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电影《北京农业的大跃进》 

搜集整理：白全永 

电影艺术被人们称为是“光影的艺术”，特别是那些年

代久远的一些老电影，它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下面就

介绍一部拍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彩色纪录影片《北京农

业的大跃进》。在这部影片里全景式的展现了当时广大北京

郊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搞农业建设

的场面。更为可贵的是，这部影片还记录下了当时全市农业

战线上众多个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的形象，这其中就包括多

个昔日房山县的先进典型。让我们跟随着这部老电影，去重

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农业战线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提到影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的拍摄缘由，不得不提

当时北京市在农业战线上开展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翻开《当代北京大事记 1949——2003》（当代中国出版

社）一书，在 1965 年记载到：“8 月 5 日——8日，中共北

京市委、市人委召开小麦生产会议。王宪作《高举毛泽东思

想红旗，总结经验，不断革命，争取明年小麦更大丰收》的

报告。谭震林到会讲话，他说，你们到达了第一个目标，就

是 100万亩水浇地小麦亩产 300斤。我赞成你们这次会议提

出的第二个目标，即 200 万亩水浇地小麦亩产 300 斤。彭真

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他说：抓先进典型，

抓比、学、赶、帮、超，是推动全局工作的方法，也是领导

农业生产的基本方法。会议号召广泛开展学南韩继、赶南韩

继、超南韩继的活动。会议期间，刘仁邀请部分小麦生产先

进单位代表和农业科学工作者举行了座谈。”其实，当年北

京市“比学赶帮超”运动的提出，曾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

过程。在 2005年第 2 期的《北京档案史料》上刊登了赵有

福、田根生两位先生撰写的《开展农业战线的比学赶帮超运

动——彭真论述党领导农业生产的基本方法》一文，这篇文

章较为详细的记述了开展这个运动的整个过程： 



1961年 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多

次讲话，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这是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经济指导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这对后来

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1961 年 4 月，

彭真陪同邓小平在怀柔、顺义蹲点调查时发现农村存在的一

些问题。彭真在调查过程中听取了社队干部的意见，同一起

调查的刘仁及区县委书记多次座谈交流。大家认为，当前农

村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按照中央部署，认真落实公社经济政

策，调动起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彭真同志反复强

调：“从抓落实经济政策起，以后各项工作都要按着毛主席

指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办事，走群众路线，建立走群

众路线的领导制度。要抓先进典型、总结典型、宣传典型、

树立典型，开展好比学赶帮运动。”后来在讨论中，有人提

出应在“比学赶帮”后面再加个“超”字，鼓励学赶先进，

超过先进。彭真赞成这个意见，于是就形成了在农业战线上

开展的“比学赶帮超”运动。但是这个问题的调查研究及试

行，曾因 1963年 5 月和 1964年 6 月一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

纲，农村四清运动升温而中断。直到在 1965 年 8月，京郊

通县地区四清会战结束后，市委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在各区

县委和工作团、工作队统一领导帮助下，农村四清运动同农

业战线比学赶帮超运动结合进行。使农村干部通过运动既提

高政治思想，又改进农业生产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达到

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在 1965 年 8 月

召开的农村种麦工作会议上，彭真正式提出要在农业战线上

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这受到农村干部、农业专家的热烈欢

迎。接着，市委召开全会扩大会议讨论，作出“扎扎实实地

开展农业战线比学赶帮超运动”的决议。会后，市委于 1965

年 11 月 16日，正式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呈送报告。京郊农

村普遍进行了学习贯彻。 

其实，为了推动农业工作的开展，北京市一直注重抓好

典型试点，充分发挥先进单位的宣传和带动作用。时任北京

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同志曾亲自指示市委宣传部，组织新闻



部门和作家深入到农村进行创作，宣传好先进典型。作家老

舍就曾深入到全市的养猪先进单位陈各庄；作家管桦深入到

全市粮食生产先进单位南韩继体验生活，写出了文艺宣传作

品。刘仁看了后，肯定和鼓励了他们的创作精神。同时提出，

应该把先进单位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进一步系统总结

编印成册，也要拍成电影，作为面向农村干部群众的学习教

材。因此在刘仁的亲自主持下，北京市于 1964年 1 月 24日

至 25 日，就曾召开过市级主要先进典型座谈会。会议邀请

《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北京分社等新闻

单位的总结典型的执笔人参加。参加本次座谈会的劳模代表

有房山南韩继村的徐庆文、惠南庄村的杜宝珍；顺义陈各庄

村的王景祥；怀柔一渡河村的刘宗悦等。本次座谈会后，市

委给参会的新闻单位作了具体分工，要求这些新闻单位要深

入到先进模范所在的村庄，搞好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

帮助总结典型经验。不久，《北京日报》和北京人民广播电

台就连续发表了典型单位的报道。这些典型中房山县的有南

韩继村、岗上村、富合村等先进单位。 

在组织调查，宣传典型的同时，北京市还起草了《关于

进一步开展农业战线比学赶帮超运动的指示》（草案）。指

示对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是认真培养典

型，树立典型。二是从点带面，积极推广先进经验。三是，

及时表彰先进，总结交流经验。四是进一步加强对比学赶帮

超运动的领导。为了对京郊农业先进单位发展面貌和经验的

宣传，北京市委又决定组织熟悉农村写作人员和电影摄制人

员，深入京郊先进单位，摄制一部反映先进单位生产成绩和

经验的彩色电影纪录片。这部影片就是《北京农业的大跃进》。 

二、影片的创作过程 

1965 年 8月，北京市在全市小麦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

“比学赶帮超”运动。会后，《北京日报》报道了会议情况

和彭真的讲话。配合“全面开展比学赶帮超革命运动”的宣

传，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处书记郑天翔，邓拓等还帮助

《北京日报》写了一篇题为《赶先进、超先进》的社论。在



1965年 9月 11日至 14日召开的市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扎

扎实实地开展农业战线的比学赶帮超运动》的决定。为了配

合活动的深入开展，新闻单位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其中房

山县的南韩继大队是宣传重点，是全市学赶的标杆。就在这

时候，市委组织摄制的大型彩色纪录影片《北京农业的大跃

进》拍摄完成。在 1965年 11 月 8 日，《人民日报》上刊发

了纪录影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已经拍摄完成即将在北京

及各地城乡陆续上映的消息。 

这部影片是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历时四个多月

拍摄的，影片时长 60 分钟。该影片在艺术创造上有不少新

的尝试，编辑、摄影师等工作人员想方设法，力求主题鲜明，

结构紧凑，解说词通俗易懂。在拍摄和冲印过程中，许多编

辑、摄影师及其他工作人员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干劲所

激励，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移山造海大搞农业建设的珍

贵镜头抢拍下来。本片的编辑段洪，在 1966 年第一期的《电

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打破框框，吃透两头——《北

京农业的大跃进》创作手记”一文，他说：“《北京农业的

大跃进》已经跟全国各地观众见面了。我们在拍摄工作中接

触到的北京郊区农村的人物和事迹，依然深深地激动着我们，

我们的感受很多。在这里，让我作一个简单的回叙。我们这

部影片整个摄制工作时间是四个多月。因为农业题材受着季

节的限制，而这部影片拍的点又多，材料比较分散，加上要

求出片的日期相当紧迫，所以我们采取了边学习、边设计、

边拍摄、边制作、边审查的工作方法，使我们能在预定的时

间内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我们的影片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

完成，这是由于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同志直接、具体的帮助，

厂领导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以及北京郊区广大社员群众大

力支持的结果。……” 

附：《北京农业的大跃进》创作人员名单 

编辑：段  洪。 

摄影：金  威、韩浩然、周  凯、韩德福。 



音乐：何  方。 

录音：张世民。 

美术：王秉龙。 

解说：王  棠。 

剪辑：李棣义。 

音响：周秀清。 

制片：杨  惠、杨小庆。 

演奏：北京电影乐团。 

指挥：姚关荣。 

顾问：王  宪、吴瑞章、于英士、王政人。 

三、影片上映后的反响 

《北京农业的大跃进》拍摄完成后，在郊区及北京市各

机关单位进行放映。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向全国，进行了发行。 

当时北京市委要求，该片在各生产队必须放映两场。《北

京志.文化艺术卷.电影志》就有这样的记载：“1965 年，影

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放映时，中共北京市委决定：该片

在各生产队必须放映两场。当时全市农村放映队只有 142个，

远不能满足需要。在市委的组织下，将城区各单位的 300 个

16 毫米放映队，全部组织下乡放映。通过该片的放映，为农

村电影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到 70年代中后期，大部

分区（县）陆续成立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并纷纷组建人民

公社放映队。”由此可见，当时为了放映该影片，北京市是

下了大力气的，并促进了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发展。 

配合影片的放映《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

《前线》、《电影艺术》、《北京文艺》、《大众电影》等

刊物杂志都进行了相关的报道。1965 年 11月 24日，《人民

日报》就刊登了“比学赶帮超的好样板——怀柔一渡河贫下



中农谈《北京农业的大跃进》”一文。文中记载了怀柔一渡

河村几位社员观看影片后的一些感想，其中农村青年赵连顺

说：“我特别喜欢这部片子，它反映了我们农村社员的革命

干劲。……南韩继、得田沟、富合大队和岗上大队社员们的

志气真大，他们都是好样的！……富合和得田沟的坝阶比我

们打得有规格；南韩继的水利搞得好；岗上大队的驴马养得

膘满毛亮。要不是他们的干劲，哪能在穷山沟里做出这些成

绩来？这是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才把荒山乱石沟改造成这

番好模样。……我们青年人更应该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神，听党的话，把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

《北京文艺》杂志还邀请了京郊房山、怀柔、延庆、门头沟、

大兴、平谷、密云等几个区县的几位农村基层干部，对这部

影片进行座谈。与会同志认为，看这部影片就像照镜子，从

标兵身上找出了自身的差距，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在发言中

还认为，这部影片有几个特点：一是指出了成绩；二是真山

真水，真人真事，场面真实，叫人信服；三是净是跟老天爷、

龙王爷战斗的场面，看着带劲过瘾；四是解说词通俗易懂，

听得明白。参加座谈的人们还建议，要多拍几部这样的纪录

片。并要求《北京农业的大跃进》能在生产队多放映几遍，

让社员们好好看看。《北京文艺》在 1965年的第十二期上，

以“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农村干部座谈

《北京农业的大跃进》”为题，刊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电影评论家袁文殊

在 1965年《电影艺术》杂志第六期上，发表了“评《北京

农业的大跃进》”一文，他说：“《北京农业的大跃进》的

创作又为我国记录电影树立了一面新的红旗。目前北京城乡

的广大观众正在以极大的兴趣观赏这部影片，因此我们愿意

将它向更广大的观众作热忱的推荐。……《北京农业的大跃

进》已经在全国上映，它将进一步显示其作用，为迎接第三

个五年计划起到鼓舞生产、推动生产的作用。而影片的摄制

也是一次创作上的新成就，值得大家来借鉴学习。让我们电

影事业队伍也以比、学、赶、帮、超的精神，互相学习，互

相鼓励，互相赶超，为迎接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



高潮，面向农村，拍出更多符合时代精神的农业题材影片来！”

《电影艺术》杂志还发表了社论——《新闻记录电影的新红

旗》，社论指出：“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最近摄制的《北

京农业的大跃进》是一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影片，它的出

现，再一次地标明我国新闻记录电影的创作，沿着自己的道

路，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影片在全国放映时，外省

市也作了相应的报道，其中《河北日报》、《解放日报》等

报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北京农业大跃进”的图片。福建、

浙江等地还运用放映《北京农业的大跃进》来推动本地工作

的开展，影片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反响。 

四、影片记录的房山县众先进典型 

北京市在农业战线上开展的“比学赶帮超”运动提出后，

房山县高度重视。为了更有效的调动广大干部、社员群众政

治积极性，夺得农业大丰收，把“比学赶帮超”运动开展好，

房山县委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并印发专项文件抓好落

实工作。 

房山根据全县山区、丘陵、平原不同地区的实际特点，

来开展工作。同时各公社、大队之间，本着集中连片和生产

水平的情况，既便于学习，又便于检查评比，共划成 13个

比学赶帮赛区。全县各大队之间，根据自己相近的条件，共

形成了 102 个小片竞赛网。全县各生产单位展开了层层学、

层层带、步步赶的生产竞赛热潮，先进典型不断涌现。房山

县为了把运动推向广泛深入，在 1965 年 7月 20日召开的县

党代表会议上，正式作出决定，树立起南韩继、岗上、惠南

庄、北市、富合、庄户台六个大队，及背篓商店、顾册铁业

社、任成水、县农机供应站、大安山信用社、县畜牧配种站

共十二个先进单位（人）为全县的红旗单位，作为全县学赶

的目标。这就是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房山县“十二面红旗”。 

房山县为了将这些先进典型的好经验推出去，普遍开花，

提高全县的生产水平。县委要求组织县、社、队干部不定期

的到先进单位、地区参观学习。学习的内容包括：政治工作



经验、组织工作经验、技术方面的经验，将先进单位的好经

验、好方法和好作风学到手。通过实践，房山县开展比学赶

帮超运动后，对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

显著作用。特别是“十二面红旗”的树立，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促进了全县的发展。1965 年，房山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9741万元，比 1960 年增长了 9.8%。这 12个单位的负责人

也成为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在京郊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 

在影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中，出自房山县的先进典

型占了相当的比重。因南韩继大队是全市学赶的标兵，该影

片介绍的首个先进典型就是南韩继，称南韩继是“北京郊区

的第一面红旗”。影片介绍了南韩继大队在村党支部书记徐

庆文的带领下，平整土地、打井抗旱、积肥造肥、搞粮食套

种，因地制宜地把昔日粮食亩产只有一百多斤的旱高台，变

成了粮食亩产达到近千斤的高产村。影片还介绍了在比学赶

帮超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了不少一帮一、一带二、一片红的

竞赛网。在南韩继大队的周围，房山县的七个大队组成了赶

超小组，赶南韩继、超南韩继，这七个大队平均亩产都超过

了五百斤。 

影片在介绍京郊山区时，重点介绍了房山县蒲洼公社的

富合大队，称富合大队是“一面大寨式的红旗”。这个大队

七沟八岭两面坡，十年九旱，生产条件十分恶略。富合人在

党的领导下，发扬老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从

1961年起，苦战四年治沟垒坝，硬是凭着自己的两只手改变

了生产面貌。影片展示富合人从石头缝里挖出点土来，把坡

地改造成水平梯田，为了多积肥多打粮，他们因地制宜地发

展畜牧业。这个困难队 1964 年竟向国家卖了余粮一万四千

斤。 

影片在介绍京郊丘陵地区时，介绍了房山县崇各庄公社

的岗上大队，称岗上大队是京郊的“一面老红旗”。影片展

示岗上大队十四年来，自力更生，勤俭办社改造落后，建设

山村。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影片赞赏岗上村的党支



部书记吴春山“劳动好、思想好、风格高”。几年来他们繁

殖的大牲畜除了自己用外，还支援外地一百六十多头。 

影片在介绍京郊平原地区时，介绍了全市养猪的先进典

型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影片提到房山县南尚乐公社

惠南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杜宝珍，曾经六下陈各庄学习养猪

经验。杜宝珍回到家乡和饲养员一起研究，结合自身情况。

学陈各庄，超陈各庄。后来惠南庄利用边地和套种青粗饲料

超过了陈各庄。“你超过我，我就学你”，陈各庄大队党支

部书记王景祥和饲养员一块又来学习惠南庄。王景祥对惠南

庄的种猪很感兴趣，他认为这里的种猪管理得比陈各庄好。

这个“比学赶帮超”的故事，当时在京郊曾经广为流传。 

影片在介绍京郊大型的人民公社和农场时，介绍了长阳

人民公社。影片展现了该公社自 1958年以来，逐渐将永定

河边的盐碱砂荒地改造成稻田，使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八倍。

不少知识青年离开城市，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在这里安家

落户，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即学到了农业生产的本事，又促

进了生产。另外，影片在介绍各行各业支援京郊农业时，还

展现了房山县农机技术服务队送技术进农村和商业工作者

背篓上山，送货上门的镜头。 

五、文革中的“大毒草”及文革后的平反 

影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采用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

方法，介绍了京郊社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与自然灾害作斗

争，夺取丰收高产的热情场面。影片上映后，更加鼓足了郊

区农民的生产干劲。 

1965年京郊虽然受到了严重的干旱，但仍然获得了丰收，

粮食总产量比 1964 年增长了 18%，皮棉增长 37%，粮、棉、

猪等几项主要指标提前两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

标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966年 1 月，北京市委、市人委

分别召开了农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农业劳模和

先进工作者、贫下中农代表等会议，北京市发出了为实现

1966年农业新的成绩而努力奋斗的倡议。会后，京郊农村结



合春耕生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建设。但是自此不久，一

场更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1966 年 5月 4 日至 26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于 16 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正

式发动文革。在会议前半期，揭发了所谓“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并停止或撤销他们的

职务。随后北京市委、区县和一大批处级领导干部陆续被撤

职批判。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之前在比学赶帮超运动中

涌现的诸多先进典型单位和劳动模范，也都被打成了紧跟旧

市委的“黑点”、“黑旗”、“假劳模”，成了被打击斗争

的对象。例如，据相关档案资料记载：京郊房山县的劳模徐

庆文被揪斗关了牛棚，他的亲属也被株连，徐庆文的父亲和

小女儿被夺去了生命。年近古稀的老劳模吴春山被打成“走

资派”、“三反分子”，先后被批斗三百多次，身体和身心

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京郊其他区县的劳动模范李墨林、刘宗

悦、王景祥等甚至被迫害致死，郊区的农业生产也遭受了严

重的迫坏。 

记录下郊区农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勇夺粮食高产的

影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此时也被打成了“大毒草”。

经查阅资料，在 1967 年 9月一个署名为“红代会北京电影

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的组织印制了《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

片四百例》一书，其中对影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有以下

错误批判：彭真等反革命野心家想“通过电影”来证明“有

些大寨式的单位（指北京）比大寨搞的还早”，这不仅是明

目张胆地与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相对抗，

并且企图通过北京这块黑“试验田”和“指挥田”来……影

片彭真亲自审查三次，邓拓审查达二十五次之多。影片完成

后，竟又提出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看片”和“影片要拿

到外国去”等要求。……。 

其实北京市在成功拍摄了《北京农业的大跃进》后，准

备筹划拍摄《北京工业的大跃进》，由于文革的原因该影片

未被摄制完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在拨乱

反正、落实政策工作中，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于 1978

年 12 月 10日，召开大会为 15个文革前树立起的老先进集

体和 11名劳动模范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同时，京郊各

区县也作出决定为文革前树立的先进典型平反。例如，房山

县委在 1978 年 9月 2 日就作出了《关于为我县南韩继、岗

上等十二面红旗恢复名誉的决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

命”前房山县十二面红旗是红旗，不是黑旗，这些单位的负

责同志是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分子；

这些单位的广大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和职工是好的，他们

的劳动和工作应给予肯定；“文化大革命”中一切污蔑不实

之词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流金岁月，影像记忆。老电影《北京农业的大跃进》用

胶片记录下了半个世纪前，北京郊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

更生，奋发图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建设祖国的珍贵镜头。

同时这部老电影还为后人研究京郊农业的发展史，提供了宝

贵的影像资料。 

附件： 

（一）、参考资料： 

1、《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 2期：《开展农业战线

的比学赶帮超运动——彭真论述党领导农业生产的基本方

法》（作者赵有福、田根生）。 

2、《电影艺术》杂志，1965 年第 6 期。1966年第 1 期。 

3、《北京文艺》杂志，1965年第 12 期。 

4、房山区档案馆所藏相关文书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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