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芦城公社劳动力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

陆 学 艺

现在我国9
.

7亿人口中
, 8

.

1亿是农民
,

4 亿多劳动力中
, 3 亿多在农村

,

而我们的耕地

只有 1 5亿亩
,

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只耕种 5 亩地
。

这样多的劳力
,

种这样一点地
,

理应是种

得好
、

管得好的
,

但事实不然
,

不仅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

而且单产也

很低
。

1 9 7 8年我们粮食平均亩产才 5 48 斤
,

低于 日本
、

法国
、

西德和匈牙利
、

丹麦
、

荷兰等

国
。

棉花平均亩产56 斤
,

低于苏联
、

美国
、

危地马拉
、

墨西哥
、

土耳其
、

希腊等国
。

我国名义

上有那么多劳动力在农村
,

实 际上真正参加农业生产
,

特别是参加田间管理的却很少
,

而且不

是主要劳动力
。

正如我们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的
,

现在在田间劳作的主要是妇女和老人
。

这

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

也是应该引起人们深思的向题
。

最近
,

我到北京市大兴县芦城公社调查研究
,

着重调查了这个公社的劳动力使用情况
,

解剖一个麻雀
,

看到这方面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

芦城公社是大兴县较富裕的一个公社
,

是合作化后由穷变富的典型
。

全社 3 ,

38 1 户
,

48

个生产队
, 1 5

,

2 90 人
, 1 9 7 9年统计的男

、

女整半劳动力共有 7 , 2 39 个
。

从统计表上看
,

公社

一级使用的劳动力为 7 40 人
,

占10
.

2 % ; 大队一级使用的劳动力为 6 44 个
,

占8
.

9
一

% ; 生产队

一级使用的劳动力为 5
,

8 56 个
,

占8 0
.

9 %
。

在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业中
,

从事农业劳 动 的

为 5
,

7 3 9人
,

占总劳力的8 0 %
。

如果真象统计表上的数字
,

这样的安排
,

在 目前生产力条件下
,

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

但事实是
,

统计表远远没有反映客观的实际情况
,

请看最近的调查
:

一
、

公 社 机 构 庞 大

1
.

公社机关
:

党委书记 1 人 党委副书记 4 人 (其中兼公社主任 1 人)

公社副主任 3 人

党委办公室 2 人 政治组 4 人

共青团 1 人 公安员 2 人

武装部 2 人
·

妇 联 1 人

监察委员 1 人 知青办 2 人

广 播 4 人

(以上属党委系统共计27 人)

办事组 3 人 生产组 3 人

畜牧组 3 人 沼 气 1 人

水 利 3 人 农
、

机 2 人

电 站 2 人 科技站 3 人

林 业 2 人 工副业办公室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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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 2 人 电 话 4 人

财 务 2 人 电影队 2 人

管理员 1 人 炊事员 3 人

看 门 2 人

(以上属行政系统共 43 人 )

此外在公社机关办公
、

由县里财政开支的人员 (共有 15 人 ) :

信用社 9 人 粮管所 4 人

税务所 1 人 邮 局 1 人

3 项合计
,

公社机关共85 人
,

其中属国家编制的脱产千部23 人
,

其余62 人均为社调工
。

据公社的同志告诉我们
,

这个公社机关在办社初期只有 20 人
,

1 9 6 5年近40 人
,

现在发展

到 8 0多人
。

诚然
,

公社的各种事业是发展了
,

但这样一个 1 5
,

000 人的公社
,

脱产干部竟有85

人之多
,

占总人 口的 5. 6 %
,

这个比例是太大了
。

2
.

公社的工副业
:

拖拉机站 70 人 农机修造厂 84 人

水泥管厂 57 人 羊毛衫厂 100 人

基本建筑队 1 4 0人 服装厂 60 人

景泰蓝厂 32 人 汽车运输队 19 人

装卸队 13 人 良种场 40 人

兽医站 15 人 服务组 (理发
、

修车
“

一 ) 12 人

以上共计 12 个单位
, 6 42 人 (其中管理人员57 人 )都是公社集体企业的职工

,

当地称 为 社

调工
。

1 9 7 9年的工副业总产值为 2 00 万元
,

纯利润收人为347
,

2 00 元
,

全部上交给 公 社
。

这

是公社所有各项开支的主要财源
,

如1 9 7 9年开支各项行政管理费 (包括干部 工 资) 10 1
,

10 。

元中
,

由国家拨给的行政费只有 18
,

6 32 元
。

这 642 名职工
,

已经从生产队调出
,

不在生 产 队

记工分
,

不参加生产队分配
,

工资和奖金由企业分级支付
,

口粮由公社供给 (公社每年向各

生产队摊购
,

按国家收购牌价
,

再加价3 0 % )
。

3
.

由公社开支的事业单位
:

(共有 16 人)

敬老院
,

有工作人员 8 人
,

老人40 人
。

知青队
,

有工作人员 8 人
,

由宣武区分配来下乡知青70 人
。

4
.

由国家开支
,

设在芦城的企业事业单位
:

(共有357 人)

供销社共计 1 12 人
,

其中国家职工53 人
,

大集体职工 50 人
,

合同工 9 人
。

粮店巧人
。

中学 3 所
、

小学18 所
,

中小学教员共计205 人
,

其中属国家职工145 人
,

民办教师38 人
,

代课教师22 人
。

卫生院 25 人
。

以上 4 大类共计l
,

1 00 人
,

其中国家的脱产干部和职工 3 11 人
。

其余 7 89 人均为社调 工 或

享受类似社调工待遇的农业劳动力
,

占全公社劳动力的10
.

9 %
。

二
、

生产大队占用劳力很多

芦城公社共有 17 个生产大队
,

基本上是按原来的自然村划分的
。

这些年来
,

大队级机构

越来越大
,

人 员也越来越多
,

可以说是机关化了
。

我调查 了这个公社的东芦城大队
。

这个大

队有 4 个生产队
, 1

,

5 00 人
, 7 00 多个劳动力

,

大队级占用的劳动力的情况是这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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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长 1 人

民兵连长 1 人

会 计 1 人

(以上共 1 0人 )

人人人人人人
1 .
�21127A
�

1
.

大队部

支部书记 1 人

副大队长 4 人

团支书 1 人

保管 (出纳 ) 1 人

2
.

大队所属的事业单位

赤脚医生 2 人

电 工 2 人

水工 ( 自来水 ) 1 人

钉 掌 2 人

林业队 7 人

机务队 9 人

兽 医

电 磨

水 利

理 发

科技站

幼儿院

(以上共40 人)

3
.

大队的企业

大队养猪场 15 人 大队焊条厂 20 人

一
、

二队合办的服装厂 50 人 (以上共85 人)

这 3 类共计 1 35 人
。

这些在大队工作的各种人员
,

在统计上都属于从事农业的劳 动 力
,

但实际上他们基本上都不参与田间劳动的
。

他们是挣大队工分
,

吃大队的口粮
。

一般都是得

全大队的强劳动力的平均工分或略高于强劳力的工分
,
口粮也是吃平均口粮或略高于平均口

粮
。

从东芦城大队的情况看
,

这部分人员约占全大队总劳力的17
.

3 %
。

三
、

生产队的后勤人员很多

芦城公社共有48 个生产队
,

平均每个队 70
.

4户
、

31 8人
,

也有上百户
、

5 00 多人 一 个 队

的
。

我们调查了东芦城大队第一生产队
,

这个队 4 70 人
,

男女整半劳动力2 10 个
。

据了解
,

这

样大的一个生产队每天到大田劳作的人只有60 ~ 70 个
,

而且基本上都是妇女
。

为什么竟是这

样的呢 ? 劳动力都到哪儿去了?调查结果如下
:

1
.

生产队队部

生产队长 1 人 副队长 2 人

女副队长 2 人 会 计 1 人

记工员 1 人 保 管 1 人 (以上共 8 人)

2
.

后勤

大车把式 9 人 饲养员 2 人

手扶拖拉机手 1 人 猪 场 3 人

菜园子 10 人 瓜 田 5 人

放水员 8 人 (以上共38 人)

这两大类
,

当地统称为后勤
,

共46 人
。

另外
,

还有上述生产大队从这个队抽出的各种劳力

共计53 人 (其中大队干部 4 人
,

猪场 5 人
,

林场 2 人
,

科技组 2 人
,

机务队 4 人
,

幼儿班 1

人
,

民办教员 1 人
,

钉掌 1 人
,

理发 1 人
,

赤脚医生 1 人
,

服装厂25 人
,

焊条厂 6 人)
,

还

有在大兴酒厂当合同工的 2 人
,

建筑队当合同工的 7 人
。

生产队后勤
,

大队人员
,

合同工这 3 项共计108 人
,

这已占总劳力的50 % 以上
,

再 加 社

队临时的各种公差
,

加上病号和各种原因歇工的
,

乎时由作业组长带着下大田千活的
,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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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70 人 (占总劳力的30 % )
,

有时甚至只有50 多人
。

因为当千部的
,

出去当社调工的
,

开

拖拉机和队里搞
“

后勤
”

的绝大多数都是男的
,

都是强劳力
,

所以平时下大田干活的60 ~ 70

人
,

绝大部分都是妇女
。

所以
,

有人说
,

现在再说
“

妇女能顶半边天
”

已经不够了
,

现在的

农村
,

妇女简直是
“

里里外外一把手
”

了
。

芦城公社东芦城第一生产队
,

有8 00 亩耕地
,

80 %是水稻田
,

每人不到 2 亩耕 地
,

每 个

劳力耕种平均不到 4 亩田
,

劳动力按说是绰绰有余的
。

但因为各方面抽调走的劳力太多
,

特

别是
“

后勤
”

人员太多
,

真正到第一线稻 田里干活的只有 60 一 70 人
,

所以劳动力显得还是紧

张
。

上级要求在 6 月底就插完秧
,

最好是在 6 月25 日以前
,

这样可以抓住黄 金 季 节
,

可 是

1 9 8 0年就一直插到 7 月 5 日才勉强插完
。

相应地田间管理就拖后被动了
。

这个队在 1 9 7 0年总

产量就达到了七
、

八十万斤
、

亩产超过了9 00 斤
,

近 10 年来粮食的总产和单产徘徊不 前
,

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耕作制度改变 (1 9 6 8年开始改种稻麦两茬) 之后
,

田间管理跟不上
,

常

常因抢不住季节而减产
,

因为参加大田生产第一线劳动的人太少 了
。

现在大多数农村中
,

普遍感到劳动力过剩
,

要给过剩的劳动力谋出路
,

腾出一部分劳力

去从事工业
、

副业
、

商业
,

向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
,

这是完全必要的
,

对农村发展也是有利

的
。

而象芦城公社那样
,

情况不完全是如此
,

虽然也有一部分劳力去从事工业
、

副业了
,

但

有相当一部分劳力不该脱产的脱产了
,

该在生产第一线的却挤到
“

后勤
”

去了
。

致使一面是

劳力过剩
,

一面在生产第一线却又感到不足
。

还因为分配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因素
,

在生产

第一线的劳力也总感到吃亏
,

不安心农业生产
,

这对农业发展是很不利的
。

为什么会造成这

种状况的呢 ? 据我们在农村和千部社员座谈
,

原因有这样一些
:

第一
,

主要是政策方面的原因
。

现在农民把国家的千部和职工称为铁饭碗
,

旱涝保收 ;

把集体所有制的职工
、

当地的社调工称为塑料饭碗
,

挣工资
,

吃社调粮
,

有劳保待遇 ; 把挣

工分的称做为泥饭碗
。

吃塑料饭碗的总想去争铁饭碗
,

而吃泥饭碗的也是千方百计地去抢塑

料饭碗
。

这种比较普遍存在的倾向
,

对于要加强农业这个基础是很不利的
。

第二
,

吃泥饭碗的也有两种
。

同样是挣工分
,

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当
“

后勤
”

的
,

一般

是活路轻
,

而且是常年固定工分
,

挣的是满分
,

而在大田干活
,

也就是在生产第一线的
,

活路

重
,

刮风下雨
,

不 出工还没有分
。

所以在前勤的
,

也总想方设法要谋个后勤的差使
。

第三
,

现在的农村里
,

不仅公社
、

生产大队已经机关化 ; 机构庞大
,

人浮于事
,

而且生

产队也在 日渐机关化
,

说是没有脱产干部
,

实际上队长
、

会计
、

保管
、

民兵等等
,

挣工分不

干活
、

少干活的人实在太多
。

另外象 电工
、

水工这些人并不是整年有专业活干的
,

但因为是

分工固定化了
,

挣的又是常年工分
,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再不下去干大田的农活了
。

象东芦城第

一生产队
,

每天记工分到年终参加分配的有 2 10 人之多
,

而到田间干活 的
,

却 只 有 60 一 70

人
。

这件事实在是应该作一番研究和解决了
。

这个生产队的状况
,

不过是一个缩影
,

类似这

样的情况
,

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

生产队是农村最基层的生产单位
,

但大量的主要劳动

力却并不在生产的第一线
,

这说明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面还存在着问题
。

我们应该制

订相应的政策
,

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

使农业劳动力
、

特别是主要劳动力
,

能够积极地到生产第

一线去
,

使他们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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