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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河北公社“四清”运动已经过去 48 年了。回顾当年参与那场运动的经

过与往事，感触很多。 

1965年9月至 1966年 6月，我们跟县委组织部隗永树部长到河北公社搞“四

清”运动，历经 10 个月的时间。 

河北公社“四清”运动，由国家教育部负责，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当时称季

平）任分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并从教育部所属在京系统抽调“四清”工作队员约

290 人，（包括北京师范学院体育系学生）。北京化工二厂抽调约 30 名工作队员，

由厂供销科党支部书记李文带队。房山县委组织部长隗永树带队并从县委机关、

河北工委、大安山公社等单位抽调“四清”工作人员 15 名。北京市公安局抽调工

作人员 2 名。 

河北公社“四清”运动工作队员总数约 330 人。组成 22 个工作队。（其中 20

个农村工作队。一个文教卫生工作队。一个工交财贸工作队。） 

我们俩人见证了河北公社“四清”运动，为了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现回忆如

下。 

一、河北公社“四清”运动的准备。1965 年 8 月中旬的一天，根据房山县委

关于“四清”运动的安排，隗永树部长和我带着河北公社基本情况和去河北公社搞

“四清”运动的名单，到教育部会议室，与教育部负责筹备河北公社“四清”运动的

李素、王金华、刘坚贞、徐克共同安排了河北公社“四清”运动的各项事宜。 

1.上午，由隗永树部长和教育部保卫处处长王金华同志分别汇报河北公社

“四清”运动工作队员情况。 

2.商定了“四清”分团党委组成人员名单。 

党委由七人组成。 

刘季平同志任分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肖敬若同志任副书记兼管公社机关“四

清”运动（教育部中教司司长）。隗永树同志任副书记（房山县委组织部长）。委

员李素（女）（教育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河南村工作队队长。杨慧（北京师范学

院体育系党总支书记）东庄子村工作队队长。李文（化工二厂）。李占津（大安

山公社党委书记）负责公社机关“四清”运动。 

3.分团设“三组一室”的办事机构。办公室由徐克（教育部研究员）刘坚贞（刘

季平秘书）宋淑文（教育部干部），马永芳（师范体育系学生），还有一名女打

字员组成。保卫组由王金华（教育部），陈金路（市公安局干部）、孙少*（市公

安局干部）。河北派出所所长陈维义和李华等组成。后勤组由郜得金（教育部干



部），赵义（教育部干部），许必莲（体育系干部）组成。组监组由李志国（房

山县委组织部组织员）、张玉泉（房山县团委干部）和刘坚贞组成。 

4.研究了 22 个工作队队长和工作队队员名单。口儿村、万佛堂两个村由化

工二厂负责安排，李文同志为口儿村工作队队长；顾某任万佛堂村工作队队长；

穆秀华同志为副队长。公交、财贸工作队队长为顾桂根同志（房山县供销社副

主任）。其余 19 个工作队队长和工作队员全都由教育部系统配备，各队队长，

全都为处级以上干部。 

二、学好文件，提高认识。8 月底，河北分团“四清”工作队统一集中到北京

师范学院体育系，用三天时间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23 条”，由教育部副

部长刘季平对文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然后，以工作队为单位进行了充分的讨

论。通过学习，提高了对“四清”运动目的、意义的认识，刘季平同志要求全体队

员要学好“23”条，用好“23 条”，站稳阶段立场，经受锻炼，接受考验，努力把河

北公社“四清”运动搞好，夺取阶段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双胜利。他在讲话中我印象

最深的一句话是“通过四清运动，要保证河北公社永远不出修正主义。” 

最后，由隗永树同志向队员们介绍了河北公社的基本情况和队员们应注意

的事项等。8 月 31 日全体工作队成员从体育系出发，直达各工作单位。 

三、深入群众，摸清情况。工作队进村后，正值“三秋”时节，分团要求，各

工作队员都必须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与贫下中农交朋友，建立感

情，倾听意见，了解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和阶级敌人的动向，并发现和培养

骨干。通过运动，要搞好生产和社员生活，使社员增产增收。工作队员都要坚

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村不久，分团书记就带领分团组室的工作队员到东庄

子村劳动，那天的农活是刨地，一些“三门”（家门、校门、工作门）干部在刨地

时把镐头扬得很高，镐头上的土掉到头上，半天劳动，有的人手磨了泡，劳动

结束后，季平同志批评说：“学物理学的不会使用镐，费劲很大，效果不好，要很

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拜老农为师，很有必要……” 

各工作队为了尽快打开局面，还分别召开了党员、团员、贫协、民兵等一

系列会议，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号召大家积极投入运

动，积极揭发、检举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和“四类”分子的活动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工作队对村干部进行了分类排队，共分四类：好的、

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全分团 20 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仅有两个比较

好的大队。其它都属于问题较多大队。然后，找出重点人，重点事，对四不清

干部进行揭发批判。有个村的工作队长是位老干部，工作扎实，实事求是，进

村后，经过摸排未发现四不清干部，分团负责人曾多次在分团干部会上批评：“见

事迟，行动慢，打不开局面。”先后几次派分团机关人干部去帮助，但仍未发现新

情况，还是坚持实事求是。 

四、培养骨干，内查外调。此时，怀疑一切到达了高峰，好像干部都有“四

不清”问题，从公社到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靠边站了，一切权利归工作队。

干部都要人人过关，洗手洗澡，上楼下楼，认真的，反复地进行检查，一次通



不过进行二次检查，甚至三次、四次……实在通不过的就挂起来。当时在工作

队有句口头禅：“久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所以农村干部都必须做深刻检查。

有个村的记工员说：“一次，我下地收工时，从枣树下捡了一把坏枣儿，只能吃半

个扔半个，也得反复检查，深挖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太有点过火了”。“四清”运

动把人搞得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如东庄子村原党支部书记上楼做检查时，检

查自己给别人办事时，喝过人家的酒，吃过人家的饭什么的。第一次检查没有

通过，工作队领导跟他谈话让他再好好想想，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不要背包

袱，有负担。可他一时想不通，夜间就上吊自杀了。一个入党多年的党支部书

记，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某村党支部书记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

多年来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因工作方法简单，“四清”运动中曾多次检查，

下不了楼，给挂起来了，最后以对“四清”运动抱有抵触情绪，被开除党籍，本人

思想一直想不通，他寒心地说：“自当干部以来工作没少干，累没少受，平常是忙

人，运动来了成了罪人。”几十年以后，他的子女们对“四清”工作队仍耿耿于怀。 

河北公社“四清”运动，在 20 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中，有 18 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被整掉了，占 90%。仅有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继续任职。然而，仍有一名党支

部书记没能逃脱极“左”的厄运，“文革”中他被活活地整死了，极“左”路线猛于虎。 

五、组织处理工作。河北公社地处山区，是 1945 年解放的老解放区，具有

入党早的老党员多，年龄偏大的多，妇女党员多的特点。在此次运动中，在党

员登记时，有相当一部分年龄偏大，身体较差，孩子多的妇女党员被劝退和不

予登记。仅河南村、南车营村、磁家务村三个村就有 8 个党员被劝退和不予登

记。这种做法违背了党章，也伤了这些老党员的感情。当时，张玉泉我们二人

曾去三福村了解情况，一位妇女党员哭诉着说：“战争年代，我们豁出命去做工作，

除奸防特，了解敌情，发动妇女做军鞋，慰问伤兵，动员参军参战，我们这里

是拉锯地区，敌人三天两头进攻，那时工作有多艰苦哇，现在和平了，嫌我们

年纪大了，就把我们推出来。真让人想不通呀！”对此，我们也曾向分团领导反映

过，但没有得到重视。分团领导说：“不是党员还是党的朋友吗？”据不完全统计，

全公社“四清”运动组织处理时，劝退和不予登记的党员达 40 多人。 

在“四清”运动中，对年老体弱孩子多，家务繁重等困难的党员，进行劝退和

不予登记的作法，是违背《党章》的，侵犯了党员的民主权利，这是党内极不

正常的表现，也是对党员政治生命的不尊重。据了解“四清”工作队撤走后和“文

革”后期落实政策时，除个别人外，大都经过个人申请，支部大会讨论通过，重

新恢复了党籍。实践证明，恢复党籍后的党员，大都工作不错，在农村的各项

事业中都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六、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一进村，就重点抓了 1947 年我政府工作人员被

害案和某村的反标案。两起大案由市公安局亲派两名同志、政法学院两名同志

及当地派出所的全体同志与所在村工作队共同查办，力争发动群众查清两案。

同时，对“四类分子”不管有无现行活动，都要大会小会批斗，批倒批臭，灭敌人

的威风，长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志气。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公社批判大会。一次，



把全公社的“四类”分子集中到河北村天缘寺庙前召开批判大会，有各村工作队员，

“四清”运动骨干等一千多人参加。会后，对阶级敌人和有些案件的知情人有所震

慑，如我解放区干部被害一案，18 年间，公安机关一直没间断调查，均未果。

该案的知情人受到了震动，在自杀之前，曾将与此案有关的嫌疑人，与家人悄

悄耳语。由于该村工作队长吴伯箫同志思想工作做得细，思想工作到位。自杀

人的家属很快将情况向他报告，老吴迅速向分团书记和保卫组进行了汇报。分

团领导也很重视，很快保卫组的同志前去该村，协助工作队做好侦破工作。可

是，当时，嫌疑人还是某村的党员干部，且多年来，工作有成就，群众威信高，

曾多年被评为区市的劳动模范。侦破此案，必须慎之又慎，要重证据，不能仅

凭一个口供就定罪。正当工作队人员继续深入调查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突然，一夜之间，“四清”工作队撤走，回原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去了，此案就此搁

浅。不久，文化大革命也烧到了此地，嫌疑人自杀了。另一次，在河南中学召

开了批判大会，批判中学某位教师的一些言语。如“人是不是自私的？”，“人隔肚

皮，里面全是屎……”运动中对这些言语，大会批小会斗，无限上纲上线。分团

负责人在批斗大会上还作了系统的批判发言，给那位老师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

害。四清后，那位老师调到其他单位，“文革”中又揪回中学批来斗去。 

七、发展新党员，建设新班子。分团在发展新党员建设新班子方面，认真

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积极地、慎重地、较多地发展新党员》和《……

大胆地提拔新干部》两个文件及中织部副部长陈野萍在山西省关于大胆提拔使

用新干部的讲话精神。全公社共发展了新党员约 80 名。这批党员，出身好，觉

悟高，有朝气，有文化。根据需要有的按照当时建党规定，直接批准为正式党

员，被选进村里的新领导班子，如河南村的王富、卢贤，磁家务村的蔡宝山，

河北村的刘建秋等都分别担任了大队的领导职务。后来有的还被选拔到河北公

社任职，这批人大都成了农村各项事业的骨干力量，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各项事

业的发展。 

“四清”期间根据县团指示精神，在工作队，村干部，社员中掀起了学习毛主

席著作的高潮，出现了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如檀木塂村的刘月娥同

志，是几个孩子的妈妈，家务重，还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她克服各种困难，

见缝插针，分秒必争，抓紧时间，做饭时，一边淘米，一边把毛著放在灶台，

手淘米，眼看书，做饭学习两不误。磁家务村烈属，新发展的女党员刘玉芝，

不仅自己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还自己掏钱买书，组织村里的青年人每天

晚上到她家里学习毛主席著，并开展学习雷锋活动，深受村里青年人的欢迎。 

此外还组织开展了向焦裕禄学习活动。根据县团关于“认真学习焦裕禄，促

进思想革命化”的号召，分团及时组织全体工作队员和农村干部、社员开展学习

焦裕禄的活动。认真组织工作队和村干部及社员收听了穆青同志写的《好书记

——焦裕禄》的文章。为更好的向焦裕禄学习，工作队还与广大干部带领社员

扫雪铲雪堆到田间。有一天下了脚面深的积雪，所有的工作队员全部到村里与

社员一同扫雪背雪，张玉泉同志去了东庄子村，我与办公室的宋淑文同志去口



儿村。从口儿村西大地往西坡梯田背雪，往返约三里多路，我们与社员一起背

了十几趟。中午社员因全部参加积雪活动，腾不出人手为工作队员做午饭，工

作队长李文带我们到房山矿职工食堂去吃饭，下午继续背雪，回分团时天都黑

了。 

为了更好地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张玉泉我们还买了粪筐，每天清晨为河北

村社员拾粪。工作队员和干部们学习焦裕禄的实践活动，在农村社员中树立了

良好形象，为搞好农业生产，增产粮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河北公社“四清”运动中的极“左”路线，给该地区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

都造成不良后果。在政治上，怀疑一切，对谁都不相信，把上中农出身的人都

划入“另类”。对干部打击一大片，人人洗澡，人人过关，没有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这就从一个侧面否定了党对农村的领导，也否定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作

用。在组织上，对“三老”党员，实行劝退，把他们推出“门外”，这是对党员政治

生命不负责，侵害了党员民主权利。在思想上，把一些有思想认识问题的人，

进行无情批斗，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 

恩格斯有句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

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河北公社“四清”运动那段历史的

教训是应该铭记的。 

 

李志国：原宁夏宁光电工厂经营支部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