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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大型经济学术资料系列丛书，也是一部工具书。
编辑的目的是为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工作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人员提供比
较系统全面的经济档案资料。

全书按专题立卷，包括综合、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
、交通邮电、外贸共10卷。

本书是《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内容包括：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
策；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发展农业生产的技术措施；农田水利建设；国营农场的发展；农作物的
发展；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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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
 一、发动农业生产大跃进
 二、建立农村人民公社
 三、农业税收政策
 四、支援农业政策的实施
 五、农业科学技术政策的实施
 六、农产品价格政策
第二部分 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调整
 一、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初步调整
 二、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公社体制调整的中断
 三、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重新调整
 四、“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和被否定
 五、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与停办
第三部分 发展农业生产的技术措施
 一、农作物品种改良和良种推广
 二、农作物栽培和耕作制度改革
 三、土壤改良和增施肥料
 四、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
 五、农具改良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第四部分 农田水利建设
 一、农田水利建设的方针政策
 二、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及其管理
 三、农田水利建设成就
第五部分 国营农场的发展
 一、发展国营农场的方针政策
 二、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
 三、国营农场发展情况
第六部分 农作物的发展
 一、粮食作物
 二、棉花
 三、油料
 四、蔬菜
 五、水果
 六、茶叶
 七、橡胶业
 八、麻、烟、糖、中药材等
第七部分 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的发展
 一、林业生产
 二、畜牧业生产
 三、渔业生产
 四、副业生产
第八部分 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一、农业生产统计
 二、农民生活情况
附录一 要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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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本卷所用部分资料书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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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八、关于工资制　　评定社员的工资，关系到每个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应当
办得更好。
各地许多人民公社都实行了评定工资级别，按照级别发固定工资。
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完善的。
为了促进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现在有些地方的公社实行了“死级活评”，即是把工资级别作为基础，
类似过去实行“死分活评”时的劳动底分，根据实际劳动情况评工记分，按所得的工分多少多发或者
少发工资。
还有些地方的公社采用了定额管理、评工记分、按劳动日分配的办法。
评工记分是从办合作社以来群众就熟悉的办法，看来把这个办法和评定工资级别的办法结合起来是适
宜的。
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各地公社应当根据这个原则，征求群众的意见，制订出一些简便易行的办法，把工资制度加以改善。
必须使每个社员都感到自己的劳动得到了合理的报酬，有利于劳动积极性的发扬。
　　九、关于供给制　　各地人民公社根据自己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分别实行了伙食供给制（包
括油、盐、菜蔬等）或者粮食供给制（不包括油、盐、菜蔬等）。
还有少数生产水平低、收入少的公社，实行了粮食半供给制，即是一部分口粮实行供给制，另一部分
口粮的代价在工资中扣除。
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符合于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因此必须坚持下去。
为了约束农村中的二流子和懒汉，人民公社应当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使供给制同按劳分配结合起来。
现在有的公社实行“定工吃饭，旷工交（饭）钱”的办法，还有的公社实行“基本伙食工分”的办法
，都是经过群众的民主评议，对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评定一定的劳动日或者劳动工分。
完成这些劳动日或者劳动工分，作为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条件，做不到的要补交伙食费。
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儿童，则仍然给以供给制的待遇。
这些办法既保持了供给制的优越性，使一些不能劳动的人吃饭问题得到保障，又体现了各尽所能、按
劳分配、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
这些办法，对于维护劳动纪律和鼓励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有利的，各地可以研究推行。
　　外出人员（机关干部、军人、职工、华侨等）的家属，原来是外出人员负担生活费用的，他们的
伙食供给不能由公社负担，应当由外出人员寄钱回来，向公社交伙食费或者按照家属参加公社劳动的
情况，交一部分伙食费。
外出人员寄给家属的钱，除了应当缴纳的伙食费以外，其余的全部归他们的家属支配，公社或者生产
队都不得扣留或者挪用。
如果外出人员的收人很少，确实无力养家，经过所在单位的证明和社员的评议，伙食费可以酌情减免
。
外出人员的家属如果不参加公社劳动的，自己愿意在家里做饭，不参加食堂的伙食，公社应当允许。
家中有赡养人口，本人没有经过公社准许，私自外出流动的，家中人口的伙食供给也不能由公社负担
，应当由个人自理。
　　为了节约粮食，公社的食堂可以在口粮依人定量的基础上实行饭票制度，每月结算一次，社员节
余的粮票可以从食堂换出粮食或者现金，归自己所有。
　　十、1959年的粮、棉生产指标　　1959年粮食产量10 500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两项指标必须
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完成。
稻、麦和玉米等在粮食产量中所占的比例需要提高，薯类产量的绝对数，除了薯类种植过分集中的地
区以外，一般也不宜降低，并且还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多种一些晚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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