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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往事 

李志国 

近来，闲暇时，翻阅半个多世纪前我给《北京日报》写的那些发了黄的“豆

腐块”，引起了我无限的遐想——从 1954 年起我在周口店供销社工作、生活了

10 年，为了让后人了解周口店供销社的过去，见证供销社职工全心全意为农业

生产和为社员服务的精神，现将印象最深的几则小事记录如下。 

深夜送生产资料 

1961 年，春旱缺雨，四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忽然下起了小雨。黄山店分销

店负责人王砚香想到山区社员历来都有种春菜的习惯，春播时随手撒下满天星

的蔓菁籽，三个月就能收一茬杏黄菜。现在下雨了，可是菜籽还没有，怎么办

呢？“节气”不等人，天一亮就会有人找上门来买菜籽。想到这里，他便叫醒了睡

得正香的杨守林，两人冒雨赶到周口店供销社库房。保管员刘保巨从梦中醒来，

抬头一看，吃惊地说：“这么早你们干什么来了！”听说是取菜籽来了，他也不怠慢，

马上给称了一百八十斤。俩人往返 20 多里路，把菜籽取回来了。这时，天刚蒙

蒙亮，公社保管员傅炳志果然叫门来了。他说：“这场雨下得真好，我来告诉你们，

赶紧准备菜籽吧！”王砚香说：“你们用多少哇？昨天夜里就取回来了！”傅炳志看

着菜籽高兴地说：“你们真是比及时雨还及时呀！”分销店职工征得公社党委同意，

按各队需要，把菜籽分头背到各生产队，适时地播种了春菜。到六月间，全公

社收了十八万多斤菜，平均每户分菜三百三十多斤。 

同年 7 月下旬的一天，周口店公社瓦井村刘家坡地里的谷子，发生了严重

的虫害，瓦井分销店的售货员张金铎，听到这个消息后，不怕天黑路远，赶到

七八里外的周口店，取回了五架喷粉器，安装好后送到了生产队，还向社员们

介绍了使用方法，当他回到分销店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第二天，供销社主任郑玉荣还怕生产队的工具不够用，又从县生产资料经

理部取回了九架喷粉器，主任和我把喷粉器直接送到了生产队。 

生产队有了足够的灭虫工具，立即组织社员捕打，我和主任还深入到田间

地头，同村党支部刘书记一同查看了灾情和灭虫情况。经过干部和社员的齐心

协力，共同奋战，两天之内就基本消灭了虫害。 



采购牲畜为春耕 

1962 年春，周口店村第五生产队和大韩继村第二生产队，在春耕生产中都

急需耕牛。周口店供销社收购员李福同知道后，想到一年之计在于春，节气不

等人，农村社员缺少耕牛要影响春耕生产。为此他一连跑了周口店公社、石楼、

天开等五十一个生产队，走了许多山路和平川，终于从山区农村买到了十头耕

牛。这两个生产队分到耕牛以后，都及时投入了春耕生产，村干部和社员们很

满意。 

此后，周口店公社下黄院生产队买了一辆大车，因为山区路不好走，一匹

马拉不了多少东西。队里其他牲畜只是牛和驴，让牛拉二套，和马拉不到一股

劲上，所以很想再买一头骡子或马。当时队里活茬正忙，想办这件事总也没办

成。可巧，这件事被周口店供销社黄院分销店的售货员董春明知道了。这天他

休假回家时，路过河北公社东庄子村，听说这队里有一头瞎骡子用不着，打算

换一头好毛驴。春明心里想：下黄院生产队缺骡马，这个生产队想用骡子换毛

驴，为了方便生产，何不给他们介绍一下，互换一下呢？想到这儿，他就把下

黄院想买骡子的事跟这里的队长说了，他们果然也很愿意接洽一下。 

第二天，董春明把这情况通知了下黄院生产队，他们两队经过协商，按照

等价交换的原则，很快商定好，下黄院用两头毛驴与东庄子换一头骡子。两队

都如心所愿，感谢董春明给他们办了好事。这才是：驴骡互换两情愿；拱手感

谢热心人。 

焊铁桶支援抗旱 

60 年代，物资供应匮乏，农业水利设施不完善。这年七月，老天爷偏与周

口店公社新街村的庄稼做对，地里的庄稼旱的蔫头耷脑，村干部和社员都很着

急，干部发动社员把家里的水桶都动员出来挑水抗旱，但仍不够用。当时，正

是国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稳定社会，调解经济平衡需求，保障供应，对一

些物资实行计划供应，以解决暂时的困难。因此，像挑水用的铁桶之类的物资

也都属于计划供应。 

新街分销店职工面对村里的旱情，也是心急如焚，他们经过多方联系上级

物资主管部门，仍未采购到计划外铁桶，因工业企业缺少制铁桶的原材料，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商业部门缺货断档乃是家常便饭。 

新街分销店职工、共产党员沙云章，经过反复思考，在回收的废旧铁皮中

作起了文章，到全供销社各分销店和收购站去买废铁皮，自己动手焊接铁桶。

他把自己的想法和本店职工李富、郭清玉一说，两人也都赞成。然后，三人进

行了分工，郭清玉同志负责门市部的业务，李富同志去周口店收购站挑选废铁

皮，运回分销店，沙云章同志去房山买焊接水桶的焊锡、电烙铁、油漆等制作

铁桶的工具和材料，又向本村懂焊洋铁壶技术的师傅请教，很快在分销店后院



干了起来。按照铁皮的薄厚、面积大小、分门别类，量好尺寸，砸平、剪裁、

焊接。愣是在赤热炎炎、挥汗如雨的日子里，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苦干，焊接出

了 40 只铁桶，送到了生产队，为新街村的抗旱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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