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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西南郊的南韩继，可谓名闻遐迩。然而提及北市，则知之者甚少。就是这个不知名的普通村庄，

六十年代中竟谱写了一曲在农业战线赶、超北京市标杆南韩继的壮歌。从而以优异成绩，一举进入房山著

名的十二面红旗的行列。 

  北市村地处房山城关南二里许，1949 年土改，1953 年成立初级社。当时仅有 80 户，人口 400 多人，

土地 1331 亩，驴、牛等牲畜 20 多头。在落后的农田管理耕作下，夏粮亩产最高时仅达 110 斤。为了提高

每亩单产，县委书记李明同志于 1953 年亲自到该村蹲点，指导社员如何搞好初级社，如何种好田，如何提

高亩产，促进了该村的各项工作。经几年的努力，到 1956 年高级社时，小麦亩产已达到 150 斤，生产资料

也有了五辆马车。 

    1956 年高级社成立，北市村和附近的顾册、双孝、辛庄、牛口峪、西坟六个村为一个大社，统辖 1082

户农民，进行合作化运动。由于大社核算，管理困难较大，1957 年 3 月又大社化小，单独核算，北市村又

成了单村的经济核算实体。 

    在村社的正确领导下，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兼搞并发展副业生产。发展了砖窑，开了豆腐坊，成立

了麻绳厂，组织车辆运输，全村获得了较高的收入，年分值达到 1．92 元，在整个城关地区是最高的，农

副业收入也成为全县的标杆单位。 

    1958 年城关人民公社成立后，全村社员干劲更大，在村中青壮男劳力参加公社组织的大炼钢铁、兴修

水利等工作后，仅依靠在家的妇女劳力搞农业生产，秋后也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亩产双季达到 600 多斤，

全村除留足口粮外，向国家交售余粮 25 万斤。 

1959 年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全村 400 多人平均一人一头猪，被评为北京市畜牧生产先进单位。大队干

部在市群英会上受到市委、市政府刘仁、万里等十三位领导的亲切接见。 

1960～1962 年，我国蒙受三年自然灾害，北市村人在困难面前，继续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使农副业

生产继续保持发展。1962 年，市连续召开 19 天的四级干部大会，认真贯彻权力下放，三级所有，队为基

础的农村经济发展原则。使原人民公社下辖管理区，权利在中层的管理体制得到改变。由于权力下放到大

队，更适合基层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村民们的积极性。1962 年北市村农业生产达到了解放以来

的最好水平，粮食亩产仅次于当时很有名望的南韩继村。农业生产继 1959 年畜牧生产获北京先进单位后，

又荣获北京市先进单位称号。自此以后，北市村人便和市农业标杆南韩继村上了劲头，直到 1965 年，上半

年夏粮收获后，北市村终于以夏粮平均亩产 407 斤的水平超过了南韩继的夏粮亩产 394 斤(超 13 斤)，实现

了北市赶、超南韩继的夙愿。为此，北京日报 1965 年 8 月 21 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记者采写的题为《学南

韩继为革命种田思想，发扬敢于超先进的革命精神，北市超过了南韩继》的报道，并为此配发了《力争后

来居上》的重要社论。 

    在当月北京市委和市人委召开的小麦生产会议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志芳受到了彭真、谭震林等领导

同志的亲切接见。彭真等市领导还亲自来到北市大队，视察庄稼的生长情，鼓励大队领导努力为革命种好

庄稼。 

    同年北市村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被授予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单位称号，北市村真正成为房山县十

二面先进红旗之一。 

    翌年，北市村在北京市召开的农业先进表彰大会上，再次被评为北京市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为此，北

市村的先进经验在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多次刊载，在京郊引起强烈的反响。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北市村取得的成功之处有两点，一是该村有一个优秀的领导班子，每在关键时刻

都能带领全村人们艰苦奋斗，走出困境。二是该村常年以来一直坚持科学种田，把科学做为生产的原动力，

尝到了真正的甜头。 

    对于该村领导班子的情况，早在 1962年，北京市委主办的刊物《支部生活》就刊载了该村党支部书记王

志芳及领导班子其它成员的廉洁奉公、不计名利、带领全村人艰苦创业的事迹。王志芳 1962年被评为北京市



劳动模范，并荣幸地同市长彭真等领导同志一起合影留念。在这种殊荣面前，村党支部为自己制定了“好处

让，困难上，先大家后小家”的约法三章。工作以艰苦奋斗为荣。非生产开支一分也不多花，生活中按最低

标准办事，严格政策界限，甚至连买一包图钉、村中民事纠纷都要由党支部开会决定。尤其在关键时刻党员

干部带头冲在前面受到了社员们的称颂。如 1959年村中兴修水利时，雨季水库放水，冲垮了村北一条干渠的

堤坝，党支部书记王志芳带头跳进大堤决口处，堵住了大水，保护了农田。三年困难时期，村中发展副业无

房屋和场地，王志芳又让出自己的住房和宅院，而自己却搬进村边的小土房去住。正是这种党员干部无私奉

献的精神，焕发出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使全村抱成一个团儿，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在合作化的道路上不断

地前进。 

    北市村的科学种田工作起步也是较早的。合作化初期只是对大田实行套种间作，后来又采用了科学的

育种、选种。1955 年开始对小麦进行合理的密植。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夏粮亩产由原来的 70～80 斤一下

子提高到 150 斤。当时这一成绩曾在全县引起轰动。 

科学种田不但提高了单位亩产，而且也开阔了村民的眼界。村里成立了科学研究小组开办了十亩试验

田，专门进行育种、播种、管理、选种的各项科学实验。村里经常请县里农业专家来村里讲课，传授科学

种田的经验。当时县农机局的技术员陈永泰长期在村里蹲点，也带出了一批农业科研人员。村中科学种田

最成功的作法是对小麦移栽，玉米人工授粉，大田间作套种和培育优良品种。1959～1962年，为了抓好该

村这个科学种田的点，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罗玉元同志也在村中住了很长时间。由于科技进入农村，促进

了农业生产，不但本村提高了亩产水平，而且还带动了周围甚至地区的科学种田水平，在全县造成了积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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