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十年代的惠南庄村 

张  珍 

 

 

六十年代初，南尚乐乡惠南庄村被房山县委、县政府命名为猪多、肥多、粮多的红旗单位。当时全村

448 户，2034 口人，集体耕地 2547 亩，是原南尚乐公社的一个大队。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特别是从 1963

年以来，村党支部重视养猪生产，由于发展数量多，农家肥料也迅速增加，所以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到 1965

年，全村公养私养猪只累计达到 2500 头，实现了一人一头猪和一亩一头猪。粮食作物亩施万斤肥，秋播小

麦亩施万斤优质底肥，大大增强了地力，为实行先进技术措施提供了物质基础。1965 年在农业生产遇到严

重干旱的情况下，全村粮食亩产仍达到了 810 斤，比本村历史亩产最高的 1962 年增长百份之十点二，亩产

第一次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过长江”指标。 

惠南庄村猪多肥多，粮食平均亩产“过长江”，在全县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致称道

惠南庄村党支部班子过得硬，支部书记杜宝珍同志领导有方，是名符其实的红旗单位。那么，惠南庄村在

加快发展养猪生产中，是怎样做的呢? 

 

找差距  解决关键问题 

 

惠南庄村，地处拒马河畔，地势平坦，土质较好，自流灌溉，素有房山“乌克兰”的美称。这个村的

粮食产量，在 1957 年就达到亩产六百多斤，在房山县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直到 1964 年，全村粮食平均

亩产一直在六七百斤上下徘徊。问题在哪里呢?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全村干部到北京市郊区闻名的南韩继、红

星、一渡河等先进社队参观学习。特别是到顺义县陈各庄大队参观学习后，村干部大开眼界，看到了自己

有两个明显差距。一是认为本村自然条件好，粮食产量水平在房山在郊区都小有名气，外地来本村参观学

习的越来越多，因而背上了满足现状的包袱，以致很少去外地参观学习，产生坐井观天，固步自封的思想。

二是粮食产量长期处于徘徊状态，其重要原因是认为本村耕地土质肥沃，水利条件好，而忽视了大抓养猪

积肥，影响了粮食增产。回来后村党支部决定，学习陈各庄，克服自满情绪，大抓养猪积肥，誓夺粮食高

产。 

 

书记亲自抓养猪  六访陈各庄 
 

肥料是粮食的粮食。党支部认为发展养猪是惠南庄村实现粮食不断增长的关键，党支部决定由杜宝珍

同志亲自挂帅，重点抓发展养猪生产，要求从大队到生产队、从党支部到青、妇、武各部门，都要把养猪

生产列入议事日程。杜宝珍同志抓养猪，整日吃住在猪场，同饲养员一起劳动，在劳动中作思想政治工作，

发现和解决各个生产环节存在的问题。为使全场干部、饲养员学到饲养管理的先进经验，他带领猪场干部、

饲养员，先后六次到顺义陈各庄村参观学习。有时还住在那里，同那里的干部、饲养员座谈、取经。回来

后，边摸索，边改进，很快使这个大队养猪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抓住关键环节  促进养猪事业大发展 
 

惠南庄发展养猪，将外地经验与本村实际相结合，抓了四个关键性生产环节，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是建立一支事业心强、懂生产技术的干部、饲养员队伍。为了提高猪场人员生产技能，他们多次举

办学习班，学政治、学毛主席著作，学科学技术，交流饲养管理经验，使他们安心猪场工作，尽职尽责，

以场为家。为了调动积极性，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多劳多得；在技术上，多数干部、饲养员掌握了识别种

猪发情、配种、饲养妊娠母猪、管理仔猪以及作好防疫等技术。从而不仅解决了集体猪场的成猪和仔猪大

量死亡的问题，而且走上了提高配种率、提高产仔率、加快催肥、增重速度的良性循环的道路。 

二是发展优良种猪，做到自繁自养。惠南庄的猪场，是在 1958 年办起来的，集体饲养种猪有些基础。



但种猪数量少、品种杂，不适应发展需要。通过加强领导，改进饲养管理措施，又对部分种猪进行品种更

新。到 1965 年，全场集体饲养优良种猪达到 206 头，占全村种猪总头数的 87．2％，所繁殖的仔猪，不仅

满足了本村的需要，而且还支援了兄弟社队。由于种猪品质好，仔猪饲养十个月即可达标出栏，很受群众

欢迎。 

三是积极扶植社员个人养猪，贯彻落实“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为了帮助群众发展养猪，解除社员

户养猪怕赔钱的顾虑，大队采取三项保护措施；(一)实行社员养猪保险，社员交纳少量保险费后，由大队

负责包防疫，包治疗，包因病死亡的猪价赔偿。(二)各生产队建立积肥专业队，要求户养猪必须实行圈养，

生产队负责起棚垫圈，按各户养猪头数给以积肥报酬奖励。(三)对困难户积极帮助，缺圈的由生产队帮助

建圈，缺资金的由集体猪场先赊猪秧，售出肥猪后再归还仔猪价款。对个别贫困户，由大队赠送猪秧。三

项措施实行以后，全村社员户养猪积极性相当高涨，基本做到了户户养猪。1965 年全村四百多户，共养了

605 头猪，既增加了个人收入，又为生产队增加了农家肥料。 

四是千方百计解决饲料问题。全村猪只数量的迅速发展，饲料问题越来越突出。村党支部从多方面想

办法，解决饲料问题。如 1964年秋季，全村各队搞白薯青贮 24 万斤，青贮薯秧 14 万斤，搜集各种树叶 5

万多斤。1965 年猪只进一步发展，本村人多地少，饲料不足。他们利用菜园等边角废地，沟帮渠埂和大田

套种等办法，种植豌豆、黑豆等，折合耕地 300 多亩，共收获豆类及豆秧 l0 余万斤。秋季又搞了大量青贮，

收集大量的作物秸杆。通过这些办法，有效地解决了猪饲料不足问题。 

由于惠南庄村党支部大抓养猪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成绩显著，受到市、县领导的重视，曾于 1965 年

被评为房山县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杜宝珍同志，是我区农业战线的老模范。早在 1954 年至 1957 年，就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1954 年被

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66年至 1967 年被评为出席北京市的劳动模范。1978 年和 1984、1985 年被评为

房山县劳动模范；1981 年被选为第一届房山县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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