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榜样——富合劳模隗秉库

隗合显 *

不靠老天靠实干 七沟八岭创高产

富合村位于北京西南部蒲洼乡一个隗氏家族居住村，号称

悬崖上的村庄。清光绪二十六年始建村，原名虎头鞍，又名胡

字安，后称小义合，四三年独立成村至今。富合村由隗氏十四

代传人隗成尊，隗成立由六渡迁居至此，开荒种地为生百余年，

传承达八代人口繁衍近三百人（其中甫字辈有迁居三坡地区居

住）。公元 20 世纪中叶，富合村由隗氏十七代传人村党支部

书记隗秉库带领族人，艰苦奋斗夺得粮食丰收成绩卓著，被房

山县评为十二面旗帜之一，同时被北京市委确立为粮食稳产、

高产先进单位之一。党支部书记隗秉库被评为北京劳动模范。

富合大 队有 47 户，217 人，耕地 160 亩，人均耕地 0.7

亩。100 多亩山坡耕地分成上千块，最大块梯田是 0. 7 亩。

1961~1964 年共打坝 100 余道，闸垫大沟 6 条，打捻筑坝 600

余道，总投工 4 万余个，每个劳动力平均每年投工 130 个。

* 隗合显：原房山公安分局政治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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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粮食总产 13. 3 万斤，亩产 800 斤，总产 / 亩产均比

1957 年增长一倍多。1963 年首次变为余量队，1964 年交售余

量 1.4 万斤。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书记隗秉库、大队长隗福印

的带领下富合人究竟是怎样创高产的呢？

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从历史渊源上讲，这里在抗

日战争年代就是革命老区，土改早，群众觉悟高基础好。该村

1951 年成立了互助组，1953 年成立了初级社。1956 年成立了

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成立。尽管村里行政划分几经变易，但村

民们始终团结一心，劲往一处使，把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家园的

建设上，不图名、不图利，艰苦奋斗。

二是全村 50 多户村民散居在一坡三沟的半山腰上，在这

样一个地理条件下，村于之所以能进步，靠得是一个过硬的领

导班子。当时班子五名成员，村支部书记隗秉库、大队长隗福

印、三名委员分别是隗福永、隗福义、隗福恩。他们是全村的

领头人，是全村人的主心骨。他们一门心思扑在村子的事业上，

以集体利益为重，心里只装大家，没有小家，深得群众拥护，

工作干在前，生活享受在后，为全村树立了榜样。当时村里明

文规定凡沾着吃喝用的一律自负。如吃饭不报销，买烟、酒、

茶糖不报销，遇上兄弟村社或上级机关来学习、检查工作非要

座陪不可，谁陪客谁掏钱。一次市、县领导来村中检查工作，

村里决定杀一只羊来招待客人。事后剩下一块约有 4 斤多的羊

肉存在库房盐堆里，谁知过了几年，那块咸肉都撂成了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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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人动它。为此在村子周围落下这么一个“可别像富合村

那样把肉都撂的不能吃了。”这足以说明当时村干部的廉洁程

度。另外，由于村民的觉悟高，大家相互监督，也起到了促进

领导班子保持光荣传统的作用。比如一位干部因房子坏了申请

砍伐一些树木建房。申请批下后，由于他整天忙碌着集体的事，

无暇顾及家务，所雇民工多砍了一棵树，为此领导班子决定，

叫这位村干部在全村社员大会作检查，并处以罚款 60 元。当

时村干部和社员一样，出一天工划一道。村干部因公出差同样

自己解决路费、伙食费，即使是村长也不例外。记得一次队长

隗福印要去县里参加会议，他提前一天把手里的急事加班加点

干完，第二天请假，去山上采一些五灵脂拿到乡里收购站卖了，

换点钱做路费，然后步行出山参加会议。由于带头人的作用，

调动了大伙的积极性，一心一意搞好生产，使全村粮食产量年

年增长。

三是狠抓土地的基本建设，扩大粮食的种植面积，向荒山

要粮。大寨有个七沟八梁一面坡，而富合的地势为“七沟八岭

两面坡”、“缺树少土石头多，十年九旱无水喝。”在这样极

差的条件下，创出了夺高产的奇迹。大寨人“三战狼窝掌”，

富合“五战张石塘”。大寨有个铁姑娘队，富合有闻名京郊的“三

朵红花”硬是靠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使不足百亩的田地增加

到 157.3 亩。

四是科学种田合理施肥。六十年代大干农业的热潮中，富

合人认定了只要适当多上肥，贫瘠土地也能长出好庄稼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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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肥抓起，改良土壤收到了效果。当时村民们为了多积肥，

积好肥，杀绝了村中的狗做肥料，家家拆了自己的土炕，掏完

厕所里的粪便，还要用水反复刷几次。为了多积肥，大力发展

养羊，最多时达 1500 多只。他们长年累月用人背、驴驮把肥

料送到山坡地里，土地肥沃了，粮食高产了，富合人却花掉了

巨大的代价。

五是加强田间管理，在选种、合理中耕上下功夫，当时的

目标是，田中不能有草，不能板结，一年下来竟记不清锄了多

少遍地。由于选种十分讲究，要从自己打的粮食中选，还从兄

弟村换些。有时为了弄到一批粮种，步行一百多里路出山背回

来。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困难再大也难不倒富合人，

他们始终坚持一个信念，靠天下白馍不成，只有干才有出路。

而富合人的干，则是百分之二百的投入，才换来那诸多的荣誉

和“富合人”的称号。

由于富合人出色的成绩和令人心服的实干精神，使富合的

名字誉满京郊，仅 1964 年全国各地就有二万人来到这个深山

村学习参观。北京市市委书记刘仁也来到了这里，同村民们合

影留念，鼓励富合人继续努力，取得更大成绩。1965 年北京

市市长彭真同志也乘直升飞机来到富合，因无平坦处降落，没

有亲到山村。彭真市长还亲自批准，对富合村进行表彰，一次

奖励了八匹马和一架风琴。村长隗福印、书记隗秉库相继被选

为市政协委员和市贫协委员、劳动模范。富合村自 1961 年到

1965 年中先后受到县市各级奖励。奖旗、奖状挂满了会议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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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一面墙壁。

1965 年 5 月房山县召开三级干部工作会议，总结表彰先进。

富合村从那时就成为房山县十二面红旗之一了。

艰苦奋斗建家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富合村学大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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