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南韩继村蹲点的回顾 

肖文奎  口述   李志国  整理 

人到老年，许多往事、许多故人、许多旧地，往

往会在脑海里闪现。然而，记忆最深、最令我难忘的

莫过于 1964 年在南韩继村蹲点的岁月。当时，我在周

口店公社从事党委组织工作，2 月 10 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社论和通讯，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艰

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公社党委及时组织学习，

并作出决定：要以小‘四清’为动力，重点抓好南韩继村

先进典型，以点带面，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并派

我到南韩继村蹲点。 

旱高台变米粮川 

1964 年春节刚过，大地尚未苏醒，我怀着急切的

心情，骑上自行车，带上铺盖，来到南韩继村，党支

部书记徐庆文同志热情的接待了我。向他说明来意，

他高兴地说：“感谢公社党委派领导来帮助指导我们工

作。”他向我简单介绍了村里的情况后，把我带到社员王

富家的住处。他说：“王是建国前的老党员，这家人待人



和善，住房也宽敞，你住在这里，吃饭由大队派饭员

给你派。你有文化、又年轻，要多帮我拿主意，抓大

事，咱俩一块唱好多打粮食这台戏。”我说：“咱们互相学

习，互相帮助，共同努力，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 

通过“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个别走访，书

记的介绍，我对这个村的村情民意，历年对土地的改

造、兴修水利、实施农业“八字宪法”，粮食产量等情况，

均有了一定了解，从而，结合大寨经验，帮助制订了

四顶措施。 

1、学大寨，找差距。通过对大寨经验的学习，进

一步解决了干部和社员中普遍存在的“地力用尽，产量

到顶。”的故步自封认识，进一步激发干部和社员上水

平、上档次、上台阶的热情，实现今年粮食生产再跨

越。 

2、学习《红旗》杂志“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十大好

处”，使干部认识到参加劳动的重要意义，干部坚持参

加劳动，无特殊情况，白天不开会、少开会，把会议

和学习都要放到晚上时间。 

3、抓思想教育。结合实际，大讲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农田基本建设给南韩继村带来的好处。大讲为

国家多生产粮食是社员的光荣义务与责任。大力宣传

在生产劳动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使社员学有榜样、

赶有目标，形成人人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 

4、对照农业“八字宪法”，着重在庄稼密植、施肥、

管理上下功夫，做足力气，提高产量。这些举措，进



一步激发和调动了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社员们高兴

地说：“干部下田间，有活一起干，问题解决快，社员干

的欢。”干部深有体会地说：“锄头不用要生锈，干部不劳

动会走邪路……” 

通过“三同”我也与南韩继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一次，我和社员一起搞夜战推

粪，不甚伤了腿，社员硬把我送到住处，蔡大娘，一

直几天守候在我的身旁，给我又是拿药、又是端水，

又是送来吃的，对我关怀备至，真像母亲对待自己儿

子那样照顾我，疼爱我。老人的恩情，我一直铭记在

心里，至今难以忘怀。正当干部和社员们看着大地葱

绿葱绿的麦苗儿长势喜人，盼着夏季大丰收的时候，

突然，小麦黄锈病降到麦田，干部和社员心急如焚，

及时向县农科部门的技术人员请教。得知用硫磺合剂

喷洒的方法后，迅速组织 150多名社员仅用两天时间，

就将 800 亩麦田普遍喷洒了一遍。由于干部和社员齐

心协力及时防治，控制了黄锈病的发展。小麦虽然遇

上了灾害，但损失降到了最低，比计划略有减少。详

细算账，粮食虽然因灾减产，但今年种植面积仍多于

去年，白薯的种植也比去年多，总的产量影响不大。

同时，提出：“夏粮减产，秋粮补”的口号，对秋庄稼多

施肥，在管理上多下功夫，力争把减产的粮食补回来。 

8 月的南韩继村，风景如画，300 多亩玉米竞相扬

花吐穗，人们喜上眉梢。但天有不测风云，突然，一

场狂风暴雨袭来，把喜人的玉米全都刮倒了。徐庆文



跟我商量说：“雨一停咱们就组织人把玉米都扶起来，越

早越好。”于是，立即组织 200 多名社员，用一天多的

时间，把刮倒的玉米全都扶起来了。该培土的培了土，

又多追了一次肥，多锄了一遍地。这一年，在大灾之

年，粮食不仅没有减产，经过努力，粮食总产量达到

了 1071200 斤，亩产平均 938 斤，比上年多增产粮食

9 万多斤，亩产增加 87 斤。南韩继村，为什么能够连

年增产增收？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全面分析，主要是： 

一是穷则思变。解放前，这个村是有名的穷困村，

大部分土地都是“偏坡溜岗十八沟，十年九旱八不收”的

旱高台。粮食亩产仅有百余斤，且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

少数富人手里，绝大多数都是受苦人。当地流传着这样

的谚语：“三把刀”、“三条路”和“三件宝”。农民头上“三把刀”

即租重、税多、利钱高；“三条路”即逃荒、讨饭、到他乡；

“三件宝”即背架子、蹅子鞋、破棉袄。解放后，农民翻

了身，对新社会更加热爱，听党和政府的话，党叫干啥

就干啥。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先后投

入人工 4 万多个，平坡岗、填大洼、修水渠、田间路等。

打井百余眼，把绝大多数土地都改造成了大面积稳产高

产田，使粮食连年增产。从 1957 年平均亩产 356 斤，

到 1964 年一跃亩产达到 938 斤。从 1957 年到 1964

年，共向国家交售商品粮 200 多万斤。同时，社员的生

活水平也不断提高。1964 年年终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90

多元比七年前有较大的提高。 



二是好领头人。俗话说：“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

党支部书记徐庆文，旧社会苦大仇深，后来参加了解

放军，得到了锻炼，在部队，他出生入死，英勇杀敌，

多次立功。回村后，他决心改变农村面貌，让乡亲们

过上好日子。他有一颗“为民、忠诚、公正、清廉、无

私”的心，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在农业战线上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受到了上级党委和

农业主管部门的认可与肯定，也受到了南韩继村广大

群众的真心拥护与爱戴。他也多次被评为市县的劳动

模范，并受到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多次表彰。1979 年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劳模会上，受到了邓小平、

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还被选为全国

人大代表。 

三是坚强的领导班子。南韩继村农业生产能够快

速增长和他们的领导班子团结、民主分不开，这个村

党支部共有五名委员组成，大队长孙凤成，副大队长

王文忠，妇女大队长刘玉淑和民兵连长葛万成。五位

同志各有分工，各负其责，原则问题坚持集体讨论，

分工份内的工作不等不靠。五名支委都能做到原则问

题不让步，小事不纠缠，每个支委都自觉坚持参加劳

动，做到在劳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支部形成了

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

舒畅的政治气氛，在群众中形成很大的凝聚力。 

 

 



我与将军同劳动 

乡村四月闲人少，耙完麦子又插秧。四月的南韩继村，到处是一派繁忙的

闹春耕景象。一天上午，军事学院的两位将军带着 300 名军官学员来到南韩继

村。这天，徐庆文书记不在，由我负责接待和安排。他们分为三个连队，每连

100 人，一个连队住在这个村，另外两个连队住在瓦井村和小次洛村。他们共

七天的时间，学习和劳动都集中在这个村。他们来村的任务是：一是参加农业

生产劳动，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二是了解农村阶级斗争情况，提高部队干部

的阶级觉悟。三是调查了解这个村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和新农村的变化。

根据任务，制订了三天与社员一起劳动，两天集中学习，一天座谈和个人总结

的工作计划。 

当时，正值栽白薯秧时节，因栽白薯秧地块属尚未改造的土地，需要把水

引到地下面的大坑内蓄水。然 后，再从蓄水池用水桶往上淘，之后再挑到栽薯

秧地 方。挖坑、点水、培土。我和一位将军负责从蓄水池用水桶往上掏水，将

军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先下池掏水，一直掏到 80 多桶时，腿有些抽筋，身体

也有些发抖。我劝他上来，我下去，他怎么也不肯，笑着说：“我正是壮年，筋骨

硬，也经冻，掏够一百桶时再说，战争年代 365 天，除打仗就是劳动，现在一

年才干几天那！和平年代不劳动，就会变懒，一懒打起仗来就要吃败仗。今天

机会难得，是锻炼的好机会。”他硬是坚持掏到百桶时，笑着对我说：“这回该你了。”

我开玩笑地说：“你不再掏几桶了，发扬风格吗？”他笑着说：“你真是得了便宜还

卖乖”。我说着接过来桶，掏了起来。大校闫达（徐庆文的老战友）负责挑水，

一连挑了很长时间，肩膀被压肿了，社员们劝他休息会儿，他却笑笑说：“没关系，

肿了再把它压平了，平了就不疼了。”一直坚持挑了一整天。这批军官学员，脏活

累活抢着干，有的脚被碰破了，坚持不停歇，令在场的社员深受鼓舞和感动。

第一天军民同心干，就栽了 50 亩地，15 万棵白薯秧，圆满完成栽薯秧的任务。 

我向部长作汇报 

6 月的一天下午 3 时许，我正要出门，忽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院子的门前，

一位社员领着时任交通部长的王首道前来找我，我把他们领进屋。部长边用草

帽扇着汗，边自报门户说：“我叫王首道，是交通部的，中央正在京开着会，下午

休息，我趁这个机会到这里看看，了解一下村里学大寨情况。听社员说你是在

这里蹲点的干部，所以，就来麻烦你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肖文奎”。他又指

着那位女同志说：“这个是我的爱人”，“那个是我的秘书”。然后又说：“今天不是来检

查工 作，是来了解一下农村情况，怎么方便就怎么说”。我把南韩继村的基本情

况，历年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多年来粮食连年增长，社员增收及学大寨等情

况一一向部长作了汇报。部长有时插话，我也有问有答。我汇报了一个多小时，



汇报结束后，他说：“谢谢你为我们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些情况，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们在上面是很难得到的。”然后，他风趣地说：“你送人送到家吧，你再辛苦一下，

带我们到地里看看，光听不行，眼见为实嘛，有听有看才叫了解全面。”我说：“您

要不要休息会儿再下田？”他笑着说：“没关系，社员在田里劳动都不怕热，我们

光看不干，就占了大便宜啦，走吧！抓紧时间。”我陪部长从村东先看了大场边的

两块地，又到村南看了三队的两块地。最后我们到了村西，我们边走边看，他

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一个多小时时间，部长看了全村大部分农作物。在村西

边告别，他再一次握手，表示感谢，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约 6 点钟，离开南韩

继村回京。 

后来，部长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十分关心南韩继村的发展。“文革”后失掉

了联系。每当回首当年向王首道部长汇报南韩继村的情况时，他那和蔼可亲，

没有一点官腔、官架子，平易近人的情景，总是令我难以忘怀。 

彭真视察南韩继 

8 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徐庆文在田里正在检查生产情况，老远见到村西路边

停着几辆轿车，有一帮头戴草帽、身穿白色衬衫的人，在玉米地边，边走边指

指划划地在说些什么。我俩急忙向他们走去，走近一看，走在最前面的是身材

魁梧高大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还有市府赵凡、范谨、常甫等领导。徐

庆文与领导一一握手问好，彭真风趣地说：“今天又来打扰你啦，你不会嫌烦吧？”

庆文激动地说：“我们盼着领导经常来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说什么打搅、麻烦那，

您这话有点不对呀！”然后，徐庆文转向我，向领导们介绍说：“这位是在我们村蹲

点的公社干部肖文奎，我们配合的很不错。领导与我一一握手问好，我和徐庆

文陪同市委领导到了大队部，因天热，搬了几个凳子，在院子两棵大白果树下，

拿来几个半大碗，一壶白开水，边喝边聊了起来。彭真问我：“你叫什么名子？”“我

叫肖文奎。”“在公社做什么工作？”“组织工作，”“蹲点有什么具体任务吗？”我说：“以

‘小四清’为动力，以大寨为榜样，使这个村全面发展，为国家多生产粮食，力争

比去年再增产增收，使南韩继这个先进典型再创佳绩。”彭真听后，说：“好哇！我

等你们的好消息”。他又深情地说：“干部要坚持深入群众，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就靠这个‘法宝’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

利，不管到什么时候，这个传统都不能丢掉！”我向市领导保证说：“请市长放心，

我要永远记住你今天的话。”市长高兴地说：“对！只要对群众有利的事，就坚决去

做，对群众不利的事，要坚决不做，还要抵制。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代表最广大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接着转了话题，关切的问徐庆文：“有什么困难吗？，今年

亩产能达到多少斤等等。”徐庆文都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

怀和公社领导的支持。目前没有困难。不过，亩产多少斤，一天不入库，我还

不好说，还请领导原谅。”彭真笑着说：“你是怕大家说你吹牛吧！没关系，我们先

订个君子协定，一不上报纸，二不上电台，三不在会上讲，怎么样？”转身问范



谨副市长：“这样行不？”范谨点头说：“行！”彭真对徐庆文说：“你们什么时候入库，

核实了产量，我们再见报，但，必须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徐庆文征求我的意

见后说：“如果不出意外，亩产 900 斤左右吧。”市长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笑

声在大队办公室院内回荡着。此时，已近下午五点多钟了，我和庆文建议市领

导吃晚饭再走，彭真笑着说：“不了，算你们欠我们一顿饭，这个账以后找时间要

还的。”说的大家都笑了，在亲切的笑声中，我们送走了市领导。那笑声、那亲切

的谈话声，那谆谆的教导声，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仍经常在我脑海中回荡，

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 

彭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期间，曾多次亲临南韩继村视察，与徐庆文

等村干部和社员亲切交谈，并指示市有关部门搞好服务，大力宣传南韩继这个

先进典型，他关心南韩继村的生产和建设，是南韩继村百姓十分崇敬和爱戴的

老领导。南韩继村百姓永远不会忘记彭真的关怀和嘱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