起，组成联队式

的生产互助队，由于互组形式比较适应战争环境，到一一九四三年，

互助组、队得到迅速发腱，在监漳r一带还建立了十家连环的互助形

式。其它地区也出现一些别的互助合作形式，全县参加互助的户数

比四二年大大增多，一：JLP!il四年我县武东不少农村，扩大了互助

组，变工队的组织规模，j有‘亡勺付将几个互助组并为一个互助社，如韩

北的曩晕社、东堡的红旗：火队等，到一一九四五年企县组织起来的户

数，1罨总农户的7 0％一寥产发展j黾很迅速I。}{；：}，j牙的时达到“：讲三

余‘印。即三年生产的粮食。可供四年食用。有的达到“耕二余一

"，有的还达到“耕一余·”。个体农民普遍组织起来为后来走上

．R ‘



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生产的发展，劳动模范起了很

大作用；树辛李马保、韩北王海成、东堡史成富等成为农业战线学

习的榜样。在劳模们的带领下，开展了村与村、组与组、人与人的

竞赛，据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在“武乡今年生产

第一炮，马堡向熬脑挑战"为题的报道中，可以窥见当时农业生产

的一斑。马堡给熬脑的挑战中这样写道：(一)保证全村没有一个

懒汉，不荒一亩地0(二)保证按时完成全年生产计划。(三)每

亩地除了按平常上5 0担粪，再多上2 0担，全村共增加六万担

粪。(四)不论平、坡、沟、岭地都修边堰。(五)全村2 7 0个劳

动力，保证有l 2 0个参加互助组。(六)全村3 0 2 8亩地，要

增产8 l 0石细粮o(七)、全村2 4 0个纺织妇女保证1 l 0人

参加互助组。(八)、妇女要』二地打坷垃、送饭、溜籽、挖苗、割

麦、收秋、打场。熬脑的应战书内容也大致相同。同年夏季，土河

劳动模范张步俊向韩北王海成提出造肥挑战，带动了该区积造肥料

运动，这年秋耕中，二区韩北王海成组织人刨地，结合耕畜把全部

秋地深翻一遍，推动了各地秋耕。太行区劳动英雄李马保领导的树

辛村在四四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做出了显著成绩，一年多打粮1 2 0

0石，足够全村三年负担，李马保做到耕一余一。从这些事例中可

以看到当时的生产积极性是很大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县召开

了群英大会，选出了参加边基群英大会的代表李马保、王海成、史

成富、东堡模范互助红旗队，合作英雄郝云书、陈胖孩等。在互助

生产中，还创造了许多方便生产的领导方法，王家峪互助组创造了

工票制度简便易算，受到群众欢迎，同时在生产中还注意了农业技

术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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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五月，我县各村群众先后举行庆祝‘‘‘组织起来”一

周年活动，据五个区的统计，共有7 8 3 2 3人，组织起来的男女

劳力有三万五千多人，全县增产八万石粮食，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二十三且《新华日报》报道，全县己有八个合作社，一百二十九个

互助社。涌现出了4 0 4个劳动英雄，9 7 1个模范农家，由于互

助、省工，群众就有可能多开荒和精耕细作，一年以来，五个区开

荒l 6 8 3 1亩，修堰填豁2 2 9 4 8 5丈，填圪洞切圪咀工

2 7 9 5个，锄耧三次的地有6 0 2 4 8亩，占秋收作物的三分之

一，施肥据二区统计，每亩平均上粪5 8担：，人造肥达6 3万担之

多。由于增产增收，我县赤贪升为贪农的有1 3 1 4户，贪农升为

中农的有l 4 3 1户，中农升为富农的1 8 3^，1 3 1 4户赤

贪，受到普遍的互济，共计粮食1 4 5 4石。

在生产活动形式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在频繁的战争中，我军

民一面战斗，一面生产，+或白天打仗，黑夜生产，或青年参战，老

年生产，或妇女站岗送饭、男人扛犁生产，在长期与敌周旋中，

灵活掌握分工合作，劳武结合。抗日部队在农忙时帮助群众抢耕抢

种，在收获季节打击敌人的抢粮活动，武西边沿区西沟村在四五年

春季，劳武结合日夜抢种的事迹就很能反映当时的生产特点∥这年

春季下种以来，半月内敌伪勾结奔袭六次之多，为了保证生产，

他们平时村内每个互助组，抽一精干民兵放硝，严密监视敌人，同

时，抓紧时间突击下种，全村耕地1 3 0 0亩，因牲口被敌抢的只

剩两头，即组织人拉犁下种，四个人一组，每天能种五亩多，史土

成一家则进行夜间下种，三夜下种十二亩，大部分互助组也都在黑

夜突击÷＆线的下种，还发动妇女、儿童、老汉栽种，不难看出，当



时的生产是非常艰苦的。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年代里，我县人民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援了抗日战争。仅以武东为例，在1 0万人

口，4 4万亩土地的武东地区，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负担粮

3 8 1 0·3 7万斤，就是在一九四三、四四年严重的灾荒下，同

样支援了战争。据分秒亍，一九四三年的收成每亩七斗计，共收原粮

3 0·8万石，负担粮G 2 3 6 8 0 0斤。 ，。

抗战期间，党领导军民在紧张生产的同时，不仅要和敌伪的骚

扰作斗争，还要和严重的天灾作斗争。四二、四三年全县遭受严重

的旱灾，四三年麦收以后，大旱二个月，部分秋禾久旱枯死，为了

抗灾救灾，我武东全体干部下乡，组织群众战胜灾荒。四四年六月

十一日，五区胡庄一带冰雹成灾。灾后，在我抗日政府的领导与关

怀下，群众情绪安定，生产很快恢复了秩序，四五年春季，我县各

区，黑婆虫大量发生，豆苗、棉苗、山药苗等被害的很多，全县已

下种的七千亩棉花，就吃掉一千多亩0苗杜一个村种棉5 0亩，就

吃掉了4 8亩。土河二分队种了7 2亩豆子，只剩下2亩，为了发

动群众全力杀虫，于五月三十一目，成立了县剿杀黑婆虫防旱指挥

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并派专人分往各区传达，武光清县长亲任总

指挥，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与部署下，我县干部群众黑夜发动，突击

围剿，很快就消灭了虫害。在八年抗战期间，我县农业生产就是这

样克服种种困难，逐步发展起来的。

解放战争期间，我县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四六

年七月我县全境解放，党领导广大农民一面迅述医治战争创伤，一

面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在这⋯一对期，大规模的发动过四五年

冬、四六年春的反奸清算斗争，四六年以五四”指示下达，四七年十



月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

众，加强农会，整顿土改队伍掀起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

达到耕者有其田。农民在经济上彻底翻了身，生产积极性空前高

涨，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农村发动大批青壮年参军支前的同时，提

出’“战争生产两不误’’韵口号、许多地区整顿和发展了互助组、变

工队，全县原有的互助组、队又迅速壮大起来，到一九四八年，我

县广大农村在和平环境中，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直得一提的是，在“千军万马下太衍，翻江到海打胜仗"的

解放战争中，我县人民在“前方打老蒋，后方搞生产"的口号下，

一面加紧生产，一面又为全国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人力、物力。连

同抗战，共有一万三千名青年参军，培养了干部五千二百多名。仅

一九四七年参军人数就有1 8 0 0多人，一九四八年晋中战役中四

个区支前民兵，群众千余人，前后持续四个月之久，后方一次运粮

8 0万斤，出动人数达二万多人，发动这样多的人力、物力支援战

争，可见当时农业生产任务是很繁重的，我县妇女在大批青壮年支

前的情况下，毅然挑起了生产的重担，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我县农业生产全面进入发展时期。据统计，一九

四九年农业生产全面情况如下表：



武乡县一九四九年农业与非农业户数人口统计表

r啊—q田—_—抽啊-聊r_晴-年矗——畸—r—帕_-l——啪__斤竹荆帮而—搬__·-_—_～一～—一户 数 人 1：3 农业

总计

农 业

非农业

3 7 8 3 3

3 6 8 4 5

9 8 8

总计

男

女

1 4 1 9 0 0

7 6 2 5 0

6 5 6 5 0

人 口 非农业人口

总计I 1 3 7 1 7 0 l总计

男 7 3 5 0 0

⋯一一6 3 7

9 7 0

男

女

武乡县一九四九年农村劳动力统计表～=5口ⅫⅡ!_口日I_-___--Il__l_1日●____-_-__I_≈I_l-__jqI；一●Il_l_l_-
劳

总计

男

女

动 力

6 1 0 1 7

3 0 8 8 9

3 0 1 2 8

全 力 半 力

4 8 0 1 9

2 2 2 1 9

2 0 8 0 0 5 9 6 4

辅 力

6 5 6 5

3 2 0 1

3 8 6 4·_l--_____-·_‘E=4ijIJltE口__lI==_^____‘=_。z_目⋯—*_⋯一。口*m"一EI目I__l__l_l_口__I_ⅡI_·_·_--_-__-_--_____E_‘一
武乡县一九四九年农业总产值统计表

单位；元

总产值 粮食’棉花 油料 蔬荞 果类 麻皮 药 材 其它 付产品

7588147 5493000 2647 287000 616000 96700 36500 61100 78900 94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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