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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鹤公社担任书记一职期间，洪德芳

不仅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全面推广，还带领农

民种植桔子树，培育河蚌，拉动了全公社的经

济增长。“我现在退休在家，但是有些千鹤的

村民依旧还记得我，每逢丰收季节，还有千鹤

村民会拿着自家种的几斤桔子来探望我。前

段时间，还有村民送了我一串珍珠项链。”洪

书记说，那是千鹤公社第一次种桔子、养珍

珠，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1980年也是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一年，

“计划生育也是从千鹤开始抓的。”洪德芳说，

为了起到表率的作用，这一计划首先要从

“头”抓起，从上至下开始实行，以思想工作先

行的方法劝导人们转变思想。那一年，计划

生育工作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开始向全

县推广。

1978建德开始播种杂交水稻，也取得了

良好的收益。1978年可以说是解决建德人民

温饱问题的关键一年，而洪德芳就是首批杂交

水稻在建德广泛播种的见证人，他见证了建德

人民由食不果腹走向粮食自足的变化。

千鹤农民不忘洪德芳书记的昔日情

讲述人：洪德芳，1934 年出生于建德长

宁隐将村。1956 年 6 月毕业于建德师范学

校，先后在建德县文教局、县委宣传部、县委

办公室、县知青办、千鹤公社等八个单位工作

过。曾任千鹤公社党委书记，县农业局党委

书记、主任、局长，县供销总社党委副书记，监

事会主任及县委委员，县（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农业工委主任等职务，于 1995 年 3 月退

休。

洪德芳：
建德首批杂交水稻在千鹤推广的主管者

谢小凤

1964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发

现了水稻不育株，开启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

历程。1973 年 10 月，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

研会议上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

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布中国灿型杂交

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6年，杂交水稻开

始在中国大面积推广。

1978年，洪德芳来到了建德千鹤大队蹲

点，负责首批杂交水稻的试验推广。洪德芳

虽然出生农民家庭，但是学校毕业以后，因为

文化程度较高，属于贫下中农，家庭成分好，

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县文教局工作，所以并

未从事过繁重的农业劳动。这次蹲点，他把

自己当做一名真正的农民，深入基层，从一颗

种子下地，到成长发芽，直至最后水稻成熟，

他都亲自参与其中。“当年，有事没事就扛着

一把锄头去田里转转，没啥事，除除草也是好

的。”没多久，洪德芳就与千鹤大队的村民打

成一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他的带领下，

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更高了。

生平第一次劳动贡献在千鹤

说起建德为什么杂交水稻的首批试点会

选在千鹤，这也是有原因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在建德境内流传着“妇女下田，

无米过年”的说法，民间甚至有“妇女踩过的

田不长庄稼”等荒诞言论。但农民分得了土

地，有的家庭劳动力严重不足，而千鹤村的妇

女率先走出家庭，走上田间地头。时任建德

县妇联主任的胡采薇就该情况写了一篇《千

鹤农业社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夏收夏种中

劳动力不足的困难》的总结报告。

1955年5月24日，《浙江农村工作通讯》

发表了这份报告，同年9月，该文被中共中央

办公厅编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一书

中，毛泽东主席亲自将题目改为《发动妇女投

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并写了

长达500余字的按语：“⋯⋯中国的妇女是一

项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

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

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的原则⋯⋯”60 年前，千鹤的妇女成了全国

的典范，千鹤也成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妇女能

顶半边天”理论的最早发源地。在那政治挂

帅的年代，千鹤成为建德首批杂交水稻的试

点当不足为奇。

建德首批杂交水稻试点选址千鹤

经过一年的辛苦努力，千鹤大队迎来了

水稻的大丰收，产量翻了一番，由原来的800

斤/亩增产到1600斤/亩。“在此之前，粮食都

很紧张，人们都管春天叫春荒。春季青黄不

接时，就容易闹饥荒。之后，农民的温饱问题

算是解决了”。第二年，洪德芳被提拔为千鹤

公社的党委书记，在全公社推广杂交水稻。

为了推广杂交水稻种植，他把千鹤公社六个

大队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召开现场会议。

经过一年实践，全公社实现了大丰收，每亩增

收400多斤水稻。

1980 的 7 月份是洪德芳至今依旧记忆

犹新的时节。因为七八月份正是农村收割庄

稼的好时机，但是那一年的 7 月 27 日却开始

下雨，一直下到了8月中旬才作罢，这给农民

收割庄稼造成了一个难题。好在洪德芳有深

厚的水稻种植经验，早在下雨之前就开始抢

收。下雨期间，学校、工厂、公社只要有空旷

的室内空地，就铺满了稻谷。“我记得当时就

连学校的教室里都摊满了稻谷，剩下部分没

干的稻谷就分到了户头上，让他们回家烘干，

尽量减少损失。”洪德芳说，那一年其他公社

都减产了，而千鹤公社持续增产。

当时，千鹤公社的黄栗坪大队属于基础比

较薄弱的大队，为了改善大队整体散漫落后的

现状，洪德芳整日往黄栗坪大队跑，下基层、访

民情、抓班子成员、与队员积极沟通，一年下来，

全公社粮食收入最窘迫的黄栗坪大队也实现了

大翻身。洪德芳也屡次受到梅城区领导的赞

赏，每次大会上，他都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

抢收稻谷避免了全公社的水稻减产

左前一为洪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