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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学大寨”，新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场农
村运动，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
十六载岁月，出现了哪些不平凡的人物和事情？
它对之后中国社会的余震是什么⋯⋯本书用当事人回忆、报刊宣传、领导讲话、等第一手资料揭示新
中国那不平凡十六年的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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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静萍，女，1968年生，山西省交城县人，硕士，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著有《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陈永贵传》等书，先后在国
家级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劳动
分配办法述略》等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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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逐级发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场轰轰烈烈的
群众运动。
这场最初以改天换地、劈山造田、基本农田建设、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为主要内容，后来发展成
为&ldquo;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rdquo;工具的运动，曾引领中国农业发展、农村建设达16年之久
，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寨所以能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标杆和榜样，农业学大寨运动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固然是
毛泽东、党中央对大寨道路的赏识与认可的结果，但也和地方各级党委注重典型引路、关心爱护典型
和精心培植典型密不可分，没有大寨乡党委、昔阳县委、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对大寨典型的扶持和培
养，大寨是不可能迅速扬名并走出山西的。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逐级发动的结果，是由一乡、一县、一区、一省而发展至全国的。
　　第一节　乡县区党委对大寨的培育　　毫无疑问，大寨典型的显现是大寨人在党支部领导下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改造落后面貌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大寨乡、昔阳县、晋中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精心
呵护和培育。
　　一、大寨典型的显现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小山村，距县城5公里，地处太行山腹地，
背负太行余脉虎头山，山岭沟谷相间，平均海拔1000米。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近代以来以贫困著称。
1945年8月，获得解放的大寨村只有60多户人家，190余人，800多亩零散贫瘠的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
面坡上。
1946年冬，贾进才和陈永贵分别组织起农业互助组，带领贫苦农民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
1953年，陈永贵又积极响应号召，在大寨办起了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由于领导得法，初级社当年就显示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
到年底核算，全村粮食平均亩产124.9公斤，其中，农业社亩产131公斤，互助组亩产118公斤，单干户
亩产102公斤。
此后，入社农户迅速扩大，到1955年，大寨除了一户原来的地主被留在社外，73户农家全部加入了农
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12月26日，大寨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社。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寨成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的一个管理区，1961年改
为大寨大队。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
脑、有较高组织能力、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领导人。
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初级社成立伊始就制定了《十年造地计划》，向荒山要地，向河沟要粮，总目标
是十年内条条荒沟变良田，块块坡地变梯田，变跑土、跑水、跑肥的&ldquo;三跑田&rdquo;为保土、
保水、保肥的&ldquo;三保田&rdquo;，旱涝保收夺丰年。
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运用简单的生产工具，发扬愚公移
山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战天斗地，先后治理了白驼沟、后底沟、赵背峪
沟、小背峪沟、狼窝掌、麻黄沟、老坟沟七条沟，共垒起总长约1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
山渠，两个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将原来4700多块土地连成
了2900多块，还新增了80多亩好地 ①，另外还把200亩梁地大部分围起了一尺多高的地埂，对400亩坡
地进行了&ldquo;加边展堰、里切外垫、起高垫低、开肠剥肚&rdquo;的改造，使地块逐年变平，活土
层逐年加厚。
这些坡梁地由于有了土埂或石埂，既蓄水，又保土保肥，为秋水春用、抗旱防涝、稳产高产打下了基
础。
　　大寨人在百折不挠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的同时，还在陈永贵领导下，坚持科学种田
，综合应用&ldquo;八字宪法&rdquo;，大力革新农业生产技术，在田间作业上取得了显著成绩。
他们通过种试验田，实现了作物的优种化，彻底淘汰了&ldquo;祖宗种子&rdquo;，使粮食单产更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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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楼；掌握了各种土地不同作物的合理密植数据，使密植成为大幅度增产的一个有效手段；摸索出了
不同土性施用不同肥料的有效办法，弥补了土地板结和营养成分单一的缺陷，使大寨耕地越种越肥；
学会了植株的移植方法，使庄稼的成活率大大提高；实行了变&ldquo;三浅&rdquo;为&ldquo;三
深&rdquo;的耕作方法，深耕、深种和深刨的&ldquo;三深&rdquo;种植法成为大寨粮食高产的主要技术
经验；提出了间作混种，实行&ldquo;四不专种&rdquo;、&ldquo;三不空&rdquo;，既提高了产量又顾全
了品种。
　　由于大寨人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坚持不懈地开展了科学种田，将造地和养地相
结合，使耕地面积逐年扩大，农业技术推陈出新，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粮食产量稳步提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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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静萍自2008年6月开始着手撰写，历时3年，先后到国家和省级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数以千万字
计的文献档案和图书报刊资料，并走访了不少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亲历者，通过大量的一手史料对如此
漫长、曲折的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客观分析和高度的概括。
总结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无论对存史还是资政，都有着重要的历史认知意义和现实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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