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山县出席中共十大的代表——李金 

沙秀英 

李金，房山周口村人，1916 年出生于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解放前，他们全家

六口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一年到头

吃的是糠菜窝窝，穿的是麻包片片，父亲

被吃人不眨眼的地主资本家榨干了血汗，

很早就死去了。母亲长年给地主做活，受

尽了剥削和压迫，落下一身病。叔叔给资

本家上灰窑，活活惨死在资本家手里。哥

哥十四岁就给地主当小做活的，李金也从小拾灰背煤，受冻挨饿…… 

1948 年 1 月，李金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由于在部队表现优秀，多次

立功受奖，1950 年 1 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部队，无论从事哪项工作，

他都认真负责，兢兢业业。没有文化他咬牙苦读，到 1953 年小学文化课程他全

部拿下，并获得部队颁发的文化修学优秀学员证书。 

1954 年，他从部队复员，临回来，在北京转建委员会办理手续时，办公室

工作人员问他会什么技术，他琢磨可能是要分配工作。当时他一心要回到农村

搞社会主义建设，改变家乡周口村的面貌，就把会通讯设备安装、拆卸、管理

的技术隐瞒了，说自己什么也不会，李金委婉地谢绝了上级的安排，带着对家

乡的眷恋和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心回到了周口村。 

一回到家乡，李金便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 

周口村是 1948 年 10 月解放的，1949 年建立了党支部，李金回村后担任了

合作社副主任，1956 年 1 月经党员和群众推选，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工作。因

为村子解放时间不长，初级社刚刚成立起来，村里百废待兴，集体房屋只有六

间旧庙，村干部办公，长期在一个磨棚里。八百多亩“西靠河滩，北靠荒山”的石

碴地零零碎碎。面对着仅有的运输工具一头老牛和一辆旧铁瓦车，让人心寒。

村里穷，非常困难，李金的家也不富裕，李金说服家人，克服困难，毅然将自

己仅有的 400 元复员费，拿出了 300 交给了合作社，作为生产底垫，让他们开

展生产;余下的 100 元分给了村里的贫困户。 

面对众多困难李金没有屈服，他团结党支部一班人，克服困难，身先事足，

严格要求，努力改变着家乡的面貌。 

公而忘私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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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回到村子后，全身心扑到集体事业中。他心中装的都是集体，把集体

的每一项事都看得非常重要。在他的头脑中认为，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正

确处理个人和革命的关系，不让家务琐事拖累自己。1955 年，东、西两个合作

社的干部正在研究并社的工作，家里人告诉他老母亲病危，要他赶快回家。他

想并社正处在关键时候，这是大事，不能走。一直等到散了会，他才赶回家中，

此时他的老母亲早以去世了。有些社员心疼地劝他说：“李金呀！工作重要，可也

得顾顾家呀。”他当时虽然因母亲的故去非常悲痛，面对乡亲们的关心，他诚恳地

说：“干革命就不能顾个人，离开家乡当兵打仗是这样，现在，在村里搞建设种田

也是这样。现在正需要人，我不能因小家而不顾大家。” 

1962 年他老伴生第一个小孩，正好他要到县里开会，临走时媳妇肚子就开

始疼了，当时没有一张草纸、一两红糖，为了开会不迟到，他让媳妇自己准备，

就赶路去了，这一走就是一个月，他走那天孩子降生，回来那天孩子满月。 

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是李金一贯的作风。村中那家的房子老了，

该修了，谁家的房子漏雨、要塌，等等，他全都记在心里。每到雨季，有的险

户他就让提前搬家；有的户就分配专人负责检查照顾，使贫下中农感受到了集

体的温暖。可他自己家的房子是解放前家人留下两间破屋，夏天漏雨，冬天冰

凉。院子小，连上厕所的地方也没有，早就有人劝他拆了旧房，找个地方盖上

三间新房。而李金却说：“干革命就不能图吃、穿、住，不能摆阔气，要为大多数

着想。大伙要是都住上新房了，我就住上了。”旧房他一住就是 25 年。他当村干

部多年来从不搞特殊化，从不向集体伸手。 

1968 年，考虑到李金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党委书记亲自批准，给李金解

决盖五间房的木料，但当 1970 年公社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号召时，李金把自家备

的两间房木料加上公社给的五间房木料全部交给了集体统一使用。按他的条件

当时可以分到集体盖的五六间房，但为了优先群众住房，李金只要了一间半，

直到 1990 年儿子结婚，住房紧张，李金才接受集体硬分给他的一间半房。 

1978 年，周口店公社一位副主任到周口村找到李金，准备给李金的大女儿

安排工作。李金拒绝了，他把这次机会安排给了村中生活困难、学习成绩优秀

的孩子。 

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初级社时期，周口村只有一头老牛，一辆破旧的铁瓦车。仅有的八百多

亩石碴地，零零碎碎，分布在村北边荒山和村西的河滩上。最大的一块地不过

五十亩，平均亩产量不足百斤，百姓生活非常困难。 

面对这种现实，李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回到村子后，首先带领群众，开

展了“治坡”运动。先从改善农田基本现状这个基础入手。从 1968 年到 1982 年

间治理了 10 条长 1000 米、宽 30 米、深 7 至 8 米的大沟，削平乱石岗大小 50

余个，河滩地深挖 1 米，筛土捡石子，改良土质。削岗、填沟、开荒、造地。



几年下来，共动用土石方 50 万立方米，扩大了土地面积。在原来仅有的八百亩

土地的基础上，把零零碎碎的小地块联接起来，小块变大块，大块连成片。经

过十几年的努力，百亩以上的地以有 11 块，最大的地块达到了 600 亩以上。土

地面积达到了 2190 亩。 

一头老牛一辆旧车的家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到 1982 年，村里发展骡马

150 头，胶轮大车 42 辆，特别是，购置了五十五马力大拖拉机 2 台、七十五拖

拉机 8 台、手扶拖拉机 12 辆。扬场、铡草、脱粒、粉碎、磨面、碾米等各种机

械 100 余台，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兴修水利，扩大水浇地面积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李金带领群众披星戴

月，打井修渠，短短几年内打机井六眼、修砌砖石水渠 2500 米、建了一座能储

水 18000 立方的蓄水池。购买了 21 台各种不同类型的水泵。两千多亩地全都浇

上了水，改变了以往水过地皮湿，坡上浇水坡下涝的现状。 

由于有了农田基本建设成果的保证，周口村的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63 年

上了“纲要”（亩产达到 400 斤以上），1964 年过了“黄河”（亩产达到 500 斤以上），

1972 年战胜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粮食平均亩产 841 斤，过了“长江”（亩产

达到 800 斤以上）。粮食总产量达到 167 万斤，从 1962 年到 1972 年 10 年间，

每年增加 10 万斤，摘掉了缺粮队的帽子，从吃返销粮的村，一举成了向国家上

交公粮的余粮村，到 1982 年粮食亩产量达到吨粮，粮食总产达到 300 万斤。一

年就向国家交余粮 200 万斤。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集体的积累不断增加，社员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

改善，家中有了余粮，信用社有了存款。 

在“治坡”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为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又开展了“治窝”工

作。按当时情况，如果社员一家一户自己盖房，一户占地三四分，人口按自然

增长计算，一年也得生二十几个小孩，每年三四十户要求盖房，就得占十几亩

地，这样一来，几十年村里的地就占完了。 

1968 年，村里开始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李金带领

党支部一班人，从本村实际出发，在不占用集体耕地的前提下，经过反复研究，

认真规划，1973 年由集体统一盖两层楼的排房，创出了当时房山县按规划建设

新农村的第一。由于多年坚持不懈，并不断改进汲取先进经验，使群众居住更

加方便。三十多年来，虽然村里人口自然增长，但村里的土地却一点没减少。 

以身作则的风范 

高标准严要求是李金一贯的作风。无论是搞农田基本建设还是农业生产，

李金都身先士卒，那里活最脏那里有他，那里活最累准是他干在最前，抢在最

前。只要公社和县里不开会，他都会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哪怕是半个小时，

他也从不放过。在李金的带领下，为了保证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参加集体劳动，

能在晚上办的事不在白天办，能在晚上开的会决不在白天开，能在小队解决的



问题不在大队解决，能个别谈的决不开会，精简会议。在周口村，无论是老干

部还是新干部，坚持三不脱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每人每年平均劳动都

在 300 天左右。 

不吃请、不受贿，是李金从政以来对自己始终如一的严格要求。他不但要

求自己，同时也严格要求全村的党员干部。李金常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

嘴短，人家不会平白无顾地请你吃、请你喝，只要一请必定有事，在你手里端

着碗、嘴里嚼着饭、正往肚里咽着的时候，人家提什么要求你只好脑袋一低答

应了，不犯错误你等什么？” 

李金从自己做起约法三章：第一不许到社员家吃喝；第二不许搞封建迷信

活动；第三社员分家党员、干部不许出头露面，防止打开吃喝缺口；第四不许

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私分瞒产等歪的邪的。一次李金的孩子找劈柴生火，

一个社员从大队木工房拿了一把刨花给了他，他看见后，立即叫孩子送了回去。

有人说他太认真了，他认为，集体的东西白拿一点不以为然，慢慢的思想上就

会放松警惕，久而久之就会犯大错误。村里人都知道李金认真，所以没人敢给

他送礼、请他吃饭。 

从解放初到 1982 年的二十八年中，周口村的党员干部严格按照要求去做，

没人因此受到过处分，在村中形成了拒腐蚀永不沾的一个坚强战斗堡垒。 

由于李金心里装着百姓，担任党支部书记二十八年来，坚持搞好农业生产

的同时，不断推动全村各项事业同步发展。抓教育，建起了托儿所、育红班、

小学、初中一条龙的培育体系，既解决了村里妇女参加劳动的后顾之忧，又使

孩子们从小得到系统的培养教育。 

在粮食产量保持稳定增产的前提下，为了不断增加集体收入，李金又带领

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发展畜牧业和村办企业，先后建起了村办水泥厂、保温

材料厂、水泥构件厂、修配厂、服装厂、制钉厂、运输队、猪场、煤矿、灰厂

等十几个企业，这些企业每年上交集体纯利润达到 800 万元。集体经济不断发

展壮大，积累不断增加，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村党支部连续多年

被评为出席周口店公社、房山县、北京市的先进党支部。李金连续多年被评为

出席公社、县、市的先进个人。 

李金的付出得到了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他的事迹在周口店、房山

县、北京市都得到了宣传，1973 年 10 月李金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是李金个人努力的结果，是周口店人民的荣誉，是房山

人民的骄傲。 

李金参加中共“十大”会议归来，十分激动，满怀激情地作诗一首，抒发了心

中的感慨： 

开十大见到毛主席， 

幸福的眼泪一串串滴。 

顿时想起旧社会， 

当牛作马受人欺。 



要没有毛主席解放了我， 

骨头也早就烂成了泥。 

 

开十大见到毛主席， 

从眼睛亮到我心底。 

有您给咱指方向， 

前进途中路不迷。 

别说叫坡岗变平原， 

泰山挡道也敢移。 

乘着“十大”的东风，带着党的嘱托，百姓的希望，李金又积极投入到火热的

革命和生产第一线，为革命和生产在上新台阶，为百姓生活更加美好而日夜操

劳。 

从 1956 年到 1982 年，李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二十八年。1982 年底年，

由于年纪和身体原因李金主动辞去了村党支部书记工作，但他时常挂念村中大

事小情，关心村子的发展。1996 年 2 月 17 日李金因病去世，享年 80 岁。 

李金的一生是拼搏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勤政廉政的一生。由于他

辛勤努力，为周口村实现大地园林化、农业机械化、改造旧住宅、建设新农村、

实现农业现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金立功证书（王淑阁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