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村乡青年团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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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是火红的年代，活跃在周口村的一支青年队伍，

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那时，周口村乡是一个小乡，两个行政村（周口村，云峰寺村）、三个农业生

产合作社，共有四百五十多户，二百八十多名青年。有团员一百五十多名，一个团

总支部，五个团分支部。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设三个团分支部，两个村未入社的团

员设两个团分支部，我任乡团总支书记。 

一九五六年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紧跟党

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全国实现“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乡青年在乡团总支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

的号召，在发展和巩固农村集体经济中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党的后备军，团员

和青年个个争当社会主义建设尖兵，只要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和集体经济巩固

的事，他们就坚决去做，反之，他们就坚决抵制。 

抢战农村文化阵地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活跃农村文艺生活，占领、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是

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主席说：“农村这块阵地无产阶级不

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广大团员和青年遵照这一教导，在乡团总支和

党总支的领导下，建起了乡农村俱乐部。俱乐部建有评剧团、腰鼓队、歌咏队、

幻灯队、黑板报组、秧歌队、图书室、读报组、篮球队九个组织，不仅广大团

员和青年踊跃参加，俱乐部还成了全体社员的活动之家，社员们有的参加活动，

有的观看活动。文艺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俱乐部自编自演一部分节目，宣传

农业社的一些制度和社员中的好人好事。自编的节目有以卢翠英为题材的《妇

女能撑半边天》、以李金为题材的小话剧《为了发展农村合作化  不去当工人》、

以付宝良《合理密植保增产》为题材的“三句半”等十几个节目。每到春节、中秋

节、劳动节、妇女节、国庆节等节日都要进行演出。幻灯队每星期放映一次，

歌咏队每天晚上排练歌曲，板报组每周出一次黑板报，主要宣传党的各项政策

和本乡村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及涌现的好人好事。 

文艺活动在全乡开展的轰轰烈烈，演出形式多样。那时候社员开会大部分

都在晚上，开会前幻灯队先放一会儿幻灯，歌咏队先唱一支歌，以活跃会场气



氛，使会议收到较好效果。每天社员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评剧团的演员们唱

一段折子戏或歌咏队唱一支歌，社员们非常愉快，干起活来特别起劲。俱乐部

组织的宣传活动，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社员们自觉维护集体经济、抵制资产阶级侵蚀。例如，当时有个别社员不顾公

共利益，侵街占道损害集体利益，俱乐部发动各个组织利用文艺演出活动，宣

传党的各项政策和村规民约，批评资产阶级的各种表现，通过演出和黑板报等

宣传活动，他们自动拆除了街道上的违规建筑物，公共事业得到了维护和发展，

集体利益得到了巩固。有的社员婆媳之间产生了矛盾，婆婆看儿媳不顺眼，儿

媳对婆婆不孝顺，甚至有的婆婆因受不了儿媳的虐待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俱乐

部就有针对性地编出了快板，有的宣传和睦家庭，有的是孝敬父母，至今我还

记得几句，“和蔼是个宝，家庭不可少，孝敬老人很重要，日子能过好……”。“你让

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相互之间常谅解，日子更美好”等。这些活动收到了很好

地效果，涌现出了几十个儿媳孝敬婆婆，婆婆疼爱儿媳的“五好家庭”。 

俱乐部的扎实活动，收到了很好地效果，曾受到原京西矿区政府（现在的门头

沟区）的表扬，多次去京西矿区汇演，并多次荣获一、二等奖。 

各种文艺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社员的思想觉悟

有了很大提高，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得到了巩固发展，仅两年的时间周口村乡农

业生产合作社就用上了拖拉机和中小型农机具。 

与旧传统观念决裂 

合作社初期，由于我国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工业生产还在治理中刚起步，

农业生产中的有机肥料氮、磷、钾含量很低。乡团总支经过研究，请示乡党总

支同意后，发动青年开展积尿活动，全乡从每个青年做起，带头把自己家的尿

盆每天早晨放在固定的位置，由团支部组织积尿队员按时到各户去收集尿。全

乡共建立十五个积尿小组，一百二十多名积尿队员。仅一九五六年冬天至一九

五七年春，半年时间就收敛人尿七万多斤，相当于近三吨硫酸铵，既节省了资

金，又提高了粮食产量。 

开展这项活动起初在社员中很难接受，尤其是中老年人，阻力很大，他们

中存有一种旧习俗，认为把自己家的尿盆暴露在别人面前是不光彩的，自家的

年青人早晨到户收集尿怕被冲了运气。针对这一顾虑，团总支一面向社员解释

做思想工作，一面发动团员带头做表率，并对中老年人进行破除迷信思想的宣

传。共青团员杨凤英当时还没结婚，她参加这项活动母亲极力反对，母亲对她

说：“你干什么妈都支持你，就是不能给人家端尿盆去。” 杨凤英对母亲撒娇说：

“我什么都不想去干，就愿意干这个活儿，你不叫我去干我就不吃饭，饿死了看

您上哪找闺女去。”母亲没办法，只好同意她参加了积尿小组。后来母亲不仅支

持了女儿的工作，还积极说服了和她关系好的老人，也支持这项活动。在她母

亲说服下，有七位老人鼓励自己的女儿参加了积尿小组的活动。 



在开展积尿活动的同时，乡团总支还号召团员和青年出门背粪筐拾粪，这

一号召得到了全乡团员和青年的积极响应，每个团员和青年自编粪筐，自制粪

叉，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外出办事，甚至走亲访友都身不离筐和粪叉，见粪就

捡。出门背粪筐拣粪在全乡青年中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不少中老年人称赞说：

“我们乡的青年人个个都是过日子的好手。”在青年的带动下，中老年人也主动背

起了粪筐，拿起了粪叉和青年一道开展义务积肥活动，一九五六年仅半年时间，

就为农业社义务积肥八万多斤。 

冲锋陷阵的突击队 

在各项工作中，我们充分调动青年人的积极性，开展义务劳动。使我终身

难忘的有两件事。 

一九五六年冬天，一天从早晨到下午四点多钟，大雪一直下个不停，雪有 40

厘米厚，大地银装素裹，真是瑞雪兆丰年，来年正需要这场及时雪来缓解墒情。那

时候的土地还没进行治理，没有灌溉条件，庄稼全靠老天决定收成。下午四点多钟，

团总支召开了紧急支委会，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立刻开展积雪保墒活动，把大街上

的雪聚起来运到麦田里。下午五点多钟，七名团总支委员分别到各团分支部去做组

织发动工作，仅用二十多分钟，就组织起来二百多名团员和青年，带着工具走上街

头，开始了浩浩荡荡的积雪送雪活动。有的挑着担，有的背筐，有的扛着铁锨，有

的拿着扫帚，扫雪、送雪热火朝天，团总支宣传委员石金山，用自己编的顺口溜激

励全体参战人员。“雪花白又白，把它聚起来，送到麦地化成水，确保来年多打麦。

青年个个赛猛虎，多扫快运不停步，今日积雪保墒情，誓夺来年大丰收。” 

在两级团支委的带动下，全体青年用一整夜的时间，把全村各个角落的积

雪全部运到了麦田里。近二百亩小麦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雪，融化后相当于一场

中雨，确保了小麦足够的墒情，促使了小麦返青分蘖，每亩地比其它地块多分

出了八千多个有效蘖数，亩产比其它地块增产四十多斤。 

第二件事：义务劳动挖树坑栽果树。周口村由于解放前很穷，多数老百姓靠走

煤窑、上灰窑给资本家卖苦力，给地主富农打短工为生，没有自己的土地，更没有

什么果树，发展林果是老百姓迫切的需要。农业社本着白手起家，发展生产的精神，

发动社员适当投资，合理付息的办法，筹备资金买树苗。乡党总支鼓励青年开展义

务劳动挖树坑，团总支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发动青年少吸一盒烟，少买一件新衣

服，节约资金搞投资。全乡团员和青年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仅用七八天时间就向农

业社投资两千多元，解决了农业社买树苗的资金问题。在发动青年投资的同时，还

开展了义务劳动挖树坑，仅用七天就挖树坑两千五百多个，栽桃树一千株，苹果树

一千五百株。三年后，这片丘陵地变成绿油油、果实累累的果园。在栽种果树的同

时，又发动青年在全村四周种木材林一千五百多株。 

做敬老帮困的模范 



敬老、爱老、帮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社会主义制度在人们

心目中扎根，每个社员从心眼里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心。团总支按照乡党总支的部署，建立了敬老、爱老、帮困核心组，全乡还建

了十个敬、爱、帮小组，每组有一名团干部负责，小组成员由开始的三十多人

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每个小组划分责任片，凡在责任片里的老人和困难户都

是敬老帮困对象，小组帮不了的汇报给团总支核心组帮助解决。如四十多岁的

饲养员杨祥喂牲口是一把好手，他本人患有心脏病，经常在夜里犯病。当时农

村的医疗事业还不发达，只有二里路远的周口店一家联合诊所，请医生看病非

常困难。这个片的敬老帮困小组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向团总支核心组作了汇

报，要求核心组帮助解决。我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杨祥每次犯了病都由我去

周口店联合诊所去请医生，哪怕是夜里一两点钟，也照常不误。群众夸赞我说：

“你比他的儿女还强，他的儿女也做不到这一点。”我听了，心里感到非常快乐。 

 我们的行动感动了诊所的人，我们什么时候叫门，他们都不厌其烦的及时

开门，从不耽误时间。诊所主任王海德，只要我去请他，他立刻就跟我出诊，

哪怕是正吃着饭也要先放下，等出诊回去再吃。由于杨祥每次犯病都得到及时

治疗，始终不影响他出勤，既保证了他的健康，又解决了他家的经济困难，全

家人很受感动，真心感谢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干部。他的老

伴对他的子女说：“你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共产党对咱们的好处，要不是共产党

和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好干部，你们的父亲早就没命啦。”六十多岁的五保户刘石氏，

闺女常年有病，老人走路也十分困难。这片的敬帮小组就确定了七名小组成员

轮流给她家挑水、买粮、买煤、掏炉灰，请医生看病…… 老太太感动的流下了

热泪，她发自内心地说：“国民党欺负老百姓，不拿老百姓当人；共产党千方百计

的帮助老百姓，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报答共产党、

毛主席对我们家的好处。” 

由于全乡青年敬帮的实际行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非常密切，党的各项

政策执行起来非常顺利，在贯彻执行中群众非常理解和支持。一九五七年农业

社购买第一台“铁牛”55 马力拖拉机时，农业社资金不够，社员们听说后，有二

十多户社员主动把自家的积蓄共计三千多元拿给农业社用。当时管委会为了不

让社员吃亏，经研究决定给予社员 0.5%的利息，社员们说什么都不要，经过反

复做工作才收了利息，但只收一半，另一半赞助了乡俱乐部作为活动经费用。

乡党总支充分肯定了团总支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多次进行了表扬。团员和青年

的表现，每个社员都看在眼里，爱在心里，他们把青年看作是祖国的花朵，是

早晨的太阳，他们用行动支持青年的工作。乡党总支布置什么工作大部分都是

通过青年的带头作用去开展，各项工作任务都完成的很好。 

由于工作开展的红火，广大青年的带头作用突出，农业社战胜了干旱和病

虫害等自然灾害，一九五七年粮食亩产超过了四百斤，跨上了《农业纲要》，比

一九五六年增加了九十斤，增产 30%。 

因乡团总支部的工作成绩显著，一九五七年被原京西矿区评为先进团总支



部，我个人还被评为京西矿区劳动模范和北京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

了共青团北京市委召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 

会上聆听了时任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同志作的《听党的话，当好党的助手，

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做贡献》的报告。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作了题为《积

极响应党的号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的讲话。他们号召全国、

全市青年当好党的助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更

大贡献。原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同志也出席了大会，并介绍了农

村合作化发展情况，对全市青年提出了为农村合作化发展多做贡献的要求。 

会议结束后，我迅速向全乡团员和青年传达了大会精神，全乡青年受到了

极大鼓舞，各团支部开展了做好事、比贡献、争先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

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团总支副书记李淑芬把自家八成新的棉衣捐给了五保户刘

石氏。团分支宣传委员程淑琴主动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并带领五十多名青年人

义务挑粪，为二十多亩地每亩施肥四千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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