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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册铁业社是 1954 年 12 月份由房山地区铸犁铧、焊洋铁壶、打铁、钉马掌等个体手工业者合并组成

的铁业生产合作社，原场地设在房山城关南街。1958 年在房山县顾册成立炼铁厂，1959 年铁厂下马，铁业

社由城关南街迁到顾册炼铁厂原址，更名为顾册铁业社。 

    当时的铁业社规模较小，人员不足百人，只能生产一些常用、小型的农机具。生产形式仅属于小手工

作坊类。由于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生产效率低，建社初期生产产值仅几万元，最高时也不足 20 万元。 

    进入六十年代后，该社积极响应“工业支援农业”的号召，积极开发适合本地农村生产的各种小型和新

型的农机产品和工具，使企业得到逐步地发展，从而也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该社六十年代初研制的扬场机、

铡草机、轧场机、碾米机、切薯干机及锨、镐、锄、镰等小农具成为农村的抢手货。那时房山地区几乎村村

都有该社的农机具，家家都有该社的小农具。其中该社研制的扬场机曾获北京市农机改革特别奖。该社的其

它革新成果，也曾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有的成果还送到中南海怀仁堂，请中央领导观

看。 

    由于该社在技术革新中创出新路，全国很多省、市、自治区派人来厂参观学习。西藏自治区的学习小

组，还把该社革新成功的锻造弹簧锤带回了西藏。六十年代中，阿尔巴尼亚和越南代表团也曾到该社参观

过。 

    顾册铁业社在当时引以为荣的，不仅是艰苦创业勇于革新的突出成绩，更令人称道的是他们一心一意

为农业服务的可贵精神。在工业为农业服务方面，走出了一条创新的道路。用当时当地农村社员的话来说：

“铁业社和我们农民是一个心眼，走的是一条发展农业的道儿。”的确，顾册铁业社从建社到 60 年代中期，

主要产品以农村需求的中小农具和农业机械为主。但他们不以完成国家基本指标为满足，为农民算经济账。

只要农业需要，即使再忙，也要给予帮助。当时该社的领导曾向全社职工算过这样一笔账，“我们完成了国

家下达的指标，对上级我们交了账，可对农业还没有交账，为农业服好务，只有交了农业账，我们才算真

正完成了任务。所以算账应算工、农两本帐，没为农业服务好，赚钱再多也白搭”。 

    正是解决了干部职工的为谁服务的方向问题，他们才增强了“为农业多动脑筋”的干劲。当时房山县

委一位在一个生产队蹲点的书记打电话给铁业社，说需要用于耪密植小麦的小方锄。第二天，该社就把连

夜赶制的 200 把送到地头。该社派技术丰富的老工人到农村蹲点几年共研制出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农机具

20 多种，长期组织维修队去生产队帮助抢修农机具等。不管是农村需要什么，只要一招呼，他们马上就会

行动起来，解决了无数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从而也赢得了信誉。 

    顾册铁业社用高标准为农业服务，不但解决了安于为农业服务的根本方向的问题，并且促进了企业自

身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了“铁匠打铁没有样，越打越像”的老常规，使铁制农具

中小农机具的生产，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结果，产品质量明显提高，成本大幅度下降，既提高

于自己的水平，又有效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因而受到了广大农村的欢迎。先后四次被评为北京市工业系统

的红旗单位，他们的事迹也上了电影。1965 年北京日报还以一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了该社支援农业的事

迹，并配发了短评。该社同年被房山县正式命名为房山十二面红旗单位之一，享誉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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