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山县经管站建站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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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简称县经管站），于 1983 年 5 月建立，

在当时县直机关来说，是成立较晚的一个单位，但它的前身已有 30 年的历史。 

解放初期，党为了尽快的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农村再次出现

两极分化，就提出了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互助组，试办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区县都设立了互助合作办公室（县委办公室的一部分），

掌握农业互助合作化的情况。1953 年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农业合作

化有了很大发展，房山县由 20 多个初级社发展到了 100 多个，基本达到了乡乡

有社（当时还是五、六个村一个的小乡）。为了使农村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1954

年党中央决定县以上的各级党委建立农村工作部，加强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

根据党中央和河北省委的指示，于 1954 年 5 月，房山、  良乡两个县都建立了

县委农村工作部。房山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吕镒、副部长隗合龙、郭宴、袁

德印，干事五、六个人。良乡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罗玉源，副部长王树瑞、李

顶荣、安成儒。在县委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同时，政府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农

林局设立了互助合作股。房山县的互助合作股，股长罗士德，科员有蔡廷荣（文

革后改名为蔡向阳）、高玉珍、赵宗礼、顿文彬。罗士德调走后，蔡廷荣任股长。

良乡县的互助合作股，股长刘振祥，科员有张庆贵、李贤、李信。各县的互助

合作股，编制在政府，工作由县委农村工作部直接领导。与县委农村工作部一

起办公，统一布置任务、统一下乡，定期向农村工作部汇报。当时的工作重点

是全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强管理，进行整顿，解决管理上的问题。由于农

业社是个新生事物，如何管理谁也没有经验，互助合作股的几个人就轮流到河

北省农校（保定）、通县专区合作干校去学习，重点是财务管理。通过学习，基

本掌握了农业社的财务管理知识。 

县委农村工作部和互助合作股建立后，重点抓了农业社的经营管理。一是

抓农业社的会计培训。每年办二、三次会计培训班，把新上任的会计全部进行

培训，使农业社的会计能够记账、管账。二是检查辅导。县委农村工作部和互

助合作股的干部，长期分片下乡，检查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1954 年县

委农村工作部的孟宪周和互助合作股的赵宗礼，到山区下乡，当时山区没有公

路，不能骑车，就背着行李步行。从张坊进山，经过六渡、十渡、蒲洼、霞云

岭，去了一个多月，走了 20 几个村，帮助农业社解决了不少问题，回来的时候，

是从三流水爬过 1200 多公尺的青风岭、从涞沥水、黄山店回来，脚都磨了泡，

虽然很累，但没有丝毫怨言。 



1958 年 4 月，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建立周口店区（后改为

房山县），撤销了农林局的互助合作股，在财政局设立了农村财务科。1958 年 9

月，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原来的农业社全部转入人民公社。房山县建立了 7

个大公社，农村财务科也改为公社财务科。由于农村体制的变动，公社财务科

的工作重点也有了变化，由原来的农业社转向了人民公社，主要是大队、生产

队的财务管理。除公社财务科外，县里还从工业、农业、商业等部门抽调了 10

来名兼职会计辅导员，每个大公社配备 1 名。公社财务科的业务主要由县委农

村工作部领导。从 1958 年公社化以后，公社财务科的工作重点，一是抓大队、

生产队会计的培训、辅导。二是检查了解农村财务上的情况，帮助解决工作上

的问题。培训会计，每年搞三次。一次是春天，抓新会计培训。大队、生产队

的会计每年都有变动，凡是新上任的会计，业务不熟悉的，每年春天要进行培

训。通过培  训，了解和熟悉财会业务。二次是夏季预分前，办一次大队会计

培训班，学习县委预分方案，研究夏季预分办法。第三次是秋季决算分配前，

办公社大队会计培训班，研究秋季分配办法，熟悉分配政策。每年夏季和年终

决算分配培训前，公社财务科都要搞一、两个试点，调查问题，摸索经验，给

会计培训班打好基础。当时办会计培训班难度很大，县里没有招待所，没地方

住，所以每次办班都要现找地方。除每年培训几次大队会计外，公社财务科的

人，要常年分片下乡，到各公社，各村去检查指导，工作非常艰苦。文革前，

山区没通公共汽车，干部下乡都要骑自行车。霞云岭、大安山、史家营等公社

离县城 100 多里地，多数村没有公路，道路不好走，有时不仅要推着车，有时

是车“骑人”，十渡、蒲洼等公社不仅远，还要过拒马河。拒马河每年五六月份要

拆桥，怕水大把桥冲走。河水小时要淌几次河，河水大时，要从千河口、白石

岭，走“狐狸险”，从七渡村对面的山腰上，一个一尺左右宽的小窄道，还要带东

西，非常危险。平原也很艰苦，一般的下乡，一个人管一片，五六个公社，一

去就是一个多月。住在群众家里、吃派饭，所以衣服、被子、脸盆都要自己带。

经常遇到刮风、下雨、下雪。像琉璃河、窑上、南召、交道等公社，当时都是

土路，不但刮风、下雨不好走，雨季还要过几道河。公社财务科不只有男同志，

还有几个女同志，也和男同志一样下乡，困难非常多，生活非常艰苦。除了平

时到各乡、各村去检查指导外，抓年终分配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每年春节前，

公社财务科的同志都要到各公社抓决算分配，帮助社、队解决分配上的问题。

每年春节前，都要把各村的分配方案批完，分配兑了现，才能回机关过年。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机关的正常工作被打乱，1969 年，县委农村

工作部和公社财务科被撤销，大部分同志被下放劳动或到五七干校，整个农村

的经营管理陷入瘫痪。经营管理中正确的政策、制度、经验，被当成错误的进

行了批判，如评工记分，定额管理，说成是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正当的家庭

副业、自留地，自留树，说成是“小生产”，“资本主义尾巴”，绝大部分被批判、被

取消。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造成连年减产、减收，

社员的超支借支翻了几番。 



1971 年 6 月，根据北京市委的指示，县委、县革委会成立了经营管理组，

都是从下放干部中抽调的，开始时叫“落实政策办公室”，1971 年底改为经营管理

组。县委经营管理组成立后，到各公社、大队对农村经济政策、经营管理等问

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县委根据经营管理组调查的情况，对农村经济政策、

经营管理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和改进措施。有几个报告受到市委的表扬并发了

简报。1972 年，县财税局也恢复了公社财务科，原来公社财务科的人也陆续调

回。1975 年县委又决定各公社设 1 名专职会计辅导员，工作上由财税局公社财

务科领导。这一段公社财务科的工作，主要由县委经管组领导。经过几年的努

力，社队的经营管理有了很大的改进。 

1983 年 5 月，市委决定各区县建立经营管理站。建站前，市委召开了区县

农村工作部长和副区县长会议，我和副县长张进儒同志参加的会议。会上市委

领导讲为什么要建立区县经管站，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农村的经营管理全部搞

乱，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近几年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形势

有了好转，但问题仍然不少。公社财务科只抓农村财务，全面的经营管理由县

委农村工作部来抓（1980 年后县委经管组改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作为

党委的机构，编制不能增加太多。因此，市委决定各区县撤销公社财务科，建

立经营管理站，与县委农村工作部共同抓好经营管理。同时还决定各区县的经

营管理站站长，由各区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任。市委关于建立区县经管站

的会议后，我们立即向县委常委进行了汇报，常委对建立经管站的问题进行了

研究。具体问题由县委农村工作部、组织部、政府人事局共同协商。除原财政

局公社财务科的人员全部划归经管站外，还从农业局、工业局、县社等部门及

几个公社抽调几个人，建立了县经管站、两科一室。经管站建立后，没地方办

公，就搬到县委，和农村工作部一起办公。直到 1984 年底，县政府盖了新的办

公楼，经管站才从县委搬到原来政府的办公楼。 

1987 年 5 月，房山县与燕山区合并为房山区，县经管站也改为房山区经管

站。经管站从 1983 年建立至今已 30 年，这 30 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机构、

人员增加，经管业务范围不断拓展，管理职能也在进一步延伸。区经管站在负

责全区各种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合同管理科、审计科、统

计科、培训科、合作社管理科、资产管理科等。特别是近些年，区经管站更广

泛地参与了全区社会经济建设，经管工作逐步由幕后走向台前。从传统的执行

者角色，逐步向研究、起草、执行、检查等多角色转变。承担起了农村经济民

主推进、农民负担监管、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工

作，还直接参与了“五大功能园区”建设。同时，经管工作创建了服务管理新机制，

实现了管理制度化，民主管理进一步加强，为全区乃至全市产权制度改革、“三资”

监管等工作做出了新贡献。2010 年获得全国百家仲裁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也是

北京市唯一一家获得此殊荣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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