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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以诠

1958年5月31日，石景山区建制撤销，
所辖地域大部分划归丰台区，五里坨、三家
店、田村等地区分别划归门头沟区和海淀区
管辖。时隔5年之后，在北京西郊冶金机械
工业集中的 85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
一个北京地区最早的区级新型政权的试点
—石景山办事处。

提出试点任务
时至1963年，石景山地区有8个国营大

中型企业（石景山钢铁公司、石景山发电厂、
特殊钢厂、重型电机厂、第二通用机械厂、锅
炉厂、水泥厂、修炮厂），职工37000人，家属
95000多人。由于工业的发展，职工队伍的
壮大，各厂逐步办起了食堂、宿舍、澡塘、学
校、医院等十余种福利事业。除配备专职副
厂长抓生活外，还设有福利科、房管科、膳食
科专门管理机构保证后勤服务。逐渐形成
了一个工厂一个社会的局面。由于各厂自
成体系，各自为政，对于区域内公共市政建
设及行政管理、社会治安等问题，无法实行
统一管理。长此以往，厂与厂之间，厂与区
域行政部门之间的矛盾，不断引起企业领导
和区、市领导的重视。1963 年 3 月，石景山
钢铁公司等企业提出恢复石景山行政区的
建议。随后，市委、市人委召集各厂负责人
会议，听取意见，共同研究城市政权如何更
好地为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服务的问题。
1963年4月，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在石景山
钢铁公司召开会议，传达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关于在石景山地区试验由政府统一管理福
利事业的指示：即改变各厂自办一套生活福
利事业的做法，由当地党委和政府统一管
理，以便企业从繁重的生活后勤服务中解放
出来，把精力集中到生产第一线，以适应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这一指
示精神，6月5日市人委第10次会议确定了
在石景山地区进行城市政权的试点工作—
设立石景山办事处，相当于区级政权的建
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办事处试点的任务是：
1、逐步改变各厂各办一套职工生活福

利事业的做法，由政府加以统一管理，使企
业领导集中精力抓好生产。同时，逐步消灭
各厂生活福利方面的差别，使政权直接为生
产、为职工服务。

2、工人参加政权管理。办事处的工作
人员从工人中选举或派遣，工资不高于熟练
工人最高工资，他们的工作应当接受工人群
众的监督与支持，实行能上能下、能官能民
的轮换制度。

3、办事处的各级机构，树立革命化作
风，消除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影响，没有官僚
主义和文牍主义。

办事处建立
1963年4月，筹建办事处工作开始。一

是抽调干部。市委、市人委根据彭真关于搞
好城市工作，必须解决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中，防止产生高薪阶层和修正主义弊病的思
路，提出办事处的机构，按巴黎公社的原则
组建。5月间，刘仁、万里、崔月犁等领导召
开八大厂党委书记会议，指示各厂抽一至两
名领导干部到办事处搞筹建工作。1963年
9月至12月期间，市委组织部、市工业部先
后两次下达抽调工人和工人出身干部的任
务。到 1963 年底，办事处干部中从市有关
部门、丰台区、八大厂抽调的有241人，其中
八大厂抽调146人，占干部总数的61%。这
支干部队伍的组成，对落实市委由工人参与
政权管理，克服官僚主义，建立工人监督机
制，创出了一条路子。

二是确定机构。1963年8月1日，市编
委批准石景山办事处党委和办事处行政编
制。党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委
会。办事处设三室（办公室、街道办公室、财
贸办公室）、五科（人事科、劳动科、民政科、
财政科、建设科）、四局（卫生局、文教局、税
务局、公安分局）、二院（检察院、法院）及工
青妇、武装部和街道办事处机构。总编制
336人。

三是进行交接。1963年7月8日，接管
了丰台区在这一地区的财贸、文教、卫生、政
法、街道等工作。接管八大厂福利事业时，
实行“两权不动，两权交出，一权分管”的原
则。产权和使用权仍属原企业所有；人权、
管理权交办事处；其中应归企业留用的部分
如职工的理发、洗澡津贴由工厂发付，其余
移交办事处，定期分别向各厂结帐、报销。
实际上是“分灶吃饭”“代客经营”的方式。
按照这个原则，到1963年底，共接办了33个
食堂、9个托儿所、7个浴室、2个合同医院、
29个医疗保健单位、8所职工学校、30个职
工集体宿舍和总面积达538000平方米的生
活用房，划归办事处的后勤职工有 2300 余
人，拨出经费约650万元。

至此，办事处的任务由筹建交接转到正
式履行地方政府各项职责。

取得初步成绩
办事处的试点工作，从始至终一直受到

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关注。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1963年10月22日批准的《第
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指出：企业生活福
利设施，要“逐步移交给市人民委员会的有
关部门，统一经营管理”，“使这些事业更好
地为生产服务，为职工生活服务”，并明确指
出：石景山办事处要“对各工厂的生活福利
事业，试行统一管理”。

彭真、刘仁、万里、贾庭三等市委领导同

志，多次听取情况汇报，检查工作，及时指
示，明确了试点的方向，督促工作的开展。
彭真同志说：办事处根本的一条，就是搞老
革命根据地的一套，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成为人民的勤务员。刘仁同志说：办事处要
保证生产，为生产服务。

石景山办事处建立后，由政府统一管理
福利事业，减轻了企业负担，发挥了福利部
门人力、设备的潜力，改善了社会环境。

生活福利事业实行统管后，由工厂的二
线变成了一线，加强了领导，经营管理和服
务质量都有了普遍的提高，职工集体宿舍的
卫生、环境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宿舍管理服
务项目增加，服务质量提高，住宿职工有了
一个安静、方便、整洁的栖息场所。职工食
堂实行了成本核算，改变了过去大盈大亏无
所谓的状态，基本上做到了按质计价，伙食
质量稳定，不少食堂还做到了服务到车间、
现场。改善了职工住宅区的房屋修缮，石钢
过去只有一个修缮队，修缮不及时，大修年
年外包，办事处接管后，实行分片负责维修，
修管结合，方便了住户，还充实了修缮队伍，
承担了大修任务，工厂很满意。其他如业余
教育、医疗保健、托儿所的工作，也都有了不
少改进。

城市建设管理方面，办事处建立后，立
即履行地方政府的职责，一改过去这个地区
城市工作无人管理的状况，无论是市政建设
管理、社会治安、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商业
服务业及职工家属等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
大的改观。

政权建设方面，按照市委和彭真同志指
示，实行工人参加政权管理，办事处工作人
员，主要从工厂职工中选调，组成了办事处
党委系统、行政系统、司法系统的机构。并
先后进行了三次机构调整，打破了“上下对
口”，实行精简合并。按照试点要求，还拟实
行办事处干部定期由工厂工人轮换的制度，
建立工人监督机制。

办事处建立三年间，先后三次开展机关
革命化运动，两次抽调119名机关干部组成
工作队，深入基层、深入集体宿舍、职工食堂
调查研究，同职工实行“三同”，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总结经验。石钢八宿舍和发电厂食
堂的经验，在地区交流推广，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干部的思想、作风也
得到了锻炼。

遗留问题
由地方政府统一经营管理工厂的生活

福利事业，在试点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政
策、体制方面的问题，一是各厂现有生活福
利事业有贫有富，职工福利待遇有差别，政
府接管后平调不平调？二是厂办福利事业
多和生产混在一起，生产上给予的有形无形
的补贴很多，政府接管后是由国家赔钱，还
是向职工多收费？三是厂办福利事业方面
的用人、用钱和进行基本建设，是由企业直

属上级审批、拨款的。政府接管后，这种体
制能否延续，如果企业直属上级不像原先那
样关心职工生活，政府怎么办？

试验，允许突破某些现行制度，但是，在
事关数万职工的切身利益问题上，不能不从
实际出发慎重从事。

经费问题。每年由生活福利部门提出
预算，需经办事处与各厂分别协商后才能确
定；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如有变动或增加开
支项目，仍需找工厂协商；根据实际需要，兴
办计划外生活福利事业，要求工厂在经常费
以外增加拨款，更需找工厂反复协商。不仅
手续繁琐，而且往往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生活福利部门的人员管理问题。生活
福利部门的职工，表面上由工厂交出了，但
实际上这部分职工和工厂有不可分割的联
系，为这些职工的调出调入，择优汰劣，双方
不断扯皮；这些职工的临时缺勤补充、困难
补助等需经工厂批准；职工中许多现实问题
的解决，不如过去及时。

生活福利事业的用水、用电、运输问
题。过去是和生产事业混在一起的，生产给
予的补贴很多。移交办事处后，虽然协议仍
由工厂继续供给使用，但实际执行过程中，
有些工厂把这看成是额外负担而不积极支
持，引起争议。

组织领导形式问题。过去是工厂一元
化领导，移交办事处后，生活福利部门对生
产进展情况不甚了解，工人突击紧急任务，
搞竞赛，食堂未能及时改善伙食，送饭到现
场；托儿所没有适时延长看管时间，主动配
合。生产岗位的工人有意见，找不到主管领
导反映。

这些现象，反映了工厂在把管理生活福
利事业的职责移交政府后，工厂由生活福利
事业的经营者变成了消费者，他们关心的是
生活福利事业的“产出”，卡住的是“投入”，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三年的试验中，办事处一直围绕着这
些问题不断地探索，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提出了一个
又一个方案，真心实意地进行试验，就财务
管理、人事管理、交接范围和组织形式等问
题，提出了不少改进试点的方案。但是，“文
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市党群城区文化革
命委员会宣布撤销彭真书记的职务，石景山
办事处也以“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试点”被批
判，试点工作自行终止。到1967年8月，市
革命委员会决定把石景山办事处改名为石
景山区，正式结束了办事处的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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