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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县城西北，在高耸的杨家大岭峰峦层叠的背后，山洼之中，聚居着四百余户人家。这就是在解放

战争时期曾为组织社员发动群众与敌斗争、生产渡荒有功，受到平西北岳区誉为“合作指南”光辉称号的

北窖农民合作社所在地北窖村。该村地处山环、土薄地少，但煤藏丰富，果木遍山，以板栗驰名中外(即良

乡栗产地)，“唐时列为土贡”。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朴实，是个幽静富庶的山庄。 

七七事变后，北窖村处在了日寇铁蹄、国民党、还乡团的骚扰破坏及其实行的“三光政策”、“经济封锁”

残酷恶劣的环境之中。该村曾多次遭受敌人的狂轰乱炸和扫荡，损失极为惨重，墙倒屋塌，人畜伤亡，粮物

被抢劫一空，致使二十多座小煤窑停业梦断绝了生活来源。又加之连年天旱无雨，土地荒芜，人民生活极度

困难。 

该村四百五十七户，当时已断粮的有八十三户，二百零四口人；能维持一个月生活的八十六户，三百

二十口人；能维持两个月生活的一百三十三户，五百五十八口人；能维持三个月生活的四十七户，二百二

十六口人；能维持三个月以上的八十九户，四百五十四口人。 

随着平西抗战的胜利，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敌伪军、还乡团畏缩于城内，革命政权迅速建立，

北窖村得到了解放。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尽快的医治该村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解决人民群众当前的严重饥

荒，与民同呼吸共命运，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土地革命，成立农民合作社。 

在主任吕玉山的积极组织下，先后两次发展社员四百多名，股金边币一千二百万元(合人民币一千二百

元)，于 1946 年 2 月正式成立起北窖农民合作社。 

合作社建立了，当务之急是土特产的输出和主要商品的输入，当时敌人虽已不敢出来扫荡骚扰，但对

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更厉害了，推销土特产换回日用必需品，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但在我党民主政治的宣

传鼓舞下，人民很快提高了觉悟，对敌人的封锁毫不畏惧。正如我们走访的北窖农民合作社主任吕玉山同

志所说：“合作社是为社员谋福利，没有盐吃想法到外边给台弄盐，没有油点灯想法给弄煤油，叫社员挨饿

那还行，多危险也得去呀!”话虽不多，却是极中肯的，为全村群众活下去，是不怕担风走险的。他们夜间

爬山越岭，走的是坎坷崎岖、一般人识别不出、打柴放羊走过的山道，到距敌人老窝四、五里远的关系户，

用山货换回必需的商品，这背出去的只能是少量的换回急需的，大批的是在人民政府扶助下，以合作为中

心负责组织全村劳力“生产自救”。 

在一年的时间内，该村共组织起砸核桃、砸杏核、熬油、运输、纺线、织布飞织袜子、卷纸烟、编筐、

打麻绳、打铁、撂木榄叶熬染料膏子等十一项副业生产，共组织男女劳力和老少近千人。使六千余斤杏核、

二十多万斤桃核和栗子有了销路。织布百余匹，卷纸烟六目多条，织袜子二百多双，打大帽鞋钉二万三千

个。用木榄叶烧灰熬染料两万多斤，总收入粮食达三十二万多斤。不但解决了本村的自需和生活出路，并

支援了友临村庄的需要。由此这个被敌人摧残践踏得奄奄一息的山庄又生气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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