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剩余劳力改变山区面貌

围场县清泉公社大包干后

开创 出治 山治水的新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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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公社
,

地处河北省围场县的大老顶山脚下
,

是个地形复杂的山区社
。

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
,

随着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
,

在山 区建设上取得了 一 定 的成

绩
,

山山水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去年全社普遍实行了农业生产大包干
,

农业生产由多年来以集体经营为主
,

改变为

个体经营为主
。

在这种新形势下
,

他们把大批剩余劳力
,

引导到继续大搞治 山 治水上

来
,

开创出山区建设的新局面
。

“ 清泉
”
到底在哪里

清泉公社为啥取名
“
清泉

” 呢? 相传在清泉大队的村头上
,

有一个水泉
,

当年清朝

康熙皇帝到木兰围场行围打猎时来到这里
,

千军万马饮用不干
,

泉水总是清澈透底
。

康

熙道
: “

此乃清泉也互
” 因此而得名清泉

。

又传说
, “

清泉
”
是个宝泉

,

凉水一斤烧开

了还足重一斤
。

过去远处的人们
,

经常 来取清泉水
,

酿酒
、

沏茶
、

煎药
、

熬大烟
。

但由

于近几十年森林的破坏
,

过度开荒放牧
,

水土流失严重
,

致使水源枯竭
,

昔 日的清泉 已

经绝迹
。

社内的七山
、

九梁
、

十八洼
,

山峦起伏树木少
,

沟壑纵横沙石多
。

人称这里是

风来升级
,

雨来减量
,

雹来加码
,

洪水来了横流
;
风

、

沙
、

水
、

早
、

雹
、

霜等灾害年年有
,

十年就有九歉收
。

这个公社成了远近闻名的穷社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

清泉公社的领导班子经过了调整
,

党委主要领导成员从

调查研究本社历史和现实的生态状况入手
,

深入细致地考察山山水水
,

摸索当地的 自然

规律
,

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深刻地认识到
,

清泉
“
穷

”
就

“
穷

”
在 山 秃

、

河

宽
、

风沙大
、

水土流失严重上
。

在一次干部群众的大会上
,

公社书记李森同 志 提 出 了

“ 清泉
”
到底在哪里

,

绝迹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 怎样让 “ 清泉
” 涌出来的问题

,

同时代

表公社党委
,

公布了全社从根本上治穷致富的长远规划和具体措施
。

对全社的山
、

水
、

林
、

田
、

路全面规划
,

按小流域为单元
,

进行综合治理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开展以

水土保持与改善大地植被为重点的山区建设
。

会后
,

有一位老农扯住李森同志说
: “

李

书记你间
“
清泉 ,, 在哪里

,

就在村头那条干沙河底下压着呢
。

公社要想让 ` 清泉
万 涌出



来川亩

大包干后继续治理

去年清泉公社实行了农业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

在农村生产管理形式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
,

山区建设能不能搞 ? 怎 样 实 现 涌 清泉? 成 为 摆 在干部群众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

开始时
,

有人认为
“
说服教育不灵了

,

强迫命令不行了
,

山区建设得停 了
。 ”

还 有 的

说
: “

农业大包干
,

干部得清闲
。 ” 面对大包干后这个现实怎么办 ? 公社党委不是放任

自流
,

撒手不管
,

而是全面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
,

在引导群众努力完成各

项生产任务的同时
,

仍坚持不懈地组织开展山区建设
。

他们认真地算了一笔
.
劳力帐

” 。

全社有男女劳力 2
, 4 24 名

,

每年可出勤 5 0多万个工 日
,

除去农
、

牧
、

副各业用去 40 万个左

右外
,

还有 10 余万个剩余
。

这么一大批剩余劳力
,

若白白地浪费掉
,

是多么可惜呀 ! 对于

这些劳力
,

公社只有组织起来
,

开展山区建设
,

才是唯一治穷致富的出路
。

因此公社党委

研究决定
,

每打人一年承担 15 个山区建设工
,

在年初签定农业承包合同时
,

做为一个项

目写入合同书中
,

以增加集体劳动积累
,

加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

这样做算不算
“ 一

平二调 ” 呢 ? 他们组织干部对照上级的文件精神
,

反复讨论后认识到
,

虽然农业大包干
,

低山区建设必须集体统一管理
,

干部不是得清闲了
,

而是急需转变工作 作 风
,

加 强 领

导
。

大家表示
,

不管管理形式怎么变
,

继续进行山区建设的方向不能变
。

群众说
: “

人

随王法草随风
,

如今吃得饱
,

人心顺
,

干部怎么领咱就怎出工
。 ”

社队干部人不卸甲
,

马

不下鞍
,

带领群众继续向山区进军
,

决心非让
“
清泉 , 涌出来不可

。

公社副 主 任 董 焕

章
,

年近花甲
,

体弱多病
,

但他投有在家坐等
“ 末班车

” ,

仍坚持深入 山区 建 设 第一

线
; 有时中午不能下山

,

就与群众一起坐在山坡上啃干粮
, 看他验收工程时

,

亲 自测量

算账的那股认真劲
,

谁不说他象个严格的工程师 ! 水泉大队林业大队长于洪斌同志
,

在

去年春耕前后
,

不顾妻子重病和自家责任田播种
,

率领群众在专业队奋战了 31 天
,

直到

完工才肯下山
。

生产队长史振国带领社员用 36 天的时间
,

治理一条大沟
, 5条小沟

,

修

谷坊 26 6道
,

综合治理坡面 40 0亩
。

他天天坚持上山
,

一直走在社员的前面
。

正是因为清

泉公社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
,

所以
,

他们在实行责任制的新形式下
,

开创出山区建设的

新局面
。

朵一
、

继续发择集体的优越性
,

建立血定的骨千专业队
。
即以大队为单位建立由 5

一 7 个骨干组成的常年专业队
,

群众向集体投山区建设工时
,

由他们负责技术指导和施

工管理
。

他们都是来自群众中
,

是对改变家乡面貌有理想
、

有报负
,

热爱集体事业
,

能

够吃苦耐劳的人
。

常年专业队员的报酬
,

有林副业收入的大队由集体解决
,

无林副业收

入的大 队
,

从农业大包干集体提留中解决
。

到目前为止
,

全社群众 已投山区建设工 8万

余个
,

占全年计划的 78 蜡
。

第二
、

充分侧动个人治山洽水的积极性
。

这个公社在林业
一

“ 兰定” 过程中
,

经过统



一规划
,

把远山和水土流失严重
、

需要较多投工 的坡沟
,

留给集体统一治理 , 把零星分
-

散
、

植被较好而又便于个人经营管理
、

治理容易
、

收益快的近山分给社员
。 1 9 8 1年以来

,

全社共分下去 4 , 。40 亩
,

每户平均将近 3 亩
。

划定 自留山
,

颁发了使用证
,

社员吃了
“

定

心丸
” 。

社员承包的责任 田
,

大人孩子无论早晨晚上还是下雨阴天
,

投事就带上工具到

自留山劳动
,

有的搞工程
,

有的造林种草
。

不到 2年时间
,

全社 自留山共植树养草 2 , 2 20

亩
。

社员陈良分山后
,

营造了15 亩针阔叶混交林
,

成活率达 80 %
。

去年秋季还在林地里

割了 4 00 个羊草
。

这正是
,

万众一心治清泉
,

山也变来水也变
。

清泉喷涌指 日可待

清泉公社奋战了将近 4 年
,

山区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无山不 绿
,

有 水 皆 清
,

清泉喷涌指 日可待
。

当人们前往清泉公社越过豁子梁时
,

会看到这里山穷水尽的荒凉景象已成过去
。

放眼

望去
,

到处是生 机盎然的人工幼林和星罗棋布的水土保持工程
。

清泉大队的沙岭沟近 2 万

亩人工杨树林
,

已栽植 20 多年
,

过去一直是成林不成材
,

经过近几年封山抚育和防治病

虫害
,

己枝繁叶茂
,

胜似一道绿墙
,

锁住了风沙
,

保护了庄稼
。

社员搂树叶已能解决几

百户的烧柴
。

去年间伐出木材 1 00 余立方米
,

集体增加收入 1
.

5万余元
。

大队在沙岭沟 口

栽植的巨峰葡萄
,

果粒犹如鸽子蛋
,

惹人喜爱
。

昔 日水土流失严重的韩家沟
,

每年遇到

大雨
,

洪水夹带着泥沙
,

咆哮而下
,

严重威胁着沟外的几百亩农田 ; 沟 口的冲积扇一年

比一年高
,

越积越大
。

经过几年的治理
,

去年虽然降雨很大
,

下来的水不但没有沙石
,

而且水也不那么混浊了
。

水泉大队灌子洞沟
, 1 9 7 9年栽植的落叶松成活率达 80 %

,
已茁

壮成长
,

平均株高 1
.

2米
,

最高为 1
.

8米
,

个别单株 已结籽
。

由于这个大队几年来坚持连

续治理
,

使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
,

把不知沉睡多少年的大石头
,

也派上了用场
。

去年遭

受了多年不遇的暴雨
,

基本没有发生洪水灾害
。

秋季全大队在林地打草 30 余万斤
,

平均

每户近 2
,

0 0 0斤
。

这个公社的养羊业过去一直是下降趋势
。

由于大地植被的改善
,

去年 由 3 , 0 00 只增

加到 4 ,

00 0多只
。

特别是养兔业
,

由过去的几百只迅速发展到 1 万多只
,
已向国家

.

出 售

商品兔 5 , 0 00 只
,

增加收入 1 万多元
。

粮食生产
,

由多年吃国家的返销粮
,

今年 全 社除

完成 84 万斤的征购任务外
,

每人平均 口粮还能保证在 5 00 斤以上
。

几年的功夫
,

清泉公社真变了 ! 荒山变绿了
,

保持了水土
,

涵养了水源
,

改善了生

态环境
; 由穷变富裕了

,

增加了经济收入
,

提高了生活水平
,

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
。

如

今虽然还没有涌清泉
,

但人们坚信
,

造林就是蓄水
,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
,

持久地

开展山区建设
,

只要山变绿
,

清泉公社就会涌清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