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忆吴冷西同志到房山调研 

魏志华 

1961 年 4 月，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 10 几名同志来到房山，对人民公社农

民食堂问题进行了调研。带队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

社社长吴冷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室主任李庄同志。他们到房山后，房山县委领导

把全县的食堂情况作了介绍，经研究、还安排他们到当时城关公社的羊头岗和丁

家洼村，以羊头岗村为主。县委农村工作部的王鸿元、蔡廷荣同志陪同前往。调

查组到村后，全部住在农民家里，在农民食堂吃饭。调查组的同志白天和社员一

起参加劳动，晚上召开各种座谈会。他们首先召开了党员干部座谈会，说明来意，

进行动员。办食堂好不好，有什么经验，有什么问题，听大家进行总结。然后召

开了群众代表及食堂管理人员座谈会。此外，调查组还分头到各生产队召开群众

座谈会。开始几天，群众的顾虑较多，怕说错话，对调查组也不太了解，只说好，

不说坏，只讲成绩，不提问题，对农民食堂充分肯定。有的说，办食堂好，农民

省心、省事，干完活吃现成的饭。有的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必须坚持。经过

前几天的讨论，对农民食堂的评价是“风吹不散，棒打不烂”。 

过了几天，北京市委发布了“关于农民食堂问题给社员的一封信”，明确指

出，食堂问题是生活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吃食堂是热爱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

是热爱社会主义。吃不吃食堂完全自愿，由农民自己来决定。调查组的同志通过

各种形式把市委的指示进行了传达，进一步进行了动员。经过群众反复讨论，情

况有了很大变化，大部分群众解除了顾虑，摆出不少食堂的问题：一是吃食堂不

方便。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几百口人，天天吃饭时排大队。浪费时间。不管刮

风、下雨、下雪，天冷天热，每天都要排几次队打饭。二是人力物力造成很大浪

费。办食堂占好多劳动力，如果在家吃饭，不能参加集体劳动的老人，有小孩的

妇女就全办了。三是吃食堂不方便。在家里可以农忙吃干、农间吃稀，干重活的

多吃点，干轻活的少吃点、自己可以掌握，老人、小孩、病人也好照顾。在食堂

只能吃一样的饭、做的也不如家里细致，总是吃死食。同时，家里来了亲戚朋友

也没地方吃饭，关系越来越疏远。四是社员养猪受到影响。以前，家里做饭，剩

饭剩菜、泔水就能养猪，每户每年都养一、两头。吃食堂以后，社员养猪的很少，

社员的收入也减少了。经过几次讨论，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有些人要求退出食堂，

回家自己做饭。但有些人仍有顾虑，怕政策变，怕以后挨整，坚持留在食堂。所

以，有的全家退出，有的退一部分留一部分。劳动力留在食堂，老人、小孩退出。

有的党员、干部留在食堂，群众退出。经过再三讨论，进一步做思想工作，绝大

部分要求退出食堂，只有支部书记吴士华一人坚决不退。（以前因食堂问题受过



批判。）李庄同志问他，“你说食堂有什么好处？”他说：“食堂可以卡着吃，规

定多少就是多少，多吃一点也不行。吃食堂吃的一样，谁也别搞特殊化。”直到

食堂解散他才最后一个回家吃饭。 

调查组的同志每天都把群众讨论的情况和了解到的问题，进行汇报，共同分

析研究，确定下一步的工作方案。 

据县委农村工作部参加调查的同志回忆，人民日报、新华社调查组的同志，

工作中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实事求是，不带框框。调查组的同志在开始时对食堂的问题了解的不多，

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大方向，应当坚持，积极办好。有问题也是

管理上的问题。但他们这个观点，不论在讨论会上，还是个别谈话，没有一点表

现。食堂好不好，有什么问题，完全听群众的意见，由群众自己决定。传达北京

市委的一封信，又听了群众提出的问题，大家的思想也有了变化。感到办食堂弊

多利少，食堂存在的问题比原来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因此也同意解散食堂，他们

把调查情况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 

二是，深入细致，广泛接触。调查组在 10 多天中，召开了 10 多个座谈会。

（群众座谈会大部分以生产队为单元开的。）并通过各种形式与干部、群众广泛

接触，进行宣传，了解情况，对不能参加会议的人，到家里进行座谈。全村 300

多户在家的成年人有 80%以上参加了对食堂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做

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三是平易近人，不摆官架。调查组的同志都是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吴冷

西、李庄同志，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做出

了重要贡献，又都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吴冷西同志是几届

的人大常委会委员。1949 年就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社长。李庄同志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中是太行山一带有名的记者、编辑和新闻工作负责人。解放后他参与和组

织了开国大典前后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他发表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

中国新闻史上的不朽名篇。抗美援朝时期，受组织委托，担任中英法三国记者组成

的朝鲜战地记者团领队，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朝鲜前线采访，发表了大量的新闻和通

讯，讴歌了中朝两国军民保家卫国，抗击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是中国新

闻工作者抗美援朝采访的第一人。他们这些老领导、老革命，到农村没有一点架子，

对干部和群众都很和气、很随便。不仅亲自主持座谈会，还经常到群众家里去走访、

问寒问暖，到地里参加劳动、他们与群众真正实行“三同”。尤其是吃农民食堂，

当时是最困难的时期，不仅是“低指标，瓜菜代”，经常吃野菜，吃粗粮，喝稀粥。

而且还经常吃用玉米皮、玉米轴做的“淀粉”窝头。他们在生活上没有一点特殊的，

群众非常感动。所以后期，干部和群众对他们都非常信任，主动向他们反映问题。

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吴冷西等领导同志不仅自己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而且对家属、子女

要求也很严。1959 年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外交部长助理乔

冠华（后来的外交部长）、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胡绳，让他们上



中学的几个孩子，到房山农村劳动锻炼，体验生活。他们几个人没有通过学校，

放暑假后便背着自己的行李来到房山。当时，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的夫人、外交

部新闻司司长龚彭同志正在房山挂职锻炼（任县委农村工作部副主任）。经研究，

几个孩子到城关公社的北市村。他们到村后住在群众家里，在农民食堂吃饭，每

天与农民一起参加劳动，与农民真正的实行“三同”。七八月份是最热的时候，

也是农活最累的时候，他们不怕脏、不怕累，不会的就向农民请教，向农民学习。

晚上，有时还到群众家里串门，一起聊天，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直到 8 月下旬

学校快开学的时候才回北京。在村里劳动了一个多月，和群众的关系也很好，得

到这个村干部和群众的好评，说他们不愧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好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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