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是工作革命化的突破口。这个月不仅在促

进生产方面，走出一条路子来，而且在提高

征管工作上也创造了一个好的条件。对自己

来说，收获也是不少的。深入了实际，接近

劳动群众，思想感情有了变化，是自我革命

的一个开端。

調查报告 用自 力更生的精神办水利

江 西 省 財 政厅临 川 工 作 組

  江 西 省 临 川 县 財 政 局

临川县桐源公社一九六四年冬季，利用

国家补助修一个水库的投资三千四百元，修

了五个水库。五个水库共筑土六万方，工程

总造价约三万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八倍。
原来计划修一个水库，只能灌溉两个大队的

六个生产队，有效灌溉面积是五百亩，现在

修五个水库可灌溉六个生产大队的二十个生

产队，有效灌溉面积二千零五十亩。水库建

成后，当年受益。受益地区种植面积扩大，

粮食增产，生产费用下降，社员收入增加。
据赤山、党溪、大田等五个生产大队的七个

生产队的调查统计，修水库以 后产量有了很

大的增长。一九六五年早稻产量比一九六四

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二季晚稻虽然普遭

虫灾，但由于种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七十，

预计产量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六十。这

七个生产队全年粮食总产量预计比一九六四

年增长百分之三十，每人平均增产粮食二百

零四斤。

桐源公社的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所以

能够取得花錢少、办事多的显著效果，是因

为公社党委经过社会主 义 敎 育 运动以后，

振起了革命精神，突出了政治，坚决贯彻了

“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发

动和依靠了广大群众，自己动手，艰苦奋斗

的结果。

从实际出发，眼睛向下

桐源公社接到临川县委、县人委的分配

指标，要求修一个郑坊水库之后，就结合部

署冬季农业生产的工作，先后两次在公社党

委扩大会上、两次大队主任会上和一次公社

三级干部会上作了研究，认眞地解决了兴修

水利中的一系列思想问題和实际问題。
开始，有人主张修大一些的水库。他们

说修大水库国家有錢补，有粮补，有技术人

员帮助，有四面八方的人 力支援。对修小水

库不感兴趣。公社党委分析，有这种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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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不是个別的，连公社党委本身过去也存

在着这种思想。为了解决这 个 现 实 思想问

題，公社党委举出了一九五九年修水库的两

个实例。当时计划修的一个筑土十几万方的

大水库，因为牵涉到移民等等问題，修了一

截就修不成了，而另外一个筑土两万方的小

水库，却当年兴建，当年就受了益。受益的

两个生产队的工分値由过去一个劳动日四角

錢提高到一块錢左右。回忆对比这两个事例

以 后，大家认识一致了，大水 库 是需 要办

的，但是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办大的条

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多办小的也能够起到大

的作用，现在只能够“以 小为主”。
县里分配的錢是要求修一个水库的，但

根据公社的实际情况，最少要修三个小水库

才能基本上滿足群众在一九六五年发展农业

生产中的迫切要求。到底修一 个 还 是 修三

个？有的认为，县里只拨一个水库的錢，修

好这一个就算完成了任务；有的认为，三千

四百元修一个水库已经够紧的，修三个就还

要县里拨錢来。公社党委研究后，感到修一

个水库不能滿足群众的要求，修三个水库要

求县里拨款也不现实，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鍵

还是要发动群众，自力更生。于是向大家提

出了这样一个建议，用补助修一个水库的錢

修三个水库。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群众热烈

拥护这个主张，确定修郑坊、池溪、桐源三

个小水库。每个水库补助一千元，用于购买

水泥、涵管等，如有超过，由受益生产大队

或生产队自行解决。个別队确有困难的，由

公社留下的四百元机动数中补助。以 后实际

执行结果，有的队虽略有超过，但都自行解

决了。这时，公社党委又根据大田大队的要

求，把留下的四百元机动款给他们，修南泥

坑、老虎坑两个水库，每个水库筑土三、四

千方。就这样，办了事，基本上滿足了群众

的要求，又沒有向上级多要錢。
劳动力是修水库中的一个大问題。受益

生产队的劳动力可以 不给报酬，但是非受益

生产队的劳动力就必须实行等价交换。怎样

交換呢？公社党委把全社的水利建设事业作

了全面的规划，计划从一九六四年冬开始，

每年冬季进行一批，到一九 七〇年 全 部完

成。非受益生产队给受益生产队帮工，以 土

方计算，由受益生产队出具欠条，以 后以 工

还工，一九七〇年全部还清。个别生产队沒

有水库修的，作的土方以每方三角錢计算，

由公社在收取的水费中解决。这样安排劳动

力的报酬问題，各个生产队都十分滿意，都

踊跃参加修水库的劳动。

公社領导到工地安营扎寨，

取得经驗，以点带面

三个水库的任务怎样去完成？桐源公社

党委研究决定，采取集中主要力量打歼灭战

的方法，一个一个地完成。这样作，第一，

可以避免分散領导精力和劳动力，保证工程

质量和工程进度；第 二，可以 突 破一点，

取得经验，有利于修其他水库。公社党委选

择了取土比较困难、土方任务比较大的郑坊

水库作为重点，党委书记周莱生亲自到工地

安营扎寨。周书记和公社其他干部在工地上

除了处理公社的日常工作外，着重地抓好了

工地上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参加劳动。周书记和其他公

社干部早上、上午都带头挑土，各大队主任

領队，全天跟班劳动，对社 员 们 的 影响很

大。有的说干部起早挑，我们也要起早挑，

有的说干部担得滿滿的，我们 挑 少 了 不像

样。
第二件事是抓好政治思想，关心民工生

活。利用黑板报、广播筒和召开必要的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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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反复宣传修水库是农民群众的事，是

为了搞社会主义，从而鼓舞了群众的革命干

劲。
第三件事是解决施工中的具体問題。例

如测量方面缺乏技术人员，埧址定在哪里？

公社干部就走群众路线，召集生产队的干部

和有经验的老农共同研究，实地察看。过去

参加修水利工程懂得一点测量技术的人，就

自己动手测量。然后拟定计划交群众讨论同

意后正式施工。
公社抓了以上这些工作，大大地调动了

群众的积极性，出工的人越来越多，干劲越

来越大。郑坊水库原计划只五百个劳动力，

以 后来了一千二百多人，原来群众估计要三

个半月完成任务，结果只用十五天的时间就

完成了。
郑坊水库修成后，公社干部有了经验，

群众有了信心，于是兵分两路，一路修桐源

水库，一路修池溪水库。两个水库的土方任

务都是一万三千方左右，劳动力各四百五十

人，取土条件也大致相同。在相互热烈的劳

动竞賽中，两个水库只用八天的时间双双完

成了任务，比公社原订计划提前了两天。

走大寨之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用一千块錢修一个水库，经 费 确 实 很

紧，受益生产队自己有些力量，但也不能花

錢太多，还要贯彻勤俭治水的原则。这就只

有走大寨之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这

个思想指导下，水库上的民工发扬了敢想敢

干和点滴节约的精神，錢少不仅沒有难住他

们，反而变成了促进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质

量的动力。
修郑坊水库时，要八百方石头搞护坡。原

计划需要五百斤炸药、三百五十个雷管。工

地財务人员一计算，要花去七百零五元。群

众一讨论，认为不合算。赤山大队党支部副

书记王才荣提出自己动手用铁扦去凿，旣省

炸药又省錢。公社党委在民工中挑选了一批

有打石经验的精壮劳动力，由王才荣带上山

自己动手干。铁扦子凿了 几 尺 深，手 腕肿

了，仍然坚持干下去。十二个 人 干 了 十五

天，只花了十五元黃烟津贴费就胜利地完成

了任务。
水库上所需要的建筑材料，除水泥、涵

管必需购买外，其他材料都本节约的原则，

能自己搞到的自己搞，能借 用 的 借 用。例

如，拌水泥的沙石，由受益队民工到十几里

路远的河边上拣来，拌水泥的木板是借的两

片门板，用后归还。
泥、木、铁工的工资每天是一元八角，

如果全請这些技工，一个水库就需要支出工

资一百多元。为了节省这笔开支，一方面是

少請或不請，自己动手，边学边做；另方面

采取生产队记工分，适当给黃烟津贴的办法。
郑坊水库由于最先动工，多 买 了 点 物

资，如用水泥自己做了个压路用的滾子，买

了打硪用的工具，木板、苧麻等有些结余，

所以多用了一些錢。以后池溪、桐源水库接

受了郑坊水库的经验，幷得到了郑坊水库多

余物资的支援，经费开支显著减少。大田大

队的两个水库一共只用了四百零六元。这五

个水库实际花的錢加在一起是四千七百三十

八元，县里拨了三千四百元，受益生产大队

和生产队解决了一千三百三十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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