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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ꎮ 中国大陆除四川、 云南、
贵州、 西康①、 西藏等地外ꎬ 均获得了解放ꎮ 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毛泽

东主席解放大西南的战略部署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第一野战军一

部ꎬ 以 ６０ 万人的兵力进军西南地区ꎮ １２ 月ꎬ 西康省宣布和平解放ꎬ 中共中央

西南局 (简称 “西南局” ) 下达向西康进军的命令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ꎬ 人民解放

军进驻西康雅安城ꎬ 雅安地区解放ꎮ 从此ꎬ 揭开了雅安历史新的篇章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 雅安和全国各地一样ꎬ 认真贯彻实施新民主主

义纲领ꎬ 接管国民党地方旧政权ꎬ 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ꎬ 开展征

粮、 剿匪、 镇压反革命、 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 土地改革等各项民主改革和

社会改革运动ꎬ 迅速恢复生产ꎬ 大力发展国民经济ꎬ 为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建

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ꎮ １９５３ 年ꎬ 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ꎬ 雅安

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ꎬ 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ꎬ 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ꎬ 为实现有步骤有计划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ꎮ 到 １９５６ 年底ꎬ 基本完成了国家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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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康ꎬ 中国旧省名ꎬ 简称康ꎬ 设置于民国二十八年 (１９３９ 年)ꎮ 西康省地处中国西南

部ꎬ 东壤四川、 西邻西藏、 南接云南、 北连青海ꎬ 辖宁属、 雅属 (雅安、 天全、 芦山、 宝兴、
荥经、 汉源 ６ 个县)、 康属等地ꎮ １９５０ 年西康省解放ꎮ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撤销西康省建制的决议»ꎻ １０ 月 １ 日ꎬ 国务院按照全国人大 «决
议» 正式撤销西康省ꎬ 将西康省所属行政区域划归四川省ꎮ



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ꎮ

第一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随着雅安地区各县的相继解放ꎬ 人民解放军对其所辖区域实施军事管

制ꎬ 接管国民党地方旧政权ꎬ 迅速组建雅安各级地方党组织ꎬ 建立人民民主

政权机构和群众组织ꎬ 确立和巩固革命秩序ꎮ 各地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发挥了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作用ꎮ

一、 雅安地区全境解放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司令朱德发布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ꎬ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追击阶

段ꎮ ２３ 日ꎬ 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ꎮ ７ 月 １６ 日ꎬ 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中央西

南局ꎬ 统一指挥解放大西南作战和领导西南地区解放后有关政治、 经济、 军事

及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ꎮ １０ 月ꎬ 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至重庆ꎬ 企图占据

西南地区作为大陆的 “反共基地”ꎮ 为了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图谋ꎬ 毛泽东主

席和中央军委作出歼灭在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ꎮ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中共

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刘伯承为第二书记、 贺龙为第三书记ꎻ 同

时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ꎻ 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ꎬ 邓小平为政治

委员ꎬ 分别统筹解放西南和经营川、 康、 滇、 黔及西藏事宜ꎮ

１１ 月ꎬ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ꎬ 在刘伯承、 邓小平、 彭德怀、

贺龙等的指挥下ꎬ 联合发起成都战役ꎮ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党的统战

政策影响下ꎬ 国民党高级将领相继宣布起义ꎮ １２ 月 ９ 日ꎬ 国民党西康省主

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ꎬ 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 潘文

华等在四川彭县签署起义通电ꎮ １２ 月 １２ 日凌晨ꎬ 起义通电通过中共在雅安

的秘密电台发给毛泽东主席、 朱德总司令ꎬ 宣布川西、 西康起义ꎬ 脱离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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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权ꎬ 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ꎮ 同日ꎬ 驻雅国民党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刘

元瑄在雅安召开军政人员大会ꎬ 举行起义仪式ꎬ 宣布并庆祝西康省起义ꎮ 国

民党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在康定宣布西康省响应刘文辉、 邓锡侯、 潘文华在

彭县的起义通电ꎬ 即日起义ꎮ １３ 日ꎬ 驻雅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部举行起义

誓师大会ꎬ 发布 «告全体官兵书»ꎮ １４ 日ꎬ 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改为西康省临时军政会议) 在雅安成立ꎬ 刘文辉被推为主任委员ꎬ 刘

元瑄任副主任委员ꎬ 委员会由起义的军政领导人、 中共雅安党组织和民盟、

民革及有关各界代表组成ꎬ 统一领导西康省的军政事宜ꎮ １７ 日ꎬ 杨正南

(受中共川东特委领导) 负责的中共党组织以 “中国共产党西康临时工作委

员会” 名义ꎬ 同 “中国民主同盟西康省支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西康

省支会” 首次公开发表联合声明ꎬ 号召全省人民肃清蒋介石、 胡宗南残部ꎬ

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ꎮ 同日ꎬ 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撤销许荣范雅安县长

职务ꎬ 由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罗西玲代理县长ꎮ
１２ 月中旬ꎬ 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在宜宾率部起义ꎬ 彻底打

乱了蒋介石 “固守大西南” 的计划ꎮ 随着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部

逐一被歼直至全军覆灭ꎬ 国民党军西南防线全面崩溃ꎮ 国民党军胡宗南、 王

陵基部约 １０ 个团沿成都至雅安公路向西逃窜ꎬ 妄图固守西康ꎮ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刘伯承、 邓小平、 贺龙向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出警告ꎬ 命令他们放下武

器ꎬ 停止抵抗ꎮ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ꎬ ２４ 日ꎬ 国民党第十五兵

团司令罗广文、 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菲率其残部在彭县起义ꎮ ２５ 日ꎬ 国民

党第十六兵团在川陕鄂边区绥靖署副主任董宋珩及兵团副司令曾苏元带领下

在什邡、 金堂起义ꎻ 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在德阳率部起义ꎻ 国民党第

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ꎮ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成都战役胜利结

束ꎮ ３０ 日ꎬ 贺龙率解放军第十八兵团领导机关及第六十军进驻成都ꎬ 四川

(除川西少数民族地区外) 宣告解放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驻防名山县的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四一一团响应刘文辉、
邓锡侯、 潘文华在彭县的起义通电ꎬ 积极迎接名山解放ꎮ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名山县宣布解放ꎬ 从而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西康开辟了前进的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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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南局的指示ꎬ 西南军区下达进军西康省的命令ꎬ 确定

了解放军各兵团分片包干的地区ꎮ 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负责川西、 川北、 西康

和成都卫戍ꎮ 由解放军第六十军兼川西军区 (下辖温江、 绵阳、 眉山、 茂县

军分区) 和成都市警备司令部ꎻ 解放军第六十一军兼川北军区 (下辖剑阁、

遂宁、 达县、 南充军分区)ꎻ 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兼西康军区 (下辖西昌、 雅

安、 康定军分区)ꎮ 遂由解放军第六十二军担负进军西康省的任务ꎮ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 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在广汉召开党委扩大会议ꎬ 刘忠传

达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关于由第六十二军执行解放西康的命令ꎬ 第十八兵团政治

部主任胡耀邦作动员讲话ꎬ 廖志高介绍西康情况ꎮ 会议明确了进军西康、 解放

西康、 建设西康的战斗任务ꎮ １７ 日ꎬ 第十八兵团在成都召开第六十二军营以

上干部会议ꎬ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 副司令员王维舟和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

第在会上讲话ꎬ 勉励大家去胜利地完成解放西康、 建设西康的光荣任务ꎬ 并赠

送第六十二军 “历史壮举、 无尚光荣” 等 １４ 面锦旗ꎬ 给部队以极大鼓舞ꎮ ２５
日ꎬ 第十八兵团党委发布 «告六十二军全体党员及指战员书»ꎬ 发出向西康进

军的命令ꎮ 由此拉开了进军西康、 解放西康、 建设西康的帷幕ꎮ

１ 月 ２５ 日ꎬ 中国共产党西康区委员会 (简称 “西康区党委” ) 在成都

成立ꎮ 廖志高任书记ꎬ 秦力生任副书记ꎮ 刘忠、 鲁瑞林、 金昭典、 方升普、
白认、 苗逢澍、 张铁民、 周子桢为委员ꎮ

１ 月 ２６ 日ꎬ 廖志高、 刘忠等率解放军第六十二军第一八五师师直一部

及五五五团组成的 “挺进西康先锋团” 和西康省党政军机关以及入康的党

政干部ꎬ 分别从广汉、 成都出发ꎬ 沿成雅公路经新津、 邛崃、 名山等地挺进

西康ꎮ ２ 月 １ 日ꎬ 入康的人民解放军及党政干部ꎬ 经名山县进入西康雅安

城ꎮ 解放军进城时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ꎮ 原西康省军政负责人、 国民党第

二十四军起义将领、 雅安各机关团体以及各界民众代表在刘元瑄、 王靖宇的

率领下ꎬ 和雅安市民一道ꎬ 冒着蒙蒙细雨ꎬ 齐集羌江铁索桥 (文辉桥) 南

岸桥头列队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ꎮ 廖志高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讲话ꎮ
西康区党委和人民解放军进驻雅安ꎬ 开始担负起西康党政军的领导

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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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一八五师五五五团三营随即接管了原由国民党第二十四军担负

的雅安城防任务ꎮ 随后ꎬ 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军直机关ꎬ 第一八五师五五三

团ꎬ 第一八六师及军骑兵团分别从成都地区出发ꎬ 沿途击退土匪武装的袭

扰ꎬ 于 ２ 月 １３ 日先后到达雅安ꎮ

为了坚决彻底地消灭国民党残敌穷寇ꎬ 迅速解放西康全境ꎬ 支援解放军

兄弟部队进军西藏ꎬ 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决定ꎬ 第一八五师五五五团立即行

动ꎬ 首先解放雅属六县ꎬ 并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及其匪特ꎮ

２ 月 ７ 日ꎬ 解放军第一八五师五五五团一个连在副营长郭俊祥的率领

下ꎬ 从雅安出发ꎮ ２ 月 ８ 日到达天全县城ꎬ 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ꎬ 天全

解放ꎮ

２ 月 ７ 日ꎬ 解放军第一八五师五五五团团长杨春雨、 政治委员吴林泉ꎬ

率团直和第一、 二营从雅安出发ꎬ 经飞仙关、 横山岗ꎬ 于当晚到达芦山县

城ꎮ ２ 月 ８ 日ꎬ 宣告芦山解放ꎮ

２ 月 ８ 日ꎬ 解放军第一八五师五五三团一部从雅安出发ꎬ 于 ２ 月 ９ 日上

午到达荥经县城ꎬ 受到荥经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ꎬ 荥经解放ꎮ

３ 月 ２３ 日ꎬ 解放军第一八四师五五一团翻越大相岭ꎬ 到达汉源县城清

溪ꎬ 汉源解放ꎮ

５ 月 １５ 日ꎬ 解放军一八五师五五五团三营九连ꎬ 在中共地下党员唐绍

清、 民主人士李祥熊的引导下ꎬ 从芦山出发进入宝兴县城ꎬ 宝兴解放ꎮ

雅安地区全境解放ꎬ 为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盘踞在西康省康属、 宁属和

昌都等地的国民党胡宗南残部创造了有利条件ꎬ 也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打

通了前进的道路ꎮ

二、 军事管制与接管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

临时宪法作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简称 «共同纲领» )ꎮ

«共同纲领» 第十四条规定: “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ꎬ 应一律实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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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管制ꎬ 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ꎬ 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

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ꎬ 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ꎬ 镇压反革

命活动”ꎮ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出 «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

员提出四项忠告»ꎬ 要求 “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ꎬ 停止破坏ꎬ 听候改

编”ꎻ “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工作等人员ꎬ 应即保护原

有机关学校财产、 用具、 档案ꎬ 听候接收ꎬ 无论其属高级、 中级或下级职

员ꎬ 本军均一律本着宽大政策ꎬ 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ꎻ “乡保人员ꎬ 应即

在解放军指示下ꎬ 维持地方秩序ꎬ 为解放军办差事”①ꎮ 因此ꎬ 接管国民党

旧政权ꎬ 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ꎬ 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ꎬ 就成为当前的中心

任务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 日ꎬ 解放军第六十二军进驻雅安后ꎬ 为了迅速接管国民党

旧政权ꎬ 建立人民的新政权ꎬ 保障人民利益ꎬ 维护社会安宁ꎬ 确立革命秩

序ꎬ 奉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 政治委员邓小平的 «命令»ꎬ 于 ２ 月 ２ 日

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 (简称 “雅安军管会” 或 “军管

会” )ꎮ 根据 «命令»ꎬ 雅安军管会为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ꎬ 统一

管理军事、 政治、 经济、 文化等事宜ꎬ 并对旧政权进行接管ꎮ 军管会作为特

殊时期的一种军事性、 临时性的政权机关ꎬ 客观上起着人民权力机关的

作用ꎮ

雅安军管会由廖志高、 刘忠、 白认、 秦力生、 鲁瑞林、 金昭典、 刘元

瑄、 时曙明、 黄觉奄、 杨正南、 朱刚 １１ 人组成ꎬ 廖志高任军管会主任ꎬ 刘

忠、 白认为副主任ꎮ 为了便于有效地开展工作ꎬ 雅安军管会下设秘书处、 公

安处、 财经接管处、 政务接管处、 文教接管处和军事接管处ꎬ 分别由黄觉

奄、 金昭典、 白认、 时曙明、 安庆洙、 朱刚负责各接管处工作ꎮ

２ 月 ２ 日ꎬ 雅安军管会举行首次会议ꎬ 部署接管旧政权工作ꎮ 会议宣

布: 从即日起ꎬ 开始接管国民党旧政权所属的一切公共机构和公用设施ꎬ 没

收官僚资本ꎬ 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ꎬ 维护社会治安ꎬ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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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ꎮ 会议要求: 要和平接管ꎬ 有秩序的移交ꎻ 要农村接管和城市接管同时进

行ꎻ 要安定社会秩序ꎬ 肃清反革命武装ꎻ 要迅速稳定金融ꎬ 解决税收、 粮

食、 禁烟等问题ꎻ 要依靠和发动群众ꎬ 加强调查研究ꎬ 解决好各种问题ꎮ

为了加强对旧政府各机关、 厂矿企业接管工作的领导ꎬ 雅安军管会派出

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事代表黄云忠ꎬ 西康军管区军事代表苏景轼ꎬ 西康高等

法院军事代表邱文山ꎬ 西康省田粮处军事代表杨玉才ꎬ 西康省雅安造纸厂军

事代表朱世权、 王先林ꎬ 西康省雅安皮革厂军事代表郭惠生、 张永义ꎬ 雅安

水电厂军事代表傅玉华、 赵德保ꎬ 西康省立雅安中学军事代表王孝勋ꎬ 国民

党西康省党部雅安办事处、 雅安县党部军事代表薛兴邦ꎬ 雅安县政府军事代

表王正元ꎬ 雅安县参议会军事代表秦长胜ꎬ 雅安地方法院军事代表姚显文ꎬ

雅安县税捐处军事代表贾靖芜ꎬ 雅安县警察局军事代表安联星等人负责进行

接管ꎮ

按照西南局确定的先城市后农村、 先接收后管理的指示ꎬ 以及雅安军管

会农村接管和城市接管同时进行的要求ꎬ 雅安各地的接管工作有步骤地全面

拉开ꎮ

(一) 广泛宣传党的政策ꎮ 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在雅安的长期统治和反

动宣传ꎬ 以及解放初期国民党特务四处造谣破坏ꎬ 使得人们对共产党及其政

策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ꎬ 所以心存疑虑ꎬ 人心惶惶ꎮ 为了消除人们的顾

虑ꎬ 增强对党的政策的了解ꎬ 稳定人心ꎬ 军管会以及各地党组织通过召开座

谈会、 学习会等多种形式ꎬ 广泛宣传讲解 “约法八章”①、 «共同纲领» 及中

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政策、 法令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 雅安军管会召开雅安各

７第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①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以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的形式ꎬ 发布对新解放区的基本政策ꎬ 主要内容是: 一、 保

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ꎮ 二、 保护工商农牧业ꎮ 三、 没收官僚资本ꎮ 四、 保护一切公私学

校、 医院、 文化教育机关、 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ꎮ 五、 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

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ꎬ 凡不持枪抵抗ꎬ 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ꎬ 一

律不加俘虏ꎬ 不加逮捕ꎬ 不加侮辱ꎮ 六、 一切散兵游勇ꎬ 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

投诚报到ꎬ 交出武器ꎮ 七、 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ꎬ 逐步提高农业生产

水平ꎬ 改善人民生活ꎮ 八、 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ꎮ 这些政策以后统称 “约法八章”ꎮ



界人士座谈会ꎬ 广泛宣传党的政策ꎮ 廖志高在会上发表讲话ꎬ 号召各界人民

要团结一致ꎬ 克服困难ꎬ 共同建设新西康、 新雅安ꎮ ２ 月 ８ 日ꎬ 芦山县人民

政府召集芦山旧政府各机关职员ꎬ 申明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 “约法八

章”ꎬ 学习 «共同纲领»ꎬ 并宣布接管事宜ꎮ 由于各地开展的政治、 政策宣

传深入人心ꎬ 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很快了解和认识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

政策ꎬ 大力支持、 主动配合ꎬ 积极为军管会提供情况ꎬ 协助接管ꎬ 从而使接

管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ꎮ

(二) 贯彻执行 “自上而下ꎬ 各按系统ꎬ 原封不动ꎬ 先接后分ꎬ 接管结

合” 的方针ꎮ 一是抓紧对旧政权机构进行全部接收ꎬ 并实现逐步改造ꎻ 二是

对银行、 税务等财经部门进行接管ꎬ 实行改组和改造ꎮ １９５０ 年初ꎬ 雅安军

管会迅速接管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农民银行ꎬ

以及西康省银行等金融机构ꎮ ２ 月 ６ 日ꎬ 雅安军管会发出布告: 自即日起ꎬ

所有交易、 财务、 纳税及一切公私往来ꎬ 均以人民币为计算支付单位ꎬ 禁止

国民政府时期的纸币流通ꎮ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开始在市场流通ꎬ 同

时也在使用银元ꎮ ６ 月起ꎬ 西康省财政委员会宣布禁止银元流通ꎬ 雅安城乡

通行人民币ꎮ 三是对工厂、 学校、 医院等生产和文教部门进行接管ꎮ 为了避

免这些部门遭到破坏和损失ꎬ 尽快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ꎬ 基本上是原封不

动ꎬ 整套接管ꎮ 此外ꎬ 对公产公物一并进行接收接管ꎮ ２ 月 ２１ 日ꎬ 雅安军

管会发出布告: 所有未发现未接管的公产、 官僚资本ꎬ 统限于 ３ 月 ２５ 日前

自报本会ꎮ

按照军管会要求ꎬ 芦山县接管民政组、 教育组接收了部分档案、 用具、
房产、 药品器材等ꎬ 财务组接收旧币 ｌ０ ８０ 万元、 大米 １５ ７５ 石、 黄谷 １５６

石、 玉米 ３ 斗ꎻ 荥经县接管旧政权房屋 ２４ 间、 田 ６４ 公顷、 现大洋 ４６ 元、

黄谷 ６４４ 石ꎮ 其余各县同时也积极开展接管工作ꎮ

(三) 接收安置旧职员ꎮ 对在旧政府机关、 事业、 学校中服务的旧职员

贯彻 “包下来” 的政策ꎬ 采取集中培训、 审查和改造ꎬ 然后进行妥善安置ꎬ
给予工作和生活的出路ꎬ 以争取大批旧职员为人民政府工作ꎮ 雅安军管会

“为改造雅安各机关旧职员ꎬ 兴办一个旧公教人员训练班ꎬ 参加学习者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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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ꎮ 学习内容分为上大课与小组讨论ꎬ 大课是学习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及 «邓小平在西南人民代表会上的报告» 等

结业后即分配工作ꎮ”① 西康省省级商业、 税务、 农林、 水利、 工业、 交通、

邮电、 银行、 文教、 卫生等部门相继举办一些不同类型的训练班ꎬ 培训新招

和留用的知识分子ꎮ 对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和技术人员ꎬ 将其安排在重要

岗位上ꎬ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９ 日ꎬ 天全县召开全体旧政府人

员会议ꎬ 讲解共产党的政策ꎬ 指出所有旧政府人员原工作不动ꎬ 听候接管ꎮ

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有工做ꎬ 有饭吃ꎬ 一切按中央政策办ꎮ ２ 月 １６ 日ꎬ 天全

县人民政府派军事代表接管邮电局ꎬ 实行军管ꎬ 原有职工 １６ 人留用ꎮ ６ 月

中旬ꎬ 汉源县对旧教职员进行登记ꎬ 通过审查考核ꎬ 录用中学教师 ３４ 人ꎬ

小学教师 ２３１ 人ꎮ 名山县接收旧政权人员 ４３７ 人ꎬ 其中留用 ２０９ 人ꎬ 学习训

练 １２５ 人ꎮ 芦山县共接收旧政府职员 ６４ 人ꎬ 按 “坦白无罪ꎬ 立功受奖ꎬ 隐

瞒必惩” 和 “愿留者安排工作ꎬ 愿走者发给路费” 的政策ꎬ 留用 ２８ 人ꎬ 转

业任教 ５ 人ꎬ 送训 ６ 人ꎬ 待处理 １３ 人ꎬ 愿走者 １２ 人ꎮ 荥经县接收原有职员

１３９ 人ꎬ 留用和暂时留用 ６０ 人ꎬ 请长假和申请回家 ５０ 人ꎬ 送雅安军管会学

习 ５ 人ꎬ 清除 ２４ 人ꎮ 宝兴县对和平解放宝兴有功的原临时政府人员进行了

妥善安置ꎮ

(四) 坚决及时取缔原有的反动组织ꎬ 收缴其财物和档案资料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雅安军管会颁布 «收缴非法武器、 电台的办法» 和 «中国国民

党、 三青团、 中国青年党、 民主社会党登记办法»ꎬ 宣布: 凡国民党、 三青

团、 中国青年党、 民主社会党均为非法组织ꎬ 自布告之日起ꎬ 一律予以解

散ꎬ 停止活动ꎮ 其机关即行查封ꎬ 所有财产、 档案ꎬ 应予没收ꎮ 上述党团之

负责人及其特务人员ꎬ 以及散兵游勇等ꎬ 均须于布告之日起 ５ 日内到本会公

安处进行登记ꎬ 改过自新ꎮ 本会对该组织人员ꎬ 本着宽大政策ꎬ 从宽处理ꎮ

倘敢继续活动ꎬ 阴谋破坏者ꎬ 一经查明ꎬ 定予严办ꎮ 凡属非法私藏隐匿武

器、 弹药、 无线电收发报机者ꎬ 应自布告之日起ꎬ 登记上缴ꎮ ２ 月 ２８ 日ꎬ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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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军管会发出布告ꎬ 指出: 国民内政部调查统计局及其所属一切组织ꎻ 国民

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及其所属一切组织ꎻ 以及其它与之性质相同的一切组织ꎬ

应一律解散ꎬ 停止活动ꎬ 并没收其所属公产、 档案ꎬ 其人员须于公布之日起

５ 日内赴本会公安处声明登记ꎬ 悔过自新ꎬ 立功赎罪ꎮ 本会本着 “首恶必

办、 胁从者不问、 立功者受奖” 之既定政策ꎬ 分别轻重ꎬ 从宽处理ꎬ 倘敢隐

匿不报ꎬ 或继续活动者ꎬ 一经查出ꎬ 决予严惩ꎮ 窝藏者处罪ꎬ 知情报告属实

者奖ꎮ 布告公布之后ꎬ 雅安各县接管组迅速采取行动ꎬ 芦山县秘书组接收电

话机 ２ 部、 手枪 ４ 支、 子弹百余发、 用具百余件ꎬ 公安组接收国民党和民社

党党员名册、 长短枪 ２８ 支、 犯人 １６ 名ꎻ 荥经县接管旧政权的县政府、 警察

局、 法院、 邮局、 电信局、 发电厂移交的文件、 档案、 图记等资料ꎬ 接收手

枪 １７ 支、 步枪 ２ 支、 子弹 ３６ 发ꎻ 宝兴县接收小组派出干部ꎬ 在原各机关供

职人员的协助下ꎬ 经过摸底调查ꎬ 掌握了旧政府机关中县政府、 警察局、 自

卫总队部、 参议会、 国民党县党部、 民社党、 青年党、 西康省内政部宝兴调

查处等情况ꎬ 接收原各机关的档案、 文件、 图记、 各党派填报的成员名册和

原国民党县党部、 参议会历年收支鸦片烟的账本ꎬ 收缴鸦片烟 ４ 公斤ꎬ 收得

长短枪支 ３００ 余支ꎮ 雅安、 汉源、 天全县同时开展取缔反动组织ꎬ 收缴其财

物和档案资料的工作ꎮ
西康区党委十分重视接管工作ꎬ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５ 日ꎬ 在召开的入康干部会

议上ꎬ 中共南方局代表、 雅安秘密电台负责人王少春介绍了西康的政治、 经

济、 文化等情况ꎮ １５ 日ꎬ 南下入康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与在雅安坚持地下斗

争的中共党员举行会师大会ꎬ 并吸收部分地方党员参加军管会和接管工作ꎮ
在接管国民党旧政权时ꎬ 受派遣的各县党政干部分别随人民解放军进驻ꎬ 对

国民党地方政府及所属单位实施全面接管ꎬ 确保了雅安各地接管工作的顺利

开展ꎮ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２２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ꎮ 廖志高在讲到接管工作

时指出: 除军事接管外ꎬ 我们共接收了 ４７ 个单位、 ９４４ 人ꎮ 共接管银元

３４７９６ 元 (雅安 ９３５２ 元)ꎬ 黄金 ８４１ ６６９ 两 (雅安 ７８ １９９ 两)ꎬ 白银 １００９

两ꎬ 汽车 ６ 辆ꎬ 食盐 ５４３３２ 斤ꎬ 粮食 ２１ ３ 万斤 (雅安 ２０ 万斤)ꎬ 茶叶 ２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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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ꎬ 枪支 ８０ 枝 (步枪 ６７ 支、 手枪 １３ 支)ꎬ 子弹 １２７３ 发ꎬ 电台 ３ 部ꎬ 造纸

机 １ 部ꎬ 军衣 ９ 万套ꎮ 在接管过程中ꎬ 由于大家全力以赴、 及时接管ꎬ 整个

接管工作未发生大的问题ꎬ 按时完成了接管工作任务ꎮ

(五) 对起义、 投诚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改造ꎮ 西南地区是祖国大陆解放

较晚ꎬ 国民党军起义、 投诚部队最多ꎬ 情况也最复杂的一个地区ꎮ 针对这一

情况ꎬ 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把改造起义、 投诚部队作为 １９５０ 年上半年的

中心工作ꎮ １ 月 １０ 日ꎬ 西南局、 西南军区发出 «关于处理与改造起义投诚

部队的指示»ꎬ 开始对国民党旧军队进行彻底改造ꎮ 西康区党委和西康军区

按照 “宜集不宜散ꎬ 宜养不宜赶ꎻ 集中整理ꎬ 认真改造ꎬ 分别对象ꎬ 逐步处

理ꎬ 使之各得其所ꎬ 不使其散之四方ꎬ 且不为蒋匪利用ꎬ 扰乱社会” 的方

针ꎬ 对西康起义的刘文辉部进行接收与改造ꎬ 即按实有人数进行整编ꎬ 不打

乱其合组人员ꎬ 解放军只派干部和指挥员参与其间进行领导和指挥ꎮ 对地方

民团、 散兵游勇ꎬ 将其武器全部集中ꎬ 军官调出ꎬ 士兵集中学习后ꎬ 分不同

情况进行处理ꎬ 愿意回乡者发给遣散费ꎬ 其余的给予适当安置ꎮ 对国民党上

校级和将级以上军官ꎬ 集中到西南军区和军政大学学习ꎮ 对起义中作出贡献

的高级军官给予妥善安排ꎬ 如刘文辉由中央直接安排ꎬ 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

员会副主席ꎻ 张为炯安排为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ꎻ 刘元瑄安排为西康省军

区副司令员ꎬ 其余人员也分别在西康省人民政府的厅、 局或专署等单位安排

了职务ꎮ 到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ꎬ 对西康起义的刘文辉部的接收与改造工作基本

完成ꎮ

雅安地区的军事管制、 和平接管接收以及改造工作的顺利完成ꎬ 为巩固

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建立革命秩序和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ꎮ

三、 党政军机构的建立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ꎬ 中共中央决定在四川分设川东、 川南、 川西、 川北 ４ 个省

级行政区以及西康省、 中央直辖的重庆市ꎬ 分别组建各区、 省、 市党委ꎬ 由

中央西南局统一领导ꎻ 组建四区一省一市的政府机构ꎬ 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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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ꎮ 西康区党委和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ꎬ 迅速组建雅安地区各级党政

军机构ꎮ

(一) 省级党政军机构的建立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ꎬ 西康区党委成立ꎬ 揭开了西康历史的新篇章ꎬ 标志着西康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ꎮ 从此ꎬ 西康区党委担负起带领西康各族人民翻

身做主人、 建设新社会的历史重任ꎮ ２ 月 １ 日ꎬ 西康区党委进驻雅安ꎮ ２ 月ꎬ

西康区党委设常委ꎮ 廖志高为书记ꎬ 刘忠为第一副书记ꎬ 秦力生为第二副书

记ꎬ 鲁瑞林、 金昭典为常委ꎮ 西康区党委办公室由张铁民担任秘书长ꎬ 组织

部由秦力生兼任部长ꎬ 宣传部由安庆洙代理副部长ꎬ 统战部由方升普担任

部长ꎮ

按照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 政治委员邓小平签署

“队干字第 ２ 号” 令ꎬ ２ 月 ７ 日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军区 (简称 “西康军

区” ) 在雅安成立ꎮ 刘忠任西康军区司令员ꎬ 廖志高任政委ꎬ 方升普任副

司令员ꎬ 鲁瑞林任副政委ꎬ 熊奎任参谋长ꎬ 高德西任政治部主任ꎬ 朱炳仁任

后勤部副部长ꎮ 西康军区辖雅安、 西昌、 康定、 昌都 (后交由解放军第十八

军管理) ４ 个军分区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廖志高为西康省人民政府

主席ꎬ 张为炯、 鲁瑞林为副主席ꎮ 同日ꎬ 召开首次省政务会议ꎬ 宣布西康省

人民政府正式成立ꎬ 并开始行使职权ꎮ 西康省人民政府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

直接领导ꎬ 并取代 ２ 月成立的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ꎮ

西康省隶属西南行政区ꎬ 辖雅安、 西昌、 康定 ３ 个专区ꎬ 省会设雅安ꎮ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ꎬ 经中共中央、 西南局批准ꎬ 同意中国共产党西康区委员会

改称为中国共产党西康省委员会 (简称 “西康省委” )ꎮ 廖志高任西康省委

书记ꎬ 原西康区党委委员继任为省委委员ꎮ １ 月 ２３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发出通

知ꎬ 自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ꎬ 中国共产党西康区委员会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

西康省委员会ꎮ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１９ 日ꎬ 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

开ꎮ 会议根据 １９５４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规定ꎬ 将西康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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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称为西康省人民委员会ꎬ 其辖区不变ꎮ
(二) 专、 县党政军群机构的建立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雅安地区ꎬ 西康区党委随即开展建立各级地方党政

军群机构工作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７ 日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雅安军分区在雅安成立 (简称 “雅
安军分区” 或 “军分区” )ꎮ 涂则生任雅安军分区司令员ꎬ 孔骏彪任政治委

员ꎮ 雅安军分区由解放军第一八五师兼署ꎬ 下辖 ３ 个步兵团和 １ 个炮兵

大队ꎮ

３ 月 ２２ 日ꎬ 经西康区党委研究决定ꎬ 西南局批准ꎬ 中国共产党雅安地

方委员会 (简称 “雅安地委” 或 “地委” ) 成立ꎮ 雅安地委由孔骏彪、 孙

传学、 涂则生、 尚思光、 牛明智、 秦长胜、 吴显忠、 何允夫、 张鹏云、 朱刚

等 １０ 人组成ꎬ 孔骏彪任地委书记ꎬ 孙传学任副书记ꎮ 地委设秘书处、 组织

部、 宣传部等工作部门ꎮ 秘书处由王泽民任副秘书长主持工作ꎬ 组织部由秦

长胜任部长ꎬ 宣传部由何允夫任部长ꎮ 雅安地委隶属西康区党委领导ꎬ 原由

西康区党委直接领导的雅安、 荥经、 汉源、 天全、 芦山、 宝兴 ６ 个县委改隶

雅安地委领导ꎮ

雅安地委成立后ꎬ 西康区党委要求地委当前应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１
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ꎬ 整顿建立乡村人民政权ꎬ 注意抓好春耕生产、 筹粮

等工作ꎻ ２ 要以剿匪为中心ꎬ 集中使用现有的兵力ꎬ 搞好统战宣传以利发

动群众搞好剿匪ꎻ ３ 召开地委扩大会议ꎬ 明确任务ꎬ 统一政策ꎮ ３ 月 ３０ 日ꎬ

地委召开首届扩大会议ꎬ 讨论通过了对雅区情况的认识、 目前工作的方针与

任务等几项决议ꎮ 地委决定把目前工作的重心放置到农村ꎬ 依靠广大群众完

成剿匪、 征粮、 支前等任务ꎮ

４ 月 １ 日ꎬ 西康省人民政府奉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刘伯承电令: 西康基

本解放ꎬ 为了有效地开展剿匪、 治安、 生产建设等工作ꎬ 安定人民生活ꎬ 积

极支援解放西藏ꎬ 立即成立雅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简称 “雅安专署” 或

“专署” )ꎬ 下辖天全、 芦山、 宝兴、 雅安、 荥经、 汉源等 ６ 县ꎬ 任命曹惠

文为雅安专署专员ꎮ 同日ꎬ 雅安专署颁布布告: 本署遵令宣告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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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区党委于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在成都组建后ꎬ 研究组建雅属六县的党、 政

机构ꎮ ２ 月ꎬ 受命的党政干部随人民解放军分别进驻雅属六县ꎬ 迅速组建县

级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ꎮ

１ 月ꎬ 西康区党委任命卫璜为天全县委书记ꎬ 王瑞为县委副书记兼组织

部长ꎬ 王纯仁、 刘学东等 １２ 人为县委委员ꎬ 组成中国共产党天全县委员会ꎮ
２ 月 ８ 日ꎬ 县委书记卫璜、 县人民政府县长王纯仁等党政人员随解放军第六

十二军第一八五师五五五团一营一连到达天全县ꎮ 天全县委作出接管旧政

权、 建立革命新秩序、 征粮等 ３ 项工作计划ꎮ １８ 日ꎬ 天全县人民政府发布

通告ꎬ 宣告天全县人民政府成立ꎮ
１ 月ꎬ 西康区党委决定组建中国共产党宝兴县委员会ꎬ 任命王泽民为县

委副书记 (当时未任命书记)ꎬ 刘挺、 王德山等为县委委员ꎬ 开展争取和平

解放宝兴的工作ꎮ ２ 月ꎬ 经西康区党委批准ꎬ 组建宝兴县人民政府ꎬ 陈建初

为代理县长、 刘挺为副县长ꎮ ５ 月 １５ 日ꎬ 派往宝兴的 ２３ 名党政干部随解放

军第六十二军第一八五师五五五团三营九连进入宝兴县城ꎮ 中共宝兴县委、

宝兴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ꎮ

２ 月 ３ 日ꎬ 西南军政委员会电令: 王正元任雅安县人民政府县长ꎮ ５ 日ꎬ

王正元带领人员接管雅安县旧政权工作ꎬ 宣告雅安县人民政府成立ꎮ 同日ꎬ
中国共产党雅安县委员会成立ꎮ 西康区党委决定雅安县委由秦长胜、 霍九

锡、 解子仁、 王正元等组成ꎬ 秦长胜任县委书记ꎮ 县委设秘书室、 组织部、

宣传部等工作部门ꎮ

２ 月 ６ 日ꎬ 西康区党委在雅安召开扩大会议ꎬ 组建中国共产党芦山县委

员会ꎬ 任命郝仲山为县委书记ꎬ 马如龙为县委委员兼县人民政府县长ꎮ ７

日ꎬ 郝仲山、 马如龙率 ３４ 名党政干部随解放军第六十二军第一八五师五五

五团团部及一、 二营到达芦山县城ꎮ ８ 日ꎬ 芦山县人民政府成立ꎮ

２ 月 ６ 日ꎬ 西康区党委决定ꎬ 由郭英、 卜毅民、 王夫 ３ 人组成中国共产

党荥经县委员会ꎮ ９ 日ꎬ 县委书记郭英、 县人民政府县长卜毅民率 ２８ 名党

政干部随解放军第六十二军第一八五师五五三团一部到达荥经县城ꎮ １１ 日ꎬ

中共荥经县委、 荥经县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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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月 ６ 日ꎬ 西康区党委决定ꎬ 组建中国共产党汉源县委员会ꎬ 任命王一

木为县委书记ꎬ 刘征为县委委员ꎮ ３ 月 ２３ 日ꎬ 王一木等 ２８ 名党政干部随解

放军第六十二军第一八五师五五三团进军汉源ꎬ 达到清溪县城ꎮ ２５ 日ꎬ 汉

源县人民政府成立ꎬ 文自立为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ꎮ １９５０ 年ꎬ 汉源县治所

由清溪镇迁至九襄镇ꎮ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６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 〔内民第 ２０３
号〕 批复ꎬ 汉源县人民政府驻地由汉源场 (今汉源县九襄镇) 迁至富林镇ꎮ

在建立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机构的同时ꎬ 雅安军管会查封取消国民党

统治时期成立的伪工会、 伪农会等组织ꎮ 从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到 １９５２ 年底ꎬ 雅安

地区相继组建党领导下的工会、 青年团、 妇联、 农协、 青联等各级人民群团

组织ꎬ 这些群团组织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ꎮ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初ꎬ 中共川西区委任命苏兴为名山县委书记ꎮ １４ 日ꎬ 由川

西行署任命的名山县人民政府县长苏兴带领 １８ 名党政干部到达名山县ꎬ 与

名山地下党同志取得了联系ꎮ １ 月 １６ 日ꎬ 在名山县城中山公园 (原名山县

蒙阳镇小学内) 召开大会ꎬ 宣布接管旧政权ꎬ 成立名山县人民政府ꎮ ５ 月 ７

日ꎬ 中共眉山地委决定ꎬ 由苏兴、 刘怀武、 土万育、 冯浩源、 王新民 ５ 人组

成中国共产党名山县委员会ꎮ 苏兴任县委书记ꎬ 刘怀武任副书记兼宣传部

长ꎬ 土万育兼组织部长ꎬ 冯浩源兼新店区委书记ꎬ 王新民兼公安局长ꎮ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 撤销四川眉山专员公署ꎬ 名山县隶属四川温江专员公署ꎮ

１９５４ 年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５４) 国发戎 ３０ 号电示: 四川省的名山县

自本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划归西康省雅安专区ꎮ 名山县委隶属西康省雅安地委领

导ꎬ 朱山兵任县委书记ꎮ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名山县正式划归西康省ꎬ 隶属雅

安专区ꎮ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经西南局批准ꎬ 同意西康区党委 «关于建立雅安市

人民政府的请示报告»ꎬ 任命路达为中共雅安市委书记、 王正元为雅安市人

民政府市长ꎮ ６ 月 ２０ 日ꎬ 中国共产党西康省雅安市委员会 (简称 “雅安市

委” ) 和西康省雅安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ꎬ 直属西康区党委、 西康省人民

政府领导ꎮ ７ 月 ２５ 日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政行齐字 １８６ 号〕 批复ꎬ 设

立雅安市 (县级)ꎬ 以雅安县城区为其行政区域ꎬ 由西康省直辖ꎮ ８ 月ꎬ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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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省划出雅安县所辖的城厢区 １９ 个居民段、 孝廉乡 (今雨城区姚桥镇) ７
个村ꎬ 河北乡的一至四保ꎬ 蔡龙乡的上、 中、 下坝以及城南乡 ６ 个村ꎬ 对岩

乡的第八保等ꎬ 归雅安市管辖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ꎬ 西康省撤销后ꎬ 雅安市交雅

安专区管辖ꎬ 雅安市委隶属雅安地委领导ꎮ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批复ꎬ 正式撤销雅安市ꎬ 将雅安市行政区域全部并入雅安县ꎮ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４ 日ꎬ 西南局批准西康区党委 ３ 月 ２２ 日的报告ꎬ 任命张志

远为中共石棉县委书记ꎬ 张霖为县委副书记兼县人民政府县长ꎮ ５ 月ꎬ 张志

远等 １０ 余名党政干部到达农场 (今石棉县新棉镇)ꎬ 筹建石棉县ꎮ 中国共产

党石棉县委员会 (临时) 正式建立ꎮ ６ 月 １ 日ꎬ 筹建石棉县人民政府ꎬ 西康

省人民政府委任张霖为县人民政府县长ꎮ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９ 日ꎬ 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 〔政政李字第 ５１ 号〕 文件批复: “西康省雅安专区汉源县属美罗区与

西昌专区越西县属安顺区划设为石棉县ꎬ 县治设农场ꎮ” 石棉县正式建置ꎮ ７
月 ２５ 日ꎬ 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令ꎬ 将雅安专区汉源县美罗区和西昌

专区越西县安顺区合并ꎬ 增设石棉县ꎮ

四、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早在 １９４８ 年、 １９４９ 年ꎬ 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ꎬ 要求一切新解放的城

市、 新解放的地区ꎬ 在条件许可时要及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ꎬ 并强调要

把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当作一件大事去办ꎬ 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

信”ꎮ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通过的 «共同纲领» 明确规定: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

大会召开以前ꎬ 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ꎮ”

随着西南各地的相继解放ꎬ 西南局于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发出 «关于迅速

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ꎬ 指出: 各地要迅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ꎬ 要

把这一工作 “视为团结新区各界人民ꎬ 克服困难ꎬ 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方

法”ꎮ 西康区党委要求全省各地迅速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ꎮ 雅安地委按照

西南局和西康区党委的指示ꎬ 要求全区各地要善于运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的方法ꎬ 团结多数ꎬ 孤立反动派ꎬ 取得主动ꎬ 使工作能比较顺利地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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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ꎬ 雅属各县相继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３ 日至 ７ 日ꎬ 雅安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ꎬ 应到代

表 １９３ 名ꎬ 出席代表 １７０ 名ꎮ 廖志高、 方升普、 秦力生、 曹慧文等到会讲

话ꎮ 县人民政府县长王正元作政府工作报告ꎬ 县委书记申宁作总结报告ꎮ 会

议作出剿匪、 征粮、 恢复生产三项决议ꎮ 会议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

致敬电ꎬ 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献旗ꎬ 通过了致进军西藏的解放军第十八军的

慰问信ꎻ 选出第一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常务委员 １５ 人ꎬ 以及出席西

康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４ 人ꎮ 会议期间ꎬ 收到提案 ３１ 件ꎬ

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分类为 ５９ 件ꎬ 对其中急需办理的送大会作出决议ꎬ
其余交有关部门处理ꎮ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５ 月 ４ 日ꎬ 汉源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１５５ 名ꎮ 县委书记王一木、 代理县长文自立分别作工作报告ꎮ 会议讨论征

粮、 支前、 剿匪、 生产救荒和加强各界人民团结等问题ꎮ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１４ 日ꎬ 荥经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ꎬ 出席

代表 １２８ 名ꎮ 会议听取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ꎬ 选举 １３ 人组成常务委员会ꎬ

讨论剿匪、 征粮、 生产三项任务ꎬ 通过修建烈士纪念碑的决议ꎮ

５ 月 １１ 日ꎬ 天全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１４０
名ꎮ 会议商定: 一是深入开展剿匪斗争ꎮ 要继续收集匪情ꎬ 肃清潜匪和散

匪ꎬ 认真贯彻 “首恶必办ꎬ 胁从不问ꎬ 立功受奖” 的政策ꎮ 二是建立治安

支前委员会ꎮ 治安支前委员会是乡、 保权力机关ꎬ 为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ꎬ

其职权在乡长、 保长之上ꎮ 要求到会代表宣传政策ꎬ 发动群众ꎬ 侦查报告匪

踪ꎬ 捕捉匪首ꎬ 追查匪特谣言ꎬ 清查匪特隐匿枪支等ꎮ 三是完成田赋旧欠催

收和征借粮任务ꎮ 要在工作中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ꎬ 逐步扩大依靠力量ꎮ 四

是进行生产救荒ꎬ 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ꎮ 要按季节完成春播夏收ꎬ 以恢复

和发展生产ꎬ 战胜饥荒ꎮ 同时政府拨出粮食ꎬ 帮助群众渡过夏荒ꎮ 会议通过

协商ꎬ 选举卫璜、 王纯仁、 吴林泉、 高梦鹤等 １５ 人组成天全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常务委员会ꎮ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１２ 日ꎬ 宝兴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ꎮ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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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７５ 名ꎬ 其中农民代表 ２４ 名ꎬ 妇女代表 ５ 名ꎬ 工人代表 ３ 名ꎬ 党政军代

表 １３ 名ꎬ 商界代表 １ 名ꎬ 医药界代表 ９ 名ꎬ 农村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师代表 ４

名ꎬ 新闻界代表 １ 名ꎬ 开明绅士代表 １５ 名ꎮ 会议听取县人民政府关于宝兴

县解放两个月来的工作报告ꎬ 讨论筹粮、 生产和剿匪三大工作ꎮ 会议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选举 １５ 人组成宝兴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ꎬ 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刘挺当选为主任委员ꎮ 会议提出提案 ３６ 条ꎮ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１７ 日ꎬ 芦山县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ꎮ 到会代表 ９２

名ꎮ 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治安、 生产、 征粮工作ꎮ 会议就剿匪肃特、 减租退

押、 支前、 征粮、 生产救灾等任务作出决议ꎮ 会议选举产生首届常务委员

１３ 人ꎬ 其中主席 １ 人ꎬ 副主席 ２ 人ꎬ 秘书长 １ 人ꎬ 委员 ９ 人ꎮ １３ 名常务委员

中ꎬ 有工人 １ 人ꎬ 农民 ３ 人ꎬ 军队 １ 人ꎬ 党政 ２ 人ꎬ 文卫 １ 人ꎬ 工商界 １ 人ꎬ

青年 １ 人ꎬ 妇女 １ 人ꎬ 开明人士 ２ 人ꎮ 会议处理代表提案 ２２ 件ꎮ

１９５１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３ 日ꎬ 石棉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ꎮ 到

会代表 １２０ 人ꎮ 会议讨论减租退押、 土地改革、 发展农业生产等工作ꎬ 决定

在全县进行党的路线、 政策的宣传教育ꎬ 动员各阶层人民积极参加土地改

革ꎮ 同时ꎬ 宣传生产政策、 镇压反革命政策和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ꎬ 保证土

地改革顺利进行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雅安市举行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ꎮ 会议着重讨论

镇压反革命及抗美援朝等任务ꎮ

在各县、 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ꎬ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１７

日ꎬ 西康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雅安召开ꎮ 参加会议代表 ２７５
人ꎮ 会议主要讨论土地改革、 民族工作、 镇反、 抗美援朝、 生产建设等问

题ꎮ 廖志高作 «更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民族团结» 的报告ꎻ 张为炯作 «关于

西康省人民政府一年多来的工作报告»ꎻ 赵敬斋作 «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

告»ꎻ 黄觉庵作 «关于更进一步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ꎻ 陈少山

作 «关于当前农村生产工作的报告»ꎮ 会议通过了 «西康省人民政府一年多

来的工作报告» 和 «全省各族人民团结爱国公约»ꎮ

四川省名山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 ２５ 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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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ꎮ 到会代表 １２８ 名ꎬ 其中农民代表 ５２ 名ꎬ 工人代表 １１ 名ꎬ 军队代表 １２
人ꎬ 机关代表 １２ 名ꎬ 工商界代表 ３ 名ꎬ 开明人士代表 １８ 名ꎬ 文化界代表 ５
名ꎬ 妇女代表 １０ 名ꎬ 自由职业代表 ２ 名ꎬ 青年代表 ２ 名ꎬ 共产党代表 １ 名ꎮ
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开展征粮、 剿匪和生产等工作ꎬ 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ꎮ
苏兴当选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ꎮ

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ꎬ 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

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ꎬ 这是一种最好的过渡形式ꎮ 为此ꎬ 廖志高曾评价说:
“为了让各界了解我们的政策ꎬ 开代表会议便是一种最好的形式ꎮ”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ꎬ 西南军政委员会要求 “今后一年内ꎬ 省 (区) 级须召开两次ꎬ 各县各

市每年须召开三至四次ꎮ”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种形式ꎬ 为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建立和实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ꎮ

第二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

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ꎬ 面临着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迫切任务ꎮ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ꎬ 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强调: 当前的主要任务 “一是剿匪ꎬ
二是完成征粮、 税收、 公债任务ꎬ 三是领导生产 (主要是农业生产)ꎬ 四是

调整工商业、 救济失业人员”ꎮ① 雅安地委在西康区党委的领导下ꎬ 广泛发

动人民群众ꎬ 迅速着手收拾解决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ꎬ 积极开展

征粮、 剿匪、 镇压反革命和支援抗美援朝等一系列工作ꎬ 稳定了社会秩序ꎬ
为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安定的社会条件ꎬ 充分彰显了雅安地方党

组织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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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委面临的严峻形势

雅安解放初期ꎬ 地委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ꎮ 一方面ꎬ 各种反动残余势力

依然存在ꎬ 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ꎮ 解放前夕ꎬ 雅安地区的国民党组织机构众

多ꎬ 人员组成复杂ꎬ 除有国民党西康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府机构ꎬ 还

有民社党、 青年党、 三青团、 中统、 军统等反动组织ꎬ 以及驻扎雅安的国民

党军队第二十四军军部及所属特务营、 工兵营、 通讯兵营ꎬ 第一三七师一

部ꎬ 省保安机关和保安部队一部ꎮ 此外ꎬ 各种反动封建组织林立ꎬ 封建势力

割地称霸ꎬ 仅一贯道就有 ８ 种组织名称ꎬ 袍哥帮会则有 ４０ 余种ꎬ 大小组织

７０ 余个ꎮ 在天全县就有以侯明清、 陈思量为首拥护刘文辉的拥政派ꎻ 以李

元亨、 陈步胜为首反对刘文辉的反政派ꎻ 有刘元综、 焦海珊等介于两者之间

的中间派三大派系袍哥组织ꎮ 各派的大小头目均拥有人枪ꎬ 称霸一方、 烧杀

抢掠、 无所不为ꎬ 可谓是 “土豪势力大、 袍哥组织强、 民间武器多、 社会秩

序乱”ꎮ 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南时ꎬ 国民党派遣大批反动骨干分子和特务人

员到西康雅安地区ꎬ 他们与当地的恶霸、 地主、 匪首、 袍哥帮会头目相勾

结ꎬ 纠集惯匪流氓、 溃退的国民党残兵游勇ꎬ 组织反革命武装ꎬ 发展各种反

动组织ꎬ 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的步伐ꎮ 雅安解放后ꎬ 国民党残渣余孽和

地方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ꎬ 他们相互勾结ꎬ 横行霸道ꎬ 鱼肉百姓ꎬ 欺

压人民ꎬ 残害群众ꎬ 甚至发动武装叛乱ꎬ 袭击人民解放军ꎬ 残杀地方党政干

部ꎬ 企图颠覆和推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ꎮ

另一方面ꎬ 生产力水平低下ꎬ 经济落后凋敝ꎬ 民不聊生ꎮ 一是雅安工业

基础非常薄弱ꎬ 企业濒临绝境ꎮ １９４９ 年ꎬ 雅安酒精厂、 毛纺厂、 木材干馏

厂先后破产倒闭ꎻ 化工厂、 制革厂因债台高筑而裁员解体ꎻ 造纸厂因货币贬

值ꎬ 难以为继ꎬ 被迫停工ꎻ 仅有一家装机容量 １５０ 千瓦的雅安水电厂 (雅安

陇西河峡口电站) 勉强维持运转ꎮ 二是商业运营也十分困难ꎮ 雅安、 荥经、

天全三县 ４８ 家茶号ꎬ 大多经营惨淡ꎬ 濒临停业ꎮ 由于工厂纷纷倒闭ꎬ 商铺

关店歇业ꎬ 工人大批失业ꎬ 城市居民生计难以维系ꎮ 三是农村人口极度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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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ꎮ 在农村ꎬ 军阀、 官僚、 恶霸、 匪首为了从鸦片经营中发财ꎬ 强迫农民普

遍种植罂粟 (罂粟是提取鸦片的主要原料)ꎬ 农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减少ꎬ 粮

食产量年年下降ꎬ 农民口粮无法保障ꎬ 经常食不饱肚ꎮ 仅以 １９４９ 年的雅安

县为例ꎬ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 １７８０ 万元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３３３ 万元ꎻ 财

政收入为 ５８１ 万元ꎻ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５８９ 万元ꎮ 全县人口有 １３ ９１ 万

人ꎬ 粮食总产量只有 ４１９８ 万斤ꎬ 人均口粮为 ３０１ ８ 斤ꎮ 如遇灾荒歉收ꎬ 境

况更加凄惨ꎮ

此外ꎬ 国民党统治时期ꎬ 雅安地区的社会特征是鸦片泛滥城乡ꎬ 枪支充

斥民间ꎬ 土匪横行四方ꎮ 民间流传着 “大烟是财产” “枪杆是生命”ꎬ 老百

姓甚至把国民党第二十四军戏称为 “双枪队” (烟枪、 枪支)ꎮ 另外ꎬ 社会

风气日下ꎬ 卖淫嫖娼、 聚众赌博普遍盛行ꎬ 小偷、 流氓横行城乡ꎬ 乞丐、 游

民遍布街巷ꎬ 社会秩序混乱不堪ꎮ
面临如此严峻复杂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形势ꎬ 雅安地委在西康区党委的

坚强领导下ꎬ 动员全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ꎬ 紧急开展征粮、 清匪肃特、 镇

压反革命等工作ꎬ 迅速恢复生产ꎬ 积极发展国民经济ꎬ 尽快收拾国民党遗留

下来的烂摊子ꎬ 继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ꎬ 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ꎮ 由于地委坚决依靠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ꎬ 果断处理各

种社会问题ꎬ 逐一化解各种矛盾ꎬ 创新性地开展各项工作ꎬ 经受住了各种严

峻的考验ꎮ 经过雅安军民的艰苦奋斗ꎬ 一个烟枪匪遍地ꎬ 经济凋敝、 社会动

乱的雅安ꎬ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ꎮ 全区社会秩序安定ꎬ 生产发展ꎬ

风气良好ꎬ 人民安居乐业ꎬ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ꎮ

二、 征粮工作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 邓小平在南京向西南服务团干部作报告时说ꎬ 我们

到西南ꎬ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ꎮ 不仅我们军队、 干部要吃饭ꎬ 还有

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有 １００ 多万ꎬ 要养起来ꎬ 给饭吃ꎮ 没有饭吃ꎬ 其他什么问

题都谈不上ꎮ 西康解放初期ꎬ 入康的党政军人员约 ３ 万人ꎬ 起义人员约 ２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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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全集中在雅安ꎬ 粮食需求量大ꎻ 加之农村正值春荒ꎬ 有 １０ 多万缺粮农

民以及城镇居民ꎬ 需要粮食供给ꎬ 解决吃饭问题ꎬ 而人民政府从旧政权接管

的粮食仅有 ２０ 多万斤ꎮ 廖志高讲: “我们是在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接管西康

的ꎮ” 面临粮食的严重短缺和匮乏ꎬ 雅安地委清醒地认识到ꎬ 粮食问题ꎬ 不

单纯是个经济问题ꎬ 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ꎬ 它直接影响到军需民食ꎬ 关系

到社会秩序的稳定ꎬ 关系到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ꎮ 因此ꎬ 征粮 (即征收

公粮) 工作ꎬ 就成为解放初期地委所面临的首要而紧迫的任务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 日人民解放军进驻雅安ꎬ 在 ２ 月 ２ 日举行的雅安军管会首

次会上ꎬ 廖志高强调: 一定要迅速稳定金融ꎬ 解决税收、 粮食、 禁烟等问

题ꎮ ２ 月 ６ 日ꎬ 西康区党委首次召开专题研究征粮工作会议ꎬ 会议决定: 先

按旧田赋将 １９４９ 年粮食征起ꎬ 同时了解农民负担情况及地主、 富农的存粮

情况ꎬ 再加调整ꎮ 预计征粮 １０５０ 万斤ꎬ 征粮对象主要放在地主、 富农身上ꎮ

首次征粮中要注意不使贫农负担太重ꎬ 时间要抓紧在一个月内ꎮ 征粮要以乡

为单位进行ꎬ 利用各保、 甲①与部队和地方干部配合搞好征粮工作ꎮ 同时号

召机关、 部队节约粮食共渡难关ꎮ ２ 月 １０ 日ꎬ 雅安军管会召开第二次征粮

工作会议ꎬ 决定: 征粮工作首先由各县人民政府召开乡长会议ꎬ 讲清征粮政

策ꎬ 命令他们执行ꎮ 如需要下乡干部ꎬ 由西康区党委副书记秦力生负责ꎻ 如

需派武装协助ꎬ 由军长刘忠负责ꎮ 另外ꎬ 派宣传队下乡宣传ꎮ

２ 月 １３ 日ꎬ 西南局发出 «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ꎬ 明确要求各级党、 政

机构要把征粮作为中心任务ꎬ 发动和依靠党、 政、 军各方面力量ꎬ 组织征粮

工作队到农村去ꎬ 以地主、 富农为主要对象ꎬ 征收农业税 (公粮)ꎮ 在西南

局领导下ꎬ 西康各地把征粮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ꎬ 陆续发出征粮工作命

令、 指示、 布告、 办法、 条例等ꎬ 进行工作部署ꎮ 为了统一与加强领导粮食

的筹划和征集工作ꎬ 顺利完成征粮任务ꎬ 保证西进人民解放军和剿匪部队与

各机关人员的粮食供应ꎬ ２ 月 １８ 日ꎬ 西康区党委决定由方升普为主任ꎬ 白

认为副主任ꎬ 杨玉才、 薛和、 朱刚等 ５ 位同志为成员ꎬ 组成粮食委员会ꎬ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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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负责粮食的筹划、 调拨、 转运和分配等工作ꎮ
按照西南局的指示ꎬ 西康征粮工作在全省汉族为主的地区随即展开ꎮ ３

月 ７ 日ꎬ 雅安军管会发出布告ꎬ 规定 “自即日起开始征收 １９４９ 年旧欠田

赋”ꎮ 同日ꎬ 又发出 «关于加紧完成征粮任务的指示»ꎬ 指出ꎬ 支援前线、

消灭匪特、 保障军粮供应ꎬ 这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和关键ꎮ 要求各地ꎬ 一要必

须团结广大人民群众ꎬ 深入宣传党的政策ꎻ 二要组织力量下乡收粮ꎻ 三要首

先催收欠征大户ꎬ 集中粮食以保障供给ꎻ 四要组织专人清查田赋ꎬ 掌握真实

欠粮ꎮ ３ 月 ２１ 日ꎬ 西康省从各部门抽调干部、 学生、 公职人员和部队指战

员ꎬ 统一组成征粮工作队ꎬ 深入农村ꎬ 利用旧乡保人员开展征粮工作ꎮ ３ 月

２９ 日ꎬ 西康区党委再次发出征粮工作的指示ꎬ 要求除催征 １９４９ 年田赋尾欠

以外ꎬ 在全省再征借大米 ２６００ 万斤ꎬ 其中雅属 ６００ 万斤ꎬ 宁属 ２０００ 万斤ꎬ

康属酌情办理ꎬ 要求 ４ 月份完成ꎮ 针对雅安在征粮工作出现的实际情况ꎬ 同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发出 «关于征粮工作给雅安地委的指示»ꎬ 要求雅属六县除

汉源、 宝兴因土匪盘踞尚无力兼顾ꎬ 不能进行征粮外ꎬ 雅安、 天全、 荥经、

芦山四县ꎬ 以征收 １９４９ 年度田赋欠粮ꎬ 向大地主、 大富农采取临时征借的

办法ꎬ 解决一个月的吃粮问题ꎮ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６ 月 １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ꎬ 传达西南局、 西南军

区会议精神ꎬ 讨论剿匪、 征粮、 生产、 整风等问题ꎮ 廖志高指出ꎬ 最近时期

的主要任务是ꎬ 加紧领导生产救荒ꎬ 完成征粮、 税收任务ꎮ 并要求各地、 县

委负责同志必须亲自管理财经工作ꎬ 高度重视收税、 征粮任务ꎮ ６ 月 １２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又发出 «关于清理积谷的指示»ꎬ 指出ꎬ 目前ꎬ 生产救荒是迫切

的最大任务ꎬ 是渡过饥荒的基本办法ꎬ 清理积谷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ꎮ 要求

由农协会筹委会或农代会负责ꎬ 但必须有策略、 有步骤、 有计划地进行此项

工作ꎮ 积谷清理后ꎬ 尽快供应农民ꎬ 用来垫底生产和救济饥荒ꎮ

面对艰巨的征粮任务ꎬ 雅安地委在两个多月时间内ꎬ 连续召开三次扩大

会议ꎬ 研究贯彻落实西康区党委关于征粮和清理积谷的问题ꎬ 安排部署征粮

工作ꎮ ３ 月 ３０ 日ꎬ 地委召开首届扩大会议ꎬ 讨论通过了 «关于目前工作的

几项决议»ꎮ «决议» 指出: 雅安地区几十年来ꎬ 土地多种鸦片ꎬ 极少种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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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烟毒、 土匪武装、 土豪劣绅这三者结合ꎬ 使人民生活极端痛苦ꎮ 目前的

主要工作任务是团结各阶层力量ꎬ 依靠广大群众进行剿匪、 征粮ꎬ 积极恢复

与保护必要交通ꎬ 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ꎮ 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农村ꎬ 要统一领

导、 军地结合ꎬ 集中力量开展地方工作ꎮ 会上ꎬ 地委给雅属六县下达了征

粮、 借粮任务ꎮ 雅安县为 ５４０ ５ 万斤ꎬ 汉源县为 ２５９ ３ 万斤ꎬ 宝兴县为 ２７ ４
万斤ꎬ 荥经县为 １３５ ７ 万斤ꎬ 天全县为 ２０１ ２ 万斤ꎬ 芦山县为 ６０ ７ 万斤ꎬ 全

区征粮、 借粮计为 １２２４ ８ 万斤ꎮ 地委要求征收 １９４９ 年度的田赋欠粮ꎬ 可采

用向大地主和富农临时征、 借的办法ꎬ 完成西康省下达的 “解决一个月吃粮

问题” 的任务ꎮ
为了完成地委下达的征粮、 借粮任务ꎬ 雅安各县在征粮工作中ꎬ 一是采

取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协会ꎬ 发动农民群众ꎬ 团结农村知识分子和

开明士绅ꎬ 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协助征粮ꎮ 二是严格遵照西南局 «关于征粮工

作的指示» 规定的 “负担面力争扩大到 ７０％~８０％ꎻ 地主负担不超过 ４０％ ~
５０％ꎬ 富农不超过 ２５％ ~ ３５％ꎬ 佃农不超过 ２０％ꎬ 中农不超过 １０％ ~ １５％ꎬ

贫农不超过 ５％” 的政策和原则ꎬ 掌控好乡、 保、 甲长ꎬ 对守法地主加以表

扬ꎬ 对落后地主进行劝说ꎬ 对抗粮不交的地主施以社会压力以致法律制裁ꎬ

对负担的粮额确实有畸轻畸重者予以适当调整ꎮ 三是在具体操作上ꎬ 首先ꎬ
以各乡、 保提供的具体材料ꎬ 用算账方式使广大群众了解征粮政策ꎬ 防止隐

瞒田地和产量ꎻ 其次ꎬ 根据调查了解的第一手材料ꎬ 通过评议员会同保、 甲

的农民代表将土地分类别分等级ꎬ 定出 “通产标准”ꎬ 放到群众中讨论通

过ꎻ 再次ꎬ 由评议员深入到每个甲的每一户ꎬ 逐户进行自报公议ꎬ 然后召开

群众大会通过ꎮ 四是严明奖惩ꎬ 表扬实报ꎬ 批评瞒报ꎬ 处罚隐报ꎮ

５ 月 １９ 日ꎬ 地委召开扩大会议ꎬ 听取各县一个多月来的主要工作汇报ꎬ

研究征粮和清理积谷解决生产救荒问题ꎮ 地委决定ꎬ 在 ７ 月底要坚决完成西

康区党委分配的征粮任务ꎻ 组织力量ꎬ 从地主、 富农及乡、 保人员所拖借的

积谷中ꎬ 按实际情况要求他们先拿出一部分来发放给贫苦群众ꎬ 解决当前生

产和救荒问题ꎮ ５ 月 ２２ 日ꎬ 地委在 «关于生产救荒与征粮工作指示» 中要

求ꎬ 当前我们的工作应是完成征粮与组织生产救荒并重ꎬ 发动群众ꎬ 普遍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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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区、 乡农代会ꎬ 解决生产困难ꎬ 完成征粮任务ꎮ ６ 月 ５ 日ꎬ 地委召开扩大

会ꎬ 研究决定荥经、 芦山、 雅安、 天全四县 ６ 月底要基本完成征粮任务ꎬ ７

月中旬全部完成ꎻ 汉源、 宝兴两县 ７ 月底全部完成征粮任务ꎮ

针对天全县在清理积谷解决生产救荒中反映出的情况ꎬ 地委于 ６ 月 ２０ 日

下发通知ꎬ 要求全区各县当前在发动群众中ꎬ 领导必须明确掌握的几个问题:
一是清理积谷ꎬ 解决生产困难ꎬ 要与完成公粮任务密切联系起来ꎬ 领导必须明

确征收公粮是当前的中心任务ꎻ 二是清理积谷ꎬ 解决群众困难ꎬ 必须明确对

象ꎬ 有计划、 有领导、 有节制ꎻ 三是发动和依靠群众ꎬ 团结各阶层力量ꎬ 完成

征粮任务ꎮ 到 ９ 月ꎬ 全区发放救荒救济粮 ２０ 万斤ꎬ 解决了因灾荒得不到救济

而饿死人的问题ꎮ 仅雅安县就清理出 ４ 年积谷达 ２ ３ 万余石ꎮ 地委在落实西康

区党委关于清理积谷、 解决生产救荒问题方面ꎬ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ꎮ

７ 月 １６ 日ꎬ 地委发出关于 ７ 月底争取完成 ８００ 万斤征粮任务的紧急指

示ꎬ 要求各县必须充分发动群众ꎬ 争取超额完成任务ꎮ 由于征粮时间较迟ꎬ
下乡征粮的干部较少ꎬ 群众工作发动不足ꎬ 加之土匪扰乱ꎬ 地主抵赖拖欠等

因素ꎬ １９４９ 年度的公粮任务在秋征前只完成 ６５％ꎮ 但是ꎬ 由于地委先期部

署了征粮和清理积谷解决生产和救荒工作ꎬ 同时各级党、 政组织加大了宣传

党和政府的征粮政策ꎬ 从而激发了群众征交公粮的积极性ꎬ 经过艰苦努力ꎬ
地委仍然在规定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西康区党委下达的任务ꎬ 保证了省直

机关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ꎮ

此外ꎬ 为了缓和粮食紧张的现状ꎬ 西康区党委不得不请求西南军政委员

会从川西调进大批粮食ꎮ 西康省人民政府粮食局于 ７ 月 １５ 日发出通告ꎬ 主

动降低粮食交易税率ꎬ 鼓励外省粮食输入西康ꎮ ８ 月ꎬ 在西康区党委整风会

议上ꎬ 廖志高传达西南局、 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精神ꎬ 布置 １９５０ 年

的征收公粮任务ꎮ 他说: “西南局给西康省下达的公粮任务是 ２４００ 万斤ꎬ 但

西康今年丰收ꎬ 应尽量多征收一些ꎬ 要征收公粮 ３３００ 万斤ꎬ 地方征收 ７００

万斤ꎬ 合计 ４０００ 万斤ꎮ” 为了完成 １９５０ 年的公粮任务ꎬ 会议决定: 省级党

政军机关干部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 必须抽出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力量ꎬ

省军区、 军分区及各团必须抽出 ２００ 个排以上干部ꎬ 加上适宜于参加冬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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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新学生、 旧职员ꎬ 争取组织 １５００ 人ꎬ 至少 １０００ 名以上干部下乡征粮ꎮ
９ 月 １７ 日ꎬ 西康区党委从省直机关及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抽出 ３７２ 名干部

和青年学生ꎬ 组成征粮、 减租工作团ꎬ 其中 ２１２ 人分赴雅安各地协助开展征

粮工作ꎮ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细致工作ꎬ １９５０ 年公粮任务超额完成ꎮ 全省计

征大米 ４３５６ 万斤ꎬ 完成西南局下达 ２４００ 万斤任务的 １８１ ５％ꎬ 完成西康省

计划任务的 １０８ ９％ꎻ 同时ꎬ 还从省外调入 ７１６ 万斤ꎬ 在省内市场购进大米

２７８ 万斤ꎬ 西康省共有 ５３５０ 万斤粮食ꎬ 这对稳定西康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ꎬ

也为以后公粮征收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ꎮ

征粮期间ꎬ 根据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 “关于报纸要用评论、

社论ꎬ 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引导交公粮” 的要求ꎬ 地委借助西康区党委机关

报 «西康日报»ꎬ 广泛宣传全区各地开展征收公粮的先进经验ꎬ 如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报道了芦山县截止 ７ 月 ２５ 日完成征粮任务的 ８５％ꎬ 并总结出 ５ 条经

验 ５ 条教训ꎻ １０ 月 ８ 日登载了雅安县草坝乡三保评议 “通产标准” 的经验ꎮ

通过积极宣传党的政策ꎬ 广泛发动群众ꎬ 有力地配合了征粮工作的开展ꎮ

由于西康区党委确定征粮工作只在汉族为主的地区进行ꎬ 所以雅属六县

承担着西康省大量的征粮任务ꎮ 雅安各县广大干部在地委的坚强领导下ꎬ 经

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深入细致的工作ꎬ 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ꎬ 圆满完成了

西康区党委交给的征粮任务ꎬ 为稳定和巩固西康的革命秩序作出了重大

贡献ꎮ

三、 剿匪斗争

成都战役前后ꎬ 国民党反动残余武装力量纷纷溃聚西康ꎬ 国民党西南军

政长官胡宗南派人到雅安地区ꎬ 策动汉源匪首羊仁安、 芦山匪首程志武、 天

全匪首李元亨组织反革命武装力量ꎬ 分别委任他们为国民党 “新编” 第十

一军、 第十四军、 第十五军军长ꎮ 这些反动武装组织四处招兵买马ꎬ 封官许

愿ꎬ 发枪送弹ꎬ 妄图建立 “大陆游击根据地”ꎬ 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康ꎮ

雅安地区解放初期ꎬ 当地的土匪头目、 恶霸地主、 袍哥民团与溃散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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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分子、 潜伏特务相互勾结ꎬ 利用他们掌握着的乡、 保政权ꎬ 组织反动武

装ꎬ 发展反革命势力ꎬ 计拼凑组成土匪武装司令部 ２１ 个、 团部 ４８ 个、 营部

５１ 个ꎬ 以及纵队、 支队、 大队等组织ꎬ 纠集匪特和被胁迫群众 ５ 万余人ꎮ

雅安匪患十分严重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上旬ꎬ 西康区党委和解放军第六十二军一部陆续抵达雅安ꎮ
当人民解放军进驻雅安各县后ꎬ 盘踞在当地的土匪特务更是兴风作浪ꎬ 活动

猖獗ꎮ 他们大肆造谣ꎬ 蛊惑人心ꎬ 破坏桥梁ꎬ 阻碍交通ꎬ 残酷杀害征粮人

员ꎬ 武装袭击人民解放军ꎬ 妄图以武力扼杀和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ꎬ 形

势非常严峻ꎮ
匪患一日不除ꎬ 人民难以安宁ꎮ 西康区党委根据入康 １０ 天来局势的急

剧变化ꎬ 全面分析了雅安地区面临的严峻形势ꎬ 遵照西南局和西南军区 ２ 月

２ 日发布的剿匪指示ꎬ 于 １１ 日作出 «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ꎮ «决定» 指出:

“目前雅属各县匪患甚烈”ꎬ 其成分 “多系政治土匪ꎬ 且系有计划策动的”ꎮ
他们以 “反收枪、 反征粮、 反铲烟” 为由ꎬ 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ꎮ “特别是

汉源被占后ꎬ 胡 (宗南) 贺 (国光) 匪特到处拉线ꎬ 从中指使利用ꎬ 以致

匪民不分ꎬ 纷纷蠢动ꎬ 抢劫粮食财物ꎬ 袭击征粮人员ꎬ 断交通ꎬ 占乡镇ꎬ 烧

毁田粮册子ꎬ 公开与我为敌ꎮ 如不平息ꎬ 那么发动群众ꎬ 征集粮草ꎬ 购木筑

路ꎬ 进军支前ꎬ 以及物资之供应交流等ꎬ 均无从进行ꎮ 且善良群众也因此而

对我们不满ꎮ 因此ꎬ 剿匪肃特实为当前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ꎬ 应迅速动

员与组织力量”ꎬ “有重点、 有计划地进行清剿”ꎮ 应 “政治、 军事双管齐

下ꎬ 剿抚兼施ꎬ 分别对付”ꎬ “采取政治上瓦解ꎬ 配合军事镇压的办法”ꎬ
“争取多数、 打击少数、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ꎮ 要 “首先把匪特与群众分开ꎬ

争取最大多数的群众站在我们这边”ꎮ 要 “分化政治土匪与一般土匪ꎬ 分化

匪特首要与胁从之人民ꎮ” “愿受编者ꎬ 可收编整训”ꎬ “愿放下武器回家者ꎬ

给以优待”ꎬ 执迷不悟者ꎬ “坚决消灭之”ꎮ «决定» 要求: 要集中优势兵力ꎬ

首先消灭政治争取无效的匪股ꎬ 警告其他企图顽抗者ꎬ 以利于争取工作ꎮ
“清剿是发动群众的首要步骤ꎬ 发动群众是肃清匪肃的基本条件”ꎮ 要 “结

合清剿ꎬ 展开农村工作”ꎮ 于是ꎬ 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战役开始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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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月 １８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召开驻雅干部会议ꎬ 廖志高、 刘忠作动员报告ꎬ
号召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ꎬ 向猖狂为患的匪特展开坚决的斗争ꎮ 同日ꎬ 西

康军区颁发命令ꎬ 成立雅安剿匪总指挥部 (由解放军第一八五师暨雅安军分

区司令部兼)ꎬ 朱刚任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 孙传学任政治委员ꎬ 负责指挥

雅安各县的剿匪事宜ꎮ 西康军区司令部随机作出 «关于对雅安军分区剿匪工

作的指示»ꎬ 要求集中兵力分进合击ꎬ 反复清剿ꎬ 由点到面地打开局面ꎮ 从

２ 月 ２１ 日起ꎬ 首先打通雅荥 (经)、 雅邛 (崃)、 雅洪 (雅) 通道ꎬ 合击雅

安周公山 (位于雅安东郊)、 总岗山 (位于雅安、 名山、 洪雅结合部) 的匪

巢ꎬ 摧毁土匪的指挥部ꎮ 整个剿匪过程ꎬ 西康区党委始终认真贯彻 “军事进

剿、 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 的方针ꎬ 推动了剿匪肃特斗争的顺利

进行ꎮ

(一) 集中剿匪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上旬ꎬ 雅安各县匪特纷纷集股向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发起

猖狂进攻ꎬ 为了打击气焰嚣张的敌人ꎬ 驻雅安的人民解放军于 ２２ 日凌晨转

入全面出击ꎬ 对暴乱的土匪武装开始有计划的进剿ꎮ 首先集中兵力合击周公

山、 总岗山ꎬ 长途奔袭天全、 芦山两县ꎬ 然后横扫雅安、 天全、 荥经三角地

区ꎬ 一举打垮了股匪ꎬ 迅速扭转了局势ꎮ
１ 雅安解围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上旬ꎬ 雅安周围的匪特集股在雅安通往名山、 荥经、 天全、

洪雅的隘口险关金鸡关、 麂子岗、 飞仙关等地ꎬ 连续袭击入康的人民解放

军ꎮ 四处造谣煽动、 烧杀抢掠ꎮ 土匪武装集股的规模越来越大ꎬ 破坏活动日

益猖獗ꎮ ２ 月 １２ 日ꎬ 雅安北郊匪首纠集四五百人 (枪) 围攻太平水电厂ꎮ

护卫电厂的解放军警卫三团二营一个排ꎬ 在工人群众的协助下ꎬ 打退了土匪

持续数日的攻击ꎮ １６ 日ꎬ 围攻太平水电厂的土匪激增至 ２０００ 余人ꎬ 有轻重

机枪 ３２ 挺、 长短枪 １５００ 余支ꎬ 轮番进攻电厂ꎮ １７ 日ꎬ 解放军警卫三团二营

迅速增援ꎬ 毙伤土匪百余人ꎬ 缴枪 １６０ 支ꎬ 土匪被击溃后窜回各乡ꎮ
在此期间ꎬ 反动组织中国青年党西康省党部宣传处副处长李楚湘ꎬ 纠集

雅安县的民团、 乡保长和恶霸地主ꎬ 勾结国民党第二十四军起义后又叛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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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枪连、 通讯连ꎬ 组成 “中国全民反共救国军”ꎬ 自任总司令ꎮ 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 日ꎬ 李楚湘、 雅安匪首罗子舟等裹胁、 纠集土匪近 ５０００ 余人连续围攻雅

安城ꎮ 土匪从周公山炮击雅安城ꎬ 炮弹直落西康军区司令部院内ꎮ 土匪几度

攻至城边ꎬ 均遭到人民解放军迎头痛击ꎮ 这时ꎬ 土匪派人联络芦山、 天全、

荥经及名山、 洪雅等地的土匪ꎬ 企图联合攻占雅安城ꎮ ２０ 日ꎬ 盘踞在飞仙

关的 “川康肃反救国军” 头目胥儒纯率众 ６００ 余人进攻雅安城北ꎬ 直抵雅安

汽车站、 羌江铁索桥头和大、 小北门ꎮ 解放军第一八五师五五五团三营营长

李生祥带领七连、 八连战士ꎬ 冲过铁索桥迎击土匪ꎮ 此时ꎬ 驻扎在雅安河北

乡起义的保安三团ꎬ 对攻入城内的土匪一枪不发ꎬ 其一部反而向追击围城土

匪的解放军五五五团三营开火ꎬ 打伤解放军战士数人ꎮ 为了避免追击部队遭

受保安团和土匪的前后夹击ꎬ 三营营长李生祥命令七连一排折回ꎬ 占领阵地

阻击保安团ꎬ 以确保追击部队的侧后安全ꎮ 在打退股匪后ꎬ 追击部队在五五

六团团直机关及一营的合击下ꎬ 乘胜向保安团发起猛烈进攻ꎮ 根据事前掌握

的有关保安团与土匪阴谋合流的秘密情报和袭扰解放军的具体事实ꎬ 西康军

区司令员刘忠于 ２ 月 ２０ 日果断下令ꎬ 解除了驻河北乡一带的保安团 ７９８ 人

的武装ꎮ

２１ 日晚ꎬ 李楚湘等匪首召集各路股匪ꎬ 在雅安城南蔡龙乡召开 “攻城

会议”ꎬ 密谋向雅安城发动总攻击ꎬ 并指派国民党第二十四军、 西康省保安

团营长胡德轩担任攻城司令ꎮ 这时ꎬ 包括从严桥、 晏场一带赶来的洪雅县张

炳南股匪约 １０００ 人在内ꎬ 聚集了攻城土匪武装 ５０００ 余人ꎮ ２２ 日 ５ 时许ꎬ 土

匪的 “攻城会议” 刚刚结束ꎬ 驻雅人民解放军有计划的反击作战就打响了ꎮ
解放军五五六团团直机关及一营、 五五五团三营ꎬ 沿周公山两岸出击ꎬ 迅速

攻占周公山ꎬ 摧毁了李楚湘的巢穴ꎬ 拔掉了土匪围攻雅安城的指挥部ꎮ 各股

围城土匪武装除一部被歼外ꎬ 其余大部分闻风而逃ꎮ

摧毁周公山匪巢之后ꎬ 解放军五五六团乘胜向东合击草坝场ꎬ 歼匪一部

后ꎬ 又连续奔袭雅安与洪雅、 名山结合部ꎬ 横扫合江、 新市坪、 牛皮场等乡

镇ꎬ 各路土匪一触即溃ꎬ 大部逃散ꎬ 少部分就歼ꎮ 经过军事打击和政治瓦

解ꎬ 草坝乡乡长、 匪首万人举等被迫投降ꎬ 土匪武装盘踞在总岗山的巢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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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摧毁ꎮ 李楚湘等人四处逃命ꎬ 后相继落入人民的法网ꎮ 至 ３ 月 ２ 日ꎬ 围攻

雅安的土匪武装均被击溃ꎬ 雅安城转危为安ꎮ

２ 驰援天全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 (农历腊月 ２６ 日)ꎬ 正值春节来临ꎮ 芦山匪首程志武

联合天全匪首李元亨部ꎬ 纠集匪徒 ３０００ 余人ꎬ 开始围攻驻守在天全县城内

的解放军五五五团一连ꎮ １４ 日ꎬ 程志武扬言ꎬ 在 ３ 天内拿下天全ꎬ 春节在

城内请客庆贺ꎮ 随同解放军一连进驻天全的五五五团一营副营长郭俊祥召集

一连的连排干部仔细分析敌情ꎬ 研究作战部署ꎬ 决定以点制面ꎬ 机动作战ꎬ

分别扼守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和钟鼓楼ꎬ 主要兵力集中使用ꎬ 机动歼敌ꎬ 不让

土匪攻进城内ꎬ 坚守天全ꎬ 保卫天全人民安全地度过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ꎮ

驻守天全县城的解放军一连指战员ꎬ 在敌众我寡的危急情况下ꎬ 英勇顽强ꎬ

不怕牺牲ꎬ 一次次打退土匪的进攻ꎮ １６ 日上午ꎬ 百余名土匪一度冲进西门ꎬ

机动分队迅速反击ꎬ 勇猛冲杀ꎬ 不到 ２０ 分钟全歼攻入城内的土匪ꎬ 打击了

程志武、 李元亨股匪的嚣张气焰ꎮ

土匪围攻天全县城持续了七天六夜ꎮ ２ 月 １９ 日ꎬ 西康军区司令部命令

驻芦山的人民解放军五五五团主力驰援天全ꎬ 解除土匪对天全城的围攻ꎮ ２

月 ２０ 日ꎬ 在人民解放军的内外夹击下ꎬ 围攻天全县城的土匪四散溃逃ꎬ 程

志武等匪首率残余土匪窜逃乡间ꎮ 此战击溃匪徒 ３０００ 余人ꎬ 击毙 １５０ 余人ꎬ

俘虏匪徒 ３９ 人ꎬ 彻底粉碎了匪首程志武、 李元亨围攻天全的罪恶计划ꎮ ２

月 ２３ 日ꎬ 解放军五五五团主动进剿飞仙关、 始阳、 大坪、 大寨等地ꎬ 将程

志武、 杜子和等股匪分割包围ꎬ 进行清剿ꎬ 此战歼匪数百名ꎬ 残余土匪化为

小股窜逃山区ꎮ

３ 奔袭芦山

天全县城解围后ꎬ 程志武率 １００ 多名土匪逃回芦山ꎬ 并控制了芦山县

城ꎮ 为了彻底消灭程志武这股顽匪ꎬ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晚ꎬ 解放军五五五团

团长杨春雨、 政委吴林泉率部队分兵两路ꎬ 从天全县城和始阳镇出发ꎬ 回师

芦山县ꎮ 团主力从天全县老场等地出发ꎬ 以二营两个排从西、 北门向芦山县

城内攻击ꎻ 三连、 九连和机枪连从飞仙关出发ꎬ 以九连和机枪连一部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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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向芦山县城内攻击ꎬ 其余部队直扑城北 ７ 公里处的程家坝ꎬ 以包围态势

摧毁程志武的老窝ꎮ 解放军摸黑行军 ７０ 余里ꎬ 直抵芦山县城ꎬ 程志武仓惶

逃回老巢程家坝ꎮ 次日拂晓ꎬ 五五五团三面合围程家坝ꎬ 程志武带 ２００ 余人

逃向双石乡茨竹坡深山ꎮ 解放军跟踪追击ꎬ 在茨竹坡歼匪主力ꎬ 共击毙 ２１

人ꎬ 生俘 ７５ 人ꎻ 缴获机枪 ４ 挺ꎬ 步枪 ５８ 支ꎬ 手枪 ４ 支ꎬ 子弹 ３０００ 余发ꎬ 电

台 １ 部ꎬ 程志武带着 １０ 余名亲信逃亡于深山之中ꎮ

４ 荥经剿匪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下旬ꎬ 荥经县匪患猖獗ꎮ 荥经土匪与邻县土匪遥相呼应ꎬ 勾

结窜逃到汉源县的国民党军胡宗南残部ꎬ 啸聚山林ꎬ 四处掳掠ꎬ 烧杀奸淫ꎬ
人民苦不堪言ꎮ 在雅安、 天全、 芦山进剿暴乱土匪武装的同时ꎬ 驻荥人民解

放军五五三团 (欠一营) 对以李元斌为首的荥经县三股主要土匪武装 (近

千人枪) 展开了进剿ꎮ

２ 月 ２３ 日ꎬ 解放军五五三团以 ５ 个连兵力进剿盘踞在荥经县荥河乡岗家

山的土匪ꎬ 经过约 ２ 个小时激战ꎬ 千余匪徒不堪一击ꎬ 纷纷溃逃ꎬ 击毙匪首

李元斌ꎬ 毙伤 ５０ 多人ꎬ 生俘 ３０ 多人ꎬ 缴获枪支 １２０ 多支ꎮ 解放军七连一排

副排长刘玉忠奉命率三班班长刘邦汉、 副班长王麻和战士罗玉、 王天宝、 马

保三、 张秀华等进行搜索ꎮ 在进入明家村 (今烈士乡烈士村) 山林搜索时ꎬ
因地形复杂ꎬ 道路生疏ꎬ 与部队失去联系ꎬ 被土匪 ２００ 多人合围阻击ꎬ 经过

数小时与土匪激战ꎬ 除 １ 名战士突围报信外ꎬ 其余 ７ 名解放军在敌众我寡、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ꎬ 毁坏武器ꎬ 壮烈牺牲ꎮ ５ 月 １３ 日ꎬ 在荥经县各界代表

会议上通过决议ꎬ 为七烈士修筑纪念碑ꎮ １９５３ 年ꎬ 在七位烈士牺牲地建乡ꎬ
命名为烈士乡ꎬ 以示纪念ꎮ

经过一个月的剿匪作战ꎬ 雅安腹心地区的股匪已基本消灭ꎬ 社会秩序日

趋稳定ꎬ 仅大匪首程志武、 李元亨、 胥儒纯等人带少数心腹顽匪逃亡于深山

老林之中ꎬ 全区的剿匪斗争转入群众性肃清零星残余匪特阶段ꎮ

５ 大渡河两侧的剿匪平暴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ꎬ 大渡河南北两岸的雅属汉源县、 宁属越西县潜藏的匪特ꎬ

经过一段时间的暗中聚集ꎬ 利用部分解放军部队和地方干部思想麻痹ꎬ 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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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ꎬ 发动了几次武装暴乱ꎮ
６ 月 １１ 日ꎬ 汉源匪首、 国民党 “新编” 第十一军独立团长羊德清 (羊

仁安之孙) 和国民党第九十军营长李庚华等匪特ꎬ 打出 “中国救国救民军

西南先遣部队” 旗号ꎬ 聚集股匪 ４００ 余人 (内有国民党特务、 军官 １４ 人)ꎬ

在汉源县美罗 (今属石棉县) 暴乱ꎬ 杀害区委副书记宋东海等 ８ 人ꎬ 抢走枪

２０ 余支、 公粮 １ ５ 万多公斤ꎮ 下午 ２ 时许ꎬ 适逢解放军五五三团一个排到该

地收缴枪支ꎬ 遂将股匪击溃ꎮ 同日ꎬ 羊德清策划和指使汉源县皇木区保长周

兴才、 胡正品等人ꎬ 率众谋杀两处工作队干部共 ６ 人ꎬ 并集结股匪 ２００ 余人

(枪) 包围马烈乡的工作队两昼夜ꎬ 经解放军五五三团一个连进剿ꎬ 击溃围

攻股匪ꎮ

６ 月 １２ 日ꎬ 越西县洗马沽 (今属石棉县) 乡长刘锡九率股匪 ３００ 余人ꎬ

包围驻地解放军五五一团九连一个班和大渡河游击队一分队 ２０ 余人ꎮ 在驻

农场解放军炮兵排的增援下ꎬ 转守为攻ꎬ 至次日晨将股匪击溃ꎬ 并俘土匪

８１ 人ꎮ ６ 月 １５ 日ꎬ 越西县妮美 (今属汉源县) 保长王德如等人ꎬ 以 “求

雨” 为名ꎬ 欺骗群众持枪械 “打鬼”ꎬ 集中股匪 ２００ 余人ꎬ 偷袭河南站 (今

属汉源县) 驻地解放军五五一团九连三排ꎬ 恰逢该团三营长王怀保带一个班

路过时发觉ꎬ 即指挥解放军内外夹击ꎬ 将股匪击溃ꎬ 俘王德如等 １００ 余人ꎮ
６ 月 ２６ 日ꎬ 西康军区司令部发布 «关于大渡河两侧剿匪部署»ꎬ 命令以

西昌军分区副司令员陈捷第、 政治部副主任尹本礼组成进剿指挥部ꎬ 由解放

军五五一团副团长周培成和五五三团副团长李希安统一指挥ꎮ 解放军五五一

团一、 三营 (欠一个连) 和五五三团一个连ꎬ 在各地驻剿解放军部队的配

合下ꎬ 围歼大渡河两侧暴乱土匪ꎮ 经过短期清剿ꎬ 将匪歼灭ꎬ 捕获匪首羊德

清、 李庚华等人ꎮ ６ 月 ３０ 日ꎬ 解放军五五一团以一个半营的兵力进剿田坝

土匪ꎬ 经 ２０ 天清剿ꎬ 平息了暴乱ꎬ 缴枪 ４０Ｏ 余支ꎬ 捕获王顺培等匪首ꎮ ７

月上旬ꎬ 经西康区党委批准ꎬ 分别在汉源、 越西两县的暴乱地召开群众大

会ꎬ 公审处决了羊德清、 王顺培、 古诚斋等 １０ 名暴乱匪首ꎮ
至此ꎬ 有重点、 有步骤的集中剿匪行动基本结束ꎬ 雅安境内的大股土匪

武装遭到毁灭性打击ꎬ 集中剿匪取得了决定性胜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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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名山剿匪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底ꎬ 解放军第六十军一八零师五五九团营长李元带一个连

又一个排驻防名山县ꎮ 后眉山军分区从独立营中抽调一个排进驻名山ꎬ 将旧

县警察中队改编为警卫营ꎬ 辖两个连 ５ 个排ꎬ 同时成立 ３ 个区干队ꎮ 名山县

人民政府成立后ꎬ 国民党特务、 反动党团、 地主恶霸和土匪纠合在一起ꎬ 发

动武装叛乱ꎬ 疯狂地对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进行反扑ꎮ

２ 月 １８ 日ꎬ 名山匪首张国运指挥的 “肃反救国军” 土匪武装ꎬ 勾结万

古乡李本立、 卢本务ꎬ 回龙乡郑朝周和城东乡杜长顺等匪首ꎬ 组织武装暴

乱ꎬ 兵分三路ꎬ 围攻名山县城ꎮ 是日晚ꎬ 围攻土匪首先破坏名山至雅安、 邛

崃、 眉山的电话线路ꎬ 致名山县境通讯全部中断ꎮ 午夜ꎬ 郑朝周所率土匪从

东街口处蜂拥而入ꎬ 迅速向城中逼近ꎬ 至大板桥头时ꎬ 当即遭到人民解放军

守桥部队的迎头痛击ꎬ 毙匪 ７、 ８ 人ꎬ 伤匪 １０ 余人ꎮ 暴乱土匪攻城不下ꎬ 丧

心病狂地纵火ꎬ 将东起水巷子、 西至小桥子的百余家 ２００ 余间民房、 商铺烧

毁ꎮ 名山县人民政府县长苏兴率领工作人员奋力灭火ꎬ 安定民心ꎮ 此时ꎬ 各

路来犯匪群ꎬ 也被驻守同心桥、 水南门、 文庙山的解放军部队击退ꎮ 在大板

桥战斗中ꎬ 解放军英勇奋战ꎬ 五五九团战士李士爱等两位同志ꎬ 为夺取土匪

机枪ꎬ 身中数弹光荣牺牲ꎮ １９ 日黎明ꎬ 苏兴率解放军战士和公安队长在城

内高埠处观察敌情ꎬ 发现闵家 、 尖峰顶、 桥墩子一带仍有土匪聚集ꎬ 便指

挥解放军用迫击炮向尖峰顶发射炮弹ꎬ 炸毁土匪木制小炮及其他物资ꎬ 匪群

顿时慌乱ꎬ 解放军立即派出一支便衣小分队乘势追剿ꎬ 当场活捉土匪 ５０ 余

人ꎮ 攻城失败后ꎬ 土匪仍不甘心ꎬ 一方面收拾残部ꎬ 一方面勾结胡宗南部之

残余ꎬ 又于 ３ 月 ３ 日攻打县城ꎮ 人民解放军驻雅骑兵某团奉命前往还击ꎬ 大

股土匪被歼ꎬ 活捉郑朝周等匪首ꎬ 平息了土匪暴乱ꎮ

３ 月 １７ 日ꎬ 名山县革命军事法庭在中山公园召开公审大会ꎬ 枪毙匪首

郑朝周ꎬ 并将其罪恶布告全县ꎬ 土匪纷纷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ꎮ ４ 月初ꎬ 解

放军第十八军第五十三师进驻名山ꎬ 加强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力量ꎮ ５ 月 ７
日ꎬ 名山县剿匪委员会成立ꎬ 解放军第五十三师师长金绍山任剿匪委员会主

任ꎬ 县委书记苏兴为副主任ꎮ 名山县 ３ 个区随之成立了剿匪委员会ꎮ 之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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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范围内群众性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正式展开ꎮ
名山万古匪首李本固、 李本立、 卢本务等股匪ꎬ 隐藏在名山与芦山接壤

的山林中 (今名山区建山乡赖巴石一带)ꎬ 妄图与芦山县的土匪勾结ꎬ 依仗

复杂地形ꎬ 苟延残喘ꎮ 解放军剿匪部队组成前线指挥部ꎬ 配备轻便武器和通

讯器材ꎬ 驻扎万古场进行清剿ꎮ ８ 月下旬ꎬ 雅安军分区配合川西军区、 解放

军第十八军各一部ꎬ 对宝兴和芦山与川西大邑、 邛崃、 名山相邻之羊儿岗、

天台山的郭保芝、 胥儒纯等残匪进行清剿ꎬ 很快消灭了两地的土匪ꎬ 雅安军

分区所属部队捕获何启智等 ９０ 余人ꎬ 争取投诚 １５ 人ꎬ 使被匪患断绝的宝盛

场、 大川场通往邛崃、 大邑等地的川康边境交通要道又恢复了畅通ꎮ 至 ９
月ꎬ 危害名山人民多年的大小股匪全部被肃清ꎬ 剿匪工作取得彻底胜利ꎮ

在名山剿匪战斗中ꎬ 解放军第十八军第五十三师副连长王成章等 １０８ 名

指战员光荣牺牲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十八军第五十

三师烈士公墓动工修建ꎬ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落成ꎮ 邓小平、 李井泉、 李达、 张际

春、 王新亭、 张国华等分别为陵园题词ꎮ 邓小平的亲笔题词是: “为人民翻

身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二) 驻剿散匪

集中军事围剿之后ꎬ 雅安境内的土匪武装迅速瓦解ꎬ 暴乱土匪由 ２ 万余

人锐减到约 １８００ 人ꎬ 残余股匪化为 ３５ 小股窜入山区ꎬ 躲避打击ꎮ 被胁迫当

土匪的人纷纷脱离匪首ꎬ 回家生产ꎮ 针对剿匪中出现的新情况ꎬ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西康区党委和西康军区联合发出 «关于剿匪中几个问题的指示»ꎬ 要

求各地统一思想ꎬ 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剿匪政策ꎬ 既要防止片面宽大现象的

滋生ꎬ 又要防止乱杀现象的发生ꎮ ３ 月 ２１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召开会议讨论支

前、 剿匪工作ꎮ 会议根据大股土匪已被击溃ꎬ 被胁迫的群众纷纷回家生产ꎬ

顽固匪首带着小股土匪分别隐蔽ꎬ 寻机作恶ꎬ 雅安、 天全、 荥经三县还只能

在 ２７ 个乡镇开展工作的情况ꎬ 决定剿匪部队以营、 连或排为单位ꎬ 进驻重

点乡村ꎬ 以便及时捕捉战机ꎬ 消灭小股匪特ꎬ 协助地方开展农村工作ꎻ 组织

武装工作队下乡ꎬ 宣传政策ꎬ 发动群众ꎬ 配合驻剿部队剿匪ꎻ 逐步建立过渡

性的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ꎬ 即乡、 保治安支前委员会 (以保为小组)ꎬ 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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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推动基层的剿匪、 支前等工作ꎮ 这一部署的贯彻实施ꎬ 将雅安的剿匪斗

争推进到了新的阶段ꎮ ４ 月 ２ 日ꎬ 西康区党委、 西康军区联合发出 «关于贯

彻西南局、 西南军区关于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ꎬ 成立了以刘忠为主任ꎬ

廖志高为副主任的西康军区剿匪委员会ꎮ 要求各地委、 军分区亦根据一元化

剿匪斗争的指示精神ꎬ 立即成立军分区一级的剿匪委员会ꎮ 各县、 区、 乡仍

采取治安支前委员会的形式配合剿匪ꎮ 剿匪斗争由初期的防御阶段转入重点

反攻ꎬ 再转入主动、 全面进攻阶段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ꎬ 地委决定组织地方武装工作队下乡ꎬ 宣传发动群众ꎬ 逐步

在农村建立乡、 保治安支前委员会、 防匪小组、 武装自卫队和游击大队等组

织ꎮ 随着分兵驻剿和武工队下乡开展工作ꎬ 剿匪与发动群众相互促进ꎬ 农村

工作的开展面逐步扩大ꎬ 小股土匪武装不断就歼ꎬ 匪首日渐孤立ꎬ 一些匪首

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ꎬ 走投无路ꎬ 不得不缴械投降ꎬ 仅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０

日ꎬ 天全县当月就有约 ３０ 股大小股土匪相继投降ꎮ 在此期间ꎬ 有天全的高

鑑明 (中统天全调查处副处长、 总舵把子)、 陈步胜 (国民党 “新编” 第十

五军副军长)、 陈步昌 (国民党 “新编” 第十五军团长)ꎬ 荥经的彭定魁

(荥河乡长)、 聂庚山 (经河乡长)ꎬ 雅安的毕光奎 ( “中国全民反共救国

军” 副总司令)、 赵国祥 (保安团叛变之连长) 等 １４４ 名匪首投降ꎬ 投诚匪

众达 ２０００ 余人ꎬ 交出轻机枪 ２７ 挺、 长短枪 ９３０ 余支ꎮ 另外ꎬ 雅安匪首罗子

舟在 ３ 月底的西昌战役中ꎬ 被人民解放军击毙ꎮ ４ 月 １５ 日ꎬ 雅安匪首李楚湘

被抓捕ꎬ ９ 月 ２８ 日被人民政府处决ꎮ 经过两个月的主动进剿ꎬ 全区匪势锐

退ꎬ 雅安地区的混乱局面得以控制ꎮ
４ 月 １１ 日ꎬ 雅安专署、 雅安军分区联合颁发布告ꎬ 指出: 在人民解放

军强大的攻势下ꎬ 康定、 西昌相继解放ꎬ 最后残留在西南大陆之蒋匪已肃

清ꎬ 各地土匪已分崩离析陷入绝境ꎬ 兹再向各地匪特重申忠告: 放下屠刀、

悔过自新ꎬ 就是出路ꎻ 执迷不悟、 继续作恶ꎬ 就是死路ꎬ 任其选择ꎮ 布告中

还对剿匪工作的有关事项宣布了 １０ 项规定ꎮ ４ 月 １２ 日ꎬ 地委又作出 «关于

剿匪等工作的补充指示»ꎬ 指出: 康定、 西昌解放后ꎬ 匪特已失去依托ꎬ 雅

区匪首程志武、 李元亨亦遭我痛击ꎬ 加之政治攻势展开ꎬ 许多土匪感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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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ꎬ 大小股匪向我投降缴械者日多ꎬ 为此ꎬ 特指示对土匪武装的处理和招

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对土匪武装要抓紧收缴一切土匪的枪支弹药ꎬ

公枪必须集中在人民政府统一保存ꎬ 准备成立人民武装队ꎬ 城市枪支由公安

局调查登记ꎮ 二是在招降中对一切投案自首者要适当对待ꎬ 要说明党的政

策ꎬ 使之解除顾虑ꎬ 让其感到政府是为其前途着想ꎮ 要宣传全国、 全省形

势ꎬ 指明前途ꎬ 讲明只有缴械投降ꎬ 才能得到宽大处理ꎮ

为了配合军事驻剿ꎬ 进一步加强政治攻势ꎬ 深入开展招降工作ꎬ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召开有雅安地委领导参加的会议ꎬ 讨论剿匪工作ꎮ

会后ꎬ 地委根据会议精神ꎬ 及时制定 «招降工作中存在的几个政策问题的处

理意见»ꎬ 提出收缴匪枪、 控制匪首的措施ꎬ 明确处理招降匪首与反霸斗争

的关系及其策略、 原则ꎬ 推动了全区招降工作的深入开展ꎮ 各县和各驻县解

放军根据 «处理意见» 的精神ꎬ 在积极组织追歼残余股匪的同时ꎬ 发动群

众逼匪投降ꎮ 通过进步人士、 土匪家属和已投诚的土匪开展劝降工作ꎬ 进一

步加强政治瓦解ꎬ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ꎬ 匪特内部纷纷瓦解ꎬ 众多土匪缴

械投降ꎮ ５ 月 １９ 日ꎬ 雅安县北区 (上里、 中里、 下里三乡) １００ 多名土匪在

党的宽大政策的感召下ꎬ 经过学习改造ꎬ 写下决心书后回家生产ꎮ 据 ５ 月 ２０

日雅安军分区作战科报: 清剿雅属六县残余散匪ꎬ ３ 个月来俘获甚多ꎬ 通过

招降工作与政治瓦解ꎬ 分区直属队及 ５５３ 团 １ 个营、 ５５４ 团 １ 个连在雅安招

降匪首赵国祥、 杨希仁、 马宗定等及其下属 ２６３０ 名ꎮ 截止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底ꎬ

共歼灭匪特 ２０４８６ 人 (含毙伤 ４４７ 人、 俘 １０７７ 人)ꎬ 其中招降匪首 ３９９ 人、

匪众 １８５６３ 人ꎬ 占总人数的 ９２％ꎻ 缴获各种枪支 １１４４２ 支ꎬ 炮 ４２ 门ꎮ 招降

匪首、 收缴匪枪的工作在短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雅安军分区剿匪委员会对剿匪工作发出指示: 一是

要在各级军政领导干部及部队思想上解决满足现状、 麻痹松懈情绪ꎬ 继续发

扬艰苦顽强作风ꎬ 树立长期剿匪思想ꎻ 二是进一步发动群众ꎬ 大力开展政治

攻势ꎻ 三是政策上除对发生问题地区的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外ꎬ 还必须要

查处捣毁匪特的组织机构ꎻ 四是建立健全剿匪一元化领导ꎻ 五是剿匪、 征

粮、 发动群众三者必须密切结合ꎻ 六是在剿匪的军事手段上采取灵活多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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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盘踞的股匪必须集中足够兵力多路合围ꎬ 重视情报ꎬ 加强便衣侦破ꎮ 对各

县所辖地区之重要仓库、 交通桥梁、 电线ꎬ 特别是铁索桥要由专门部队保

护ꎮ 各县的剿匪工作严格按照雅安军分区的指示精神ꎬ 有序开展ꎮ ９ 月ꎬ 地

委对半年来的剿匪工作进行了总结: 雅安各县招降大小匪首 ３９９ 人ꎬ 歼敌

２５３３７ 人 (其中招降 １９２９６ 人)ꎬ 缴获各种枪支 １３４３１ 支ꎬ 机枪 ２１６ 挺ꎬ 炮

３２ 门ꎬ 电台 ３ 部ꎬ 剿匪工作取得突出成绩ꎮ
经过半年多的剿匪斗争ꎬ 平定了雅安境内国民党残余匪特势力发动的大

规模武装叛乱ꎬ 剿灭了大股土匪ꎬ 安定了社会秩序ꎬ 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ꎬ

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ꎬ 剿匪斗争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ꎮ 但由于残余

匪特并没有彻底消灭ꎬ 他们纷纷隐藏到偏远山区ꎬ 潜伏在农村乡间ꎮ 为此ꎬ

地委将剿匪工作转入到清匪、 反霸运动中ꎬ 从军事上对残余匪特继续开展清

剿ꎬ 捕捉漏网匪首ꎬ 彻底消灭匪患ꎻ 从政治上以严厉镇压恶霸地主为手段ꎬ
摧毁残余匪特赖以生存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基础ꎬ 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扫清障碍ꎮ

四、 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 (简称 “镇反运动” )ꎬ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所进行的一场生死攸关、 尖锐激烈的阶级

斗争ꎮ

解放前夕ꎬ 在西康省有国民党、 三青团、 青年党和民社党 ４ 个反动党团

组织ꎬ 省级党部 ４ 个、 各区级督导处和办事处 ５ 个、 县党部和筹备委员会 ９９

个ꎬ 骨干分子 １６８５ 人ꎻ 特务组织有中统调查处 ２ 个、 督导区 ３ 个、 军统两

个站 １６ 个组、 国民党国防部二厅 ５ 个组ꎬ 解放前夕逃到西康的保密局处长

黄逸公率领的特务分子 ７１ 人ꎬ 骨干分子 ９４４ 人ꎻ ５ 万余叛乱土匪中有骨干分

子 １３８２７ 人 (其中相当于排以上人员 ２５５２ 人)ꎻ 城乡恶霸 ２３３４ 人ꎻ ６５ 种反

动会道门有坛主、 点传师以上骨干 １００８ 人ꎻ 反动军、 政、 宪、 警骨干 ２４７５

人ꎬ 共有各种反革命分子 ２ ２ 万人ꎬ 占西康汉人总数的 １ ２％ꎮ 随着西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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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解放ꎬ 国民党各残渣余孽纷纷逃亡麇集于此ꎬ 与恶霸、 惯匪、 袍哥头子等

武装反动势力勾结ꎬ 企图在西康建立 “大陆游击根据地”ꎬ 等待时机ꎬ 里应

外合ꎬ 卷土重来ꎮ

解放初期ꎬ 盘踞在雅安各县的各种反动武装和反动势力趁人民解放军立

足未稳、 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刚刚建立ꎬ 便不断策划、 发动武装暴乱ꎬ 围攻县

城ꎬ 袭击人民解放军部队ꎮ 汉源县相继发生富庄、 美罗、 皇木、 鹤梧、 河南

暴乱ꎬ 公安部门配合人民解放军及时平息暴乱ꎬ 严惩了匪首蔡连云、 刘宗

钦、 羊德清、 李庚华、 周兴才、 张子洲、 仲学才、 李仁安等 １７ 人ꎮ 据不完

全统计ꎬ 各种反动势力策划、 发动武装暴乱 ４３ 起ꎬ 暴乱中残忍杀害地方干

部、 解放军指战员和农民积极分子 ４００ 多人 (不含剿匪战斗中牺牲的)ꎮ 在

公开的武装暴乱遭到沉重打击后ꎬ 他们又潜伏下来ꎬ 进行造谣、 投毒、 暗

杀、 抢劫、 纵火等破坏活动ꎮ 因此ꎬ 坚决彻底地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ꎬ 全面

而系统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 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ꎬ 并依法给

以惩治ꎬ 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较量ꎬ 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ꎬ 也是广

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ꎮ 否则ꎬ 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将难以巩固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简称 “３１８” 指示)ꎬ 要求 “严厉而及时地镇压进行反革命暴乱、 杀人、
强劫和破坏活动的匪首和组织者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中共中央又发出 «关于镇

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ꎬ 要求各级党委全面执行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的政

策ꎬ 对罪大恶极、 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要坚决镇压ꎮ 根据党中央的指

示精神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对开展大规模镇反斗

争作了具体部署ꎮ 从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开始ꎬ 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以打击土

匪、 恶霸、 特务、 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分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

运动ꎮ

西康区党委根据 １０ 月 ２２ 日西南局 «关于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中严

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ꎬ 决定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清匪、 反霸、 减租、
退押结合开展ꎮ １９５０ 年夏季开始ꎬ 西康区党委组织各级干部 ３０００ 多人ꎬ 在

１７３ 个以汉族为主的乡开展了清匪、 反霸、 减租、 退押和镇压反革命运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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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镇压了一批杀人、 抢劫和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匪首ꎮ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 西康区

党委作出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计划»ꎮ 一场有计划、 有步骤、 有重点的

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省各地分期分批地开展起来ꎮ

雅安的镇反运动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到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ꎮ 在配合军事清剿、 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下ꎬ 迅速打击和破

获阴谋暴乱组织ꎬ 剿灭大批土匪ꎮ 同时ꎬ 经过登记、 搜捕、 管训ꎬ 基本上打

垮敌特原有公开半公开组织ꎬ 初步建立了革命秩序ꎮ 第二阶段从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ꎮ 根据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ꎬ 重点打击惯匪和现行反

革命分子活动ꎬ 清理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ꎬ 从而纯洁了组织ꎮ 第三阶段从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ꎮ 根据 «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 规定ꎬ 以取缔

反动会道门为主ꎬ 扫清了边远山区结合部的残敌ꎮ

在镇反运动初期ꎬ 由于一些干部思想上轻敌麻痹ꎬ 怕出乱子ꎬ 怕犯

“左” 的错误ꎬ 因而对反革命分子重罪轻判较为普遍ꎬ 处决首恶犹豫拖延ꎬ
贻误时机ꎬ 不少反革命分子仍逍遥法外ꎬ 没有及时对反革命气焰以有力打

击ꎬ 引起了群众思想混乱和不满ꎮ 地委针对这些情况ꎬ 按照 ３ 月 ２０ 日西康

区党委 «关于纠正片面宽大ꎬ 坚决执行首恶必办的指示»ꎬ 要求全区各地认

真执行 “纠正片面宽大ꎬ 坚决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ꎮ 之后ꎬ 各县

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ꎬ 适时进行镇压ꎬ 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

焰ꎬ 提振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ꎮ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地委对执行中央 “３１８” 指示以来的镇反工作进行小结ꎬ

指出: 几个月来ꎬ 全区先后处决死刑犯 １０４ 人ꎬ 判刑 １０９ 人ꎬ 保释与开释者

１３３３ 人ꎮ 针对在镇反运动中出现的右的偏向ꎬ 即把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问

题与对敌斗争的坚决镇压反革命问题相混淆ꎬ 过分信任乡、 保人员ꎬ 把暂时

利用和控制使用的乡、 保人员都当作朋友ꎬ 以致发生多次投降又多次作乱的

事件ꎬ 地委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ꎮ 在中央 １０ 月 １０ 日 «镇压反革命活动

的指示» 精神下达后ꎬ 地委根据西康区党委的安排ꎬ 向各县发出通知ꎬ 一是

清理积案ꎻ 二是尚未逮捕的党特首要分子、 匪首恶霸、 反动军官ꎬ 应逮捕归

案ꎻ 三是军分区管训的匪首恶霸、 反革命分子ꎬ 要向群众说明管训的目的ꎬ

９３第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发动群众告状、 揭发ꎬ 便于处理ꎬ 以解群众的顾虑ꎻ 四是被俘的匪首恶霸由

部队军法处审理处决ꎻ 五是党委要加强对公安机关的领导ꎬ 督促其学习检查

工作ꎻ 六是加强监狱管理ꎻ 七是反对逼供信ꎬ 禁用肉刑ꎮ 地委实事求是的总

结和及时发出的指示ꎬ 对后来的镇反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ꎮ

在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ꎬ 全区各县清查、 逮捕、 镇压了一批有现

行破坏活动ꎬ 危害性大ꎬ 群众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ꎮ 汉源县在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底ꎬ 镇压反革命分子 ４０７ 人ꎬ 其中ꎬ 处决了夏明

之等恶霸 １２４ 人ꎬ 处决了以羊仁安为首的匪首和反革命分子 ２２３ 人ꎮ 荥经县

在镇压反革命中ꎬ 判处死刑 ３３２ 人ꎮ 名山县从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到土改结束ꎬ
镇压土匪、 恶霸、 反动党团骨干等 ３６１ 人ꎬ 管制 ４６９ 人ꎮ 从政治上沉重打击

了反革命势力和封建势力ꎮ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 «惩治反革命条例»ꎬ 使镇反斗

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ꎮ 地委要求各县大量翻印ꎬ 四处张贴ꎬ 广泛

宣传ꎮ 同时要求各地认真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 “首恶者必办ꎬ 胁

从者不问ꎬ 立功者受奖” 等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政策ꎮ 雅安专署依据 «惩治

反革命条例»ꎬ 处决了匪首程志武、 龚信孚及美罗叛乱祸首羊德清、 李庚华

等死刑犯ꎬ 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ꎮ
１９５２ 年春季ꎬ 由于县级机关领导力量大部集中搞 “三反” “五反”ꎬ 对

农村工作有所放松ꎬ 各地反革命分子及不法地主趁机进行破坏活动ꎬ ４ 月 １９

日ꎬ 地委按照公安部和西康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 加强治安工作的指示精

神ꎬ 结合雅安专区的具体情况ꎬ 及时作出 «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巩固治安工

作的指示»ꎬ 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对反革命分子与不法地主的捣乱给予有效打

击ꎮ 一是各县应根据实际情况ꎬ 贯彻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关于镇反问题的决

议ꎬ 继续采取杀、 关、 管等方法ꎻ 二是加强对地主阶级的严格管制ꎻ 三是捕

捉残匪ꎬ 各地如发现小股土匪活动ꎬ 必须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消灭ꎮ 罪大恶极

逃亡在外者ꎬ 必须坚决捕回ꎮ 凡逃至少数民族地区隐藏者ꎬ 捕捉时必须事先

与少数民族商妥ꎬ 方可捕捉ꎮ 凡已逃很远ꎬ 并在那里有了正当职业罪恶又不

大者暂不派人去捕捉ꎮ 凡因捕捉土匪而出外的自卫队武装人员ꎬ 未归之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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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生产事宜应由乡村干部组织群众互助代耕解决ꎬ 以免其因公耽误

生产ꎮ

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ꎬ 地委根据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及西康区党委

有关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指示ꎬ 又在全区进行摸底排查ꎬ 共查出各种反革命骨

干 ７６３８ 名ꎬ 按照党的政策分别给予处理ꎮ １９５３ 年ꎬ 地委对全部镇反案件进

行了认真的复查ꎮ 复查结果表明: 雅安的镇反运动ꎬ 认真执行了党的方针政

策ꎬ 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比较彻底ꎬ 效果是好的ꎮ

为了表彰在镇反运动中作出突出成绩的个人ꎬ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ꎬ 雅安专署

发出 «关于召开治安模范代表会议的通知»ꎬ 在 １１ 月至 １９５４ 年 １ 月间ꎬ 分

别在雅安、 荥经、 芦山、 宝兴、 汉源、 天全召开治安模范会议ꎬ 总结 ３ 年来

镇反工作的成绩ꎬ 交流了经验ꎬ 评定出甲等模范 ４４ 名ꎬ 乙等模范 ９７ 名ꎬ 丙

等模范 ２８７ 名ꎮ
镇压反革命运动从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开始ꎬ 到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全部结束ꎬ 历时三

年零七个月ꎮ 镇反运动比较全面彻底地肃清了国民党在雅安地区的反革命残

余势力ꎬ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ꎬ 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ꎬ 稳定了社会秩

序ꎬ 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抗美援朝ꎬ 保证了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

顺利进行ꎮ

五、 抗美援朝运动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朝鲜战争爆发ꎮ 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

朝鲜ꎬ 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ꎮ 侵略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ꎬ

越过 “三八线”ꎬ 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ꎬ 出动飞机轰炸我东北边

境的城市、 乡村ꎬ 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ꎮ 西康省军民和各界人

士纷纷发表谈话ꎬ 一致愤怒抗议侵朝美机在我国东北杀伤中国人民的暴行ꎮ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奉命跨过鸭绿江ꎬ 同朝鲜军民并肩作

战ꎬ 抗击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ꎮ １１ 月 ４ 日ꎬ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

联合宣言ꎬ 号召 “全国上下以实际行动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 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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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的群众运动”ꎮ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西康分会在雅

安成立ꎮ 同日ꎬ 雅安地委组织 １ 万余人在雅安举行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

的集会ꎮ 随后ꎬ 雅安专区成立抗美援朝分会ꎻ 汉源县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

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汉源县分会ꎻ 名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成立四川省抗

美援朝委员会名山县分会ꎮ 各分会成立后ꎬ 积极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

抗美援朝运动ꎮ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１ 日ꎬ 雅安县观化乡 １２００ 余群众举行 “抗美援

朝ꎬ 保家卫国” 集会游行ꎬ 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对美帝主义侵略、 保卫世界和

平的决心ꎮ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地委按照中共中央 «关于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工作

的指示» 和西康区党委 «关于迎接 “五一” 大示威及深入抗美援朝的计

划»ꎬ 作出在全区进一步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高潮的决定ꎬ 并要求

从现在起到 ４ 月下旬ꎬ 各县应结合减租退押、 生产建政等工作ꎬ 进行广泛的

时事宣传教育ꎬ 至 “五一” 前夕ꎬ 各地要根据具体情况召开各种群众集会ꎬ

控诉蒋、 日、 美罪行ꎬ 激发群众反蒋、 反日、 反美热情ꎬ 坚决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ꎬ 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ꎬ 努力生产支援中朝部队ꎬ 支援解放西藏、 台

湾ꎮ 各县均要建立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组织ꎮ
根据中央 “五一” 节在全国所有城市乡村举行以反美、 抗美援朝为主

要内容的大示威、 大游行ꎬ 城市动员全体工人、 居民ꎬ 乡村动员全体农民分

区域分乡游行示威的指示ꎮ ５ 月 １ 日ꎬ 雅安各界 ５ 万余人集会ꎬ 纪念 “五

一” 国际劳动节并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ꎻ 荥经县委、 县人民政府在东方公

园举行纪念 “五一” 国际劳动节万人集会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游行ꎬ 县

总工会主席折春芳、 工人代表王泮文、 农民代表丁树清在会上向参会群众发

出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ꎬ 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和以迎接土地改革的实

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的倡议ꎬ ２ 万多参会群众在 «和平公约» 上签名投票ꎻ

芦山县各场镇 ２ 万余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ꎮ 天全县在 ４ 月下旬至 ５ 月上

旬开展抗美援朝宣传周活动ꎮ 其余各县也广泛开展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宣传教育和普遍订立爱国公约、 和平签名活动ꎬ 积极声援抗美援朝ꎮ 到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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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ꎬ 全区 (不含省辖的雅安市) 有 １２８８１６ 人在和平宣言上签名ꎬ 占总人口

的 ２１ ３％ꎻ 有 １２６０６７ 人投票反对美帝武装日本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１ ３％ꎻ 有 １５

万人参加了 “五一” 示威游行ꎬ 占全区总人口的 ２５％ꎬ 表现出了雅安人民

热爱和平、 保卫和平的强烈愿望ꎮ

在大力宣传抗美援朝的同时ꎬ 地委于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５ 日作出 «关于扩兵

工作的指示»ꎬ 要求积极动员广大青年积极踊跃参加志愿军ꎬ 支援抗美援朝ꎬ

保家卫国ꎬ 巩固国防ꎬ 各地必须在 ６ 月 ２０ 日前完成 １４５０ 人的扩兵任务ꎮ 具

体名额分配是雅安 ７００ 名、 天全 ２００ 名、 芦山 ３００ 名、 宝兴 ５０ ~ １００ 名、 荥

经 ２００ 名ꎮ 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地委号召ꎬ 踊跃报名参军要求上前线抗击美国

侵略者ꎬ 仅雅安专区各中等学校 １３８０ 名学生中ꎬ 有 ２９５ 人报名参军ꎬ 占符

合参军年龄的 ９９％ꎻ 汉源县有 １３１９ 人、 荥经有 １３００ 多人报名应征参加志愿

军ꎻ 雅安、 天全、 荥经、 宝兴、 芦山等县完成扩兵任务 １７７６ 人ꎮ 各县均超

额完成地委下达的征兵任务ꎮ 名山县 １７０ 个村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军ꎬ ７ 月征

送第一批 ７００ 名ꎬ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征送第二批 ２７６ 名ꎬ 两批 ９７６ 名志愿军奔赴朝

鲜战场作战ꎮ 在征兵中ꎬ 全区城乡出现母亲送儿子、 妻子送丈夫、 兄弟争相

入伍的感人场面ꎮ

为了支援朝鲜前线ꎬ 地委、 专署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和社会各界广泛宣传

动员ꎬ 号召捐款捐物ꎬ 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响应ꎬ 踊跃捐献武

器、 慰问金以及生活用品ꎬ 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捐献武器运动ꎮ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１ 日ꎬ 荥经县在万人集会上收到捐款慰问现金 ５２５ ５ 万元 (旧币 １ 万元等于

新币 １ 元)、 白洋 ３４ ５ 元、 慰问信 １１０ 件ꎬ 后又收到社会各界捐款 ８０００ 多

万元 (旧币)ꎻ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荥经县委、 县人民政府通过广泛宣传ꎬ 在数月

内计捐献人民币 ２５ ７ 万元 (旧币)ꎮ ６ 月ꎬ 汉源县开展 “抗美援朝” 捐献活

动ꎬ 共捐献人民币 ３ ２ 亿元 (旧币)ꎮ ７ 月 ５ 日ꎬ 石棉县委在全县开展 “踊

跃捐献一门高射炮” 的活动ꎬ 收到捐款 ５６１３ ０７３９ 万元 (旧币)ꎮ ７ 月至 ８

月ꎬ 芦山县委组织教师 ９５ 人ꎬ 分赴各乡宣传ꎬ 组织捐献活动ꎬ 至年底入库

捐献款 １０４６ ４ 万元 (旧币)ꎮ 在天全县城厢 １２０ 户居民中有 １０１ 户积极捐

献ꎬ 始阳乡任洪猷捐献了珍藏多年的金戒子ꎬ 有的群众利用业余时间背运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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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ꎬ 将其收入全部捐献ꎮ 宝兴县城关镇开明绅士徐子仁被县政府授予 “抗美

援朝爱国捐献模范” 称号ꎮ ６ 月 １ 日至 ７ 月 ２０ 日ꎬ 名山县各界人士共捐献金

银首饰、 白银、 文化用品、 鞋袜及其他生活用品等 ３９７４１ 件ꎬ 人民币

２０５３ ３５ 万元 (旧币)ꎻ ７ 月 ２１ 至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又捐献武器款 ８ ７８ 亿

元 (旧币) 购买大炮一门ꎬ 超过原计划的一倍ꎮ １９５１ 年底ꎬ 全区各族各界

捐款达 ４３ 万元 (新币)ꎬ 超额完成捐献飞机两架的任务ꎮ 到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底

统计ꎬ 全区共完成武器捐款 ６４ 万元 (新币)ꎬ 收到慰劳捐金 ６３００ 元以及大

批慰问品ꎮ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ꎬ 西康省人民医院抽调 ４０ 余名医务人员ꎬ 组成 “抗

美援朝医疗队” 赴朝担任战地医疗ꎬ 雅安人民用实际行动积极支援抗美援朝

斗争ꎮ

在抗美援朝战斗中ꎬ 雅安儿女不怕牺牲ꎬ 英勇杀敌ꎬ 涌现出许多战斗英

雄ꎮ 雅安县多营乡青年田文富作战英勇ꎬ 荣获 “帽落山英雄机枪射手” “战

斗英雄” 等称号ꎬ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新华社报道了田文富的英雄事迹ꎮ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代表ꎬ 前

往多营乡慰问田文富的家属ꎮ 汉源县大岭公社西南大队姜润芝和宜东公社红

光大队黄启富烈士分别荣立一等功一次ꎮ 雅安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

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ꎮ
为了宣传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并肩战斗的英雄事迹ꎬ 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

的侵略罪行ꎬ 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ꎬ 全区各地广泛开展以爱

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宣传教育运动ꎮ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 荥经县委、 县人民政府举行赴朝鲜慰问团志愿军归国代

表团报告会ꎻ ７ 月 ２２ 日ꎬ 名山县召开 ５０００ 人的欢迎大会ꎬ 听取赴朝慰问代

表团西南分团的报告ꎻ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３ 日ꎬ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归国代表

在雅安人民广场为 ２ 万多干部群众作抗美援朝形势报告ꎮ 通过报告会、 宣讲

会ꎬ 雅安人民普遍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ꎬ 进一步提升

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ꎬ 坚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ꎮ 名山县城东乡军

属王学英把私房钱、 陪奁钱取出 １２０ 万 (旧币)ꎬ 其中 １００ 万购买爱国公债ꎬ

２０ 万投入生产ꎬ 表示决心搞好生产ꎬ 支援人民志愿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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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ꎬ 全区各地积极开展慰问活动ꎬ 雅安机关团体

以及各界人民赠献慰问信和赶写慰问信达千封以上ꎬ 抗美援朝名山分会组织

广大青少年和少先队员写慰问信 １５００ 余封ꎬ 各地慰问信、 慰问品源源不断

送往朝鲜前线ꎬ 表达对志愿军的尊敬和爱戴之情ꎬ 鼓励志愿军、 朝鲜人民军

英勇作战ꎮ 同时ꎬ 各县相继成立优抚委员会 (后改为拥军优属委员会)ꎬ 广

泛组织开展优抚烈军属活动ꎬ 从救济困难、 照顾生活、 扶持生产、 组织代

耕、 节日慰问等方面ꎬ 热情帮助烈军属解决实际困难ꎬ 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

英勇作战、 奋勇杀敌的士气ꎮ 雅安、 名山等县先后召开烈军属代表大会ꎬ 总

结优抚工作ꎬ 表扬模范烈军属和拥军优属模范ꎬ 推动了群众性拥军优属活动

的深入开展ꎮ

通过抗美援朝运动ꎬ 雅安人民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ꎬ 推动了各方面工

作的开展ꎮ 从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下旬开始ꎬ 全区城乡各项各业包括工厂、 农村、

机关、 学校、 街道乃至家庭、 个人都根据自己工作、 生产的实际情况ꎬ 普遍

订立了爱国公约ꎮ 爱国公约的内容包括政治、 生产和工作、 学习等各方面ꎮ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ꎬ 名山县干部订出努力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 提前完成工作任务

的具体措施ꎻ 农民群众订出搞好生产ꎬ 增加产量ꎬ 肃清匪特、 监视地主、 防

止造谣破坏ꎬ 捕捉漏网匪首等具体办法ꎻ 商人订立公约ꎬ 承诺反对投机取

巧、 偷税漏税、 扰乱金融以及主动提前交纳税款ꎻ 学校师生则在努力学习ꎬ

提高思想觉悟ꎬ 积极宣传爱祖国、 爱人民、 树立民族自尊心、 提高民族自信

心等方面订出具体措施ꎮ 与此同时ꎬ 全区积极响应党中央 “增加生产ꎬ 厉行

节约ꎬ 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的号召ꎬ 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

动ꎮ 工厂开展爱国主义生产劳动竞赛ꎬ 为抗美援朝前线提供大量军需物资ꎻ

农村开展爱国增产运动ꎬ 多产粮食支援前线ꎻ 工商界积极改善经营ꎬ 努力做

好城乡物资交流ꎮ

抗美援朝运动ꎬ 充分显示出雅安各级党组织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ꎬ 极

大地激发了全区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ꎬ 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形成的爱国

主义精神ꎬ 成为建国初期恢复和发展雅安经济ꎬ 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

动力ꎮ

５４第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第三节　 土地改革运动

封建土地制度ꎬ 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ꎬ 是

造成农民贫穷和农业生产落后的总根源ꎮ 把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

民的土地所有制ꎬ 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纲领之一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严重束缚着农村生产力ꎬ 极大地阻

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ꎬ 要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ꎬ 铲除封

建剥削制度ꎬ 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ꎬ 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土地所有制变

革ꎬ 以完成农村民主革命任务ꎮ １９４９ 年 «共同纲领» 规定: “凡尚未实行土

地改革的地区ꎬ 必须充分发动农民群众ꎬ 建立农民团体ꎬ 经过清除土匪恶

霸、 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ꎬ 实现耕者有其田ꎮ” 国家要 “有步骤地

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ꎮ １９５０ 年 «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公布以后ꎬ 雅安地委根据西南局和西康区党委的部署ꎬ

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ꎬ 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了清匪、 反霸、 减租、 退押

(简称 “四大运动” ) 和土地改革运动ꎮ

一、 清匪反霸与减租退押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至 ９ 月ꎬ 雅安地区经过半年多的大规模剿匪斗争之后ꎬ 匪特

已被基本消灭ꎬ 匪患得到有效控制ꎬ 社会秩序明显好转ꎮ 但是ꎬ 残余匪特并

未完全、 彻底被消灭ꎬ 他们隐藏在乡村等待时机ꎬ 妄图反攻倒算卷土重来ꎮ

在农村地区ꎬ 封建势力还较为强大ꎬ 恶霸地主与残余匪特相互勾结ꎬ 造谣惑

众ꎬ 胁迫农民ꎬ 扰乱秩序ꎬ 公开对抗党和人民政府ꎬ 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民

主政权ꎮ 针对西南地区解放较晚的现实状况ꎬ 西南局决定首先进行清匪、 反

霸、 减租、 退押运动ꎬ 然后再进行土地改革ꎮ １９５０ 年秋ꎬ 西康省在汉族为

主的地区开始进行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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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匪反霸

清匪运动ꎬ 就是发动群众采取清、 剿结合的方式ꎬ 消灭残余土匪的运

动ꎬ 清匪是剿匪斗争的继续和深入ꎮ 反霸运动ꎬ 就是镇压罪大恶极的恶霸、

地主ꎬ 摧毁几千年来的地主统治阶级ꎬ 让人民彻底翻身做主人ꎮ

１. 群众性的清匪运动

雅安各地在对大股土匪进行大规模的剿灭之后ꎬ 仍有大小匪首漏网ꎬ

他们纠集散匪与当地的恶霸地主互相勾结ꎬ 四处造谣惑众ꎬ 攻击党和政

府ꎬ 暗杀干部ꎬ 危害群众ꎬ 烧杀抢掠ꎬ 无恶不作ꎬ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ꎮ 地

委深刻认识到ꎬ 只有认真组织和发动群众ꎬ 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ꎬ 打好人

民战争ꎬ 才能彻底清除匪特隐患ꎬ 安定社会秩序ꎬ 进一步巩固新生的人民

民主政权ꎮ

群众性的清匪运动ꎬ 是以农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成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为骨干ꎬ 在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有力支持下开展的ꎮ 随着股匪被消灭ꎬ 农村工

作不断深入的发展ꎬ 基层农民协会相继建立ꎬ 农民群众有组织地为反对封建

残余势力而斗争ꎬ 并逐渐成为清匪运动的主要力量ꎮ 为了对付零星散匪的扰

害ꎬ 保卫自身的安全和利益ꎬ 一些地方的群众自动地组织起来防匪自卫ꎮ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廖志高在西康区党委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中ꎬ 肯定了群

众的这种行动ꎬ 要求在群众已初步发动并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的地方ꎬ 武装

群众ꎬ 以保为单位组织防匪自卫小组ꎮ ６ 月 ２７ 日ꎬ «每日新闻» 就雅安草

坝、 宝兴灵关的农民自动组织起来擒匪的事迹ꎬ 发表了 “组织群众ꎬ 防匪自

卫” 的短评ꎬ 号召建立防匪自卫组织ꎮ ７ 月 ８ 日ꎬ 雅安草坝区成立剿匪委员

会ꎬ 各乡设分会ꎬ 在各保组建防匪自卫小组ꎮ ７ 月 ９ 日ꎬ 雅安地委、 专署、

军分区发布 «关于组织与训练群众武装工作的联合指示»ꎬ 具体规定了群众

防匪自卫组织的组建条件和成员、 武器、 管理机构、 教育训练等问题ꎮ 同时

要求各地组织群众防匪自卫ꎬ 以保 (村) 为单位组成防匪自卫小组ꎬ 在乡

组织中队ꎬ 以便开展农村工作ꎮ 各县要举办群众武装干部训练班ꎬ 选择三分

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乡保ꎬ 每乡抽一人能任中队长的ꎬ 每保抽一人能任班长

的首先加以训练ꎮ «指示» 发出后ꎬ 雅安地区群众性防匪自卫组织进入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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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有计划的建立、 发展和开展活动的阶段ꎮ 截止 ９ 月底ꎬ 雅安地区防匪

自卫小组成员发展到 ３７９２ 人ꎮ

为了确保即将于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中旬在全省汉族地区开展的清匪、 反霸、

减租、 退押群众运动的顺利进行ꎬ 进一步推动群众性的清匪肃特斗争ꎬ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地委按照西康军区 «关于建设人民武装自卫队的指示»ꎬ 在匪特已

基本消灭ꎬ 社会秩序趋向安定ꎬ 群众初步发动并已有了农会组织的腹心地

区ꎬ 在防匪自卫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人民剿匪武装自卫队ꎬ 以开展群众性的

除奸防匪反霸自卫运动ꎮ 对于在群众尚未很好发动、 组织ꎬ 工作薄弱无一定

基础的边沿地区或新地区ꎬ 仍以治安委员会防匪自卫小组为过渡时期的基础

组织ꎬ 待群众发动条件成熟后ꎬ 再行组织成立自卫队ꎮ 自卫队是反对封建地

主、 恶霸、 特务分子ꎬ 保卫群众利益的群众性的武装ꎬ 不脱离生产ꎮ 基本任

务是: 举报匪情和坏人ꎻ 建立岗哨盘查行人ꎻ 捕捉散匪和潜藏的特务分子ꎻ

建立联防并协助驻军维持治安、 交通ꎬ 保护仓库和工作人员安全ꎻ 送信、 带

路等ꎮ 自卫队的武器主要用枪换肩的方式解决ꎬ 把地主阶级的武器基本上转

到农民群众手里ꎬ 即将乡、 保公有枪支和收缴的土匪枪支ꎬ 交自卫队使用ꎻ

地主、 恶霸分子的枪支ꎬ 以借用名义全部借用ꎻ 旧乡、 保人员的枪支ꎬ 则动

员其交出ꎬ 或以防匪名义借用ꎮ 不足部分由缴获枪支补充ꎮ 采取这些办法ꎬ
既解决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所需枪支问题ꎬ 也部分地解决了雅安历史上形成的

民枪泛滥的问题ꎮ 随着清匪、 反霸、 减租、 退押运动的开展ꎬ 人民武装自卫

队迅速发展壮大ꎮ １２ 月ꎬ 各县经过对原来群众自发组织的防匪自卫小组进

行整顿ꎬ 成为自卫队组织ꎬ 到年底自卫队员发展到近 ２ 万人ꎮ 人民武装自卫

队已成为农村清匪、 反霸、 减租、 退押运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ꎬ 在

繁重的剿匪肃特斗争任务中ꎬ 发挥了骨干作用ꎮ

从 １９５０ 年秋季进入清匪阶段后ꎬ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人民武装部 (科)

的具体指导下ꎬ 雅安各县先后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ꎬ 分别组成一支剿伐队和

捕捉队ꎬ 开展轰轰烈烈的 “清匪包干竞赛” 运动ꎮ 捕匪队伍采取严密岗哨ꎬ
清查户口ꎬ 搜山封路等方法ꎬ 形成捕捉匪特的天罗地网ꎬ 显示出了强大的威

力ꎮ ８ 月下旬ꎬ 雅安地区配合川西地区会剿雅安、 芦山、 天全、 宝兴等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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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残匪ꎬ 历时一月基本结束ꎮ 共捕获反共救国军第一师师长、 川康大惯匪黄

复安ꎬ 支队长唐裴然ꎬ 大队长唐兵武ꎬ 川康边老惯匪简天华、 李先春、 李光

华、 杜子和、 董才先等主要匪首 ３０ 名ꎬ 一般匪首 ８９ 名ꎮ 董才先等 ９ 名主要

匪首被公审处决ꎮ

在清匪肃特斗争中ꎬ 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激发出了 “不净不止” 的清

匪积极性ꎬ 他们利用人熟、 地熟、 情况熟的优势ꎬ 侦察土匪踪迹ꎬ 控制投降

匪首ꎬ 抓捕逃窜匪特ꎬ 维护社会秩序ꎬ 由初期的 “防匪自卫” 逐步发展到

开展 “清匪立功竞赛” 和实行 “清匪包干制”ꎬ 掀起了群众性的清剿散匪、

捕捉匪首、 肃清零星残余匪特的热潮ꎮ 在人民解放军部队、 自卫队和人民群

众的密切配合下ꎬ 雅安各地大小残余匪首、 匪特纷纷落网ꎮ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５

日ꎬ 剿匪部队和自卫队组成的 “捕捉队”ꎬ 在天全县铜厂乡龙宝湾一农民群

众的协助下ꎬ 一举击毙了天全大匪首李元亨和其子李金中ꎬ 为民除掉了一大

祸害ꎮ ４ 月 ２２ 日ꎬ 逃亡一年多的芦山大匪首程志武ꎬ 在县警卫营和龙门乡

自卫队连续搜索、 追捕下ꎬ 经当地农民群众举报ꎬ 被自卫队员骆国熙等 ４ 人

捕获ꎬ 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ꎮ ５ 月 １３ 日ꎬ 雅安县上里、 中里两乡ꎬ 组织干

部、 武装人员、 群众 １０００ 余人大规模搜山ꎬ 捕获了雅安大匪首胥儒纯ꎮ 大

河、 沙坪、 孔坪、 严桥、 晏场、 草坝等乡的防匪自卫小组ꎬ 以土枪、 棍棒为

武器ꎬ 捕捉流窜土匪ꎬ 劝降逃窜土匪ꎬ 表现出极高的清匪积极性ꎬ «西康日

报» 多次报道他们的剿匪事迹和经验ꎮ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ꎬ 芦山县成为西康省第一个完成清匪任务的县ꎮ ５ 月 １１ 日ꎬ

西康区党委内部刊物 «西康工作» 通报了芦山县委组织 “剿匪包干竞赛”
运动的经验ꎮ 至 ４ 月底ꎬ 全区基本上完成清剿散匪、 捕捉匪首的清匪任务ꎬ

雅安绝大部分地区趋向安定ꎮ 雅安在清匪运动中总结出两条基本经验: 一是

耐心发动群众侦查和搜剿ꎮ 即先行捕捉爪牙ꎬ 斩断匪首之情报和生活来源ꎬ

迅速摸清匪首窝藏之线索ꎬ 继即突然发动群众协助合击搜剿捕获ꎮ 二是军民

合剿乃搜剿致胜之重要关键ꎮ 部队日以继夜冒着雨雪、 深入大山丘田对土匪

进行反复搜剿的具体事例ꎬ 使广大群众认识到ꎬ 只要决心大ꎬ 剿得狠ꎬ 不怕

扑空和疲劳ꎬ 就能取得胜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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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多的剿匪斗争中ꎬ 自卫队员英勇顽强ꎬ 不怕牺牲ꎬ 创造了许多英

雄事迹ꎮ 天全县始阳乡四保自卫队分队长高崇杰等 ８ 名队员ꎬ 和农会副主席

黄玉祥在 １６０ 余名群众支援下ꎬ 将匪首孙华安包围在古墓中ꎮ 孙华安负隅顽

抗ꎬ 战斗持续四五个小时ꎬ 高崇杰等 ３ 人牺牲ꎬ 黄玉祥等 １１ 人负伤ꎬ 终于

在人民解放军部队的驰援下ꎬ 将孙华安擒获ꎮ 高崇杰在生命最后一刻ꎬ 还高

喊: “为全乡人民除害!” 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ꎮ

群众性的清匪运动从 １９５０ 年秋至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ꎬ 西康军民共清歼匪徒

５０８６ 人ꎬ 缴获轻机枪 １１ 挺ꎬ 长短枪 ６７４７ 支ꎬ 子弹 １２７５７４ 发ꎮ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１ 年两年中ꎬ 全省军民共歼灭 (含毙、 俘、 伤、 降) 叛乱匪特 ４７３１６ 人ꎬ
缴获各种炮 ２４８ 门ꎬ 轻重机枪 ５５５ 挺ꎬ 长短枪 ４１６１４ 支ꎬ 各种子弹 ５３ 万发ꎮ

同时ꎬ 人民政府初步镇压了一批杀人、 抢劫和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匪首ꎬ 从政

治上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ꎬ 清剿土匪的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ꎮ 由于雅

安地委坚决贯彻了西康区党委的指示ꎬ 在全区的清剿土匪运动中取得了突出

成绩ꎬ 多次受到西康区党委的表扬ꎮ

２. 大规模的反霸运动

反霸运动是摧毁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的运动ꎬ 其目的在于从政治上打倒国

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政权ꎬ 废除旧的封建性的保甲制度ꎬ 建立农民群众当家

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ꎮ 反霸运动的重点对象是恶霸地主ꎮ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 中指出: “凡

称恶霸ꎬ 是指依靠或组成一种反动势力ꎬ 称霸一方ꎬ 为了私人的利益ꎬ 经常

用暴力和权势去欺压与掠夺人民ꎬ 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ꎬ 查有实据

者ꎮ” 在雅安各地农村ꎬ 有的恶霸地主依靠或组织反动势力称霸一方ꎻ 有的

勾结官府ꎬ 私设公堂ꎬ 自建牢狱ꎬ 依仗权势欺压人民ꎻ 有的拥有武装ꎬ 豢养

流氓打手ꎬ 运用暴力掠夺财富ꎬ 草菅人命ꎬ 危害社会ꎮ 恶霸地主集中体现了

封建地主阶级的凶恶和残暴ꎬ 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支柱和政治基

础ꎮ 开展反霸运动ꎬ 就是对恶霸地主实行坚决镇压ꎬ 不仅要没收其土地财

产ꎬ 而且根据他们的罪行ꎬ 判处其死刑或者有期徒刑ꎮ 对于那些虽不是地

主ꎬ 但凭仗权势ꎬ 作威作福ꎬ 横行一方ꎬ 欺压群众的恶霸ꎬ 同样予以坚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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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ꎮ 总之ꎬ 反霸运动是要从政治上打垮地主阶级ꎬ 摧毁其经济基础ꎬ 这是开

展土地改革的前奏ꎮ

开展反霸运动ꎬ 最主要的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ꎬ 通过诉苦的方法提高群

众的阶级觉悟ꎬ 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恶霸地主ꎮ 在反霸运动前ꎬ 各县开始

组建或筹建农民协会组织ꎬ 到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全区拥有农协会员 １８４５０ 人ꎮ 然

而ꎬ 由于有的地方对加入农协会员的基本情况掌握不够ꎬ 没有进行严格的甄

别ꎬ 出现了鱼目混杂的现象ꎮ 如有的虽然属于农民成分ꎬ 但在解放前却是恶

霸地主的 “兄弟伙” 或 “帮凶” 的保甲人员ꎻ 有的甚至是匪特恶霸人员也

乘机钻入进农协组织ꎮ 仅雅安、 芦山、 天全、 荥经四县有 １１ 个乡的农协ꎬ
就有旧警察、 匪特等 ９ 人混入领导职位ꎻ 雅安县对岩乡三保农民协会甚至是

由国民党区分部班子人员组成ꎮ 广大农民群众对这些混入农协组织的人心存

顾虑ꎬ 不敢加入农协组织ꎬ 也不敢站出来与恶霸地主进行斗争ꎮ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反霸运动ꎬ 全区各地按照地委要求ꎬ 一方面对打

入农协会的匪特、 恶霸分子进行认真的清除和处理ꎻ 另一方面对曾经有劣

迹ꎬ 又属于农民成分的成员开展 “洗脸擦黑” 工作ꎬ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ꎮ

西康区党委对雅安 “洗脸擦黑” 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地委转

发西康区党委 «关于荥经县鹿鹤乡 “洗脸擦黑” 工作的经验通报»ꎬ 指出:
荥经县鹿鹤乡反霸斗争前ꎬ 除在诉苦会上对有 “黑” 的农民进行了批评教

育之外ꎬ 并专门召集会议对劣迹较多ꎬ 群众十分不满的农民成分的保甲人员

和给恶霸背过枪的贴心人ꎬ 进行了 “洗脸擦黑” 工作ꎮ 不仅解除了群众的

顾虑ꎬ 而且使这些人也站到农民方面ꎬ 更加暴露和孤立了敌人ꎬ 反霸的目标

也更加集中ꎮ 但必须注意: 一是对 “洗脸擦黑” 的须讲明政策ꎬ 指出罪过ꎬ

只要改过自新不以恶霸处理ꎻ 二是教育群众懂得把他们争取团结过来ꎬ 不为

地主阶级所利用ꎻ 三是要分别对待ꎬ 对一般的只要坦白认错、 悔过表示决心

后ꎬ 可不予追究ꎻ 四是对劣迹成性ꎬ 恶迹多端ꎬ 群众不满要求法办的ꎬ 应送

人民法庭依法处理ꎮ 经过 “洗脸擦黑” 和清查、 处理等方式ꎬ 各县大部分

地区的农民群众被发动起来ꎬ 阶级觉悟明显提高ꎬ 纷纷要求参加农协组织ꎬ

全区农协会员在 １２ 月份很快由 １９１８５ 名ꎬ 增加到 ６１７５９ 名ꎬ 其中雅安、 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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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天全、 芦山、 宝兴五县有女会员 ６９２４ 名ꎮ 雅安县凤鸣乡召开妇女诉苦

追根会后ꎬ ４００ 多名妇女积极参加农协会ꎬ 占全乡会员的五分之二强ꎮ 农民

阶级已成为反霸运动的中坚力量ꎮ

随着农民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ꎬ 清查、 揭露恶霸地主的运动在全区如火

如荼地开展起来ꎮ 各地干部深入农民群众之中ꎬ 调查恶霸地主的罪行ꎬ 通过

访贫问苦ꎬ 把贫农、 雇农以及受恶霸地主欺压的农民组织起来ꎬ 开展诉苦教

育ꎬ 激发农民群众对恶霸地主罪行的仇恨ꎬ 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ꎮ 对查有实

据的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ꎬ 由人民政府拘捕ꎬ 召开群众大会ꎬ 面对面地检举

揭发控诉恶霸地主的罪行ꎬ 昔日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分子在大量人证

物证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ꎮ 对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

霸分子ꎬ 由人民法庭在群众大会上实行公审ꎬ 公开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ꎬ

各乡均处决了三五个血债累累的恶霸分子ꎬ 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威风ꎬ 广大农

民扬眉吐气ꎬ 拍手称快ꎮ
然而ꎬ 有的恶霸地主慑于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强大威力ꎬ 闻风而

逃ꎬ 逃避制裁打击ꎮ 为了坚决镇压外逃隐匿的恶霸分子ꎬ 地委于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作出 «关于处理隐匿城镇恶霸分子的规定»ꎬ 指出: 凡匪首恶霸隐匿

在本县之城镇者ꎬ 由各该乡农协呈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ꎬ 由公安局负责逮捕

送交农会ꎻ 凡隐匿在本省各县之城镇者ꎬ 经政府介绍到隐匿之县政府接洽并

由所在县公安局逮捕交派去的负责人带回ꎮ 凡依以上手续逮捕兼营工商业之

恶霸及犯有以上罪行之地主ꎬ 其所有店铺作坊及一切资产均不得实行封闭与

没收ꎮ 居住城镇或外县兼营工商业之一般地主需要回乡处理减退手续者ꎬ 均

由当地农协开具名单由县政府转告所在地政权机关ꎬ 令其自动回乡办理或代

为送回原籍ꎮ 各县认真按照地委要求ꎬ 积极追捕、 坚决打击镇压隐匿在外地

的恶霸分子ꎮ 在反霸运动中ꎬ 荥经县判处恶霸地主死刑 ６０ 人ꎻ 汉源县处决

恶霸 １２４ 人ꎻ 芦山县在首批开展反霸退押运动的 ７ 个乡判处死刑的 ２５ 人ꎬ

判处徒刑的 ３５ 人ꎬ 扣押的 ８０ 人ꎻ 雅安县查出并制裁属于恶霸的乡长、 保

长、 匪首、 地主近 １００ 人ꎮ 轰轰烈烈的反霸运动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

焰ꎬ 大长了翻身农民的志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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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减租退押

高租、 重押是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盘剥农民的手段之一ꎮ 所谓减租ꎬ 是指

减少农民租种土地之租金ꎮ 所谓退押ꎬ 是指地主退出封建制度下农民为租地

而不得不向地主缴纳的押金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 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 «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ꎬ 规

定凡地主、 旧式富农及一切机关、 学校、 祠堂、 庙宇、 教会所出租之土地ꎬ

一律按照原来的租额减低 ２５％ (即 “二五减租” )ꎬ 减租后的租额不得超过

土地正产物的 ３５％ꎮ ９ 月 １ 日ꎬ 又公布 «西南区退押实施办法»ꎬ 规定在减

租的同时ꎬ 废除押金制度ꎬ 要求出租土地者ꎬ 均不得预收地租或在地租以外

有任何变相剥削ꎬ 地主、 富农必须将押金退还给佃户ꎮ 西康省人民政府根据

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减租退押的规定ꎬ 于 １０ 月 ６ 日颁发 «减租退押实施细

则»ꎬ 要求对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政策予以认真贯彻执行ꎮ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地委转发西康区党委 «关于减租退押中适当调整佃权问题

的意见»ꎬ 指出: 为了安定社会秩序ꎬ 决定在减租退押中适当调整佃权ꎮ 调

整的对象是地主、 富农佃入的土地ꎮ 对于恶霸地主依仗权势强租的公庙祠堂

的田地ꎬ 应一律予以没收ꎻ 在解放前农民所欠地主、 富农高利贷者的债务ꎬ

应一律停本停计利息ꎻ 累债折产者ꎬ 田产照退ꎻ 战犯及恶霸的债权一律废

除ꎻ 工商业的债务双方自行处理ꎬ 不在停息之列ꎻ 农民内部的债务问题ꎬ 维

持原议ꎮ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７ 日ꎬ 地委在 «关于减租退押运动步骤的指示» 中要

求ꎬ 天全、 荥经、 宝兴、 汉源四县在 ３ 月底必须结束减租退押运动ꎬ 如果 ３

月份对退出押金和果实分配不能进行的ꎬ 可在 ４ 月份结合建政、 生产进行ꎮ
按照地委指示精神ꎬ 各县认真开展减租退押ꎮ 以天全县为例ꎬ 全县收获

黄金 ７９０ ３８５ 两ꎬ 折合黄谷 ９９５８ 石ꎻ 白洋 (银元) ２１３００ 元ꎬ 折合黄谷

１４２０ 石ꎻ 银子 ７０８０ 两ꎬ 折合黄谷 ５６６ 石ꎻ 人民币 ５６６９６２ 元ꎬ 折合黄谷 ７５６０

石ꎻ 粮食 １２１７３ 石ꎻ 衣物折合黄谷 ３１４２ 石ꎻ 其它折合黄谷 １２６８ 石ꎮ 以上七

项计折合黄谷 ３６０８７ 石ꎬ 每石以 １６０ 市斤算ꎬ 共获得黄谷 ５７７ ３９２ 万斤ꎮ 截

至 ４ 月 ８ 日ꎬ 全区减租、 废债及罚款折合黄谷 ２７５４ 万斤ꎬ 退出押金折合黄

谷 ２６６０ 万斤ꎬ 两项共 ５４１４ 万斤ꎬ 相当于 １９５０ 年全区公粮的 ９３％ꎮ 以全区

３５第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５４ 万农民计算ꎬ 每人可分黄谷 １００ 斤ꎮ
雅安的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运动同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机结合起来ꎬ 有计

划、 有步骤、 有重点地稳步开展ꎬ 到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基本结束ꎮ 通过清匪反霸ꎬ

分期分批镇压反革命ꎬ 严厉惩治欺压人民群众的土匪、 恶霸、 特务、 反动党

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骨干的群众性运动ꎬ 促进了减租退押工作的开展ꎮ 在经

济上ꎬ 农民从减租退押运动中获得了现实的利益ꎮ 据对全区 ６０ 多个乡的粗

略统计ꎬ 农民从减租、 退押、 退霸财ꎬ 退贪污讹诈的黄金、 白银、 粮食及其

他贵重物品中ꎬ 获取胜利果实折合稻谷共 ５１５３ 万斤ꎬ 相当于这些乡 １９５０ 年

秋征公粮总数的两倍多ꎬ 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ꎮ 在政治上ꎬ 废除了保甲制

度ꎬ 建立基层农会和人民武装自卫队ꎬ 确立了贫雇农民在农村的政治优势ꎻ

通过建立乡人民政府和村公所ꎬ 改造了乡村基层政权ꎬ 为下一步全面开展土

地改革创造了条件ꎮ

二、 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土地改革运动是指新中国建立初期ꎬ 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斗

争ꎮ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ꎬ 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

运动的准备工作ꎮ ６ 月ꎬ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新区土地制度改革ꎮ 随

后ꎬ 刘少奇在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上ꎬ 代表中共中央作 «关于土地

改革问题的报告»ꎬ 阐明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ꎮ 会议讨论

并同意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ꎮ ６ 月 ３０ 日ꎬ 中央

人民政府正式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ꎮ 中共中央决定ꎬ 从 １９５０

年冬季开始ꎬ 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ꎬ 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ꎬ 在全国

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ꎮ 雅安地委按照西康区党委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部

署ꎬ 把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和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运动结合进行ꎬ 在先行试

点的基础上ꎬ 分期分批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ꎮ

(一) 土改工作试点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之前ꎬ 县以上的领导机关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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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地区进行典型试验ꎬ 在做法上采取以点带面ꎬ 点面结合ꎬ 在总结经验的

基础上ꎬ 分批开展的规定ꎬ 西康区党委于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决定ꎬ 汉族地区在清

匪反霸、 减租退押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同时ꎬ 在雅安专区芦山、 雅安两县和

西昌专区西昌县的 ５２ 个乡进行全省土地改革运动试点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ꎬ 西康区党委决定率先在芦山县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ꎬ
将芦山县作为全省第一个土地改革试点县ꎬ 先行试点ꎮ 由西康省民政厅长杨

万选等省地党政军机关干部、 解放军干部 ２００ 余人组成西康区党委土地改革

工作团ꎮ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土地改革工作团抵达芦山县ꎬ 赓即成立中共芦山县临

时工作委员会ꎬ 统一领导土地改革工作ꎮ 芦山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抽调机关干

部和组织农民积极分子 ５６５ 人ꎬ 举办土地改革训练班ꎬ 集中进行 １５ 天的学

习培训ꎬ 主要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ꎬ 讨论划分阶级成分、 减

租退押、 处理债务、 清查典当、 丈量和分配土地等政策及方法ꎮ １２ 月 ９ 日ꎬ

土地改革工作团深入到芦山县首批土地改革的仁嘉、 凤禾、 沫东、 清源、 昇

恒、 龙门和芦阳 ７ 个乡镇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ꎮ 在试点工作中ꎬ 省土地改

革工作团坚持 “依靠贫雇农ꎬ 团结中农ꎬ 中立富农ꎬ 有步骤、 有区别地消灭

封建剥削制度ꎬ 发展生产” 的土地改革总方针ꎬ 并结合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

“四大运动” 有序开展ꎮ 其具体做法: 一是开展 “六查” (查减租、 查反霸、
查特务、 查土匪、 查不法地主、 查反革命)ꎬ 划分阶级成分ꎻ 二是丈量、 没

收、 征收土地ꎻ 三是调整、 分配土地和生产资料ꎻ 四是纯洁农会组织ꎬ 实行

民主建政ꎮ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ꎬ 芦山县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完成ꎬ 省土地改革工作团撤走ꎮ
从 ４ 月起ꎬ 由雅安地委负责领导ꎬ 芦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组织 ３６５ 人组成土

地改革工作队ꎬ 在芦山县的思延、 隆兴、 飞仙 ３ 个乡独立开展第二批土地改

革ꎬ ５ 月底完成ꎮ ６ 月 ４ 日ꎬ 又组织 １１０ 人组成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到太平、

中林、 大川、 快乐、 双河、 宝盛乡开展第三批土地改革ꎬ ８ 月底完成ꎮ 至

此ꎬ 芦山县 １ 镇 １５ 乡的土地改革工作全面完成ꎮ 雅安专区成为西康省开展

土地改革最早的地区ꎮ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６ 日和 ９ 月 ８ 日ꎬ «西康日报» 分别刊登 «芦山县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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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的几个问题» 和 «如何分配土地的工作» 等文章ꎬ 介绍了芦山县土

地改革试点的经验和好的作法: 一是把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相结合ꎮ 在镇

压恶霸地主的同时ꎬ 对依附于大恶霸而又罪恶重大的凶犯、 惯匪等反动分子

实行坚决镇压ꎬ 消除群众认为人民政府对坏人 “宽大无边” 的顾虑ꎬ 积极

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土地改革ꎮ 二是把说理斗争和惩治不法地主相结合ꎮ 只

有说理斗争ꎬ 没有法律惩治ꎬ 无法改变地主的抵抗观念ꎬ 无法让地主规规矩

矩交出财物ꎬ 也不能形成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高潮ꎮ 三是土地改革运动

中树立了贫雇农的领导作用ꎮ 通过纯洁组织ꎬ 坚强了领导ꎬ 形成贫雇农的领

导优势ꎮ 四是把镇压反革命、 说理斗争、 纯洁壮大农会组织ꎬ 作为发动群众

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环节和方法ꎮ 此外ꎬ 文章还详细介绍了芦山县没收土

地ꎬ 征收土地ꎬ 丈量土地ꎬ 分配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做法经验ꎮ 芦山县的试点

经验对雅安全区的土地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ꎮ

(二) 分期分批全面展开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２８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ꎬ 总结 ５

个月来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运动ꎬ 部署当年内基本完成汉族区域 １６０ 万人口

的土地改革工作ꎮ 会议听取秦力生所作的 «关于 １９５１ 年内基本完成全省汉

人区域土地改革的报告»ꎬ 作出争取在 １９５１ 年内基本完成全省汉族地区土地

改革的决议ꎬ 并决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实行土改ꎮ ５ 月 ２ 日至 ６ 日ꎬ 西

康省召开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ꎬ 部署和讨论全省汉族区域进行土地改革问

题ꎬ 选举成立了西康省农民协会委员会ꎮ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１７ 日ꎬ 西康省召开第

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ꎬ 一致通过了 «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的若干补充规定»ꎮ 接着ꎬ 西康省人民政府制定并颁布 «关于实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 的若干补充规定»ꎬ 成立了西康省土地改革委员

会ꎬ 从省、 专、 县三级领导机关抽调 ３０００ 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土地改

革工作队ꎬ 明确规定了干部参加土地改革的 “八条纪律”ꎮ 经过充分准备之

后ꎬ 土地改革运动分期分批相继在全省汉族地区开展起来ꎮ
雅安地委及时抓住芦山县作为土地改革试点的这一契机ꎬ 积极推动全区

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ꎮ 一是通过召开各种会议ꎬ 宣传土地改革的目的意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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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营造开展土地改革的舆论氛围ꎮ 广泛组织干部、 职工群众ꎬ 认真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ꎬ 明确土地改革就是要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

剥削制度的土地所有制ꎬ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ꎬ 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ꎬ 发

展农业生产ꎬ 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ꎮ 二是有领导、 有计划、 有秩序

地组织实施土地改革ꎮ 要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坚决贯彻 “依靠贫雇农ꎬ 团结

中农ꎬ 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组织起来ꎬ 打倒地主阶级” 的方针政策ꎮ 三是着

重在斗争中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ꎬ 使广大农民真正坚信自己的力量ꎬ 相信自

己一定能当家作主ꎮ

按照西康区党委对土地改革工作的部署ꎬ 地委决定ꎬ 全区的土地改革分

一、 二、 三期逐步开展ꎻ 具体采取先行试点、 然后普推、 集中扫尾的方法稳

步展开ꎻ 各县要结合县情ꎬ 在汉族区域统一部署ꎬ 分批次进行土地改革ꎮ

第一期从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起为土改试点阶段ꎮ 地委决定在芦山、 雅安两县

先行开展土地改革ꎮ 芦山、 雅安既是全省土地改革工作试点县ꎬ 又是地委在

全区开展的第一期土地改革县ꎮ 地委抽调干部参加西康区党委土地改革工作

团在芦山县开展全省土地改革实验的同时ꎬ 又在雅安县组织 ２６１ 名干部组成

土改工作团参加雅安的土地改革实验ꎮ 从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开始ꎬ 雅安土改

工作团集中学习划成分、 三查 (查阶级、 查思想、 查作风)、 土改、 镇反等

文件ꎬ ３ 月 ９ 日培训结束ꎮ ３ 月 １０ 日ꎬ 参加土地改革实验的干部分赴各乡ꎬ

从划分成分入手ꎬ 开展三查、 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ꎬ 历时共 ５５ 天ꎬ 至 ５

月 ５ 日全部结束ꎮ 雅安除城厢镇 １５ 个保外 (雅安市正在筹建ꎬ 城厢镇属雅

安市辖)ꎬ 全部完成 ２１ 个乡 １８２ 个保的土地改革任务ꎮ 芦山县的土地改革试

点为雅安县的土地改革提供了经验ꎬ 芦山、 雅安两县的土地改革经验又对雅

属其余 ４ 县的土地改革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ꎮ

第二期从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起为土改普遍推进阶段ꎮ 地委在天全、 荥经、 宝

兴、 汉源四县 (含石棉县ꎬ 因当时正在筹建) 先后开展土地改革ꎮ 这一期

土地改革ꎬ 各县认真吸取全区土地改革试点县的经验ꎬ 选择在县属条件较好

的乡镇先行开展土地改革试点ꎬ 因地制宜取得经验ꎬ 然后再分批进行ꎮ 天全

县在 ４ 月初ꎬ 先举办土地改革干部训练班ꎬ 组织学员 １５０ 人培训ꎬ 然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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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改工作队ꎮ 第一批于 ４ 月底ꎬ 在城厢、 始阳、 新场、 永兴 (今仁义)、
老场、 思经乡开展土地改革实验ꎮ 第二批从 ６ 月 ５ 日起ꎬ 在梅岭、 大河等 １５

个土改普推乡全面展开土地改革工作ꎮ 第三批于 １１ 月在大溪、 以仁 (今紫

石)、 西川、 新兴等乡进行扫尾工作ꎮ 荥经县于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２８ 日举办土地

改革训练班ꎬ 参加人员有 １２１ 人ꎮ 后又召开干部扩大会议ꎬ 以以会代训形式

对 １６１ 名干部进行土地改革方针政策培训ꎮ ５ 月 ２８ 日ꎬ 由干部和农村积极分

子共 ２８２ 人组成的县土改工作团ꎬ 分别组成乡、 村土改工作队分赴乡、 村ꎬ

分两期三批开展土地改革ꎮ 全县 ９ 万多人口中ꎬ 划出地主 １３３７ 户、 富农 ４３３

户ꎬ 征收没收土地 ９３７７９ 亩、 房间 １１６７６ 间、 耕牛 ２７８ 头ꎮ 汉源县在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３０ 日举办土地改革训练班ꎬ 参加人员有 ５６４ 人ꎮ ６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ꎬ

汉源县第一批土地改革在九襄、 富林、 宜东、 皇木 (顺河民族乡除外) 的 ５

个区 ２９ 个乡进行ꎬ 历时 ６ 个月完成ꎮ 第二批土地改革于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在大

树区和皇木区的顺河乡开展ꎬ 次年 ６ 月完成ꎮ 到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汉源县全面完

成土地改革任务ꎬ 全县划出地主 １８２１ 户、 富农 ９７９ 户ꎬ 没收征收土地 ９００２２

亩ꎮ 宝兴县也分期在全县开展土地改革工作ꎮ

第三期从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起为土改集中扫尾阶段ꎮ 各县对汉族地区尚未进

行土地改革的乡全面启动土地改革工作ꎮ 全区约有 ２８ 个乡ꎬ 其中天全县 ５
个乡ꎬ 荥经县 ４ 个乡ꎬ 汉源县 ６ 个乡ꎬ 宝兴、 石棉县 (除民族乡外) 均进行

土地改革ꎮ 到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ꎬ 雅安各县全部完成了汉族区域土地改革扫尾

工作ꎮ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川西人民公署决定ꎬ 名山等 １０ 县于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开

始进行土地改革ꎮ 名山县委及时制定土地改革计划ꎬ 迅速抽调人员组成土地

改革工作队ꎬ 在全县 １３ 个乡分四期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工作ꎮ 第一期从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到 ４ 月 １０ 日以新店乡为试点ꎬ 开始进行土地改革ꎻ 第二期

从 ６ 月到 ９ 月 １０ 日在城东、 城西、 百丈 ３ 个乡开展ꎻ 第三期从 １１ 月 １ 日到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 在永兴、 回龙 (今前进)、 车岭 ３ 个乡开展ꎻ 第四期从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到 ４ 月在万古、 中峰、 太平 (今红星)、 马岭、 黑竹、 茅河 ６ 个

乡开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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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ꎬ 封建地主阶级千方百计地进行反

抗和破坏ꎬ 各县经常发现搞破坏活动的不法地主分子ꎬ 他们分散财物、 隐瞒

土地ꎬ 企图逃避没收ꎻ 有的隐瞒地主成分伪装积极ꎬ 骗取信任ꎬ 混入农会篡

夺领导权ꎻ 有的用金钱、 美女拉拢腐蚀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ꎬ 使他们蜕化变

质ꎬ 成为地主在农会里的代理人ꎻ 有的利用亲戚和宗族关系派遣心腹、 走狗

混进农会ꎬ 暗中破坏土改ꎻ 有的散布谣言ꎬ 挑拨离间ꎬ 制造纠纷ꎬ 逃避斗

争ꎻ 有的毁坏农具ꎬ 宰杀耕畜ꎻ 有的纵火放毒ꎬ 暗杀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ꎮ

针对各地不断发生地主的种种破坏事件ꎬ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 地委及时作出

指示: 一、 各级干部在思想上必须明确认识ꎬ 反对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的斗

争ꎬ 是整个土地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斗争内容之一ꎬ 务必保持清

醒的头脑和严肃的态度ꎬ 积极发动群众起来控制地主ꎬ 开展打击不法地主的

斗争ꎮ 二、 必须立即普遍分头召集地主富农开会训话ꎬ 讲明政策ꎬ 指出前

途ꎮ 同时组织自卫队及儿童队日夜巡逻监视ꎮ 对犯有放火、 暗杀等各种破坏

事件者ꎬ 必须按现行犯及时逮捕严惩ꎬ 镇压其反动气焰ꎮ 三、 必须教育农

民ꎬ 特别是农会干部要认识地主阶级收买拉拢挑拨离间的毒辣阴谋ꎬ 对地主

阶级打入农会的代言人及 “狗腿子”ꎬ 则必须及时揭露和清除出农会组织ꎬ

以保证农会组织的纯洁性ꎬ 巩固农民协会内部的团结ꎮ
各县土改工作队认真落实地委指示精神ꎬ 发动群众ꎬ 打击不法地主的破

坏活动ꎬ 并组织干部深入农民家中访贫问苦ꎬ 与农民同吃、 同住、 同劳动ꎬ

把农民聚集在一起开展忆苦、 “挖穷根” “算剥削帐”、 讨论 “谁养活谁” 等

自我教育的活动ꎬ 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ꎬ 引导他们自觉起来和地主说理斗

争ꎮ 同时ꎬ 对罪大恶极和破坏土改的恶霸、 不法地主分子ꎬ 则召开斗争大

会ꎬ 由农民进行面对面的揭发ꎬ 控诉其罪行ꎬ 并由人民法庭依法将其逮捕和

惩处ꎬ 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ꎬ 确保了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ꎮ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ꎬ 地委发现一些乡村或多或少地暴露出镇反不彻底、

划分成分不当、 产量评估过高、 斗争果实未分完ꎬ 以及贪污公物等问题ꎬ 指

示芦山县在 １９５２ 年春季ꎬ 率先开展土地改革复查工作ꎮ 之后ꎬ 其余各县均

按照地委要求ꎬ 在土地改革完成后ꎬ 积极组织复查ꎬ 处理遗留问题ꎮ 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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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至 １９５３ 年春ꎬ 名山县也分 ３ 期对土地改革进行了复查工作ꎮ
雅安的土地改革运动ꎬ 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土地改革总方针ꎬ 经过

宣传动员发动群众ꎬ 划分阶级成分ꎬ 丈量、 没收和征收土地ꎬ 分配土地和生

产生活资料ꎬ 土地改革复查等步骤有序开展ꎬ 历时 ２０ 个月ꎬ 雅安 ７ 县 (石

棉已建县ꎬ 名山县尚未划入雅安) 除汉源、 宝兴、 石棉三县 １４ 个少数民族

自治乡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外ꎬ 经过第一、 二、 三期土地改革ꎬ 于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底已全部结束ꎬ 全区 ７ 县计 ６０ ５７ 万人全部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ꎮ

(三) 把握政策分段实施

在土改运动中ꎬ 地委认真执行党的土地改革方针政策ꎬ 严格把握政策界

线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地委转发西康区党委 «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等几个问

题的意见»ꎬ 指出: 农村中依靠高利贷剥削收入为全家主要生活来源ꎬ 有劳

动力不参加主要劳动ꎬ 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ꎬ 其成分为高利贷者ꎬ 按地

主对待ꎻ 计算富农总收入和剥削分量问题ꎬ 请依中央对此问题的指示精神执

行ꎻ 秋征中将中农错定为地富ꎬ 致负担过重者ꎬ 应坚决改正ꎻ 地主和地主之

间的债务ꎬ 也可一律废除ꎻ 地主出租的作坊不减租也不退押ꎻ 处理反革命和

恶霸分子仍照原规定办理ꎮ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和西康区

党委关于在全省汉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部署ꎬ 借鉴芦山县土地改革的

试点经验ꎬ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７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减租退押运动步骤的指示»ꎮ

提出: 在土地改革步骤上ꎬ 根据我区情况ꎬ ３ 月以减租、 退押为中心ꎬ ４ 月

以建政、 生产为中心ꎬ ５ 月集中整训干部ꎬ ６ 月开始在天全、 荥经、 汉源、

宝兴 ４ 县同时进行土改ꎬ 各县必须依此步骤结合本县具体情况ꎬ 作出具体计

划ꎬ 报地委批准执行ꎮ

全区土地改革运动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划分农村阶级成分ꎬ 明确阶级界限ꎮ 在土地改革中ꎬ 地委根

据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政务院公布的 «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中的有

关要求ꎬ 认真学习文件、 领会精神ꎬ 严格按照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ꎬ 先

划出阶级成分后ꎬ 再进行土地改革ꎮ 通过开展查租、 查押、 查霸、 查匪、 查

不法、 查反革命的 “六查” 活动ꎬ 引导农民 “追苦追根” “回忆对比”ꎬ 启

０６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发农民的阶级觉悟ꎻ 经过 “讲述、 自报、 评议、 通过、 批准” 五个环节ꎬ
划出农村阶级成分ꎮ 划成分是土地改革运动的起步工作ꎬ 具体步骤是: 乡农

代会首先讲清为什么要划成分ꎬ 然后组织宣传、 讲解划成分的政策及其意

义ꎮ 先以甲 (组) 为单位ꎬ 划成分时先划出贫苦农民ꎬ 结合诉苦登记押金ꎬ

即为划成分退押ꎮ 然后ꎬ 在保 (村) 内划出地主、 富农成分ꎮ 在划地主成

分时ꎬ 发动农民通过对地主的斗争ꎬ 增加勇气ꎻ 通过诉苦提高阶级觉悟ꎮ 划

成分后ꎬ 明确了谁是该依靠的基本群众ꎬ 谁是团结的朋友ꎬ 谁是应打击的对

象ꎬ 做到阶级界限清楚ꎬ 敌我分明ꎬ 使贫雇农开心ꎬ 中农放心ꎬ 富农担心ꎬ

地主伤心ꎮ
划成分的方法是: 集中积极分子试验先划一甲ꎬ 无论划贫农还是划中

农、 富农、 地主ꎬ 采用方法是: “自报公议、 上级批准、 张榜公布、 审核定

案”ꎬ 整个程序执行上级批准原则ꎮ 划成分ꎬ 要农民自己同意ꎮ 划地主、 富

农成分时主要采取发动群众ꎬ 通过退押、 斗争、 惩治与催收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ꎮ 由保民大会负责收集准备材料ꎬ 先由地主自述如何发财致富ꎬ 然后由农

民进行揭发、 斗争ꎬ 直到地主承认自己的成分为止ꎮ 成分划出后ꎬ 出一榜公

布ꎻ 送区上批准ꎬ 经批准后出二榜ꎻ 经核查无差错ꎬ 再出三榜即为定案ꎮ 划

出的成分有地主、 破产地主、 半地主式富农、 小土地出租者、 富农ꎬ 其余为

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成分ꎮ 划分地主成分的标准是: 地主收租 (以黄谷计

算) １００ 石以上为大地主ꎬ ５０ 至 １００ 石为中地主ꎬ ５０ 石以下为小地主ꎮ 地

主又分为: 恶霸地主、 一般地主和开明地主ꎮ

第二阶段: 没收地主土地、 征收富农土地ꎬ 没收地主、 富农的其他生产

资料ꎮ 通过对土地进行全部丈量ꎬ 评估产量ꎬ 解决数量和质量问题ꎮ 再次复

查成分ꎬ 对富裕中农、 富农、 半地主式富农、 小土地出租者、 地主成分ꎬ 必

须经过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的批准ꎬ 继续退押斗争ꎬ 经济上继续对地主阶级

实行处罚ꎬ 对有 “油水” 的地主处以罚金ꎮ

第三阶段: 分配、 调剂土地ꎬ 分配生产资料ꎮ 分配原则是: 先满足贫

农、 雇农要求ꎻ 其次是有押金的贫民、 小商贩ꎻ 再次才是中农ꎮ 按生产资料

缺乏程度和生活困难程度ꎬ 分为三等或四等ꎮ 等级经过大家讨论确定ꎬ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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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把军烈属ꎬ 贫苦户列为一等ꎻ 得减租利益少、 生活贫苦的农民列为二

等ꎻ 生活不很困难ꎬ 生产资料又急需的列为三等ꎻ 有押金户的一般为四等ꎮ

分配方法是: 自报公议、 民主讨论ꎮ 分配时以乡为统计、 调剂单位ꎬ 以保

(村) 为分配单位ꎮ 以保为单位分配时ꎬ 先进行自报ꎬ 小组讨论ꎻ 先从富裕

的甲 (组) 开始ꎬ 再到一般的甲ꎮ 分配其他生产资料结束时ꎬ 连同土地一

起出榜ꎬ 事先登记清楚ꎬ 分配后公布账目ꎮ

第四阶段: 进行土改复查ꎮ 土改复查ꎬ 主要查是否有漏分土地ꎬ 是否有

转移财产ꎬ 是否有错划成分等ꎮ 土地改革结束前夕ꎬ 对错划或漏划的成分进

行复查ꎬ 对土改中存在的遗留问题进行了认真处理ꎮ 土改结束后ꎬ 各地召集

乡代会ꎬ 进行民主建政ꎬ 总结工作ꎬ 庆祝胜利ꎻ 烧旧契ꎬ 颁发土地证ꎬ 动员

生产ꎮ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８ 月 ２ 日ꎬ 廖志高、 张为炯率西康省委、 省人民政

府土改工作检查团 ２９ 人ꎬ 对荥经县 ８ 个乡 (镇) 的土改工作进行检查ꎬ 充

分肯定了土改工作取得的成绩ꎬ 并作了政策性指示ꎮ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ꎬ 地委以工

作通报形式向全区转发了荥经土改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作法和经验ꎮ

雅安的土地改革运动ꎬ 认真吸取老区土改的经验教训ꎬ 坚决贯彻新区的

土改政策ꎬ 地委对每一阶段工作ꎬ 精心组织ꎬ 合理安排ꎬ 做到掌控适当ꎬ 得

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ꎮ

(四) 土地改革的成效

解放前ꎬ 土地是集中体现财富的标志ꎬ 谁拥有的土地多ꎬ 财富就多ꎮ 解

放初期ꎬ 由于人民民主政权机构只建立到县ꎬ 为搞好征粮工作ꎬ 人民政府组

织的征粮工作队下到各乡后ꎬ 组建了保、 甲评议委员会 (或小组)ꎮ 根据各

乡、 保提供的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及有关材料ꎬ 评议委员会 (或小组) 同保、

甲的农民代表一起将土地分类别、 分等级进行查田评产ꎬ 计算出分户负担的

公粮数ꎬ 同时也初步划分出农村阶级成分ꎬ 为后来土地改革时进行农村阶级

成分的划分提供了基础依据ꎮ
土地改革前ꎬ 雅属六县 (不含石棉县、 名山县及有少数民族的地方)

有 ８７ 个乡ꎬ 土地总数是 １３３９９８０ 亩 (田地合计)ꎬ 总户数为 １４２３８４ 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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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５７７０ 人ꎮ 其中参加土地改革的汉族地区农民总户数有 １２０８７０ 户ꎬ ５１００６２
人ꎮ 据初步统计ꎬ 全区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是: 地主有 ５９３８ 户ꎬ 占农民

总户数的 ４ ９１％ꎻ 有 ３０１１０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５ ９％ꎻ 占有土地 ３１００８０ 亩ꎬ 占

总数的 ２３ １４％ꎬ 人均 １０ ３ 亩ꎮ 富农有 ４７０１ 户ꎬ 占农民总户数的 ３ ８９％ꎻ

有 ２７５３０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５ ３９％ꎻ 占有土地 ２１６４０６ 亩ꎬ 占总数的 １５ ９％ꎬ
人均 ７ ８ 亩ꎮ 中农有 ３７４６６ 户ꎬ 占农民总户数的 ３１ ２２％ꎻ 有 １８７５９４ 人ꎬ 占

总人口数的 ３６ ７８％ꎬ 占有土地 ４２７３６７ 亩ꎬ 占总数的 ３１ ９％ꎬ 人均 ２ ３ 亩ꎮ

贫雇农有 ７２１２４ 户ꎬ 占农民总户数的 ５９ ６％ꎬ 有人口 ３３６８７０ 人ꎬ 占总人口

的 ６６ ０％ꎬ 占有土地 ３６３０７０ 亩ꎬ 占总数的 ２７ １％ꎬ 人均 １ ０８ 亩ꎮ 而且农村

还存在着大量的无地和少地的农民ꎮ 从以上数据看出ꎬ 土改前的地主、 富农

人均土地占有量是贫雇农的 １８~２０ 倍ꎮ

土地改革后ꎬ 雅安全区 (不包括名山县) 除汉源、 宝兴、 石棉县 １４ 个

少数民族自治乡没有实行土改外ꎬ 其他经过第一、 二、 三期土改的ꎬ 已全部

结束土改工作ꎬ 共划出地主 ８６８７ 户ꎬ 半地主式富农 ４６９５ 户ꎮ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中 “没收地主的土地、 耕畜、 农具、 多余的粮食及

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ꎮ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ꎬ 超过其自耕和雇人

耕种的土地数量者ꎬ 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ꎮ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

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等规定ꎬ 全区没收、 征收田地 ４５４３８９ 亩ꎬ 其中

没收地主的田 １０４５１６ 亩、 地 ２０５５６４ 亩ꎻ 征收半地主式富农的田 ２２８４１ 亩、

地 ４４０７３ 亩ꎻ 征收祠堂、 庙宇的田 １２５３６ 亩、 地 ４３４０３ 亩ꎻ 征收其他田 ８０４０

亩、 地 １３４１６ 亩ꎮ 没收地主的房屋 ４８０６ 间ꎬ 农具 ３１１３ 件ꎬ 牛栏 ９８ 个ꎬ 茅厕

３７０ 孔ꎮ 征收半地主式富农的房屋 ６２１ ８ 间ꎬ 农具 ２７２ 件ꎬ 牛栏 ４ 个ꎬ 茅厕

２４ 孔ꎮ 少地、 无地农民户中有 ８４６７４ 户分得土地 ３１００８０ 亩ꎬ 占全区农民总

户数的 ７０％ꎬ 在全区总人口 ６０５７７０ 人中有 ３３４８５８ 人分得了土地ꎬ 占总人口

数的 ５５ ３％ꎮ 经过土地改革ꎬ 农村的无地或少地农民分到了土地ꎬ 农民人均

分得 １ ２ 亩ꎬ 加上人均自有土地 １ ０８ 亩ꎬ 平均占有土地 ２ ２８ 亩ꎬ 是土地改

革前的一倍多ꎮ 大多数贫雇农和佃农分得了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ꎬ 分得土地

改革斗争果实的农民总户数为 ６７８６６ 户ꎬ 人数为 ２６２６３４ 人ꎬ 分得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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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９ ４７ 万斤ꎬ 平均每户 １９１ 斤ꎬ 人均 ５０ 斤ꎬ 占土地改革农民总人数 ５１ 万

人的 ５１ ５％ꎮ 此外ꎬ 部分农民还分得若干衣物、 家具、 耕畜等ꎻ 其他城镇贫

民、 小商贩分得粮食 １０４ ２８ 万斤ꎮ

名山县经过土地改革ꎬ 全县总户数为 ３１８４０ 户ꎬ 有 １９７０８ 户无地或少地

的贫雇农ꎬ 分得田地 １６５４９６ 石ꎬ 其中贫农 １８６０３ 户分得 １５９５０８ 石ꎬ 雇农

１１０５ 户分得 ５９８８ 石ꎻ 有 １４７４ 户分得耕牛 ４５４ 头ꎬ ５５９６ 户分得农具 ８６７３ 件ꎬ

２９６０ 户分得房屋 ８９２８ 间ꎬ ２０７９９ 户分得各种家具 ５２２６９ 件ꎮ

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ꎬ 彻底废除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

有制ꎬ 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ꎬ 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

制ꎬ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ꎬ 极大地调动了雅安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ꎬ 促进了

全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ꎬ 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了条件ꎮ

第四节　 全社会的民主改革运动

在进行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ꎬ 雅安地委认真贯彻西康区党委

有关民主改革的各项指示精神ꎬ 积极进行工矿企业和行业的改革ꎬ 开展禁烟

肃毒、 禁娼戒毒和宣传贯彻 «婚姻法» 等民主改革运动ꎬ 从农村到城市ꎬ

从工矿企业到机关学校ꎬ 整个社会面貌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ꎮ 全社会民主改

革运动激发出雅安各阶层人民高涨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热情ꎬ 为恢复和发展国

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ꎮ

一、 工厂企业的民主改革

工厂企业和行业的民主改革ꎬ 是与农村土地改革同时进行的一项重要

的社会改革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ꎬ 西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ꎬ 明确提出要积极

推进企业和行业的民主改革ꎮ 民主改革的目的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服务

于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旧企业ꎬ 改造成为人民的、 适应

４６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新民主主义经济需要的新企业ꎮ 改革的基本方针是 “依靠工人、 团结职

员、 搞好生产”ꎬ 以实现企业管理民主化和生产合理化ꎮ 改革的重点在国

营工矿企业和重点行业ꎮ 改革首先通过揭露和摧毁存在于旧企业中的封建

把头制等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ꎬ 废除陈规陋习ꎬ 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

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ꎮ 同时ꎬ 加强工人和职员的自我教育ꎬ 消除封建

行帮、 地域观念所造成的隔阂ꎬ 增强工人之间以及工人同管理人员、 技术

人员之间的团结ꎮ 通过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ꎬ 把一批在群

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领导岗位上来ꎬ 吸收工

人参加工厂管理ꎬ 实行企业民主化管理ꎬ 以确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

位ꎬ 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ꎮ

解放前ꎬ 雅安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ꎬ 厂矿数量少、 规模小、 设备差ꎮ

解放初期ꎬ 人民政府接管了电站、 造纸、 皮革、 印刷等 ８ 个小厂ꎬ 且停工的

占 ５０％ꎮ 工厂工人最多的不足 １００ 人ꎬ 最少的只有 ５ 人ꎬ 厂矿职工人数不足

２００ 人ꎮ 针对雅安工业的状况ꎬ 地委按照党中央 “以厂养厂、 争取自给、 逐

步扩大” 的方针和西康区党委关于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部署ꎬ 对停

工的工厂ꎬ 根据各厂原有的设备条件ꎬ 选择有原料、 有销路、 有发展前途的

厂矿先行复工ꎬ 重点恢复了雅安皮革厂、 雅安造纸厂、 雅安水电厂等ꎮ 同

时ꎬ 对开工和复工的厂矿进行初步的整顿和改革ꎮ 一是精简机构裁减冗员ꎬ

使工厂缩小开支ꎬ 降低成本ꎮ 二是逐步调整旧有不合理的工资ꎮ 对过去凭关

系拿高薪ꎬ 而有技术、 干事多却拿钱少的现象进行改革ꎮ 三是废除技术津

贴、 柴炭津贴、 职员办公费等不合理的额外待遇ꎮ 纠正有些职员每天只工作

４ 至 ５ 小时的涣散现象ꎬ 并建立记工制度、 预决算制度、 机器安全等制度ꎮ

在大力发展国营和地方国营工业的同时ꎬ 人民政府大力扶持私营工业和手工

业的发展ꎮ

地委按照西康区党委的要求ꎬ 首先选择条件较好的工厂企业建立党、

团、 工会组织ꎬ 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ꎬ 有领导、 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

民主改革运动ꎮ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６ 日ꎬ 雅安造纸厂率先实行民主改革运动ꎬ 在工

人中选举出能真正为工人办事的代表尹大银、 张紫云、 甘楷、 谢青云、 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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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作为新一届工会成员ꎮ ３ 月 １９ 日ꎬ 建立雅安造纸厂工会组织ꎬ 选举丁

国璋为厂长、 朱世权为副厂长的工厂领导班子ꎬ 制定了各项工厂管理制度ꎮ

３ 月 ２６ 日ꎬ 正式宣布成立雅安造纸厂工厂管理委员会ꎮ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地委转发西康区党委 «关于城市工作规定»ꎬ 指出:

雅安已建市 (县级)ꎬ 直属西康省领导ꎮ 荥经、 天全、 富林建镇的均属县领

导ꎬ 并由各县委常委兼任区、 镇书记ꎬ 负责做好城市工作ꎻ 雅安之工厂、 党

团、 工会均按规定交由各所在区委领导ꎬ 行政领导仍属省工业厅ꎻ 各县镇干

部配备后ꎬ 由各地党委召开会议布置工作ꎻ 石棉县之石棉场ꎬ 建立矿区ꎬ 由

县委常委兼任矿区区委书记ꎬ 专责矿区工作ꎮ 到 １９５１ 年底ꎬ 雅安专区共有

雅安造纸厂、 皮革厂、 汽车修理厂、 度量衡检制厂、 四川石棉矿、 雅安印刷

厂 ６ 个工业企业ꎬ 其中地属工业企业有 ５ 个ꎬ 县属工业 １ 个ꎮ 随后ꎬ 各地方

国营厂矿相继开展民主改革运动ꎬ 陆续成立工会组织和工厂管理委员会ꎬ 各

厂矿企业朝着经营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的方向健康发展ꎮ
为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ꎬ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３０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召

开扩大会议ꎬ 要求各级党委的重点均应转到经济工作上来ꎮ 会议明确西康区

党委首先要用较多的精力来加强城市和工矿企业生产的领导ꎬ 雅安地委的工

作重点应放在农村ꎬ 首先是抓好农业生产与合作互助运动的领导ꎬ 城镇工作

也要同步加强ꎮ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１７ 日ꎬ 地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ꎬ 传达西康区党

委扩大会议的决议ꎬ 并结合具体情况ꎬ 讨论恢复城镇经济建设和农村以生产

为主的工作ꎬ 明确了今后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主要是抓经济建设ꎮ

９ 月 １０ 日ꎬ 西康省召开国营厂矿代表会议ꎬ 总结厂矿恢复和发展工作ꎮ
会议认为: 厂矿建设两年多来ꎬ 做了不少工作ꎮ 但在民主化管理和企业化经

营方面ꎬ 离真正入门还有一定距离ꎬ 有的还停留在旧企业的管理状态ꎬ 表现

在缺乏明确的依靠工人阶级和企业化经营的指导思想ꎮ 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

翁思想和责任感还没有普遍地树立起来ꎬ 有的厂矿产品少、 废品多ꎬ 质量

低、 成本高ꎮ 这种严重的落后状况ꎬ 绝不应该继续停留下去ꎮ 工业生产是社

会生产的先进力量ꎬ 全国工业生产都在飞跃的发展ꎬ 我们必须努力跟上去ꎬ

不能再落后了ꎬ 要迎头赶上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ꎮ 会议着重研究厂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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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改革、 民主改革ꎬ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问题ꎮ 廖志高在闭幕会上强调:
工矿企业的中心任务ꎬ 就是要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ꎬ 完成今年的生产

计划ꎮ 争取用半年时间ꎬ 使工矿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走上正轨ꎮ 会议之

后ꎬ 全区各厂矿全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ꎬ 进行生产改革ꎬ 改善经营管理ꎬ 学

习与推广先进生产经验ꎬ 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与劳动竞赛ꎬ 调动了职工的生

产积极性ꎬ 创造了一个个生产新纪录ꎮ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７ 日ꎬ 西康区党委批转雅安地委 １ 月 ２３ 日 «关于厂矿工作

的部署情况报告»ꎬ 指出: 党委除加强工会、 团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外ꎬ

还应抓紧行政管理ꎬ 全面实现党的领导ꎻ 目前厂矿的工作任务是紧密结合增

产节约ꎬ 贯彻生产改革ꎬ 地、 县委对厂矿的领导重心ꎬ 也应放到企业生产改

革上ꎬ 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个中心ꎮ 随着厂矿企业和行业民主改革的不断深

入ꎬ 地委加紧推进工业建设的进程ꎬ 新建国营雅安茶厂、 石棉矿ꎬ 组建荥经

铁矿、 雅安云母加工厂、 农具加工厂、 化工厂ꎬ 接收麓池铁矿 (省军区移

交)ꎬ 扩大度量衡检制厂ꎬ 完成雅安水电厂 ３７５ 千伏安新发电机的安装工程ꎮ

此外ꎬ 私营企业和手工业也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ꎬ 一批地方公私合营和私

营企业陆续建立ꎬ 雅安通和印刷公司、 雅安中翕茶厂、 荥经中兴茶厂先后进

入地方公私合营ꎮ 组织合作社营厂矿 １３ 个ꎮ

经过工矿企业和行业的民主改革、 生产改革、 增产节约运动以及爱国主

义劳动竞赛活动ꎬ 解放了生产力ꎬ 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ꎬ 提高了劳动效

率ꎬ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ꎮ 雅安专区工业总产值逐年大幅度增长ꎬ 国营和地方

国营的工业占比不断加大ꎬ 初步形成以国营工业为主体的工业经济ꎬ 为今后

雅安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ꎮ

二、 禁烟肃毒和禁娼戒赌

解放前ꎬ 雅安地区鸦片烟毒、 卖淫赌博极为猖獗ꎬ 人民深恶痛绝ꎮ 人民

民主政权建立后ꎬ 雅安地委在西康区党委的领导下ꎬ 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ꎬ

广泛开展禁烟肃毒和禁娼戒赌运动ꎬ 取得了显著成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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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禁烟肃毒

鸦片ꎬ 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西康省最大的 “支柱产业”ꎮ 二十世纪 ３０、 ４０

年代ꎬ 西康省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鸦片的种植、 加工、 贩运和销售ꎮ 据有关

资料统计ꎬ 川康地区鸦片种植泛滥ꎬ 年产鸦片六七万吨ꎬ 大半产于刘文辉的

防地ꎮ 雅属地区作为康属、 宁属、 嘉州 (乐山) 的交通枢纽ꎬ 自然成为大

宗烟土交易、 贩运的集散地ꎬ 各路烟帮云集于此ꎬ 鸦片交易十分猖獗ꎮ 在各

地乡村田间地头遍种罂粟ꎬ 荥经全县种植罂粟面积达到总面积的 ５０％ꎮ 而在

城镇鸦片烟馆林立ꎬ 四处可见ꎮ 国民党党政军官员、 地方豪绅大做鸦片生

意ꎬ 从中牟取暴利ꎬ 仅雅安城内就有 １０ 多家公开生产、 贩运鸦片烟毒的

“砒子大王”ꎬ 烟馆百余家ꎬ 贩毒吸毒人数甚多ꎮ 雅安各县烟馆林立ꎬ 烟毒

瘾民众多ꎬ 仅汉源县就达一万多人ꎬ 有的烟毒瘾民甚至卖儿卖女ꎬ 倾家荡

产ꎬ 广大群众对鸦片烟毒深恶痛绝ꎮ 据统计ꎬ 吸毒者约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

二以上ꎬ 贩毒者一次贩卖鸦片就达 １２０００ 两ꎮ 地主、 豪绅、 匪霸、 袍哥帮会

为了扩大产烟贩烟地盘ꎬ 豢养打手ꎬ 强迫老百姓买枪替他们保家护烟ꎬ 他们

既互相勾结ꎬ 又互相争夺ꎬ 火拼不断ꎬ 许多无辜者成为牺牲品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禁烟禁毒工作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 «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ꎮ 西康区党委为

了保护人民健康ꎬ 恢复发展生产ꎬ 彻底扫除鸦片烟毒的祸害ꎬ 采取了一系列

禁烟肃毒的措施ꎮ 针对鸦片烟毒泛滥成灾的严重社会问题ꎬ 雅安军管会于 ２

月 １１ 日发布禁烟布告ꎬ 明确宣布鸦片毒害人民ꎬ 应予严禁ꎮ ２１ 日ꎬ 雅安军

管会发布 «禁种鸦片的布告»ꎬ 号召: “已种鸦片者自动铲除ꎬ 改种春粮ꎬ
不愿者也不强迫ꎬ 唯绝对严禁再种ꎮ 更望吸毒者从速戒除ꎮ” ９ 月 ４ 日ꎬ 西

康省人民政府发布 «坚决禁绝鸦片烟毒的布告» 规定ꎬ “自即日起ꎬ 严禁种

植、 制造、 贩运烟毒ꎬ 开设烟馆ꎬ 并令吸食者限期戒除ꎮ” 党和人民政府的

禁烟禁毒决定ꎬ 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ꎬ 各地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

禁烟禁毒群众性运动ꎮ
为了加强对禁烟禁毒工作的领导ꎬ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西康省人民政府

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ꎮ 随后ꎬ 雅安专区各县、 区、 乡相继成立禁烟禁毒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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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 全面贯彻禁种、 禁制、 禁售、 禁运、 禁吸等实施办法ꎬ 开展禁烟肃毒运

动ꎮ 在农村以禁种为重点ꎬ 结合减租退押与生产运动ꎬ 通过各级人民代表会

议和农民代表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宣传教育ꎬ 提出 “不种一窝烟苗” 的口号ꎬ

发动农民群众禁种鸦片、 禁吸鸦片ꎬ 自订禁种公约ꎮ 对自愿改种鸦片有困难

的农民ꎬ 采取由人民政府发放贷款、 贷种的方法ꎬ 鼓励农民改种粮食ꎮ 在城

镇以禁制、 禁售、 禁运为重点ꎬ 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严惩毒犯ꎬ 查封烟馆、 销

毁烟土等措施ꎬ 要求制贩烟毒者从速改正ꎬ 谋取正当职业ꎮ 同时ꎬ 雅安各级

人民政府实行综合治理的方针ꎬ 对大量鸦片瘾民ꎬ 采取 “劝戒与勒戒” “教

育改造与安置” 相结合的政策ꎬ 开展群众性的劝戒和检举运动ꎬ 发动父母、
夫妻、 子女互劝戒烟ꎮ 据雅安市统计ꎬ 自 «禁毒布告» 公布以后ꎬ 先后召

开大、 小会议 １４３８ 次ꎬ 受教育者达 １３９６３５ 人 (次)ꎮ 卫生部门研制大批戒

烟药丸散发给烟民ꎻ 民政部门举办戒烟所和劳动习艺所ꎬ 帮助吸烟者戒除瘾

烟ꎮ 各县均设立戒烟所ꎬ 配备医生、 药剂人员ꎬ 对鸦片烟毒中毒较深的瘾民

举办培训班ꎬ 强行戒除烟毒ꎮ 汉源县为 １４３９ 名瘾民戒除了鸦片烟毒ꎬ 宝兴

县帮助约占 ７０％的吸毒户人员戒除了烟瘾ꎮ 人民政府还对一些无人管理的吸

食烟毒者予以收容ꎬ 强迫勒戒ꎬ 被教育改造脱瘾的人分别送回当地政府作妥

善安排ꎮ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ꎬ 禁烟肃毒取得明显成效ꎬ 仅雅安市在 １０ 多天

内就有 １２５ 家烟馆交出烟毒ꎬ 改谋正当职业ꎮ 据雅安、 荥经、 汉源三县统

计ꎬ 自愿交出的烟土达 １２０００ 余两ꎬ 烟具 ３０００ 余件ꎮ 通过禁烟禁毒运动的

深入开展ꎬ 汉族地区的烟毒得到基本肃清ꎮ １９５０ 年秋ꎬ 雅安汉族区域铲烟

种粮ꎬ 基本禁绝鸦片种植ꎬ 粮食产量比 １９４９ 年增长了 ３０％ꎮ
对少数民族聚居乡ꎬ 地委根据党的民族工作 “谨慎稳进” 的方针ꎬ 没

有急于强迫禁止ꎬ 而是积极宣传吸烟的危害和在汉族地区严禁烟毒的政策ꎬ

通过与各乡民族头人协商ꎬ 订立不向汉人买卖烟土的公约ꎮ 凡少数民族向汉

人卖烟ꎬ 初次发现劝其带回ꎬ 再犯则将人、 烟一并送交所属头人ꎬ 令其教

育ꎮ 通过这些措施ꎬ 堵塞了烟毒贩运ꎬ 取缔了黑市交易ꎬ 使少数民族感到烟

毒在汉族地区已无销路ꎬ 从而自觉地逐年减少种植鸦片直至不种ꎮ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ꎬ 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 «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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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条例» 后ꎬ 地委对全区地下加工制造鸦片、 偷运贩卖鸦片的不法分子ꎬ 开

展了声势浩大的肃毒运动ꎮ 对大烟毒犯分别判以死刑、 有期徒刑和管制ꎬ 严

厉打击制造、 贩运烟毒的违法犯罪活动ꎬ 严惩毒犯ꎬ 消除了烟毒蔓延的祸

根ꎮ 西康省雅安市公安局先后查获 １０３５ 名毒犯ꎬ 对顽固抗拒禁烟法令的ꎬ

依法分别进行处理ꎬ 先后有 ２３９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ꎬ 有 ３ 人被判处死

刑ꎮ 雅安各县经过禁烟肃毒运动的一、 二期行动ꎬ 扣捕毒犯 ６６４ 人ꎬ 占总毒

犯 ２７６８ 人的 ２４％ꎬ 缴获大烟 ８３１８４ 两ꎬ 砒子 １４８ 两ꎬ 收缴毒资毒利的黄金

４３ ９ 两ꎬ 百洋 ４４９４ 元ꎬ 人民币 １６９９ 万元ꎮ

按照西康区党委 «关于深入肃毒运动的紧急指示»ꎬ 地委于 １０ 月 １ 日作

出 «第三期肃毒行动计划»ꎬ 指出: 为了贯彻西康区党委 “搞透、 搞净、 及

既快又稳” 的紧急指示ꎬ 鼓足干劲ꎬ 完成第三期肃毒计划ꎬ 要求: 一是要继

续深入发动群众ꎬ 巩固胜利成果ꎬ 使运动得以圆满结束ꎮ 二是将该捕的捕ꎬ

该杀的杀ꎬ 该判的判ꎮ 三是深入追缴烟毒烟证ꎬ 结合捕、 杀、 判ꎬ 大力追缴

毒犯存烟ꎬ 对缴烟不彻底和抗拒缴烟者分别予以处理ꎮ 四是在重点乡镇通过

召开大会ꎬ 总结运动成绩ꎬ 再一次广泛系统地进行宣传ꎬ 务使禁毒工作经

常化ꎮ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 雅安专署公安处通报了查禁烟毒的情况ꎬ 仅上年来

就查获烟毒案件 ２１６ 起ꎮ 烟毒流行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ꎬ 但是零星烟贩仍

然较多ꎬ 鸦片烟毒仍在流行ꎬ 仅雅安、 汉源两县的 ５ 个集镇就有秘密烟馆

１５０ 家ꎮ 不法分子开设秘密烟馆招揽烟民ꎬ 祸害社会ꎮ 汉源、 石棉等地还常

有少数民族的人到汉族地区卖烟ꎬ 且数量较大ꎮ 针对烟毒仍有流行情况ꎬ 专

署公安处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选择重点地区对现行烟毒犯及时予以打击ꎬ

以巩固既得成果ꎮ 二是对不明政策的零星烟贩予以教育训诫ꎬ 对少数种烟的

农民进行耐心说服教育ꎮ 三是对一贯贩卖烟毒ꎬ 开设烟馆的职业烟贩和明知

故犯的种植者ꎬ 即采取以打击为主ꎬ 教育为辅的办法ꎬ 经地委批准辅以长期

劳教ꎮ 四是对少数民族到汉族地区贩卖的不扣不捕不没收ꎬ 只进行教育ꎬ 同

时加强对汉族地区毒犯的侦破工作ꎮ 经过两年多的禁烟肃毒运动ꎬ 雅安地区

的烟毒基本肃清ꎬ 人民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得到了切实的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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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禁娼戒赌

地委在开展禁烟肃毒运动的同时ꎬ 开展了禁娼戒赌运动ꎬ 对旧社会遗留

下来的社会丑恶现象进行彻底的根治ꎮ

解放前ꎬ 由于政治腐败、 烟祸蔓延ꎬ 卖淫嫖娼、 聚众赌博的社会丑恶现

象较为普遍ꎮ 卖淫嫖娼、 聚众赌博等是旧社会剥削制度的产物ꎮ 雅安城内就

有供妓女卖淫的 “毛台基” “王台基” (台基: 指提供色情的窝点)、 “西康

饭店” 等卖淫场所ꎻ 汉源县富林地处水陆码头ꎬ 是烟土集散地ꎬ 一些娼妓流

入该地从事卖淫活动ꎬ 本地也有个别妇女或明或暗效尤维生ꎻ 各县也均有所

谓 “窑子” (指卖淫场所)ꎮ 妓女中有的是好逸恶劳以卖淫为生ꎬ 有的是被

坏人诱拐上当受骗ꎬ 有的是吸食鸦片上瘾或滥赌成性流落火坑ꎬ 也有个别是

被生活所迫的妇女ꎮ

解放后ꎬ 雅安各地按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废除和取缔娼妓制度的政策ꎬ

积极开展禁娼工作ꎮ 组织民政、 妇联等部门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ꎬ 对妓

院数目、 分布情况等进行认真的调查摸底ꎬ 指挥公安机关统一采取行动ꎬ 强

行取缔和封闭妓院ꎬ 严惩妓院老板 (鸨母)ꎮ 本着教育改造的原则ꎬ 积极向

妓女宣传和解释人民政府的禁娼政策ꎬ 耐心细致地对妓女进行思想教育ꎬ 提

高她们的思想觉悟ꎬ 纠正她们好逸恶劳的思想ꎬ 教育她们树立自立自强、 劳

动光荣的观念ꎬ 自觉戒除卖淫恶习ꎮ 同时ꎬ 关心和照顾妓女生活ꎬ 积极医治

妓女的性病ꎬ 减轻她们身体痛苦ꎻ 帮助她们学习文化知识ꎬ 教会她们基本的

生产技能ꎬ 培养她们自食其力的能力ꎬ 妥善安置她们就业ꎮ 对外地妓女一律

遣送原籍ꎻ 对本地无业妓女ꎬ 经教育后给以生活出路ꎬ 安排从事正当职业ꎬ
或劝她们自谋生路ꎬ 或结婚领养ꎬ 或回原籍参加劳动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ꎬ 雅安县

公安局按照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规定ꎬ 取缔容留妇女卖淫窝点ꎬ 收容改

造妓女 ２４ 人ꎮ 到 ６ 月 １０ 日ꎬ 雅安县对 １４６ 名被收容的妓女、 小偷、 乞丐等

分别进行了教育改造ꎮ 通过查禁封闭卖淫窝点、 取缔卖淫嫖娼的斗争ꎬ 旧社

会长期以来遗留下来的这一社会丑恶现象ꎬ 在解放后短短的时间内基本

绝迹ꎮ

赌博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ꎬ 它毒化社会风气ꎬ 扰乱治安ꎬ 破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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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ꎬ 是一种社会公害ꎮ 解放前ꎬ 雅安城乡盛兴赌博活动ꎬ 赌场遍及街头巷

尾ꎬ 雅安县城朝阳街烂泥石路一带赌场规模较大ꎬ 芦山县芦阳镇就有赌场数

十家ꎬ 大凡场镇都有摆赌之家抽头渔利ꎬ 嗜赌之徒以此为生ꎮ 因赌博打架斗

殴、 杀人越货、 倾家荡产、 卖儿卖女、 跳楼溺水之事屡见不鲜ꎮ 解放后ꎬ 为

了彻底根除历史遗留的赌博现象ꎬ 各县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分别发出禁赌布

告和通令ꎬ 坚决禁止赌博活动ꎮ 各地城乡广泛开展宣传ꎬ 讲明赌博的危害ꎬ
造成全社会禁赌的舆论ꎮ 在开展禁赌工作中ꎬ 各地采取普查登记和发动群众

检举揭发相结合的办法ꎬ 集中进行查封取缔各地赌场ꎮ 对赌头、 赌棍集中进

行悔过教育ꎻ 对初犯者责令登记悔过ꎻ 对屡教不改的为首者收缴赌资ꎬ 并给

予罚款或者拘留ꎻ 对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召赌的赌头赌棍予以拘役、 管制ꎬ 并

没收骨牌、 麻将、 长牌等赌具予以销毁ꎮ 区、 乡农民协会对一般参赌、 聚赌

人员也进行逐个登记ꎬ 责令限期改正ꎬ 并派专人进行监督管理ꎮ 同时建立起

经常性的群众检举揭发机制ꎬ 一经发现聚众赌博ꎬ 随时召开群众大会对其进

行公开斗争ꎮ 在各级人民政府不断打击下ꎬ 公开赌博风气逐渐销声匿迹ꎮ

与此同时ꎬ 各地人民政府还对城市游民、 小偷、 乞丐等社会人员实行收

容ꎬ 启发他们的觉悟ꎬ 教育他们自食其力ꎬ 成为新社会有用之人ꎮ

通过采取一系列坚决有效的禁绝措施ꎬ 从根本上杜绝了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各种丑恶现象ꎬ 解决了乞丐、 游民遍布街巷ꎬ 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的问题ꎮ
净化了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ꎬ 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ꎬ 显示出雅安各级党委和

人民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ꎮ

三、 宣传贯彻 «婚姻法»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１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简称 «婚姻法» ) 正式

颁布施行ꎮ «婚姻法» 规定: “废除包办强迫、 男尊女卑、 漠视子女利益的

封建主义婚姻制度ꎮ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 男女权利平等ꎬ 保护妇

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ꎮ” «婚姻法» 的颁布实施ꎬ 体现

了党和人民政府反封建斗争的进一步深入ꎮ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和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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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发出关于贯彻 «婚姻法» 的指示ꎬ 要求

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 (少数民族地区和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地区除外)

开展一个宣传 «婚姻法» 和检查 «婚姻法» 执行情况的运动ꎬ 规定以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为贯彻 «婚姻法» 运动月ꎮ 雅安地委按照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指示ꎬ

迅速在全区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贯彻 «婚姻法» 的群众运动ꎮ
地委十分重视广大妇女的翻身解放ꎬ 认为在青年男女中提倡恋爱自由、

婚姻自由ꎬ 突破父母包办的枷锁ꎬ 打破封建婚姻的牢笼ꎬ 充分发挥青年男女

在建设新中国中的巨大作用ꎬ 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ꎮ 必须建立妇女、 青年

组织并积极发挥其作用ꎬ 冲破 “以夫权为中心、 压迫妇女和剥夺男女婚姻自

由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ꎮ 要求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妇女、 青年组织在贯彻

执行 «婚姻法» 中的积极作用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雅安地委妇女工作委员

会成立ꎮ 同日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康省雅安地方工作委员会成立ꎮ 各

级妇女、 青年团组织的相继成立ꎬ 推动了 «婚姻法» 宣传贯彻运动的深入

开展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西康省 «婚姻法» 执行情况检查组对雅安县沙坪

乡、 芦山县芦阳镇、 天全县始阳镇进行为期 １０ 天的检查ꎮ 从检查情况来看ꎬ

在雅安农村ꎬ 童养媳现象普遍ꎻ 一夫多妻盛行ꎻ 公婆虐待儿媳ꎬ 丈夫虐待妻

子ꎬ 父亲虐待女儿ꎬ 生育重男轻女ꎬ 社会歧视女婴ꎬ 父母包办婚姻ꎬ 强迫幼

女结婚ꎬ 干部粗暴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等情况较为普遍ꎮ 为此ꎬ 地委按照西康

区党委 “要掀起一个学习贯彻 «婚姻法» 的热潮ꎬ 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ꎬ

坚决摧毁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 的指示ꎬ 要求各县认真组织各界人士座

谈ꎬ 严查违反婚姻法的典型案件ꎬ 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ꎮ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荥经县人民法院在荥经县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幕时ꎬ 邀请 １５６

位代表座谈 «婚姻法»ꎮ 雅安中学女工委员组织讨论 «婚姻法»ꎮ 雅安县人

民法院会同西康省检察署深入到雅安县严桥乡ꎬ 对虐妻毒打致死一案进行调

查处理ꎮ 汉源县第三区人民政府对富泉乡农民黄某某运用家族封建权势ꎬ 干

涉女儿提出离婚的事情进行严肃处理ꎮ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雅安专区贯彻 «婚姻法» 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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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召开ꎬ 讨论决定在春节前ꎬ 抽出干部组成一个调查组ꎬ 到汉源县了解有关

婚姻问题情况ꎻ 同时在专区各机关干部中ꎬ 从本周起进行 «婚姻法» 的学

习ꎬ 并要求以首长负责、 支部保证ꎬ 采取大会报告、 小组讨论、 结合每个人

的思想进行自我检查等形式ꎬ 明确学习贯彻 «婚姻法»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ꎮ

２ 月 １８ 日ꎬ 地委对各县县长、 法院院长、 县妇联主任及区委书记和区长进

行 «婚姻法» 学习训练ꎮ

针对在贯彻 «婚姻法» 过程中ꎬ 有的地方出现混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

我矛盾界限的情况ꎬ 地委专门制定 «关于贯彻 ‹婚姻法› 运动月工作计

划»ꎬ 明确指出: 一、 必须明确婚姻法制度的改革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革ꎮ
即根本摧毁包办婚姻ꎬ 男尊女卑的封建婚姻制度ꎬ 树立男女平等ꎬ 婚姻自由

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ꎬ 从而建立民主和睦ꎬ 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ꎬ 以增强

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力量ꎮ 但这种婚姻制度的改革ꎬ 又不同于以往的

阶级斗争的社会改革ꎬ 它是人民内部以先进思想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ꎮ 这就

需要在长时期内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才能达到目的ꎬ 不能采取粗暴急躁

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ꎬ 应该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ꎮ 二、 必须在贯彻 «婚

姻法» 运动月中ꎬ 除极少数干涉婚姻自由ꎬ 虐待妇女而致杀害人命ꎬ 引起很

大民愤的严重犯罪分子应主动加以检查处理外ꎬ 对一般群众应以进行 «婚姻

法» 的宣传教育为限ꎮ 三、 在县、 区、 乡干部中要进行 «婚姻法» 执行情

况的检查ꎮ 四、 对于雅安地区原来一夫多妻、 重婚等问题ꎬ 当事人不告不

理ꎮ 女方提出离婚的ꎬ 离婚后本人及其子女应按照婚姻法保护妇女和子女的

原则予以适当处理ꎮ 在贯彻 «婚姻法» 运动中ꎬ 必须切实保护妇女不遭受

迫害和虐待ꎬ 并且应当支持帮助遭受到严重迫害的妇女到法院提出控诉ꎬ 以

求得适当解决ꎮ 对于童养媳问题ꎬ 应主动去解决ꎮ 在解决时应在财产问题上

按 «婚姻法» 原则作适当处理ꎮ 对于已婚又不符合年龄的ꎬ 当事人提出可

以离婚ꎮ 未办登记手续者可以补办ꎬ 不追究和责备ꎮ 五、 在贯彻 «婚姻法»

运动中ꎬ 不准开斗争会ꎬ 不准侮辱人格ꎮ
为了推动 «婚姻法» 的进一步贯彻落实ꎬ ３ 月上旬ꎬ 地委召开扩大干部

会议ꎬ 专题研究宣传贯彻 «婚姻法»ꎬ 要求广泛地开展宣传贯彻 «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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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ꎮ 之后ꎬ 各县分别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进行贯彻落实ꎮ 从 ３ 月到 ４ 月初ꎬ
全区掀起了宣传贯彻 «婚姻法» 热潮ꎮ 各县相继成立贯彻 «婚姻法» 运动

委员会ꎬ 举办贯彻 «婚姻法» 干部训练班ꎮ 雅安县于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１５ 日举办

贯彻 «婚姻法» 干部训练班ꎬ 有 ２２２ 人参加学习ꎬ 其中区乡干部 ２００ 人ꎻ 荥

经县委、 政府抽调和培训宣传干部 ２２９ 人组成工作组ꎬ 于 ３ 月中旬分赴各乡

(镇) 开展 «婚姻法» 宣传月活动ꎮ 与此同时ꎬ 各级党政部门、 群团组织以

及人民团体齐行动ꎬ 党员、 团员、 宣传员齐出动ꎬ 采取报告会、 座谈会、 报

刊宣传、 文艺表演、 张贴宣传单、 播放幻灯、 黑板报等多种形式ꎬ 深入农

村、 工矿、 街道进行广泛宣传ꎬ 使 «婚姻法» 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深入

人心ꎮ 在宣传运动月中ꎬ 天全县先后组织召开乡人代会 １４ 次ꎬ 召开党员、

团员、 宣传员、 武装队员会议 １４ 次ꎬ 召开村民会议 １６９ 次ꎬ 向 ５２２１０ 人进

行宣传ꎬ 占总人口的 ６２ ２％ꎻ 荥经县有 ２５４ 件以童养媳为主要特征的买卖包

办婚姻申请由法院宣布依法解除ꎬ 有 ９００ 多对男女青年自由结婚ꎮ

雅安专署在宣传贯彻 «婚姻法» 运动总结中指出: 这次运动在全区 ７７

个乡、 ３１２５８４ 人 (占全区人口 ４９ ３％) 中开展ꎬ 较为广泛深入地宣传了

«婚姻法» 的优越性ꎬ 批判了在婚姻问题上的封建思想和恶习ꎬ 检查了县以

上各级法院、 民政部门中主管婚姻法人员及区、 乡政府干部执行婚姻法的情

况ꎮ 这次贯彻 «婚姻法» 运动ꎬ 对促进社会文明进步ꎬ 推动全区的生产建

设都产生了十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ꎮ

四、 教育改革和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教育、 文化、 卫生事业的改革是新民主主义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１９４９

年 «共同纲领» 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ꎬ

即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教育ꎮ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ꎬ 应以提高

人民文化水平ꎬ 培养国家建设人才ꎬ 肃清封建的、 买办的、 法西斯主义的思

想ꎬ 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ꎮ 雅安解放后ꎬ 地委、 专署十分重视

发展教育、 文化和卫生事业ꎬ 积极对旧的教育、 文化和卫生制度进行改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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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从 １９５０ 年下半年开始ꎬ 狠抓教育、 文化和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ꎬ
使各项社会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ꎮ

(一) 教育改革

按照中央的接管方针ꎬ 雅安军管会对原国民党统治时期举办的各类公立

学校ꎬ 一律实行接管ꎮ 对私立学校采取管而不接的方法ꎬ 一律维持原状ꎬ 学

校工作照常进行ꎮ 从 １９５０ 年开始ꎬ 雅安地委、 专署对接管的学校进行整顿、

改造ꎬ 同时采取创办新校ꎬ 调整结构ꎬ 整合资源等措施ꎬ 使全区教育事业很

快得到恢复和发展ꎬ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ꎮ

１ 恢复和创办各类学校

１９５０ 年ꎬ 全区 (含名山县) 单设幼稚园 ３ 所ꎬ 幼儿班 (含附设班) １９

个ꎬ 入园幼儿 ６５０ 人ꎮ 到 １９５１ 年下期ꎬ 新增开办幼儿园 ３ 所ꎬ 入园幼儿 ７９０

人ꎮ １９５２ 年全区共有幼儿园 ２０ 所ꎬ 入园幼儿 ２１８５ 人ꎬ 教职工 ６３ 人ꎬ 教养

员 ５３ 人ꎮ １９５０ 年上半年ꎬ 全区有小学 ６５ 所ꎬ 在校学生 ７８６０ 人ꎻ 下半年新

增办一批小学ꎬ 发展到 １６０ 所ꎬ 在校学生 １７１２６ 人ꎬ 教职工 ７５３ 人ꎮ １９５１ 年

下期全区有各类小学 ４９０ 所ꎬ 学生 ４８６５６ 人ꎬ 教职工 １１９８ 人ꎮ 到 １９５２ 年ꎬ

全区有各类小学 ６９１ 所ꎬ 学生 ７９２７７ 人ꎬ 教职工 ２２２６ 人ꎬ 学龄儿童入学率

３１％ꎮ １９５０ 年初ꎬ 全区接管中等以上学校 １９ 所ꎬ 下半年经过整顿合并后ꎬ
有中学 ９ 所 (其中完全中学 ３ 所、 初级中学 ６ 所)ꎬ 学生 １４２０ 人ꎬ 教职工

２０８ 人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全区有中学 ６ 所 (其中完全中学 ２ 所、 初级中学 ４ 所)ꎬ

在校学生 ２２８６ 人 (其中初中生 ２０４８ 人ꎬ 高中生 ２３８ 人)ꎬ 教职工 ２２２ 人ꎮ

通过恢复和创办各类学校ꎬ 解决了广大群众子女入学难的问题ꎮ
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ꎬ 积极推进师范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ꎮ 一是调整

学校布局ꎬ 整合教育资源ꎮ 将接管的省立始阳师范学校和雅安县立初中附设

简易师范班并入省立雅安中学ꎻ 将省立汉源富林师范学校ꎬ 天全、 荥经简易

师范校分别并入汉源、 天全、 荥经县立中学ꎮ １９５３ 年将雅安中学、 荥经中

学附设的中师、 初师班及西康省厅办的短期师训班合并创办雅安师范学校ꎮ
同时在各县中学开办速成师范班ꎬ 以适应教育形势的发展ꎮ 二是大力发展中

等专业学校ꎬ 为国家培养各类专业建设人才ꎮ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ꎬ 创建西康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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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校 (后更名为西康省医士学校)ꎮ ３ 月 １４ 日ꎬ 学校正式开学ꎬ 招收学

生 １２０ 人ꎬ 分设医士、 护士、 助产士、 药剂士 ４ 个班ꎮ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

西康省医士学校第一期学员毕业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ꎬ 西康省商业厅在天全始阳

丹凤山设贸易干部训练班ꎬ 有计划有步骤地轮训在职干部ꎬ １２ 月第一期干

部训练班开学ꎮ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更名为西康省商业厅贸易干部学校ꎮ
２ 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

雅安军管会按照 “包下来” 的方针ꎬ 对各学校的教职工ꎬ 除极为反动

的个别分子听候处理之外ꎬ 其余的继续留用参加工作ꎮ 军管会积极组织他们

学习革命理论ꎬ 进行思想改造教育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ꎬ 组织雅安及附近农村中小

学教师 ２００ 多人参加由雅安军管会文教接管处举办的中小学教育研究会ꎮ 同

年暑期ꎬ 组织雅安中小学教师参加由西康省人民政府举办的为期 ４０ 天集中

学习ꎬ 帮助教师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目的ꎬ 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文化教育方针ꎬ 肃清帝国主义、 封建买办教育思想的影响ꎬ 自觉改造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ꎬ 树立革命的教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ꎬ 雅安专署转发西康省文教厅 «关于各中小学教职员理论学习的规定»ꎬ

要求各县组织教师按指定读物业余学习ꎮ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２ 日至 ９ 月初ꎬ 雅安、

康定两个地区小学教师 １４４２ 人参加由西康省人民政府组织的思想改造学习

运动ꎬ 交待出参加反动组织的有 １０８９ 人ꎬ 占全部学习人数的 ７６ ５８％ꎻ 涉嫌

和可疑分子 １０９ 人ꎬ 占 ７ ６％ꎻ 优秀教师 １２６ 人ꎬ 占 ８ ８％ꎬ 合格教师 ７９８

人ꎬ 占 ５６ １％ꎻ 不合格教师 １４１ 人ꎬ 占 ９ ９％ꎬ 为下一步进行组织清理做好

了摸底工作ꎮ 同年暑期ꎬ 按照西康区党委 «关于在中小学校中进行 “三反”
思想改造及清理中层工作指示»ꎬ 雅安、 西昌等地教师 ３９７３ 人分别在雅安、

西昌两地集中进行 ４９ 天的思想改造学习ꎮ 名山县从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３ 年ꎬ 按

照教师自我思想改造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运动ꎬ 只能争取教育、 团结、 改

造、 使用ꎬ 而不是惩办、 打击、 清洗的指导方针ꎬ 采取寒暑假组织教师学

习、 集训的办法ꎬ 分 ５ 个阶段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思想改造ꎮ 通过一系列学习

和思想教育ꎬ 广大教职工从思想上划清了敌我界限ꎬ 提高了政治觉悟ꎬ 解除

了思想顾虑ꎬ 激发出了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热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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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在对教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ꎬ 有计划、 有步骤地改革中小学旧的

教育制度、 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ꎬ 使教育工作适应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的需

要ꎮ 一是在学校里建立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少年先锋队组织ꎬ

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全区中学有党员 ６ 人 (不含省属雅安中

学)ꎮ １９５３ 年ꎬ 部分中学开始单独设立党支部ꎮ 随着普通教育的发展ꎬ 教职

工中党员人数不断增加ꎬ 一些学校开始单设党支部或建立党小组ꎮ １９５０ 年

秋起ꎬ 各县中学及部分小学陆续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ꎬ 学校单设

或数校联合成立团小组 (或支部)ꎬ 作为学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助手ꎬ 团

员干部协助班主任工作ꎬ 团员学生在学生中起带头作用ꎬ 模范遵守校纪ꎬ 维

护集体荣誉ꎮ 学校中团的组织逐年不断发展ꎮ １９５０ 年秋季ꎬ 各县小学和初

级中学先后建立了中国少年儿童队组织ꎮ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ꎬ 中国少年儿童队组

织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ꎮ 学校少年经常开展读书报、 讲革命故事和其他文

体活动ꎮ 二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ꎮ １９５０ 年到 １９５２ 年ꎬ 各县中小学取消 “公

民” “童子军” “军事训练” 等课程ꎬ 开设政治课ꎮ 废除学校的 “训导制”ꎬ

实行教导合一制度ꎬ 并根据教育方针ꎬ 结合减租退押、 清匪反霸、 土地改革

和抗美援朝运动ꎬ 在中小学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ꎬ 进行拥护中国共产

党ꎬ 拥护社会主义教育ꎬ 反对封建的、 买办的、 法西斯的思想ꎮ 要求中学生

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劳动观点、 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ꎻ

小学以爱祖国、 爱人民、 爱劳动、 爱科学、 爱护公共财物 “五爱” 教育为

基本任务ꎮ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８ 日ꎬ 专署文教科通知各县执行教育部指示ꎬ 废止对

学生的体罚和任何变相体罚ꎬ 查处体罚和变相体罚行为ꎮ 三是在教育工作中

贯彻 “向工农开门” 的方针ꎬ 优先录取工农子弟ꎻ 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ꎬ

减免学杂费ꎬ 使工农成分的学生逐年增长ꎮ 经过对旧教育的初步改造ꎬ 从根

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ꎬ 消除了帝国主义、 封建势力的影

响ꎬ 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ꎮ
(二) 文化事业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时期ꎬ 由于政治腐败、 经济落后ꎬ 雅安的文化事业长期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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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之中ꎮ 雅安地区各县曾在 ３０ 年代末ꎬ 先后设置 “民众教育馆”ꎬ 但因经

费微薄、 设备简陋、 活动很少ꎬ 实则名存实亡ꎮ 各县建立的私立图书馆ꎬ 开

设的私营小型书店ꎬ 因社会动乱而纷纷停办ꎮ 全区没有固定的剧场、 影剧

院ꎬ 雅安城内仅有的边疆大戏院ꎬ 也是由惠泽宫 (俗称 “娘娘庙” ) 修葺

而成ꎮ 由于没有常年专业演出社团ꎬ 全区各地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ꎬ 多带自

发性ꎬ 文化生活十分贫乏ꎮ

解放后ꎬ 雅安地委、 专署在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ꎬ 迅速建立起各种

文化机构ꎬ 培训大批文艺骨干队伍ꎬ 积极开展文化艺术普及活动和文化娱乐

活动ꎬ 促进了全区文化事业的较快发展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至 ３ 月ꎬ 雅安军管会文教接管处接管边疆大戏院、 西康省立

雅安民众教育馆等文化场馆ꎮ 随着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ꎬ 相继设立负责教

育、 文化的行政管理机构ꎬ ５ 月 １ 日ꎬ 雅安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文教科成

立ꎮ 雅安各县人民政府也下设教育科或文教科兼管文化工作ꎮ 为了推进文化

事业的发展ꎬ 全区各级人民政府积极组建文化机构ꎬ 发展专业文艺表演团

体ꎬ 恢复各类民间文艺组织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ꎬ 将西康省立雅安民众教育馆改为西康省立雅安文化馆ꎬ

１９５３ 年又改为雅安市文化馆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至 １９５１ 年ꎬ 荥经、 天全、 芦山、
宝兴、 汉源等县人民政府ꎬ 先后将本县的民众教育馆改为人民文化馆ꎬ １９５２

年均改称为文化馆ꎮ 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各类书籍、 诗歌ꎬ 对各地发现的古

物、 善本、 图书、 各家字画等进行清查整理后ꎬ 交由西康省文教厅统一

收存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ꎬ 西康区党委筹建新华书店西康分店ꎬ ４ 月正式成立ꎬ 后在

雅安设分店门市部ꎬ 负责全省图书发行ꎮ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３ 年ꎬ 天全、 荥经、

石棉、 芦山、 宝兴等县先后建立人民书店ꎬ 后改建为新华书店支店ꎮ 新华书

店主要发行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ꎬ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毛泽东选集» 第

一卷首批在西康省会雅安市隆重发行ꎮ 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５３ 年ꎬ 共发行 «毛泽东

选集» 第一、 二卷 ７９３５ 册ꎬ 发行胡乔木著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和各种干

部理论读物 １１２２３ 册ꎬ 有力地配合干部学习党史和政治理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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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 年至 １９５４ 年ꎬ 相继成立西康省文工团第一、 二、 三队 (西康省民

族歌舞团、 雅安川剧团、 雅安京剧团前身)ꎬ 以及 “文化茶社” (雅安曲艺

队前身)、 雅安市工人俱乐部川剧队等文艺表演团体ꎮ 各县也先后成立业余

川剧团 ３０ 余个ꎬ 演出传统、 现代剧目 １３０ 余个ꎬ 群众文化活动十分活跃ꎮ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ꎬ 成立雅安专区电影放映管理站ꎬ 随后又更名为电影放映中队

部ꎬ 统一领导管理全区电影队和电影放映工作ꎮ 这一时期ꎬ 各地电影放映队

组织放映 «赵一曼» «中华儿女» «白毛女» «一贯害人道» «抗美援朝» 等

故事片ꎬ 以及 «红旗漫卷西风» «解放大西南» 等反映解放军战斗生活的记

录片ꎮ 　
此外ꎬ 地委、 专署还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ꎮ １９５２ 年春节ꎬ 由雅安各

界捐款和义务劳动修建的雅安大众剧院落成ꎮ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ꎬ 在雅安市朝阳

街口建成第一座电影院ꎬ 影院建筑费 ３０ ３ 亿元 (旧币)ꎬ 面积 ２６９６ 平方米ꎬ

可容纳观众 １３４２ 人ꎮ １９５３ 年拆除破烂不堪的边疆大戏院ꎬ 由人民政府拨款

１７ 亿元 (旧币)ꎬ 于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 １ 日建成人民剧院ꎮ 文化活动场馆的相继

建成并投入使用ꎬ 为文艺演出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ꎮ

１９５０ 年下半年至 １９５１ 年上半年ꎬ 西康区党委宣传部在雅安召开 ３ 次由

文化干部、 艺人、 玩友参加的文艺座谈会ꎬ 鼓励发展川剧事业ꎬ 组织开展川

剧活动ꎮ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ꎬ 雅安专区组织全区文化干部和工作人员ꎬ 参加由西康

省文教厅举办的建国后首次文化工作人员训练班ꎮ 与此同时ꎬ 各地文教部门

对民间艺人进行团结、 教育、 改造工作ꎬ 组织他们学习时事政治和文化ꎬ 改

掉旧思想、 旧习气ꎻ 妥善安置他们的工作ꎬ 对生活困难者ꎬ 除发放救济金和

御寒棉衣外ꎬ 还帮助解决住宿和治病的困难ꎮ 广大民间艺人真切感受到党和

人民政府的关心ꎬ 积极编写歌颂新社会、 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节目ꎬ 配合党的

中心工作ꎬ 在城乡广泛进行宣传演出ꎮ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下发后ꎬ 雅安川剧团和雅安京剧团认真组织学

习文件精神ꎬ 积极开展 “改人、 改戏、 改制” 活动ꎬ 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

和业务素质ꎬ 相继创作出 «美猴王» «野猪林» «党的好女儿———丁佑君»

等一批优秀剧目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ꎮ 由于雅安川剧团和雅安京剧团演员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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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整齐ꎬ 演出水平较高ꎬ 在西南地区享有一定的声誉ꎮ
５０ 年代初期ꎬ 全区各级文化部门积极配合各项中心工作ꎬ 在城乡开展

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和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ꎬ 起到了宣传群众、 组

织群众的积极作用ꎮ 围绕减租退押、 清匪反霸、 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 宣传

婚姻法等政治宣传运动ꎬ 通过壁报、 板报ꎬ 放映幻灯ꎬ 举办图片、 连环画和

实物展览以及组织业余文艺演出等活动ꎬ 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ꎮ 同时ꎬ

开展报刊阅览、 图书借阅以及举办各种类型的成人识字班ꎬ 扫除文盲ꎬ 开展

业余成人教育ꎮ 每逢重大节日和物资交流会ꎬ 组织业余文艺爱好者和民间艺

人ꎬ 运用话剧、 川剧、 歌咏、 腰鼓、 秧歌、 舞蹈、 金钱板、 花鼓、 莲箫、 快

板以及花灯、 龙灯、 狮灯、 马马灯等民间文艺形式进行表演ꎻ 组织辅导业余

话剧队、 川剧队和文艺演出队ꎬ 开展音乐舞蹈业余骨干培训ꎬ 辅导机关业余

文艺演出和工人业余宣传队排演节目ꎬ 教群众唱革命歌曲ꎬ 扭秧歌、 打腰

鼓、 编演小型文艺节目ꎬ 在城乡频繁演出ꎬ 活跃群众文化生活ꎮ 组织 “文化

挑” (即挑着有关农业生产的通俗读物、 连环画、 图片和幻灯) 和当地民间

艺人一起ꎬ 利用乡镇赶场开展活动ꎮ 白天摆书摊、 展览图片、 进行文艺说

唱ꎻ 晚上放映幻灯ꎮ 平日携带收音机、 留音机、 图书图片和曲艺节目上山下

乡ꎬ 深入到田间院坝ꎬ 为农民服务ꎬ 为生产服务ꎮ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统一领导ꎬ 大力发展宣传和新闻广播事业ꎮ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 日ꎬ 西康区党委机关报 «西康日报» 创刊发行ꎬ ９ 月 ２０ 日开

辟副刊ꎮ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西康省撤消前ꎬ «西康日报» 终刊ꎬ 共发行

１７４０ 期ꎮ 雅安地委借助 «西康日报» 这一宣传平台ꎬ 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ꎬ 发动群众、 凝聚人心ꎮ １９５１ 年ꎬ 西康区党委决定筹建广播电台ꎬ 台址

设在雅安市苍坪山ꎬ 发射场设在上坝ꎮ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ꎬ 西康人民广播电台在雅

安正式成立ꎮ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ꎬ 雅安市街道有线广播台建立运行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雅安市有线广播站正式成立ꎮ 广播电台的建立ꎬ 对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ꎬ 交流工作经验ꎬ 传播先进思想文化ꎬ 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全区文化事业的发展ꎬ 激发了人民群众主动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ꎬ 丰

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ꎬ 同时也促进了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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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的提高ꎬ 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ꎮ
(三) 卫生事业的发展

解放前ꎬ 雅安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非常落后ꎬ 缺医少药状况十分严重ꎬ

广大人民群众处于疾病丛生的困境之中ꎬ 全区人均寿命仅有 ３５ 岁ꎮ 雅安解

放后ꎬ 党和人民政府在对旧有卫生医疗机构实施接管的同时ꎬ 设立各级卫生

行政管理部门ꎬ 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ꎬ 雅安军管会接管西康

省立卫生院和文辉医院 (即联合医院)ꎮ ８ 月ꎬ 接管富林省隶卫生院ꎬ 定名

为 “雅安专署富林中心卫生院”ꎮ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ꎬ 雅安仁德医院请求人民政府

接管ꎮ ６ 月ꎬ 西康省人民政府指派卫生处协同有关机构正式进行接管ꎮ 在此

期间ꎬ 天全、 荥经、 芦山、 宝兴、 汉源等县人民政府也相继接管本县卫

生院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ꎬ 设立雅安专署卫生所ꎬ ５ 月改组为雅安专署卫生科ꎬ 主管

全专区医疗卫生工作ꎮ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１ 年ꎬ 各县先后设立人民政府卫生科ꎬ
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医疗卫生工作ꎮ

在地委的重视下ꎬ 医疗机构、 床位、 专业人员等迅速增加ꎬ 人民群众的

医疗条件和健康水平得到很大改善和提高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ꎬ 西康省立卫生院

和文辉医院与人民解放军第五野战医院合并建立西康省人民医院ꎬ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ꎬ 更名为西康省第一人民医院ꎮ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ꎬ 雅安仁德医院改建为西康省

第二人民医院ꎮ １９５０ 年ꎬ 雅安各县先后将本县卫生院改建人民政府卫生院

(所)ꎮ １９５３ 年ꎬ 建立西康省妇幼保健所ꎬ １９５５ 年撤省时ꎬ 改建为雅安市妇

幼保健所ꎮ 各县建立县妇幼保健站ꎬ 建立基层接生站 ８６ 个ꎬ 训练乡村保姆

６７ 个ꎬ 接生员 １２１ 人ꎬ 推广新法接生ꎮ １９５０ 年底统计ꎬ 全区仅有 １５ 个卫生

机构ꎬ 床位 １０５ 个ꎬ 卫生技术人员 １２５ 人ꎮ 到 １９５２ 年ꎬ 区、 县卫生院、 综

合医院数量不断增加ꎬ 新建区卫生所 ６ 个ꎬ 妇幼保健站、 防疫站 (队)、 卫

生队等 ６６ 个卫生机构ꎬ 病床增加到 １０２４ 张ꎬ 卫生人员有 ６４６ 人ꎬ 较 １９５０ 年

分别增加约 ３ ５ 倍ꎮ 全区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ꎬ 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

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关心ꎮ

在提高医疗水平的同时ꎬ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切实加强防病治病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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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工作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ꎬ 雅安专、 县分别成立卫生防疫委员会ꎮ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ꎬ 西康省卫生厅卫生防疫队改建为雅安专区卫生防疫队ꎮ １９５３ 年ꎬ 建立

西康省卫生防疫站ꎬ １９５６ 年改称雅安市卫生防疫站ꎮ 各级卫生防疫部门积

极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基层ꎬ 对群众检查身体ꎬ 分发预防药物ꎬ 宣传防病治

病知识ꎬ 从而降低疾病和传染病的发病率ꎬ “天花”、 结核病、 麻风病等常

见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５０ 年秋至 １９５１ 年春ꎬ 全区有

３２４ 人参加普种牛痘及预防注射工作ꎬ 接种牛痘 １７００９２ 人ꎻ 预防注射

１１１３３１ 人ꎬ 其中伤寒、 霍乱混合疫苗 ６ 万余人ꎮ １９５２ 年春进行第二次接种ꎬ

共接种牛痘 ２４２２３０ 人ꎬ 注射霍乱、 伤寒混合疫苗 ３５０３７ 人ꎮ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ꎬ 雅安市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ꎮ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ꎬ 各级卫

生防疫委员会改组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ꎮ 全区各地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开

展以 “除害灭病” 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ꎮ 在每年春夏秋冬分别开展 ４ 次全

民爱国卫生运动ꎬ 全区约有 ３０ 多万人受到爱国卫生教育ꎬ 受教育面在 ５０％

以上ꎬ 人民群众爱清洁讲卫生的良好生活习惯初步养成ꎮ

此外ꎬ 重视对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ꎮ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ꎬ 创建

西南区西康医士学校ꎬ 次年 ８ 月ꎬ 举行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ꎮ １９５５ 年ꎬ 西康

医士校改名为四川省雅安医士校ꎬ 由雅安专区代管ꎮ １９５０ 年ꎬ 对各县中医

师公会ꎬ 新医学工作协会、 医药同业公会等医药团体组织进行改组ꎬ 成立医

务工作者协会ꎮ １９５２ 年ꎬ 改称卫生工作者协会ꎬ 全区有卫协会会员 ８７７ 人ꎮ

总之ꎬ 在雅安地委的领导下ꎬ 全区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ꎬ

社会各项事业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ꎬ 整个社会呈现出了生机勃

勃、 欣欣向荣的景象ꎮ

第五节　 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进一步展开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新民主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入ꎬ 党和政

府开展了包括经济、 政治、 思想、 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ꎮ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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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 年底到 １９５２ 年ꎬ 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ꎬ 雅安地委相继组织开展反

对贪污、 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 “三反” 运动和反对行贿、 反对偷税

漏税、 反对偷工减料、 反对盗骗国家财产、 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 “五

反” 运动ꎬ 以及整风整党运动ꎬ 加强基层政权和组织建设ꎮ 同时ꎬ 积极发展

工农业生产ꎬ 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ꎬ 为下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创造了条件ꎮ

一、 “三反” “五反” 运动

“三反” “五反” 运动ꎬ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展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廉

政建设和反腐蚀斗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ꎮ “三反” 是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

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ꎮ “五反” 是在资本主

义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 反对偷税漏税、 反对偷工减料、 反对盗骗

国家财产、 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ꎮ 这次运动涉及面广ꎬ 参与人数

多ꎬ 影响深远ꎮ

(一) “三反” 运动

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ꎬ 农村进行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ꎬ 工矿企业和行业

开展了民主改革ꎬ 工人、 农民努力增加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ꎬ 中共中央决

定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广泛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ꎮ 在运动开展过程中ꎬ 暴

露出各级党政机关内部存在许多惊人的贪污腐化、 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问

题ꎮ 为此ꎬ 中共中央于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出 «关于实行精兵简政、 增产节

约、 反对贪污、 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ꎬ 把开展 “三反” 运动作

为贯彻增产节约的重大措施ꎮ ８ 日ꎬ 中共中央又发出 «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

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ꎮ 此后ꎬ 一场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反贪污、 反

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 运动在全国展开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召开省直机关党员大会ꎬ 廖志高作 «关

于广泛开展增产节约、 反对贪污、 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ꎮ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３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召开省直机关党员负责同志会议ꎬ 讨论如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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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深入开展反对贪污、 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问题ꎮ １ 月 １４ 日ꎬ
西康区党委发出 «关于加强 “三反” 运动领导的指示»ꎮ 随即ꎬ “三反” 运

动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ꎮ

根据西康区党委的部署ꎬ 雅安地委于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作出开展 “三

反” 运动指示ꎬ 要求第一、 二期开展土地改革的县级以上机关要大张旗鼓地

开展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运动ꎮ 整个 “三反” 运动按学习动员、

开展民主大检查、 发动群众检举揭发、 追赃和定案处理 ４ 个阶段和步骤

进行ꎮ

按照地委要求ꎬ 雅安各县立即对开展 “三反” 运动作出具体部署ꎮ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雅安县委召开会议ꎬ 传达讨论地委关于 “三反” 运动的指示ꎬ 统

一思想ꎬ 同地级机关同步开展 “三反” 运动ꎮ １６ 日至 ２６ 日ꎬ 县委组织全县

工作人员学习 “三反” 运动文件ꎬ 听取并讨论地委副书记安庆洙作 “三反”

运动的动员报告ꎬ 反复在党团员和干部中进行动员ꎬ 提高认识ꎬ 端正态度ꎮ
随后ꎬ 开始在党政机关中开展 “三反” 运动ꎮ 天全、 芦山、 宝兴、 荥经、

汉源等县迅速组织召开一系列动员大会ꎬ 传达学习上级文件和指示精神ꎬ 讲

明这次运动的性质、 意义、 目的和要求ꎬ 号召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积极参加

到运动中来ꎬ 踊跃揭发有关贪污、 浪费的人和事ꎮ 运动很快在全区各地开展

起来ꎮ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名山县委召开会议ꎬ 传达学习中央、 西南局、 川西

区党委关于增产节约、 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决定ꎬ 动员广大干部

开展 “三反” 斗争ꎬ 要求各单位和个人从增产节约出发ꎬ 检查铺张浪费行

为ꎬ 为反贪污作准备ꎮ １２ 月下旬ꎬ 县委、 县政府各部门及下属单位对铺张

浪费进行认真的检查ꎬ 初步查出因计划不周ꎬ 不善购置、 不当开支、 办公用

品浪费、 医药费浪费、 公款遗失、 谎报生产量等原因造成的浪费共 ４６５３ ８８

万元 (旧币)ꎬ 查出贪污 ４３５ ６８ 万元 (旧币)ꎮ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县委召

开扩大会议ꎬ 传达川西区党委关于 “三反” 工作的决议ꎬ 进一步讲明开展

“三反” 运动的方针政策ꎬ 使参加运动的党员和干部从思想上认识中央开展

“三反” 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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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学习发动的基础上ꎬ 全区各级各部门首先从干部是否不同程度地

存在有追逐名利、 贪图享受思想入手ꎬ 普遍进行检查交代ꎬ 自我批评ꎬ 对照

检查ꎬ 继之以联系本单位、 本部门实际对贪污、 浪费、 官僚主义问题进行检

举揭发ꎮ 随着干部、 群众思想认识和觉悟的提高ꎬ 一些典型的贪污案件和铺

张浪费、 官僚主义问题被揭发出来ꎬ “三反” 运动很快形成高潮ꎮ
按照运动要求ꎬ “三反” 的重点在反贪污 (俗称 “打老虎” ) 上ꎮ 对于

有贪污嫌疑的人ꎬ 要 “大胆怀疑ꎬ 搜集材料ꎬ 试行探查”ꎻ 积极推广 “作出

具体计划ꎬ 写出必成数、 期成数ꎬ 并根据情况发展追加 ‘打虎’ 数字” 的

经验ꎮ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紧急指示»ꎬ 要求根据各县具体情况和上级指示精神ꎬ 追

加打 “虎” 任务数ꎬ 全区共追加 １２７ 只ꎮ 同时要求认真贯彻一面巩固、 一面

发展的方针ꎬ 迅速地处理一批中小贪污分子的问题ꎬ 使他们放下包袱ꎬ 投入

运动ꎮ 由于各级党委采取放手发动群众ꎬ 大张旗鼓、 雷厉风行、 抓住典型、
严肃处理等方式ꎬ 对贪污、 浪费和官僚主义形成强大的威慑力ꎬ 一批贪污事

件被彻底揭露出来ꎬ 一批大中小 “老虎” 被抓了出来ꎮ 对于揭露出来的党

政机关内的贪污腐化堕落分子ꎬ 按照中共中央判定 “大老虎” 的 ６ 条标准ꎬ

采取对大贪污犯给予严厉打击ꎬ 对中小贪污犯实行教育改造的措施ꎬ 收到了

明显的效果ꎮ

雅安专区的 “三反” 运动ꎬ 从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起至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结束ꎬ 专、

县两级有 ３０７７ 名机关工作人员参加 “三反” 运动ꎬ 占总人数的 ９０. ５％ꎮ 共

查出贪污款 ３２９２５８ 万元 (旧币)ꎬ 定案处理 １１１ 人ꎮ
由于 “三反” 运动对于贪污情况估计过大、 要求过急ꎬ 在作法上采取

先定指标ꎬ 层层分配任务的方法ꎬ 并运用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形

式ꎬ 造成了一些错案ꎮ 地委严格依据西康区党委 «关于省直各机关定案、 追

脏情况检查及今后作法的报告» 和 «关于 “三反” 与生产工作的指示» 精

神ꎬ 对运动中查出的问题ꎬ 本着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ꎬ 认真进行复

查、 核实、 定案ꎮ 复查中对该升的就升ꎬ 该降的就降ꎬ 该平反的就坚决

平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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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 运动是党在执政情况下ꎬ 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清正廉洁而

进行的一场反腐败斗争ꎬ 是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思想改造运动ꎮ 通过

“三反” 运动ꎬ 打击了贪污、 蜕化、 铺张浪费、 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ꎬ 遏止

了国家在经济上的损失ꎬ 教育和警醒了干部ꎬ 达到了清除党和国家干部队伍

中的腐化分子ꎬ 抵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蚀的目的ꎬ 对于党

的建设和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起到了较好的作用ꎮ

(二) “五反” 运动

随着 “三反” 运动的深入ꎬ 又暴露出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盗窃与社会

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 偷税漏税、 盗骗国家财产、 偷工减料、 盗窃国家经济

情报的 “五毒” 行为密切相联ꎮ 要彻底铲除 “三害”ꎬ 就必须反掉 “五毒”ꎮ

为此ꎬ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

坚决彻底的 “五反” 斗争的指示»ꎬ 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

对行贿、 反对偷税漏税、 反对偷工减料、 反对盗骗国家财产、 反对盗窃国家

经济情报的 “五反” 斗争ꎮ ２ 月上旬ꎬ “五反” 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ꎬ 很快

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ꎮ

西康区党委在 “三反” 运动中ꎬ 针对揭发出来的许多损害国家资产的

情况往往是与私商非法营利分不开的事实ꎬ 要求各地工商联立刻响应反贪

污、 反行贿的号召ꎬ 组织广大商人积极参与到这一伟大的运动中来ꎬ 揭发私

商非法营利造成的国家损失ꎮ １ 月 １５ 日ꎬ 雅安市在工商界中举行反行贿、

反偷税、 反贪污、 反暴利动员大会ꎬ 宣布对大胆检举者实行奖励ꎬ 对包庇隐

瞒者给予处分ꎮ 会上有 １４ 人坦白检举了偷税、 漏税和行贿行为ꎮ １ 月中旬ꎬ
雅安地委先后在天全、 荥经、 芦山、 汉源四城及工商业较多的汉源县富林镇

开展揭发检举ꎬ 从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可以看出ꎬ 行贿、 偷税漏税的较为普

遍ꎮ 在天全城查出的偷税漏税即达 ５ 亿 ２ 千余万元 (旧币)ꎻ 荥经 １７ 个奸商

向 ８ 个干部行贿即有 ２ 亿余元 (旧币)、 漏税达 ４ 亿多元 (旧币)ꎻ 富林镇

８０８ 户工商业户中ꎬ 被检举揭发有违法行为的为 ５３４ 户ꎬ 占了总户数的

６６％ꎻ 汉源场 ５４０ 户工商业户中占百分之百的有漏税行为ꎬ 其中漏税在千万

元以上者 ５ 户ꎬ ５００ 万以上者 ７ 户ꎻ 仅有 ２２５ 户工商业的芦山城ꎬ 单是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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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即达 ４ 亿 ３ 千余万元 (旧币)ꎮ 发生大量地盗窃国家财产的主要原

因是由于资产阶级通过行贿、 引诱入股合伙经营ꎬ 或以借贷、 存贷、 存款等

手段先把国家机关 (主要是银行、 贸易、 税务等) 的干部拉过去ꎬ 然后再

通过这些人盗窃国家情报和资财ꎮ 据天全县统计ꎬ 县城 ４４９ 户工商业中与干

部有过上述关系者即达 １３０ 户ꎬ 占总户数的 ２８％ꎬ 投资于工商界的赃款多达

７ 亿余万元 (旧币) 之巨ꎮ 为了坚决打击不法奸商ꎬ 整顿经济秩序ꎬ 纯洁干

部队伍ꎬ 发展繁荣经济ꎬ 地委按照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西康区党委 «关于在全

省工商界中广泛发动 “五反” 斗争的通知» 要求ꎬ 从 ２ 月起在全区开展

“五反” 运动ꎮ 随后ꎬ 雅安、 天全、 荥经、 芦山、 汉源等县相继展开ꎮ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５ 日ꎬ 地委在向西康区党委上报的 «关于工商业 “五反”

运动的第一号报告» 中指出: 通过一个半月的运动ꎬ 从天全、 荥经、 芦山、

汉源四城及工商业较多的汉源县富林镇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ꎬ 行贿、 偷税

漏税现象普遍严重ꎬ 即使在仅有几百户工商业的小城镇也不例外ꎮ 随着各县

对工商界情况的逐步深入了解ꎬ 改变了过去 “小地方没什么”ꎬ 因而放松城

镇工作领导的错误思想ꎬ 这对进一步开展 “五反” 运动ꎬ 加强对工商界的

领导都是很重要的收获ꎮ 因此ꎬ 确定配合内部 “三反”ꎬ 对行贿、 干部投

资、 入股等方面的问题继续进行坦白、 检举、 揭发ꎮ
为了确保 “五反” 运动的正常开展ꎬ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６ 日ꎬ 地委制定 «雅

区二、 三类城镇 “五反” 运动中的四项纪律»ꎬ 规定: １ 任何私营工厂商店

的资方ꎬ 均需切实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颁布的 “五反” 的政策法令

和有关文件ꎬ 彻底地向该城镇的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坦白ꎬ 不得抗拒、 逃避

或避重就轻ꎻ ２ 除该城镇人民政府依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的通知ꎬ 并按

政府所规定的正式手续进行传讯、 拘留和逮捕有关人员外ꎬ 其他任何机关、

团体或个人ꎬ 均无权进行传讯、 拘留和逮捕ꎻ ３ 在进行 “五反” 检查时ꎬ

一定按照当地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规定进行ꎬ 并严禁使用肉刑、 变相肉刑

或其他逼供的方法ꎻ ４ 一切参加 “五反” 的人员ꎬ 均须服从上级命令和指

示ꎬ 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ꎮ

地委依照中共中央 «关于在 “五反” 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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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办法»ꎬ 和西康区党委 «关于 “五反” 运动讨论情况报告» 的批复精神ꎬ
根据违法情节与违法所得数字并重的标准ꎬ 把私营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 基

本守法户、 半守法户、 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 ５ 类ꎬ 并分类排队ꎬ 分别进

行处理ꎮ 凡城镇工商户ꎬ 无其他违法行为ꎬ 仅偷税漏税在 ５ 万元 (旧币) 以

下者ꎬ 严格执行标准均列入守法的一类ꎮ 经对汉源、 天全、 荥经三县分类情

况进行统计ꎬ 共有工商户 １９１４ 户ꎬ 其中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的 １６８５ 户ꎬ 占

８８ ０４％ꎻ 半守法户的 １２５ 户ꎬ 占 ６ ５３％ꎻ 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 １０４

户ꎬ 占 ５ ４３％ꎮ 名山县有工商户 ６７２ 户ꎬ 其中守法户的 １３３ 户ꎬ 占 １９ ７９％ꎻ

基本守法户的 ４３９ 户ꎬ 占 ６５ ３３％ꎻ 半守法户的 ９８ 户ꎬ 占 １４ ５８％ꎻ 严重违

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 ２ 户ꎬ 占 ０ ３０％ꎮ 同时ꎬ 各地按照 “过去从宽ꎬ 将来从

严ꎻ 多数从宽ꎬ 少数从严ꎻ 坦白从宽ꎬ 抗拒从严ꎻ 工业从宽ꎬ 商业从严ꎻ 普

通商业从宽ꎬ 投机商业从严” 的基本原则ꎬ 积极做好当地上层资本家的争取

团结工作ꎬ 在补、 退、 罚、 判问题上ꎬ 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ꎬ 确定适当原则

和控制比例ꎬ 对奸商勾结取得暴利者和贪污分子ꎬ 均按不同情况进行了

处理ꎮ

由于地委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 “团结多数、 孤立少数”ꎬ “利用矛盾、

实行分化”ꎬ 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ꎬ 适时调整运动部署ꎬ 牢牢把

握斗争方向ꎬ 坚持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ꎬ 整个 “五反” 运动

进行得较为顺利ꎬ 达到预期目的ꎬ 取得了较大的收获ꎮ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上旬ꎬ 雅

安专区的 “五反” 运动基本结束ꎮ 全区共 ３５００ 余户工商户ꎬ 资金仅 ５０ 亿元

(旧币)ꎬ 违法总额就达 ２０ 亿元 (旧币)ꎮ
这次 “五反” 运动的目的ꎬ 是要利用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 限制和

打击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ꎬ 实际上是一次经济大改组ꎬ 是公私

关系、 劳资关系以及城乡关系为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一次新的调整过程ꎬ

是在实施新民主主义纲领时期与违法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 “限制” 与

“反限制” 斗争ꎮ 运动基本上清除了 “五毒” 现象ꎬ 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

家的严重违法活动ꎬ 划清了守法与违法的界限ꎬ 使工商业者普遍受到一次守

法经营教育ꎮ 同时ꎬ 通过运动提高了广大干部队伍的阶级觉悟ꎬ 丰富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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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ꎬ 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民主管理的进程ꎬ 巩固了无产阶

级的领导地位ꎮ “五反” 运动虽然在运动高潮中出现了一些错案ꎬ 但后来党

和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ꎬ 经过认真的复查进行了纠正ꎮ

二、 整风整党和乡村政权建设

整风整党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法宝ꎮ 我们党执政后ꎬ 一些党员滋长

了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ꎬ 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ꎬ 针对党员队

伍中出现的思想、 作风和组织不纯等问题ꎬ 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整

风运动ꎬ 同时ꎬ 通过加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ꎬ 进一步巩固基层民主政权ꎬ 夯

实党的执政基础ꎮ 雅安地委按照西康区党委的部署ꎬ 在全区开展了整风、 整

党建党运动和乡村民主政权建设ꎮ

(一) 整风整党运动

早在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ꎬ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夺取全国胜

利ꎬ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ꎮ” “因为胜利ꎬ 党内的骄傲情绪ꎬ 以功

臣自居的情绪ꎬ 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ꎬ 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

绪ꎬ 可能生长ꎮ” 他告诫全党: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谨慎、 不

骄、 不躁的作风ꎬ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ꎮ” 新中国成立

后ꎬ 一些党员干部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ꎬ 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命

令主义作风ꎬ 少数人甚至贪污腐化、 政治上堕落颓废、 违法乱纪等ꎮ 在

１９４９ 年一年中ꎬ 党员人数增加了 １４０ 万ꎬ 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也乘机混入

党内ꎬ 造成党员队伍思想上、 作风上和组织上的不纯现象ꎮ

为了及时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ꎬ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ꎬ 提高党员素

质ꎬ 提高执政能力ꎬ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１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在全党全军开

展整风运动的指示»ꎬ 要求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ꎬ 强调

各级党组织要结合自身工作ꎬ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ꎻ 要克服党内、 尤其是领

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 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 政治上堕落

颓废、 违法乱纪等错误ꎻ 要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ꎮ ６ 月ꎬ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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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西康区党委作出 «关于干部整风的指示»ꎬ 明确指

出: 这次整风主要是解决在领导干部队伍中ꎬ “因为胜利而产生的骄傲自满、

以功臣自居、 贪图享受、 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ꎮ” 重点是在县团级以上

的领导干部中进行ꎮ 整风的目的在于提高领导干部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ꎬ 总

结经验教训ꎬ 以便于更好地执行党的各项工作任务ꎮ

地委根据西康区党委的部署ꎬ 赓即作出整风安排ꎮ ８ 月ꎬ 雅安专区组织

县委书记、 团政委即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由西康区党委组织的集中整风ꎬ 主

要是检查入康以来开展的几项重要工作ꎬ 端正态度ꎬ 提高思想ꎬ 改正错误ꎮ
８ 月 ２９ 日至 ９ 月 ６ 日ꎬ 地委召开县、 区干部整风会议ꎬ 除分区直属机关区级

以上干部及抽出参加征粮及减租的一般干部外ꎬ 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干部 ８８

人、 军队干部 １５５ 人、 县团级干部 ２６ 人、 区营级干部 ５４ 人ꎮ 会议重在工作

检查ꎬ 一是总结成绩ꎬ 二是揭发问题ꎮ 要求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要认真抓好

整风ꎬ 解决好个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要求在年底前

完成整风运动ꎮ 这次整风运动由于开展时间较短ꎬ 只是初步解决干部的工作

作风问题ꎬ 尚未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ꎮ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ꎬ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ꎬ 决定从 １９５１ 年下半年起ꎬ
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ꎮ ４ 月ꎬ 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

开ꎬ 通过了 «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 和 «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

议»ꎮ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西康区党委作出 «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ꎬ 对全省

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ꎮ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维护党的纪律ꎬ 确保党的各项政策及政府法令的贯彻

执行ꎬ 保障广大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ꎬ 切实搞好整党建党工作ꎬ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成立中共雅安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ꎬ 秦长胜任纪委书记ꎮ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５ 日ꎬ

地委在 «整党建党工作计划» 中指出ꎬ 全区共有党员 ４５２ 人ꎬ 县以上机关占

７０％ꎬ 且多数系党员干部ꎮ 地委要求: 整党建党工作必须同 “清理中层” 结

合进行ꎬ 必须同 “三反” 运动的各项工作结合进行ꎮ 对 “三反” 运动中暴

露出来的堕落蜕化分子、 阶级异己分子以及其他各种坏分子ꎬ 勒令其继续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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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交待问题ꎬ 在结合处理贪污问题的同时ꎬ 将问题严重的人坚决清洗出党ꎬ
以纯洁党的组织ꎮ 在建党阶段末期ꎬ 应用一定时间检查支部的领导ꎬ 改选支

部委员会ꎬ 健全支部生活ꎮ 计划从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至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ꎬ 发展党员

１５００ 名ꎬ 主要从全区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中培养的 １２０００ 多名积极分子中ꎬ 按

１０％以上的比例发展党员ꎮ
全区的整党工作在地委领导下有序开展ꎮ 各县委按照先机关、 后农村的

步骤ꎬ 采取集中学习整顿的方式ꎬ 坚持严肃、 谨慎的态度ꎬ 分为三个步骤进

行: 第一步ꎬ 在全体党员中进行 ８ 项党员标准的教育与学习ꎬ 联系实际进行

反思ꎬ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ꎻ 第二步ꎬ 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ꎬ 进行党员

鉴定和党员登记ꎻ 第三步ꎬ 进行组织审查ꎬ 做出结论ꎮ 各县以县为单位集中

举办区、 乡干部整党建党训练班ꎬ 将 “三反” “清理中层”、 整党、 建党工

作四位一体ꎬ 结合开展ꎮ 同时ꎬ 全区各机关单位在进行 “三反” 运动的基

础上ꎬ 结合 “清理中层” 进行整党ꎮ 经过全区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ꎬ 至

１９５２ 年底ꎬ 历时半年的整党运动顺利结束ꎬ 整党建党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ꎮ 各县也认真完成了地委下达的发展党员任务ꎬ 党的队伍不断壮大ꎮ

这次整风整党运动ꎬ 使全区党员受到一次党员标准的思想教育ꎬ 提高了

党员的思想觉悟ꎬ 纯洁了队伍ꎬ 补充了新鲜血液ꎬ 改善了党的作风ꎬ 密切了

党群干群关系ꎬ 提高了党的战斗力ꎬ 确保了党的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ꎮ

(二) 乡村政权建设

新中国成立ꎬ 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基层政权体制提供了根本

政治保障ꎮ 雅安解放初期ꎬ 在经过军事管制建立必要的社会秩序之后ꎬ 也开

始对城乡基层政权进行系统的改造ꎮ 各县、 区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ꎬ 由于缺

乏干部和条件的限制ꎬ 乡及乡以下仍保留原有 “具结联保连坐” 的封建保

甲制度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和 «农民协会组织通则»

明确规定ꎬ 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ꎬ 是农民自愿结

合的群众组织ꎮ 通过建立农民协会ꎬ 团结雇农、 贫农、 中农及农村中一切反

封建的积极分子ꎬ 参加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ꎮ 要遵照人民政府的法令ꎬ

２９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有步骤地实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ꎬ 保护农民的利益ꎬ 举办农村合作社ꎬ 发展

农、 副业ꎬ 改善农民生活ꎬ 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ꎬ 提高农民的政治水平和文

化水平ꎮ 因此ꎬ 在乡及乡以下逐步废除封建保甲制度ꎬ 建立乡、 村基层人民

民主政权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地委在开展征粮工作和剿匪斗争中ꎬ 就派出工作队 (组) 分赴各地农

村ꎬ 广泛发动农民群众ꎬ 组建农民协会组织ꎮ 到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ꎬ 全区 ８７ 个乡

中有 ２１ 个乡已经建立农民协会ꎬ ４３ 个乡建立农协筹委会ꎬ 初步占领了农村

阵地ꎮ 这一时期的农民协会ꎬ 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行使着基层政权的职能ꎬ 带

有半政权性质ꎬ 是解放初期基层民主政权的过渡组织ꎮ
各地在建立农民协会之初ꎬ 由于对广大农民群众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不

够ꎬ 部分干部对农协组织的政治任务不明确ꎬ 基本情况掌握不清楚等ꎬ 使得

匪特、 恶霸、 地主及其代理人趁机混入农民协会ꎬ 导致有的农民协会存在着

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ꎮ 为此ꎬ 地委依照西南局和西康区党委的指示精神ꎬ 对

全区的农协组织进行整顿ꎮ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ꎬ 地委转发西南局关于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的指示ꎬ

强调清匪、 反霸、 减租、 退押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ꎬ 要取得这一斗争的胜

利必须依靠贫雇农ꎬ 团结中农ꎬ 中立富农ꎮ 所以ꎬ 如何整顿农会组织就成为

各地当前的重要工作ꎮ 各县接此指示后ꎬ 将指示精神及时传达下去ꎬ 各级干

部都明确了整顿农会的重要性ꎬ 并着手整顿第一批征粮地区的农会组织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地委发出 «关于整顿农村组织的指示»ꎬ 强调在整顿中ꎬ 各地按照

“在解放前无危害人民的行为ꎬ 解放后又积极工作ꎬ 能协助人民政府完成任

务ꎬ 经考查属实者ꎬ 予以正式录用ꎻ 解放前曾经危害过人民ꎬ 但在解放后愿

意立功赎罪ꎬ 有悔改表现ꎬ 努力工作ꎬ 在协助人民政府完成各项任务中有显

著成绩者ꎬ 准其暂代原职ꎬ 以观后效ꎻ 对解放前危害人民ꎬ 解放后又不思悔

改ꎬ 视其情节予以惩办” 的原则规定ꎬ 对乡、 保人员进行了审查处理ꎮ 通过

整顿ꎬ 纯洁了农民协会组织ꎬ 为乡村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 «乡 (行政村) 人民代表会议

组织通则» 和 «乡 (行政村) 人民政府组织通则»ꎮ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ꎬ 中央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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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务院发出 «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ꎬ 乡、 村民主建政工

作全面开始ꎮ

地委根据西康区党委的工作部署ꎬ 从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起ꎬ 积极开展民主建

政和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工作ꎮ 乡、 村民主建政的任务和基本要求是: 废除保

甲制度ꎬ 停止旧乡、 保政权的一切活动ꎻ 召开人民代表会议ꎬ 民主选举产生

人民委员会ꎻ 对乡、 村行政区划和设置进行调整ꎮ 为了推进民主建政工作ꎬ

各县首先组建工作队ꎬ 组织培训ꎬ 明确民主建政工作的意义、 目的和应该掌

握的政策原则、 工作方法、 开展的步骤以及具体问题的处理等ꎬ 然后选择试

验乡进行试点ꎮ 各地在工作队的领导下ꎬ 由乡、 村农民协会牵头ꎬ 召开群众

大会ꎬ 广泛发动群众起来揭露控诉保甲制度的反动性ꎬ 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开

展民主建政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意义ꎬ 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ꎬ

激发群众建立新民主政权的革命热情ꎮ 按照乡 (行政村) 人民代表会议与

人民政府的代表名额、 资格、 区域划定、 任期及职权的规定ꎬ 各县、 乡通过

推选和协商产生了各民主党派、 各行各业人士作为各界 (各族) 人民代表

会议的代表ꎬ 然后召开各界 (各族) 人民代表会议ꎬ 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

权ꎬ 选举了乡 (行政村) 人民政府委员会ꎮ 到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ꎬ 雅安专区的民

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ꎮ 全区各县相继在区、 乡召开各界代表会议ꎬ 选举产生

了区、 乡人民政府ꎮ

随着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和乡及乡以下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ꎬ 旧的保甲

制度逐步被摧毁ꎬ 根据中央关于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酌量调整区、 乡ꎬ 缩

小区、 乡行政范围ꎬ 以便利人民管理政权的有关指示以及西南局的要求ꎬ 雅安

专区各县均开展了区、 乡区划的调整工作ꎮ 经过调整ꎬ 雅属六县 (不含石棉

县、 名山县及有少数民族的地方) 有 ２３ 个区ꎬ ８７ 个乡ꎮ 其中雅安县有 ５ 个区、

２２ 个乡ꎬ 天全县有 ３ 个区、 １６ 个乡ꎬ 荥经县有 ４ 个区、 １３ 个乡ꎬ 芦山县有 ４

个区、 １４ 个乡ꎬ 汉源县有 ５ 个区、 １５ 个乡ꎬ 宝兴县有 ２ 个区、 ７ 个乡ꎮ

乡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乡民主政权的建立ꎬ 使基层农民真正翻身当

家ꎬ 成为国家的主人ꎬ 同时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提供了基本

的前提和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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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ꎬ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全国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的总任务ꎮ 雅安地委、 专署

坚持从全区的实际出发ꎬ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稳步前进的方针ꎬ 采取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ꎬ 组织带领全区人民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ꎬ 在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ꎬ 经过短短三年的艰苦努力ꎬ 使雅安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

的恢复和发展ꎮ

(一) 加强财税工作

雅安专、 县财政收入长期比较困难ꎬ 特别在 １９５０ 年 ２、 ３ 月份ꎬ 西康就

靠雅安各县很少一点税收开支ꎬ 因此不仅区内困难ꎬ 省里则更加困难ꎮ 廖志

高在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讲话中指出: 入康两月ꎬ 仅收入税款 ３ 万元左右ꎬ 而

每月支出则需要 １０ 万ꎬ 所以财政负担的绝大部分不得不靠中央和西南区拨

款资助ꎮ 由于匪患四起ꎬ 陆上交通遭到破坏而中断ꎬ 西南局只得用飞机空投

银元以供应急ꎮ 针对财政收入困难的状况ꎬ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ꎬ 西康省人民政府决

定成立省、 专、 县三级财政委员会 (简称 “财委” )ꎬ 并要求各县立即建立

健全税务机构ꎬ 各乡、 镇建立税收委员会ꎬ 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ꎮ 地委、 专

署采取 “简化税制、 实行合理负担” 的政策ꎬ 大力宣传人民政府的税收是

以 “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ꎬ 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

则”ꎬ 从而激发了群众的交税积极性ꎮ 由于加强了对各级财政机构的建设和

领导ꎬ 狠抓生产ꎬ 厉行节约ꎬ 广开财源ꎬ 财政收入逐年好转ꎮ 据 «西康日

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报道ꎬ 雅安从 ２ 月 ６ 日开始ꎬ 半年来开征了工商业营

业税、 所得税、 临时商业税、 摊贩牌照税、 货物税、 印花税、 房地产税等税

种ꎮ １９５２ 年收入 ３４６ 万元ꎬ １９５３ 年收入 ９０５ 万元ꎬ 这对克服当前经济困难ꎬ

稳定经济市场和社会秩序ꎬ 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ꎮ

(二) 控制物价ꎬ 稳定市场

解放初期ꎬ 雅安物资奇缺ꎬ 投机商人乘机抢购商品ꎬ 囤积居奇ꎬ 哄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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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ꎬ 致使物价上涨ꎮ 雅安市在 １９５０ 年内ꎬ 先后出现三次物价波动ꎻ 第一次

在 ２ 月 １５ 日以后ꎬ 由于土匪的骚乱ꎬ 大米售价每雅升 (升ꎬ 是旧时量粮食

的器具) 由 ０ ７ 元上涨到 １ ３ 元ꎻ 平抑不久ꎬ 第二次又在 ３ 月 １９ 日开始ꎬ

也由于土匪骚乱ꎬ 加上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急需粮食ꎬ 大米每雅升又由 ０ ７

元上涨到 １ ０ 元ꎬ 食油每斤由 １ ５ 元上涨到 ２ ０ 元ꎻ ６ 月中旬以后ꎬ 朝鲜战

争爆发ꎬ 匪特趁机造谣惑众ꎬ 加之时值夏荒季节ꎬ 大米每雅升售价再由 ０ ７

元上涨到 １ ３ 元ꎬ 这次物价波动持续近 ５０ 天才平抑下来ꎮ 在这几次物价波

动中ꎬ 地委、 专署按西康区党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指示ꎬ 领导各县搞好市民的

粮食、 食盐供应ꎬ 限制物价上涨ꎬ 积极推行人民币下乡ꎬ 加强对工商业的管

理ꎬ 打击投机商ꎬ 有力地稳定了市场物价ꎮ ３ 月中旬ꎬ 驻雅各机关、 部队还

调剂出大量布匹、 食盐、 大米等物资ꎬ 按平价抛售ꎬ 仅大米一项就有 ３００ 多

万斤ꎮ 专、 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着手整顿和建立各同业公会ꎬ 整顿各行业摊

贩ꎬ 在各城镇分别建立粮食、 菜油和山货等交易市场ꎬ 加强管理ꎮ 这些措

施ꎬ 对平抑物价ꎬ 稳定市场ꎬ 均起到积极作用ꎮ

(三) 调整工商业

１９５０ 年春夏之间ꎬ 为了稳定市场、 平抑物价和实现财政经济的统一管

理ꎬ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打击投机倒把的斗争ꎬ 直接冲击了旧社会的经济结

构ꎮ 这时ꎬ 私营工商业者普遍感到经营困难ꎬ 商品滞销ꎬ 社会生产减缩ꎬ 失

业工人增加ꎮ 这种现象的出现ꎬ 主要是由于加强市场管理后ꎬ 过去一些为地

主、 官僚、 土豪劣绅服务的商品ꎬ 如金银首饰、 高级时装、 化妆品、 迷信品

及鸦片烟等失去了市场和服务对象ꎬ 以及部分工商业者经营管理不善ꎬ 不法

行为收敛后缺乏正当经营手段等原因所致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ꎬ 党的七届三中全

会召开ꎬ 毛泽东作了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的报

告和 «不要四面出击» 的讲话ꎮ 雅安地委、 专署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和 “公私兼顾ꎬ 劳资两利ꎬ 城乡互助ꎬ 内外交流” 的政策ꎬ 对全区工

商业进行了两次调整ꎬ 即调整公私关系、 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ꎬ 使各种社会

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ꎬ 分工合作ꎬ 各得其所ꎮ

在调整公私关系中ꎬ 地委、 专署主要采取措施扶持私营工商业ꎮ 如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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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天全、 荥经等地几十家私营茶厂因边茶滞销ꎬ 大部分停工停产ꎬ 工人失

业ꎮ 人民政府便通过收购各厂滞销边茶 ７ 万包ꎬ 同时又发放预购货款 ７０ 多

万元ꎬ 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边茶业的资金周转问题ꎬ 使停工的边茶业 ９０％的厂

家恢复了生产ꎮ 在调整劳资关系中ꎬ 贯彻执行劳资两利的政策ꎬ 签订劳资合

同ꎬ 帮助企业整顿ꎬ 减少冗员ꎬ 节约开支等ꎮ 在调整产销关系中ꎬ 调整地区

差价ꎬ 使零售商有利可图ꎮ 国营贸易零售只经营石油、 菜油、 煤炭、 食盐、

花纱布、 粮食等 ６ 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ꎬ 其余商品尽可能让给私营商业

经营ꎮ 对那些非正当行业ꎬ 则通过行政手段强迫改营正当行业ꎮ 通过调整ꎬ

使工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ꎮ 据雅安市统计ꎬ 手工业 ６ 月份开业为 １５ 家ꎬ
到 １１ 月为 ２４ 家ꎬ 增加 ６０％ꎻ 商业 ６ 月份为 ９５０ 家ꎬ 到 １１ 月份为 １０８３ 家ꎬ

增加 １４％ꎮ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ꎬ 随着 “五反” 运动的结束ꎬ 市场又出现明显的变化ꎬ 国

营和合作商业迅速增长ꎬ 而私营工商业明显下降ꎮ 由于存在片面排挤、 控制

私营工商业的现象ꎬ 部分私营工商业者抱着消极观望、 不积极经营的态度ꎮ

当时雅安的百货业、 匹头、 山货、 医药等不少铺面ꎬ 货架空空ꎬ 虚设门面ꎬ

也有的干脆停业关门ꎮ 据芦山县统计ꎬ “五反” 后ꎬ 停业的就有 ３２ 家ꎬ 市场

又出现了萧条现象ꎮ 为了提高私营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ꎬ 缓和公私关系ꎬ
活跃市场ꎬ 地委、 专署根据西康区党委 «关于恢复经济工作的布置»ꎬ 又第

二次对工商业进行了调整ꎮ 这次调整本着 “乡镇国营商店主要是收缩零售ꎬ

扩大批发ꎬ 稳步前进” 的原则ꎬ 着重在经营范围ꎬ 经营网点ꎬ 经营品种ꎬ 批

零差率和批发起点等方面进行调整ꎮ 国营商业有计划地撤销了一些经营网

点ꎬ 把市场让给私营商业ꎬ 将 ５３３ 种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的小商品也让给私

营商业经营ꎬ 国营商业只批发不零售ꎬ 并提高批发起点ꎬ 以限制消费者直接

享受批零差率ꎮ 同时把 １５４２ 种百货、 １０１ 种土特产品、 ９５１ 种医药品的批零

差率分别扩大 ５％ ~ ２０％ꎮ 这样ꎬ 全区经过调整后ꎬ 国营和合作商业的零售

额控制在 ２５％以内ꎮ 除此之外ꎬ 政府还对正当工商业实行了贷款扶持ꎮ 全区

在 “五反” 运动结束后的 ３ 个月中ꎬ ７ 县 (市) 共贷款 ２２ 万余元ꎬ 解决私

营工商界资金周转上的困难ꎬ 鼓励其扩大经营ꎮ 不少私商又重新开业ꎬ 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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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百货、 山货、 匹头行业就有 ５２ 家ꎬ 天全县土杂业还有 ５５％的商户响应

政府面向农村的号召ꎬ 下乡开展经营ꎮ 荥经县百货业也组成了 １２ 个推销组

下乡ꎬ 营业额都成倍增长ꎮ １９５２ 年对工商业的调整ꎬ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ꎮ

(四) 组织城乡物资交流

１９５１ 年ꎬ 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ꎬ 针对雅安地区土特产品丰富的特点ꎬ

地委、 专署要求各县认真贯彻 “以推销土特产品为中心ꎬ 积极打开土特产品

销路ꎬ 沟通城乡内外物资交流” 的方针ꎬ 并于同年向各县布置: 一是立即与

区内外土产推销处取得联系ꎬ 在产销结合的原则下摸清销地情况ꎬ 变被动经

营为快运快销ꎻ 二是与各地公私药材土产行栈主动展开样品交流ꎻ 三是加强

自购自销ꎻ 四是组织私营商业进行联销ꎻ 五是推广合同制ꎬ 实行产销结合ꎻ

六是提高品质、 等级差价ꎬ 统一规格ꎬ 巩固声誉ꎻ 七是召开重点市场经理会

议ꎬ 把重点市场办成土特产品集散市场ꎮ 各县按照专区布置ꎬ 本着薄利多

销ꎬ 各自争取和恢复本县土特产品的销路ꎮ １９５１ 年下半年ꎬ 一些区、 乡积

极组织短距离的土产交流ꎬ 提出 “群众生产、 群众消费” 的口号ꎬ 结合当

地庙会组织物资交流会ꎮ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地委对城市经济的恢复工作进行部署ꎬ 要求召开商

人座谈会ꎬ 交待政策ꎬ 动员恢复生产ꎬ 推行爱国增产公约ꎮ 国营企业及合作

社、 银行、 税务局均需立即开展业务ꎬ 积极完成购销的贷放任务ꎬ 促使商人

下乡ꎬ 活跃城乡交流ꎬ 大力推销工业品ꎬ 做到国营企业带头推动私营ꎮ 私营

和手工业应尽可能发动其自产自销ꎮ 无自产自销能力的ꎬ 国营企业和合作社

应组织他们进行加工订货ꎬ 银行对私营企业贷款ꎬ 分配雅安市 ２０ 亿元ꎬ 军

分区 ３０ 亿元 (以上为旧币)ꎬ 主要用于百货、 布匹、 土特产等行业ꎮ 解决好

劳资关系ꎬ 订立劳动合同ꎬ 生产公约等ꎮ

１９５２ 年 ７、 ８ 月ꎬ 雅安、 天全、 芦山、 荥经、 宝兴等县先后举办物资交

流会ꎬ 广泛宣传政府的商贸政策ꎬ 介绍市场情况ꎬ 在国营企业的带动下ꎬ 本

着薄利多销的原则ꎬ 开展交易ꎮ 雅安、 天全县的物资交流会仅两天时间ꎬ 就

达成 １２ 万元的交易ꎬ 其中雅安 ５ 万元ꎬ 天全 ７ 万元ꎮ 通过举办物资交流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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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密切了城乡ꎬ 公私、 私商间的关系ꎬ 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ꎬ 使各县

对土特产的生产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ꎬ 对以后指导农副业的生产与城乡物

资交流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ꎬ 同时也让私商进一步明确了 “实事求是ꎬ 有

买有卖、 互助互利ꎬ 薄利多销” 的营业方针ꎮ

为了巩固物资交流会的成果ꎬ 各县成立合同执行检查委员会ꎬ 对合同执

行情况进行逐一检查ꎮ 检查结果ꎬ 一般都能按期执行ꎬ 也有少数合同由于签

订时不切合实际ꎬ 未能全部执行或根本不能执行ꎮ 天全县在交流会期间签订

合同 ３７ 件ꎬ 已全部执行的 ２２ 件ꎬ 占总数的 ５９ ５％ꎬ 部分执行的 １１ 件ꎬ 占

２９ ７％ꎬ 未能执行的 ４ 件ꎬ 占 １０ ８％ꎬ 为维护合同信用ꎬ 对故意违反合同规

定者ꎬ 视其情节ꎬ 重者给予法律制裁ꎬ 轻者除撤销合同外ꎬ 并将预用资金按

银行利息偿付ꎬ 限期交清ꎮ

由于广泛地、 多层次地举办物资交流ꎬ １９５１ 年至 １９５２ 年ꎬ 全区仅国营

土特产品购销总值达 １００ 万元以上ꎬ 对搞活市场ꎬ 促进生产ꎬ 鼓励私商的经

营积极性ꎬ 起到重要的作用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全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为 １１２３０ ７ 万元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

１６２０ ８ 万元ꎻ 农业总产值 ９６０９ ９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０ ３％ꎻ 粮食总产量

１８ ８９ 万吨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２ ３７％ꎻ 茶叶总产量 ５ ２３ 万担ꎬ 比上年增长

３２ ４％ꎻ 大牲畜存栏率为 ９ ８４ 万头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２ ９７％ꎮ 当年基本建设总

投资 ５５８ １７ 万元ꎬ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２９１６ 万元ꎬ 财政收入 ３４６ 万元ꎮ 在恢

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ꎬ 国民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ꎮ 国营经济、 个

体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合作社经济都得到较大发

展ꎬ 特别是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ꎬ 这为顺利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ꎬ 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四、 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

在雅安地委的领导下ꎬ 全区经过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革和全面恢复国民

经济ꎬ 胜利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各项任务ꎬ 同时也带来了雅安社会生活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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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变化ꎬ 为雅安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ꎮ
政治上ꎬ 中国共产党以和平方式ꎬ 取得了在雅安的执政地位ꎬ 建立了以

工人阶级 (通过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地方政权ꎮ 经过剿匪、 镇反等斗争和运动ꎬ 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残余和

土匪恶霸等反革命武装势力ꎬ 铲除了反动会道门、 袍哥等社会 “毒瘤”ꎬ 巩

固了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政权ꎬ 维护了稳定的社会秩序ꎬ 为人民广泛享受民主

政治权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ꎮ 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随着民主建

政工作的基本完成ꎬ 全区各族人民开始行使地方国家权力ꎬ 参与管理地方社

会事务ꎬ 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政治愿望ꎮ 有条不紊地完成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

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ꎬ 全区各族人民空前团结ꎬ 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空前

稳定ꎬ 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ꎮ

经济上ꎬ 没收官僚资本企业ꎬ 完成土地改革ꎬ 从根本上扫除了长期束缚

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ꎬ 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大解放ꎮ 通过工矿企

业和行业开展民主改革ꎬ 初步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和民主管

理制度ꎬ 逐步形成以国营工业为主体的工业经济ꎬ 为全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ꎮ 土地改革完成后ꎬ 彻底改变了农村土地占有状

况ꎬ 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ꎬ 消灭了地主阶级ꎬ 使农民获得了土地

等基本生产资料ꎬ 摆脱了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ꎬ 极大地解放了农村

的生产力ꎬ 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ꎬ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ꎮ

社会关系上ꎬ 废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生产关系ꎬ 解放和发展了社

会生产力ꎬ 初步建立起人民民主的政治、 法律等上层建筑ꎬ 广大工人、 农民

和各阶层人民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力及其社会财富ꎬ 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极

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ꎮ 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运动ꎬ 有力地打击

了封建宗法势力ꎬ 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 赌、 娼等各种丑恶现象ꎬ 把

过去的流民、 乞丐、 娼妓、 赌徒等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ꎬ 改善了社会

风气ꎬ 净化了社会环境ꎮ 以宣传贯彻 «婚姻法»ꎬ 积极推动妇女解放运动ꎬ
维护劳动妇女的合法权益ꎬ 提高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ꎬ 使广大妇女在社会生

产建设中的 “半边天” 作用得以充分发挥ꎮ 经过城市改革ꎬ 打破了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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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级、 行帮、 地域等隔阂ꎬ 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一种平等融洽的社会

关系ꎬ 整个社会呈现出了平等、 和谐、 团结的景象ꎮ

思想文化上ꎬ 按照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总体方向ꎬ 地委带领

全区人民努力消除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思想文化的侵蚀和影

响ꎬ 逐渐改造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 旧观念、 旧风俗、 旧习惯ꎬ 有步骤地

改革旧有文化教育事业ꎬ 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新

的文化意识形态ꎮ 通过民主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ꎬ 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精神

生活方式ꎬ 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树立积极向上的革命人生观ꎬ 培养文

明进步的社会公德ꎬ 崇尚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ꎬ 明确为人民服务

的方向ꎬ 逐渐成为雅安各界人民的思想主流ꎮ 广大工人和农民学文化、 学技

术蔚然成风ꎬ 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空前高涨ꎬ 形成了建设新社会

的强大动力ꎬ 全区呈现出生机勃勃、 欣欣向荣的景象ꎬ 为开展轰轰烈烈的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集聚了巨大的能量ꎮ

总之ꎬ 地委在改造旧社会、 建立新雅安的进程中ꎬ 实现了经济复兴、 政

治昌明、 社会安定ꎬ 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ꎮ

第六节　 贯彻实施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１９５２ 年底ꎬ 全国性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胜利

结束ꎮ 根据形势的发展ꎬ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党在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ꎬ 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ꎬ 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ꎬ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ꎮ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ꎬ 是要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ꎬ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ꎬ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

业、 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ꎮ” １９５４ 年 ２ 月ꎬ 中共七

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ꎮ 党在过渡时

期总路线的提出ꎬ 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ꎬ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

来就已经确立的奋斗目标ꎬ 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ꎮ 在之后的 ３ 年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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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轰轰烈烈的 “一化三改造” 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ꎬ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

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起来ꎬ 为国家今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引下ꎬ 雅安专区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ꎬ 进

行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在 “三大改造” 如火如

荼进行的同时ꎬ 开始对粮食及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ꎮ 统购统销政策的

实施ꎬ 加快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ꎮ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ꎬ 雅安的各方面

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ꎬ 全区的政治、 经济、 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ꎮ

一、 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ꎬ 党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之后ꎬ 把总路线作为

国庆四周年的口号在报刊上予以正式公布ꎮ １２ 月ꎬ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

部拟定的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ꎬ 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详

细的阐述ꎮ «宣传提纲» 发出后ꎬ 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学习、 宣传、 贯

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热潮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ꎬ 西康省委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上强调进一步广泛宣

传总路线ꎬ 这是目前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务ꎮ １９５４ 年 １ 月 ５ 日至 ２

月 ２３ 日ꎬ 西康省委召开扩大会议ꎬ 学习、 讨论、 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和总任务ꎬ 同时要求各地 (州)、 县 (市) 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和扩大干

部会议ꎬ 切实认真进行学习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ꎮ

按照西康省委的部署ꎬ 雅安地委及时组织召开地委扩大会议和扩大干部

会议ꎬ 讨论、 研究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具体措施ꎬ 要求全区广

大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ꎬ 切实提高对社会主义

改造的认识ꎬ 为顺利进行 “一化三改造” 的各项工作ꎬ 做好思想准备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至 ３０ 日ꎬ 地委组织全区各县今冬明春对农业社的驻社干

部、 互助组长、 积极分子等 ９５ 人在雅安进行集训ꎬ 主要学习党在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ꎬ 提高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ꎬ 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ꎬ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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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性质、 方针、 政策和建社的办法以及领导方法ꎮ １９５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
地委在 «今春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 中指出ꎬ 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ꎬ

领导春耕生产ꎬ 互助合作运动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ꎬ 这是全区粮食

增产 ６％ 的重要保证ꎮ 要求各县: 一是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ꎬ 妥

善处理统购统销工作中的遗留问题ꎻ 二是加强对农业社和互助组的具体领

导ꎬ 增加社员收入ꎻ 三是加强对生产资料的供应ꎻ 四是召开好县、 区、 乡干

部会议ꎬ 布置春耕生产和互组合作运动ꎮ 之后ꎬ 全区各县认真落实地委的工

作部署ꎬ 先后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扩大干部会议ꎬ 专题组织学习宣传党在过

渡时期的总路线ꎬ 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ꎮ 汉源县、 雅安县分别于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底、 １２ 月中旬召开扩大干部会议ꎬ 组织干部学习领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ꎬ 讨论研究如何贯彻党中央对粮食统购统销的紧急措施ꎮ 石棉县于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 ７ 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ꎬ 深入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

中宣部编写的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

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ꎬ 并结合本县的实际

情况ꎬ 研究部署 “一化三改造” 工作ꎮ 天全县于 ４ 月 ２９ 日在召开的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上ꎬ 号召全县人民认真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ꎬ 大力开展

互助合作运动ꎮ 其余各县也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工作ꎮ

为了组织群众深入开展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教育活动ꎬ 各县派出工作组ꎬ

分赴区、 乡、 村指导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教育活动ꎬ 同时在机关单位、 厂矿、

学校、 社会团体中组织发动党团员、 基层干部、 积极分子进行学习培训ꎬ 结

合实际向群众广泛进行宣讲ꎮ 在方式上ꎬ 采用召开大会小会ꎬ 或通过报纸、

广播、 黑板报和表演文艺节目等形式进行宣传ꎻ 在措施上ꎬ 采取从党内到党

外ꎬ 从干部到群众ꎬ 从院子到家庭ꎬ 走村入户等形式ꎬ 使学习宣传教育活动

家喻户晓ꎬ 深入人心ꎬ 为全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奠定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ꎮ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８ 日ꎬ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

召开ꎮ 会议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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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宪法»ꎮ «宪法» 明确规定: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

成ꎬ 这是一个过渡时期ꎮ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ꎬ 逐步完成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ꎮ”

即以根本大法的形式ꎬ 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ꎬ 作为国家在过渡

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ꎬ 为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根本

的宪法保证ꎮ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ꎬ 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

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ꎬ 从而更加坚定了雅安人民跟着共

产党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ꎬ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ꎬ 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和信

心ꎮ 在地委的领导下ꎬ 雅安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艰苦奋斗ꎬ 极大

地推动了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ꎮ

二、 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ꎬ 从 １９５３ 年起ꎬ 国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ꎮ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ꎬ 城市人口和就业人数大幅度增

加ꎬ 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日益突显出来ꎮ 一方面ꎬ 工业、 外贸、 城市消费用

粮数量大增ꎬ 急剧扩大了商品粮食的需求量ꎻ 另一方面ꎬ 为工业所需的经济

作物种植面积扩大ꎬ 粮食的种植面积相应减少ꎬ 出现了粮食供应不足、 农民

待价惜售和私人粮商、 粮贩囤积居奇操纵粮食市场等情况ꎬ 更加剧了粮食供

应的紧张ꎮ 为了妥善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ꎬ 切实稳定物价ꎬ 同时把分散的小

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ꎬ 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

路ꎬ 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ꎬ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实行

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ꎬ 决定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

(简称 “统购统销” )ꎮ
解放初期ꎬ 西康省粮食短缺问题十分严重ꎬ 供需矛盾极为突出ꎮ 尽管各

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ꎬ 积极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ꎬ 全力保障粮

食供给ꎬ 但仍不能满足对粮食的消费需求ꎬ 粮食供应依然紧张ꎮ 为了缓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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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粮食供需之间的紧张状况ꎬ 确保 “一五” 建设计划的顺利进行ꎬ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 西康省委制定 «关于执行 “中央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

的决议” 的计划 (草案) »ꎬ 指出: 根据中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和

方针ꎬ 以及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的部署ꎬ 在我省应积极按照客观条件与主观力

量来实行ꎬ 以利妥善解决粮食供应紧张形势ꎬ 并以教育广大农民和逐步引导

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ꎬ 这是党在过渡时期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

改造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ꎮ 为此ꎬ 省委决定在雅安专区的雅安、 芦

山、 天全、 荥经四县及雅安市 (汉族地区) 率先实行统购统销政策ꎬ 计划

统购大米为 １１００ 万斤ꎮ 并要求城镇在 １１ 月 ２０ 日前ꎬ 按派出所或街道户口

的多寡ꎬ 划分供应地区ꎬ 配备售粮机构ꎬ 停止私商贩运主要粮食ꎮ 同时要求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ꎬ 省、 专、 县均须抽调足够力量ꎬ 加强对区、 乡的领导ꎮ

雅安地委按照西康省委的部署ꎬ 积极开展试点工作ꎬ 要求全区各级党组

织认真做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工作ꎬ 把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动员与党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紧密结合起来进行ꎬ 做到大张旗鼓、 家喻

户晓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中旬ꎬ 地委在全区抽调各级干部 １３００ 余人ꎬ 进行为期一周

的统购统销工作集中训练ꎬ 主要是吃透政策精神ꎬ 学习工作方法ꎮ 训练结束

后ꎬ 分赴天全、 芦山、 雅安、 荥经四县ꎬ 深入农村开展统购统销宣传工作ꎮ

全区各县通过召开扩大干部会、 乡人民代表会议、 村民大会等会议ꎬ 对广大

群众进行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动员ꎬ 采取组织农民回忆对比算

细账ꎬ 结合讨论提高觉悟等形式ꎬ 赢得了群众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理解和

支持ꎮ 由于各级干部对群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ꎬ 中央的粮食统

购统销政策得到了人民群众拥护ꎬ 为大规模开展统购统销工作打下了坚实的

思想基础ꎮ

地委根据西康省委下达的粮食统购统销任务ꎬ 及时召开县委书记会议ꎬ

讨论并布置落实ꎮ 规定以当时一般农民的生活用粮及生产种籽、 饲料用粮ꎬ
每户人均在 ４５０ 斤为统购户的起购点ꎻ 统购面以乡为单位ꎬ 一般约占总户数

的 ５０％ꎬ 水田较多的乡可达 ６０％左右ꎮ 明确全区粮食统购统销总任务数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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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１２７７ 万斤ꎬ 杂粮 １３０ 万斤ꎮ 地委要求ꎬ 一是全区各级党组织务必做到全

体动员ꎬ 全力以赴ꎬ 切实完成省上下达的统购统销任务ꎻ 二是认真贯彻执行

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ꎬ 自始至终坚持对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ꎻ 三

是加强市场管理ꎬ 细化各种措施ꎬ 确保统购统销任务的圆满完成ꎮ 由于工作

中坚持宣传教育ꎬ 加强市场管理ꎬ 认真执行政策ꎬ 粮食统购统销进行得比较

顺利ꎮ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ꎬ 到 １９５４ 年 １ 月中旬ꎬ 雅安、 天全、 荥经、

芦山四县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首战告捷ꎬ 共统购大米 ９２５７９３８ 斤ꎬ 在市场收

购大米 ３５３１８５９ 斤ꎬ 完成 １２７８９７９７ 斤ꎬ 占省上分配数的 １００ １６％ꎮ 统购和

收购杂粮 １３２ 万斤ꎬ 完成任务的 １０１ ５３％ꎮ 在进行统购的同时ꎬ 进行了统销

工作ꎬ 为 １２１２５ 户、 ４６５０６ 人ꎬ 配售粮食 ３２８６１７８ 斤ꎬ 占统购粮的 ２５ ６９％ꎮ

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初见成效ꎬ 为以后全面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奠定了基

础ꎮ 雅安专区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作为全省的试点取得圆满成功ꎬ 为 １９５４ 年

西康省委决定全省在以汉族为主的地区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提供了典

型经验ꎮ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ꎬ 西康省政府颁布 «西康省粮食计划收购 (统购) 暂行办

法» 和 «西康省粮食供应 (统销) 暂行办法»ꎬ 要求在汉族为主地区的各县

均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ꎮ 地委认真贯彻省委的指示精神ꎬ 提出 “全区

动员、 全力以赴”ꎬ “坚决完成和力争超过统购统销任务”ꎮ 在雅安、 天全、

荥经、 芦山县开展统购统销工作试点之后ꎬ 又在汉源、 宝兴、 石棉三县开展

第二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ꎬ 均取得十分出色的成绩ꎮ 到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ꎬ 全区

粮食统购统销共完成大米认购 ２２５１ ５ 万斤ꎬ 占任务数的 １４５％ꎮ 其中ꎬ 汉源

县计完成统购原粮 ６３６８５７９ 斤ꎬ 超过地委分配任务数的 １３４ ３４％ꎻ 统销了

１２４２３ 户、 ５０７２２ 人ꎬ 统销粮食 ４２０３３９４ 斤ꎮ 年底ꎬ 全区各县均完成或超额

完成了雅安专署下达的粮食统购统销任务ꎮ

在统购统销工作开展中ꎬ 各县发生了各种破坏统购统销工作的案件ꎮ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地委批转雅安专署公安处 «关于保卫统购统销工作的五

点指示»ꎬ 要求各县对已发生的各种破坏案件ꎬ 必须严肃追查清楚ꎬ 按破坏

情节予以严厉打击ꎻ 对管制分子、 不法地主、 富农、 奸商及重点人口严加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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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ꎻ 要通过典型案例教育干部和群众ꎻ 防止简单粗暴、 材料失实和刑讯逼

供ꎻ 对破坏统购统销的案件ꎬ 要严格办理审批手续ꎮ 根据西康省公安厅专门

会议精神和地委的指示ꎬ 雅安专区在雅安、 荥经、 天全、 芦山等四县投入干

警 ９４ 人ꎬ 对一些不法分子和反革命奸商进行适时打击ꎬ 确保了粮食统购统

销工作的顺利开展ꎮ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雅安专署公安处在 «保卫统购统销工作的

简结» 中称: 各县在党委统一领导下ꎬ 共抽调 ９９ 名干部ꎬ 到任务重、 情况

复杂的地区进行保卫工作ꎬ 两个多月来ꎬ 采取 “露头即打、 分批扣捕、 公开

审判” 的做法ꎬ 全区共扣捕 １１９ 人ꎬ 管制 ５３ 人ꎬ 罚款 １７ 人ꎬ 有力地打击了

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ꎬ 保卫了粮食统购统销的顺利进行ꎮ
在统购统销中ꎬ 由于缺乏经验ꎬ 曾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够合理的现象ꎬ 如

该购的没有购足ꎬ 有的又购过了头ꎻ 该销的没有销ꎬ 不该销的又销了ꎮ 以致

个别农民抱怨说 “现在购粮无底” “增产无益”ꎬ 同时加之地富和投机商的

捣乱ꎬ 到 １９５５ 年春夏ꎬ 有些地方出现了 “家家谈粮食ꎬ 户户说统销”ꎮ 地委

根据以上情况ꎬ 采取了建立粮食市场、 取缔私营商贩囤积捣乱ꎬ 严厉打击反

革命分子、 地主、 奸商的破坏活动ꎬ 对少数农民的抵触情绪ꎬ 坚持耐心说服

教育等方法ꎬ 创造性地开展统购统销工作ꎬ 取得了突出成绩ꎮ

１９５５ 年ꎬ 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ꎬ 地委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ꎬ 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 精神ꎬ 为了

进一步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ꎬ 决定结合春耕生产ꎬ 积极实行粮食 “定

产、 定购、 定销” 的政策ꎮ ４ 月上中旬ꎬ 各县陆续召开三级干部会议ꎬ 予以

贯彻落实ꎮ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８ 日ꎬ 地委召开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紧急会议ꎬ 分析

粮食统销工作中存在的混乱现象和原因ꎬ 研究和部署整顿的具体办法ꎮ 要求

各县由县委指定一名常委专管粮食工作ꎬ 经常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ꎬ 立即收

回区、 乡干部手中的空白购粮证ꎮ 明确规定ꎬ 今后县粮食局及所属各地统销

点ꎬ 非经县委批准ꎬ 粮食部门不得向下发购粮证和周转粮票ꎮ 这些措施的落

实ꎬ 安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ꎬ 有效地推动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落实ꎮ
从 １９５３ 年中央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ꎬ 初步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

张局面ꎬ 保持了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ꎬ 在不高的水准上满足了工业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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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食的需要ꎮ 随之ꎬ 国家开始对大、 中城市及交通沿线小城镇居民实行粮

食凭证供应制度ꎮ

根据国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ꎬ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ꎬ

中共中央、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分别先后作出 «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

料的决定» «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和 «关于棉花计划

收购的命令»ꎬ 对油料、 棉花实行统购ꎬ 对食用油实行统销ꎬ 对棉布实行统

购统销ꎮ 从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起ꎬ 全国城乡开始实行棉布、 食用油凭票定量供应

的办法ꎮ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 国务院发布 «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ꎬ 对城

镇居民的口粮实行分工种、 分等级定量供应ꎬ 市镇熟食业出售的粮食制成品

也开始凭票购买ꎮ １１ 月起ꎬ 全国城镇统一实行粮食及粮食制品凭票定量供

应的办法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西康省撤销后ꎬ 雅安专区统一使用四川省地方粮票ꎮ

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一起使用ꎮ 所有流动人口和临时外出的城乡居民ꎬ
一律实行凭票定量供应ꎮ 至此ꎬ 我国粮、 棉、 油的统购统销进一步制度化ꎮ

实行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ꎬ 是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必须采取

的措施ꎬ 是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项重大举措ꎮ 这一政策的实施ꎬ 对于

支持国家经济建设、 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 维持物价和社会稳定等都起到

了重要作用ꎮ 国家建立的统购统销制度ꎬ 从 １９５３ 年起施行到 １９８５ 年取消ꎬ

延续了 ３２ 年时间ꎮ

三、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ꎬ 引导农民走农业

合作化道路ꎬ 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ꎬ 改造为以生产资

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ꎮ 对个体农业ꎬ 主要遵循 “自愿互

利、 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 的原则ꎬ 从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季节性

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ꎬ 发展到以土地入股、 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

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ꎬ 再进一步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

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ꎬ 从而实现了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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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改造的基本目的ꎮ 雅安专区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ꎬ 是在土地改革胜利结

束的基础上从 １９５２ 年开始ꎬ 一直持续到 １９５７ 年结束ꎮ

(一) 农业互助组阶段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ꎬ 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ꎬ 讨论并通过了 «关

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ꎬ 并以草案的形式下发给各地党委试行ꎮ １９５２
年冬至 １９５３ 年春ꎬ 全国各地农村以办互助组为主ꎬ 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

业合作社ꎮ 在试办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个别地方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ꎬ 为了

稳步推进互助合作运动ꎬ 中共中央于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正式公布了 «关于农

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ꎮ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 中共中央又制定公布 «关于发展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ꎮ 此后ꎬ 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ꎮ

经过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 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民主改革运

动ꎬ 雅安农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广大农民分到土地和基本的生产生活资

料ꎬ 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 的梦想ꎬ 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的积极性ꎮ 但是ꎬ
多数农民由于农具、 耕牛等生产资料有限ꎬ 生产资金薄弱ꎬ 难以满足进行农

业生产的基本需求ꎬ 同时抵御各种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较低ꎬ 于是自发地组

织起临时性、 季节性的互助组ꎬ 有的组织常年性的互助组ꎮ “组织起来、 发

展生产”ꎬ 成为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ꎮ
１９５２ 年春ꎬ 雅安专区普遍开展互助合作运动ꎮ 到 １９５２ 年底ꎬ 全区已建

立季节性互助、 常年性互助的互助合作组 ７３９１ 个ꎬ 占全省 １３８４９ 个的

５３ ３７％ꎮ 其中季节性互助组 ６１４１ 个ꎬ 占全区互助合作组的 ８３ ０９％ꎬ 占全

省季节性互助组 １１９１４ 个的 ５１ ５４％ꎮ 常年性互助组 １２５０ 个ꎬ 占全区互助合

作组 ７３９１ 个的 １６ ９％ꎬ 占全省常年性互助组 １４８２ 个的 ８４ ３５％ꎮ 参加各种

类型的互助组户数有 ６４９６４ 户ꎬ 占全区总农户的 ４７ ４％ꎬ 组织起来的劳动力

１３６１６２ 个ꎬ 占农业人口的 ２６ ８％ꎮ 地委及时地总结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

一是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ꎻ 二是较合理地使用劳动力ꎻ 三是能互助互借ꎬ 调

剂余缺ꎬ 充分利用多余劳动力搞副业生产ꎻ 四是在生产上基本做到精耕细

作ꎮ 互助组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ꎬ 只进行简单的生产协作ꎬ 对解决个

体农民在劳动力、 农具和技术上的困难很有好处ꎬ 在农忙季节和抗灾中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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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尤显突出ꎮ 但这一时期ꎬ 由于各地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领导方

法理解不够深刻ꎬ 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中也出现过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等急

躁冒进偏向ꎮ

为了整顿和提高互助组的质量ꎬ 地委根据西康省委的部署ꎬ 于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至 ４ 月 １ 日举办全区互助合作干部训练班ꎬ 参加培训的各县县委正

副书记、 政府正副县长、 宣传部长、 区委负责同志共 ９６ 人ꎬ 主要学习 «关

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定» «发展农业生产十大政策» «农业生产奖励办法»

等文件ꎮ 通过训练ꎬ 进一步明确了农村进行互助合作的目的、 性质、 方针、

政策和做法ꎮ 训练班结束后ꎬ 各县县委要求区、 乡积极开展整理互助合作组

织的工作ꎬ 举办互助合作骨干训练班ꎬ 对农业社的驻社干部、 互助组组长、

积极分子进行集训ꎬ 主要学习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ꎬ 明确农业合作社的性

质、 方针和政策ꎬ 明确领导建社的办法和方法ꎬ 及时纠正工作中偏差ꎮ ４ 月

５ 日至 １２ 日ꎬ 雅安县举办互助合作社训练班ꎬ 县、 区、 乡及互助组组长共

２６５ 人参加ꎮ 主要内容是通过集训干部和整理互助组的工作ꎬ 纠正急躁、 冒

进、 强迫命令等错误倾向ꎬ 使互助合作运动逐步走上正轨ꎮ 春耕整理前ꎬ 全

县有互助组 ９０４ 个 (其中常年性的 １１６ 个ꎬ 占 １１ ７％)ꎬ 已组织起来的 １００４

户ꎬ 占全县 ２６４１８ 户的 ４２％ (其中常年性的 １２８１ 户ꎬ 占组织起来总户数的

１２ ６％)ꎮ 整理后ꎬ 全县有 １２２６ 个互助组 (其中常年性的 １３４ 个ꎬ 占

１０ ９３％)ꎬ 为整理前的 １ ３５ 倍ꎻ 组织起来的户数 １２３０２ 户 (其中常年性的

１５３９ 户ꎬ 占 １１ ５％)ꎬ 占全县总户数的 ５１％ꎻ 组织起来的劳动力 ２６２９８ 个ꎬ

占全县农业劳动力 ４８４０２ 个的 ５５％ꎮ
与此同时ꎬ 地委专门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下乡开展互助合作的指导

工作ꎬ 引导农民在 “自愿、 互利、 民主管理” 三大原则的基础上ꎬ 办起互

助合作组或合作社ꎬ 并组织农民试办示范性合作社ꎮ 在实践中ꎬ 绝大多数互

助组明显优于单干户ꎬ 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ꎬ 由此群众自觉要求参加农业生

产合作社的积极性十分高涨ꎬ 全区掀起了大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ꎮ
(二) 初级农业合作社阶段

初级农业合作社是以一个较稳定的常年互助组为核心ꎬ 在农民自愿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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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ꎬ 组织几个互助组在更大范围内的互助合作ꎬ 在劳力、 畜力和农具上相

互合作ꎬ 调剂余缺ꎮ 其特点是农民以土地入股形式、 统一经营ꎮ 它的好处在

于: 一是便于计划生产、 适时耕作、 合理用水、 统一调配劳动力ꎻ 二是利于

有计划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ꎬ 推广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ꎻ 三是可以更好地体

现互助互济ꎬ 扶贫帮困ꎬ 体现合作共赢ꎮ
１９５４ 年至 １９５５ 年上半年ꎬ 进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ꎬ 建立和发

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ꎮ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地委制定 «关于 １９５３ 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计

划»ꎬ 强调: “积极整理现有互助组ꎬ 稳步提高常年互助组ꎬ 重点试办农业

生产合作社”ꎮ 要求对现有互助组在已经整理的基础上ꎬ 结合农事活动抓紧

领导ꎬ 认真贯彻 «发展农业生产十项规定» 及互助合作政策ꎬ 以常年互助

组带头ꎬ 推进爱国增产节约运动ꎬ 掀起竞赛高潮ꎬ 贯彻点面结合的领导方

法ꎬ 各县建立一个基点区ꎬ 每区建立一个基点乡ꎬ 取得经验ꎬ 指导全面ꎮ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３１ 日ꎬ 地委召开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ꎬ 总结全区春耕

前建社工作的经验教训ꎬ 着重研究如何正确组织领导农业合作社的生产ꎬ 以

适应新的生产关系ꎬ 达到增加生产、 增加收入的目的ꎮ 由于全区各县积极开

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ꎬ 到 ３ 月底ꎬ 已先后建立起 ２２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ꎬ
参加的社员户有 ４３３ 户ꎬ １８７９ 人ꎬ 合作社内有骨干党员 ３３ 人ꎬ 团员 ３９ 人ꎬ

劳模 ２１ 人ꎬ 乡村干部 １０１ 人ꎮ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ꎬ 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ꎬ 分析了互助

合作运动的形势ꎬ 指出农村将相继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局面ꎮ 国家

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ꎬ 吸引更多的农民入社ꎮ ５ 月ꎬ 西康省委

召开全省农业合作会议ꎮ 之后ꎬ 为了适应加快建社的步伐ꎬ 地委于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８ 月 １２ 日举办了一期互助合作干部训练班ꎬ 集中培训各县委、 区委负

责人ꎮ 参加训练干部 ２３５ 人ꎬ 其中党员 １６５ 人ꎬ 团员 ３９ 人ꎮ 训练班以党在

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为指导ꎬ 检查思想作风ꎬ 着重学习领导互助合作和建立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具体方针、 政策ꎬ 以及应掌握的建社办法等ꎮ 各县委、 区

委相继也对基层骨干和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积极分子进行训练ꎬ 促进了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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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发展ꎮ
１９５４ 年下半年ꎬ 雅安农业生产合作社进入大发展阶段ꎮ ９ 月ꎬ 地委对全

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情况进行检查ꎬ 同时研究现有合作社的巩固工作ꎬ 开

始新建社的准备工作ꎮ 当年夏秋冬三季ꎬ 除扩大原有的农业合作社外ꎬ 全区

新建社 １９８ 个ꎬ 至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底ꎬ 共建社 ２２０ 个ꎮ 入社户数ꎬ 老社扩大为

１５５２ 户ꎬ 每社平均 ６７ ４７ 户 (原平均 ２０ 户)ꎮ １９５４ 年底统计ꎬ 全区 ８ 个县

(含名山县) 有 １９５ 个乡办起 ２３５ 个初级农业合作社、 入社农户 ７８６６ 户ꎬ 占

总农户的 ４ １９％ꎮ

１９５５ 年初ꎬ 中共中央发现由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过猛ꎬ 不少地方又

出现了强迫命令、 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ꎬ 于 １ 月 １０ 日发出 «关于整顿

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ꎬ 要求各地停止发展ꎬ 集中力量进行整顿ꎬ 在整

顿中进行巩固农业合作社ꎬ 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ꎬ 采取措施纠正偏差ꎮ ３ 月

上旬ꎬ 毛泽东提出 “停、 缩、 发” 的三字方针ꎬ 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ꎬ
停止发展、 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ꎮ ４ 月下旬ꎬ 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全国第三

次农村工作会议ꎬ 总结经验ꎬ 布置工作ꎬ 提出要求ꎮ 地委认真执行中央的部

署ꎬ 稳步推进全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ꎮ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 ５ 日ꎬ 地委及时作出 «关于加强对当前农村农业合作化运

动领导的指示»ꎬ 要求各级领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通知» 中提出的 “积极

领导、 稳步前进” 和 “只许办好、 不许办坏” 的方针ꎬ 大力做好老社和新

建社的巩固工作ꎻ 建社工作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ꎬ 教育干部认真克服盲

目自满情绪和简单草率的做法ꎬ 坚决响应中央 “搞好生产ꎬ 迎接建社ꎬ 推动

生产” 的号召ꎬ 巩固老社、 整顿旧社、 再建新社ꎻ 同时加强对互助组的领

导ꎮ 在建社工作中ꎬ 各县县委十分重视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的领导ꎬ 积极慎重

地壮大党的组织ꎬ 提高党的战斗力ꎬ 并以乡为单位建立互助合作网ꎬ 加强支

部对互助合作网的领导ꎬ 紧密结合农业生产ꎬ 达到了 “搞好生产、 推动建

社ꎬ 搞好建社、 推动生产” 之目的ꎮ ４ 月 ２１ 日ꎬ 地委按照全国第三次农村

工作会议要求ꎬ 对 １９５４ 年全区试办的 ２４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总结ꎬ 其基

本经验是: 一是逐步建立切实可行的经营管理制度ꎬ 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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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现象ꎮ 二是正确贯彻劳动力报酬要高于土地报酬的合理分配政策ꎮ 提出

增加生产和合理分配是巩固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关键ꎮ 三是加强党对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ꎬ 有利于对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思

想教育工作ꎮ ９ 月 ４ 日ꎬ 地委提出要着力解决全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问

题ꎬ 一是要对全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情况进行检查ꎬ 二是要注意研究现有

社的巩固工作ꎬ 三是要做好筹建新社的准备工作ꎬ 并提出全区预计发展新社

１５４７ 个的目标ꎮ

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ꎬ 全区又办起农业合作社 ２６２５ 个ꎬ 入社农户为

８２８３３ 户ꎬ 占总农户的 ４４ １％ꎮ 年底统计ꎬ 全区共有农业合作社 ３４６５ 个ꎬ 入

社农户有 １４２６７５ 户ꎬ 占全区总农户 ７７％ꎮ 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ꎬ 使雅安农

村朝着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ꎮ

(三) 高级农业合作社阶段

１９５５ 年下半年至 １９５６ 年底ꎬ 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ꎬ 也是

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ꎬ 就是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ꎬ 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ꎮ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中共中央召开省、 市、 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ꎬ 毛泽

东在会议上作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的报告ꎬ 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理论

和政策作了系统阐述ꎬ 并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ꎮ １０ 月 ４ 日至 １１ 日ꎬ

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ꎮ 会后ꎬ 农业

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ꎬ 到 １９５６ 年底ꎬ 全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９６ ３％ꎬ 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 ８７ ３％ꎬ 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

主义改造ꎬ 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ꎮ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ꎬ 取消土地入股

分红ꎬ 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入社ꎮ 土地和生产资料不再是私人所有ꎬ 归农业

合作社集体公有ꎻ 分配原则是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ꎮ 改变了初级社以土

地和劳动进行分配的制度ꎻ 集体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是生产队ꎮ 雅安专区在

初级社的发展过程中ꎬ 试办了高级社 ３８ 个ꎬ 入社 ９６３３ 户ꎬ 占农户的 ５％ꎮ

为了提高农业社的质量ꎬ 地委在 １９５６ 年 ３、 ４ 月先后转入整顿和巩固初级社

３１１第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工作ꎮ 通过整顿ꎬ 一类社提高了 １２％ꎬ 二类社下降了 ４％ꎬ 三类社下降了

１１％ꎮ 同时贯彻包工包产制度ꎬ 克服了建社初期的混乱现象ꎮ

截至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ꎬ 雅安专区已有 ８４ ６７％农户加入农业社ꎬ 已有

９５ 个高级农业合作社ꎬ 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 １３ １８％ꎮ 到 １９５６ 年

底ꎬ 在农业互助合作的高潮中ꎬ 农村办起了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 ２８２８ 个ꎬ 入高级社的农户 １４ ９６ 万户ꎬ 占总农户的 ８３ ５％ꎮ 加上 ５４７

个初级社的 １ ９６ 万户ꎬ 合计加入高级社、 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９４ ４％ꎬ

高于全国 ８７ ３％的水平ꎬ 全区基本实现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ꎬ 基本完成对农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ꎮ
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

社ꎬ 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迅速发展ꎬ 并在恢复国民经济、 稳定市场物价、 保障

物资供给、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ꎮ
雅安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ꎬ 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ꎮ 虽然在农村合作化运

动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 发展过猛、 工作过粗、 变革过快、 以及形式上也过

于简单划一等问题ꎬ 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依然是健康顺利的ꎮ 对于在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弊端ꎬ 有的干部也进行过深入分析和认真思

考ꎬ 提出过富有远见的观点ꎮ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ꎬ 芦山县人民银行干部吴明玉提

出 “五到户” 的生产责任制: “土地包到户”ꎬ 即用社里劳动力总和除面积

总和ꎬ 算出每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各应摊多少土地ꎬ 再包到户ꎬ 以利于社

员专心经营ꎻ “农活包到户”ꎬ 除播种、 收获等集体农活由生产队长统一调

配外ꎬ 其他适宜分散的农活都确定分工包给社员ꎻ “产量包到户”ꎬ 根据各

块田地的好坏定产量ꎬ 订出奖励制度ꎬ 鼓励社员完成包产任务ꎬ 保证干活质

量ꎻ “肥料包到户”ꎬ 凡包到户的田地所需肥料ꎬ 全由各户自备ꎬ 生产队按

质量付给酬金ꎻ “副产包到户”ꎬ 除按集体规定上交一定提留外ꎬ 其余由社

员自收自支ꎮ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ꎬ «四川日报» 刊登吴明玉 «包工包产到户

能更好地贯彻责任制» 的文章ꎮ 该文写道: “土地包产到户后ꎬ 社员便会专

心经营”ꎬ “工分包到户后ꎬ 社员们出工便不会你等我等的了”ꎬ “这样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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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刺激社员的劳动积极性ꎬ 还可以防止社员只图活路搞得快ꎬ 不顾质量”ꎮ
这是四川省最早提出实行 “包工包产到户” 的文章ꎮ 吴明玉的这种农村体

制改革的思想萌芽ꎬ 虽然代表了基层干部、 群众的心声ꎬ 但在当时并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ꎬ 很快被湮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浪潮之中ꎮ

农业合作化的完成ꎬ 使农村土地由农民个体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ꎬ 土地

的个体私有制被改造成集体公有制ꎬ 解决了农村土地公有的问题ꎬ 在农村确

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ꎮ 农业合作化的实现ꎬ 引导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

义集体的道路ꎬ 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ꎬ 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ꎬ 在

不高的水平上保证了全区人民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需求ꎬ 对雅安的农业

发展产生着长远的影响ꎮ

四、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三大改造任

务之一ꎮ 手工业是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

占有重要地位ꎮ 但是ꎬ 由于手工业存在规模较小、 资金短缺、 设备简陋、 技

术落后及封建保守、 行会观念、 生产盲目、 自发倾向等弱点ꎬ 因此ꎬ 实行手

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要本着 “自愿、 平等、 互利” 的原则ꎬ 把手工业个

体劳动者组织起来ꎬ 通过合作化形式ꎬ 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集

体化的道路ꎮ

(一) 个体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雅安地区的手工业历史悠久ꎬ 行业和产品种类较多ꎬ 主要产品有农具、

铁器、 竹木器、 茶叶、 砂器、 白酒、 毛纺、 皮革、 土纸、 印染、 火柴等ꎬ 这

些手工业产品在服务农业生产ꎬ 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ꎮ 但是ꎬ 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压榨以及

战争的破坏ꎬ 使本来就很不发达的手工业处于濒临崩溃的境地ꎮ 在 １９４９ 年

到 １９５２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ꎬ 党和国家的政策主要是帮助手工业劳动者克

服困难ꎬ 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ꎬ 同时努力探索手工业集体化的途径ꎬ 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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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的道路ꎮ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ꎬ 中华全国合作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ꎮ 会议强调手

工业合作应从生产中最困难的供销环节入手ꎬ 主要是供给原料ꎬ 推销成品ꎮ

会议明确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 联合起来ꎬ 凑集股金ꎬ 建立自己

的供销机构ꎬ 去推销自己的产品ꎮ 购买原料和其他生产资料ꎬ 要避免商人的

中间剥削ꎬ 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ꎮ

为了促进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ꎬ 雅安地委决定在专署和各县人民政府设

置工商科ꎬ 以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领导ꎮ 之后ꎬ 又将手工业管理划归各县供

销合作社领导并组织生产ꎮ 人民政府从调整税收、 减免工商税入手ꎬ 采取银

行贷款、 加工订货、 原材料采购等办法ꎬ 给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手工业以必

要的扶持ꎬ 引导手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ꎮ 在各级人民政府的扶持下ꎬ 雅安专

区的手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全区工业总产值为 ２３６ ０２

万元 (１９５２ 年不变价计算ꎬ 下同)ꎮ 雅安县工业总产值为 ７７ １３ 万元ꎻ 芦山

县手工业有 １４１ 家ꎬ 从业人员 ２８３ 人ꎬ 总产值 １３ ２ 万元ꎻ 天全县工业总产

值也上升到 ２７ 万元ꎻ 汉源、 石棉、 荥经、 宝兴共为 １４５ ６９ 万元ꎮ

在经济恢复的三年时间里ꎬ 全区的手工业户和从业人员不断增加ꎬ 工业

产值逐年增长ꎮ 国营、 地方国营、 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加速发展ꎬ 促进了全

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ꎮ

在狠抓手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ꎬ 积极引导个体手工业向集体化

和现代化方向发展ꎮ 根据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安排ꎬ

地委于 １９５３ 年底召开手工业代表会议ꎬ 对全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作进行

具体部署ꎮ 地委强调指出ꎬ 手工业合作社的组织要由简单到复杂ꎬ 采取不同

形式加以组织ꎮ 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ꎬ 在方针上是积极领导ꎬ 稳步前

进ꎻ 在组织形式上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ꎬ 再过渡到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ꎻ 在方法上是从抓供销入手ꎬ 实行生产改造ꎻ 在步骤上是

由小到大ꎬ 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ꎮ 凡是涉及国计民生需要的ꎬ 在供应、 生

产和销路等方面没有问题的ꎬ 短期内机器又不能代替的手工业ꎬ 就是有发展

前途的ꎬ 人民政府要积极予以扶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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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 地委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ꎬ 对手工业产品作了相应的调整ꎮ 如ꎬ
对印刷、 土染、 烟丝等行业ꎬ 由于在供应、 生产和销路方面均有困难ꎬ 有的

已为机器所代替ꎬ 不能再发展ꎬ 就要求其逐步转业ꎮ 对农具生产合作社或生

产小组ꎬ 由各县供销社派专人帮助通过加工订货ꎬ 严格按照供销社制定的农

具规格质量进行加工ꎬ 由供销社直接供应原料ꎬ 收购其产品ꎬ 适当调整工人

工资ꎬ 计划使用原料ꎬ 把过去的买卖关系改变为加工订货的合同关系ꎮ 这

样ꎬ 农具的规格质量不仅得到保证ꎬ 而且能及时供应农民搞农业生产ꎮ

(二) 手工业合作化的加快发展

１９５４ 年 １ 月ꎬ 地委根据西康省委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除了少

数真正的手工业资本家外ꎬ 对一般的个体手工业ꎬ 也同样是经过合作化的道

路ꎬ 积极地按照自愿互利原则ꎬ 把手工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改造成为集

体所有制ꎬ 使之过渡到社会主义” 的要求ꎬ 针对全区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居

多ꎬ 大多分布在农村的情况ꎬ 地委决定 １９５４ 年要有计划、 有领导地普遍发

展和整理手工业生产小组ꎬ 积极提高现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ꎬ 稳步建立新的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ꎮ １９５４ 年初ꎬ 地委专门在专、 县成立手工业联社ꎬ 加强

对手工业的组织领导和管理ꎬ 促进手工业的发展ꎬ 加快将个体手工业组织起

来ꎬ 走合作化道路的进程ꎮ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５６ 年ꎬ 全区先后成立专、 县手工业

管理科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又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社ꎬ 有力地推动了把手工业

个体所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工作ꎬ 加快了对全区手工业的改造

进程ꎮ

按照党的 “积极领导、 稳步推进” 的方针和 “统筹兼顾、 全面安排”
的原则ꎬ 地委结合雅安手工业的特点ꎬ 由小到大、 由组到社稳步前进ꎬ 逐步

把个体所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ꎮ 早在 １９５１ 年ꎬ 雅安县晏场乡首先成立造

纸生产合作社ꎮ 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５５ 年ꎬ 汉源县先后将富林 ４ 家、 九襄街上 ８ 家

服装店ꎬ 组建成富林缝纫生产合作社和九襄缝纫生产合作社ꎻ 名山县在百

丈、 黑竹、 永兴、 马岭建立铁器生产合作社ꎬ 在城关建立服装、 印刷、 铁器

生产合作社 (组)ꎻ 荥经县将原来 １９ 家缝纫店ꎬ 发展到 １９５４ 年 ３４ 家的专业

缝纫铺ꎬ 组织成立了若干个缝纫生产小组ꎬ １９５６ 年对私改造后ꎬ 扩大为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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纫生产合作社ꎮ
１９５６ 年ꎬ 雅安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ꎮ 天全县共成立手工业

合作社 (组) １２ 个ꎬ 社员 １７６ 人ꎻ 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 ９ 个ꎬ 组员 ６３ 人ꎮ

各合作社 (组) 实行社员入股、 集资、 民主管理、 按劳分配、 自负盈亏办

法ꎬ 总人数有 ３４５ 人ꎮ 雅安县 (市) 共建立合作社 (组) ５１ 个ꎬ 社员 ２００６

人 (县 ３８１ 人、 市 １６２５ 人) 占手工业总人数的 ９７ ５４％ꎮ 合作社 (组) 在

集体化后普遍增添设备ꎬ 改进技术ꎬ 开发新产品ꎬ 当年产值达 ３１５ 万元ꎮ 各

县也将城镇农村的手工业者大部分组织起来ꎬ 加入各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组)ꎮ 到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ꎬ 全区有手工业合作社 (组) １５３ 个ꎬ 手工业者 ３２４２

人ꎮ 其中 １００ 人以上的大社有 ７ 个ꎬ 手工业者 ７４３ 人ꎻ ５０ 人以上的社 １６ 个ꎬ

手工业者 ９３１ 人ꎻ ３０ 人以上的社 ２１ 个ꎬ 手工业者 ７６５ 人ꎮ 统一核算、 集中

生产的有 ８５ 个社 (组)ꎬ ２５９８ 人ꎬ 占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人数的 ８０ １４％ꎮ
到 １９５７ 年ꎬ 全区有 １４６ 个乡ꎬ 手工业者有 ２１１８ 户ꎬ 从业人员有 ４８２３ 人ꎮ 已

经改造 ２０３１ 户ꎬ 从业人员 ４６４５ 人ꎬ 占总户数的 ９６％ꎮ 尚未改造的 ８７ 户 １７８

人ꎬ 只占 ４％ꎮ

社会主义改造使手工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ꎬ 产量、 产值都有较大幅度提

高ꎬ 初步显示出手工业走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ꎬ 为迈向现代化生产提供了可

能ꎮ 但在改造后期ꎬ 也出现了由于过急、 过快地盲目集中办大社ꎬ 造成市场

和营业点的减少ꎬ 产品质量下降ꎬ 社员收入降低ꎬ 服务质量不高等一些问

题ꎬ 使手工业者的积极性不同程度地受到一定影响ꎮ 后来ꎬ 党和政府经过调

查研究ꎬ 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ꎬ 在手工业社、 组的原材料供应、 产品推

销、 生产安排、 计划平衡、 资金周转、 技术改造、 劳动工资、 劳保福利等方

面统筹安排ꎬ 巩固了对手工业改造的成果ꎮ

五、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体布局的

重要一环ꎮ 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ꎬ 要在一定的时期内ꎬ 有步骤地把一切对国

８１１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计民生有利而又为国家所需要的资本主义企业ꎬ 基本上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

企业ꎬ 在条件成熟时ꎬ 逐步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ꎮ １９５３ 年

下半年ꎬ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ꎬ 雅安地委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ꎬ 加快

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ꎮ

(一)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 利用

解放初期ꎬ 雅安几乎没有大型的工业企业ꎬ 工业基础较为薄弱ꎮ 私营工

商业大多数规模较小ꎬ 设备落后ꎮ 私营工业多为工场式作坊ꎬ 私营商业则零

星分散ꎬ 多为小商小贩ꎬ 经营品种大致有五金、 百货、 医药、 饮食、 蔬菜、

纸张、 文具、 糖果、 盐业、 土杂、 酱油、 酒业、 粗布、 烟业等等ꎬ 从业户数

不足 ５０００ 户ꎮ 私营商业户因资金缺乏ꎬ 生产经营较为困难ꎬ 多数处于萧条

状态ꎬ 有的甚至关门歇业ꎮ 所以ꎬ 雅安的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基础薄弱、 发

展相对滞后ꎮ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２ 年ꎬ 地委、 专署对全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私营工业和

私营商业) 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

用、 限制的政策方针ꎬ 一方面狠抓生产恢复ꎬ 鼓励私营工商业户从业经营ꎬ

利用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ꎻ 另一方面对私营工商业实行限制政

策ꎬ 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ꎬ 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ꎮ 主要调整公

私关系、 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ꎬ 重点调整公私关系ꎬ 即政府主导的国营经济

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ꎮ 二是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 统购包

销ꎬ 即由政府委托其加工生产ꎬ 对产品统一收购ꎬ 实行包销ꎬ 并对资金周转

困难的企业ꎬ 发放贷款给予扶持ꎮ 对私营商业实行经销代销ꎬ 逐步调整国营

商业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ꎬ 调整批发零售差价ꎬ 照顾私营商业的销路和利

润ꎬ 调整税赋、 减轻负担ꎬ 从而使私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ꎬ 市场也不断活

跃起来ꎮ 私营工商业的快速发展ꎬ 使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所占的比重加大ꎬ 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改善ꎮ

随着经济复苏ꎬ 部分私营工商业者牟取暴利的思想抬头ꎬ 行贿、 偷税漏

税、 盗窃国家财产、 偷工减料、 盗窃国家情报的 “五毒” 行为开始泛滥起

来ꎬ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ꎬ 地委根据党中央发出的 «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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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决彻底的 “五反” 斗争的指示» 精神ꎬ 在全区开展 “五反” 运动ꎬ 打

击违法工商户ꎬ 对广大工商户进行守法教育ꎮ “五反” 斗争结束后ꎬ 全区工

商业曾一度出现萧条现象ꎬ 党和政府又再次调整工商业政策ꎬ 对私营企业实

行以加工订货、 统购包销、 降息贷款扶持等措施ꎻ 对私营商业采取扩大经营

范围ꎬ 组织物资交流会ꎬ 让利经营等模式ꎬ 很快又恢复了工商业的活力ꎬ 同

时也加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与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ꎮ 这种初级国家资本主义

形式的发展ꎬ 为进行公私合营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ꎮ 地委对私营

企业实行加工订货、 统购包销为主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ꎬ 促进了私营企

业的发展ꎻ 公私合营工商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ꎬ 国营工商业也逐步建立和发

展起来ꎮ 由于正确贯彻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 限制的政策和方针ꎬ 促

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ꎬ 为后来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扩展为公私合营的高

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ꎬ 再转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商业改造运动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ꎮ
(二) 扩展公私合营企业

公私合营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国家资本

主义的高级形式ꎮ 对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ꎬ 出现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和发展

期间ꎬ 首先是人民政府接管了一些企业后ꎬ 对官僚资本予以没收ꎬ 转为公

股ꎬ 对私人投资的私股予以清理保留ꎬ 并转换其经营机制ꎬ 改组为公私合营

企业ꎮ 对一些愿意恢复ꎬ 但资金流转困难ꎬ 要求政府投资合营的企业ꎬ 也改

组为公私合营企业ꎮ 地委在对部分工商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过程中ꎬ 进行了

积极稳妥的有益探索ꎮ
１９５０ 年雅安解放后ꎬ 人民政府接管了雅安汽车修理厂、 雅安造纸厂、

雅安水电厂等企业ꎮ 在对企业清理产权过程中ꎬ 对其官僚资本予以没收ꎬ 转

为公股ꎬ 对其私股按照民族资本的政策对待ꎬ 将企业的性质转为公私合营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ꎬ 将接管的雅安水电厂改名为公私合营雅安水电厂ꎮ ４ 月ꎬ 天全

县人民政府动员 １３ 家边茶加工户清资入股ꎬ 成立天全县联合茶厂ꎮ １９５１ 至

１９５２ 年ꎬ 地委对一些资金欠缺、 发展困难的部分行业改组为公私合营企业ꎬ

先后将荥经的中兴茶厂、 雅安的中翕茶厂、 通和印刷厂等一批企业进入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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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营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ꎬ 以私营美康食品店为主ꎬ 合并其他糖食店为公私合营

雅安食品厂ꎮ 政府对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ꎬ 对原有管理体制进行变革ꎬ

将原来私营企业时以加工订货、 统购包销为主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ꎬ 逐

步过渡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ꎮ 这种做法是党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实践ꎮ
在发展公私合营工商业的同时ꎬ 地委又积极探索建立国营企业ꎮ 对接管

的部分企业没收官僚资本ꎬ 转为公股ꎻ 对企业私股实行退出机制ꎮ １９５０ 年ꎬ

将雅安毛革公司皮鞋厂改建为国营雅安皮革厂ꎻ １９５１ 年ꎬ 荥经县接收康藏

公司的生产设备ꎬ 建立国营荥经茶厂、 国营荥经食品酿造厂ꎮ 同年ꎬ 建立雅

安农具厂 (青江厂前身)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将荥经建康铁厂更名为麓池铁厂ꎬ 后从

麓池迁建于荥经泗坪下放为地属企业ꎬ 改称荥经铁厂ꎮ 在雅安市黑水堰建立

雅安交通机械厂ꎬ 之后迁到七盘乡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兴建雅安云母加工厂、 雅安

电池厂等一批国有企业ꎮ 到 １９５２ 年ꎬ 全区除公私合营企业外ꎬ 全民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共有 １６ 个ꎬ 其中大、 中型企业各 １ 个ꎬ 小型企业 １４ 个ꎮ

从 １９５３ 年起ꎬ 雅安专区又改造一批旧企业ꎬ 扩建造纸、 皮革、 制茶、 水电

等厂ꎬ 新建化工厂、 农机厂、 汽车修理厂、 雅安市机械厂等企业ꎮ 创办雅安

地区煤建公司ꎬ 组织雅安观化乡私营煤矿转为县属国营煤矿等ꎮ
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ꎬ 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由企

业外部进入内部ꎬ 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ꎬ 企业

的性质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ꎮ 主要体现在: 一是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

共有ꎬ 企业的领导权和管理权基本上属于国家ꎬ 具体由政府派干部负责领导

和管理ꎮ 公方和工人群众结合在一起掌握企业的领导ꎬ 工人是企业的主人ꎮ

资本家不再处于支配地位ꎬ 只参与企业管理ꎬ 处于被领导和被改造的地位ꎮ

二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基本上纳入国家计划ꎮ 企业经营的目的由追求利润转变

为主要是满足社会需要ꎮ 三是企业的利润按照 “四马分肥” 的原则进行分

配ꎮ “四马分肥” 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分配

形式的形象比喻ꎮ １９５３ 年国家规定ꎬ 公私合营企业每年结算盈余ꎬ 其利润

分配依照 “四马分肥”ꎬ 即将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 企业公积金、 工人福利

１２１第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费、 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ꎬ 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ꎬ 从而限制资

本家对工人的剥削ꎬ 工人的工资已经部分地具有 “按劳分配” 性质ꎮ 实行

公私合营后的企业ꎬ 已具备有半社会主义性质了ꎮ 在工业企业实行厂长负责

制ꎬ 生产管理、 计划、 财务、 统计等方面均按计划经济的要求ꎬ 企业的管理

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ꎮ 后来ꎬ 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ꎬ 并推行职

工代表大会制度ꎬ 企业管理进一步加强ꎬ 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ꎮ

(三)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１９５３ 年秋冬ꎬ 中央确定对私营工商业 “利用、 限制、 改造” 的根本方

针ꎬ 明确指出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ꎬ 是利用、 限制和改造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ꎮ 在工商业建立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ꎬ 是

党和政府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最终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模式的一大

举措ꎮ

从 １９５４ 年起ꎬ 地委、 专署在认真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ꎬ 加

快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按照 “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 “城

乡互助、 内外交流” “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 的政策方针ꎬ 采取对私营企业

的加工订货、 实行统购包销、 发放预购定金和银行贷款ꎬ 大量收购农副产品

以提高农村购买力等措施ꎬ 使生产得到发展ꎮ 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

形式 (统购包销、 加工订货) 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公私合营) 的发

展过程ꎬ 事实上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ꎮ

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贯彻ꎬ 加之国家对粮、 棉、 油等实施统

购统销政策ꎬ 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的批发比重不断加大ꎬ 限制了私营商业的

经营空间ꎬ 私商经营困难ꎬ 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成立商业合作社ꎬ 这也促进了

对私营商业的改造ꎮ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ꎬ 中央提出统筹兼顾、 归口管理、 按行业

改造的方针ꎮ 在对私商业方面ꎬ 地委根据 “先主后次、 分业归口” 的改造

原则ꎬ 从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ꎬ 着手对粮食、 棉布、 油脂、 食糖、 百

货、 医药、 烟酒等零售私商分别进行改造ꎮ 雅安专区供销社也在汉源、 天

全、 荥经等县的较大场镇对农村小商小贩采取经销、 联购、 分销、 代销代

购、 合作小组、 合作商店等形式进行改造试点ꎮ 截止 １９５５ 年上半年ꎬ 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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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食、 棉布、 食油、 烟叶、 零酒等 ５ 个行业进行改造ꎬ 对经营统购统销、
专卖、 控制供应商品的私商ꎬ 分别改为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的代销点和经

销店ꎬ 对一般商品改为批购零销ꎮ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ꎬ 雅安市有布匹、 百货、 五金

等 １８ 个行业中的 １０３ 户正式批准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ꎬ 占总户

数的 １１ ８％ꎬ 从业人员 １５１ 人ꎬ 占总从业人员数的 １２％ꎮ
截至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 雅安专区国营商业购进完成计划的 １２９ ５％ꎬ

销售完成 ９７％ꎻ 供销合作社系统购进完成计划的 ８５％ꎬ 销售完成 ８７ ６％ꎮ 全

区社会总批发额国营商业已达 １００％ꎬ 为社会零售总额的 ６９ ６％ꎮ １９５６ 年上

半年ꎬ 国营商业购进完成计划的 ９５％ꎬ 销售完成 ９４％ꎮ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国

营合作完成计划的 ３５ ５％ꎮ 初步显示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的成果ꎮ

与此同时ꎬ 全区对小商小贩则采用引导走合作化道路的方式分别加以改

造ꎮ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ꎬ 汉源县对全县商业、 饮食业、 服务业进行普查ꎬ 共有总户

数为 ８６４ 户ꎬ 其中私营商业 ６２４ 户、 饮食业 ２３９ 户、 公私合营 １ 户ꎮ 到 １１

月ꎬ 改造为经销、 代销的有 １５７ 户ꎬ 公私合营 １ 户ꎬ 成立商业合作小组 １０

个ꎬ 参加商户有 ８７ 户ꎬ 服务合作组 ２ 个ꎬ 加入商户 ２１ 户ꎬ 取得了显著成

效ꎮ 各县经过把私营商业者组织起来ꎬ 调动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ꎬ 促进了城

乡物资交流ꎬ 活跃了农村市场ꎮ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４ 日ꎬ 地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ꎬ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和省委关

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精神ꎬ 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规划ꎬ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步伐加快ꎮ ２ 月 ３ 日ꎬ 雅安专

署发出全区各县对私改造意见ꎬ 提出: 全区有私营工业、 手工业、 商业共

７７４７ 户ꎬ 拟于今年上半年将雇佣 ４ 人以上的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 １５２７ 户ꎬ

从业 ３６７６ 人改造完毕ꎮ 商业、 饮食业、 服务业 ４００２ 户从业 ５２１１ 人中的座

商ꎬ 将于上半年改造ꎮ 摊贩 １８４０ 户ꎬ 从业 ２０６５ 人上半年改造 ８０％左右ꎮ 农

村私营商业 ２１２９ 户ꎬ 从业 ２４５７ 人ꎬ 上半年将改造 ８０ ~ ９０％ꎮ 其余 １０ ~ ２０％
经营零星商品的商贩及用量小、 技术性不大的卖小吃的经营者ꎬ 可以不予改

造ꎬ 但是要做好统筹安排工作ꎬ 加强管理ꎮ 对交通运输业、 牛奶业也争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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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进行改造ꎮ 之后ꎬ 各县纷纷召开县委扩大会议ꎬ 贯彻落实地委提出的

指示要求ꎬ 加大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力度ꎮ 汉源县从 ２ 月开始ꎬ 在原有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对私改造ꎬ 截止 ５ 月底ꎬ 全县批准改造工商业户 ７７５ 户ꎬ 占总

户数的 ９０ １２％ꎻ 批准为公私合营的 ２１ 户ꎬ 占总户数的 ５４ ３２％ꎻ 批准为合

作店、 组的有 ３５４ 户ꎬ 占改造总户数的 ４５ ６８％ꎮ 各县开展的对私改造工作

到年底基本结束ꎮ

１９５６ 年ꎬ 全区有私营商业户 ４３３７ 户ꎬ 从业 ６０１３ 人ꎮ 地委对行商改造实

行合作照旧的办法ꎻ 对座商改造采取直接过渡、 合营定息、 合营经代销、 合

营照旧等形式ꎻ 对摊贩的改造采取合作定息、 统一经营合作、 联购分销、 登

记挂牌等形式ꎮ 经过艰苦努力ꎬ 到年底改造了 ４１９０ 户 ５８６５ 人ꎬ 改造率达

到 ９６ ６１％ꎮ

１９５６ 年对私改造进入高潮ꎬ 私营商业绝大多数转为公私合营和社会主

义性质的合作社、 合作商店等ꎮ 从此全区建立起以国营商业为主体、 合作商

业为助手、 集市贸易为补充的社会主义统一商贸市场ꎮ 在商品批发方面ꎬ 由

国营与合作社分别计划购销ꎮ 零售方面ꎬ 国合商业实行城乡分工: 国营商业

以城市为主ꎬ 保证零售比重逐步增长ꎬ 稳定城市零售价格ꎻ 合作社以农村为

主ꎬ 占领农村零售阵地ꎬ 并与社员和农民群众直接建立经济上的联系ꎮ
在对私营商业户加紧改造的同时ꎬ 全区的工业企业也逐步改造成全民所

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企业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全区工业户数 １０７ 户ꎬ 总计从业

人数 ４７５８ 人ꎮ 在已经改造的 １０６ 户中ꎬ ４ 人以上的有 ７８ 户ꎬ １０ 人以上的有

２８ 户ꎬ 从业人员有 ４７４２ 人ꎻ 尚未改造的仅有 １ 户 １６ 人ꎮ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坚持采取 “统筹兼顾、 全面安排、 积极领

导、 稳步前进” 的方针和 “利用、 限制、 改造” 的原则ꎬ 即: “利用” 其有

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ꎬ “限制” 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ꎬ 所谓

“改造” 就是通过赎买ꎬ 和平消灭资产阶级ꎬ 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ꎮ 党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ꎬ 创造了加工订货、 经销代销、 公私合营等一系列

国家资本主义形式ꎬ 使资本家私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ꎬ 成功地实

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ꎬ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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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ꎮ 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过程中ꎬ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断稳步增长ꎬ 迅速

发展成为主导优势ꎬ 使改造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ꎮ

从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ꎬ 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即 “一化三改造” )ꎬ

到 １９５６ 年底基本结束ꎬ 在较短的时间里ꎬ 我国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

刻变革ꎬ 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ꎮ 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制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ꎬ 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ꎬ 为建

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基础ꎬ 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ꎮ 这是党在过渡时期创造性地开辟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

道路ꎮ

总的来说ꎬ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成功的ꎬ 但也存在不

足之处ꎬ 主要是在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在处理公私关系问题上ꎬ 曾出

现对私营工商业控制过严、 过死的作法ꎻ 对一部分自负盈亏的小商贩未作适

当的安排ꎬ 致使这部分人生活存在困难ꎮ 二是对资本家与小业主、 小商、 小

贩之间的界限不清ꎬ 以致把个别小业主、 小商、 小贩错划成私营工商业者ꎻ

将一些家店、 家厂不分的小业主纳入改造后ꎬ 其生产、 生活资料也纳入公

有ꎮ 三是公私合营后ꎬ 过快地并厂并店ꎬ 商业营业点合并过多ꎬ 造成零售网

点减少ꎬ 给消费者带来不便等等ꎮ 后来ꎬ 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工作经验、 吸取

历史教训中不断完善、 改进工作ꎬ 这些问题采取措施做过纠正ꎬ 特别是区别

“三小” (小商贩、 小手工业、 小业主) 的工作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ꎬ 才彻底纠正ꎮ

第七节　 审查干部工作和肃反运动

为了加强党的团结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团结ꎬ 全面地、 大规模地开展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ꎬ 党中央认为很有必要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深入的审查ꎬ

以便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干部ꎬ 纯洁干部队伍ꎬ 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顺利进

行ꎮ 为此ꎬ 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审查干部 (简称 “审干” ) 工作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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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干中ꎬ 由于党内、 国内先后发生高岗、 饶漱石分裂党的重大事件ꎬ 潘汉

年、 扬帆事件以及胡风事件ꎬ 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肃清暗藏

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即 “内部肃反” 运动)ꎮ 同时ꎬ 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和反

革命分子又兴风作浪ꎬ 不断制造各种破坏活动ꎬ 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ꎮ 针

对此类情况ꎬ 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对不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 (即

称 “第二次镇反” )ꎮ 审干和肃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ꎬ 中国共产党为进

一步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所采取的必要的整治措施ꎮ 雅安地委按照中央的指示

和西康省委的部署ꎬ 迅速在全区开展了审干工作和肃反运动ꎮ

一、 审查干部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 我们党的干部基本上是纯洁的ꎬ 绝大多数干部是经过

革命斗争考验的ꎮ 虽然经过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三反” “五反”
运动、 整风整党以及各种社会民主改革运动ꎬ 各级党组织对大部分干部都有

基本的了解ꎬ 并且解决了干部队伍中一些最突出的问题ꎬ 但是ꎬ 随着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的蓬勃开展ꎬ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吸收了大量的工作人员ꎬ 不

仅干部队伍迅速扩大ꎬ 而且干部成分比过去任何时期较为复杂ꎬ 加之干部调

动频繁ꎬ 各级领导机关还没有来得及对全部干部逐个进行细致的审查ꎬ 对大

部分新干部的全面的真实情况还未能切实掌握ꎻ 有些领导干部由于存在着麻

痹思想ꎬ 对干部的使用ꎬ 只注重其业务能力ꎬ 忽视了从政治上去考察ꎮ 这

样ꎬ 在新干部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历史不清、 来历不明的人ꎬ 甚至还有少数

反革命分子隐藏在内的问题ꎻ 在老干部中也还有少数未经过审查ꎬ 或虽然经

过审查但还有某些问题尚未弄清ꎬ 或当时认为没有问题而以后又发现了某些

问题的情况ꎮ 中共中央针对干部队伍的复杂情况ꎬ 于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作

出 «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ꎬ 计划在两三年内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

查ꎮ 审查干部ꎬ 是为了全面地了解干部ꎬ 主要应从政治上去进行审查ꎬ 弄清

每个干部的政治面目ꎬ 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阶级异己分

子、 蜕化堕落分子ꎬ 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ꎻ 同时又要多方面地了解和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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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思想品质、 工作才能ꎬ 以便更有计划地培养干部ꎬ 正确地使用干部ꎮ
对干部进行政治审查ꎬ 这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其组织和政治的纯洁性ꎬ 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ꎬ 也是党管理干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ꎮ

雅安是和平解放的地区ꎬ 干部队伍成分较为复杂ꎬ 既包括有旧政府机关

单位留用人员、 国民党军起义人员ꎬ 又有解放后新招录用人员、 西康人民革

命干部学校毕业分配人员等等ꎬ 审干工作任务艰巨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底ꎬ 地委

召开会议ꎬ 传达西康省委第三次组织工作会议关于干部审查工作的部署ꎬ 强

调全区党的组织工作任务ꎬ 就是要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我国第一个五

年计划建设时期的各项中心工作任务的实现ꎬ 并为这个中心服务ꎮ 当前ꎬ 首

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干部问题、 建党问题和整顿制度问题ꎮ

正当全国各地进行审干工作的时候ꎬ 党内发生了高岗、 饶漱石分裂党的

重大事件ꎮ １９５４ 年 ２ 月ꎬ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

决定»ꎬ 中央不点名地批评高岗、 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ꎬ 向全党特别是中央

委员和高级干部强调增强和维护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ꎮ ４ 月 ９ 日ꎬ 西康省

委召开会议传达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ꎮ 之后ꎬ 地委结合干部审查工作ꎬ 有

步骤、 分层次地在党员干部中组织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ꎮ 通过认真学习ꎬ

讲清道理ꎬ 联系实际ꎬ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检讨自己工作中妨碍党的团

结、 违背集体领导的现象ꎬ 骄傲自满情绪、 个人专断等不良作风ꎬ 使广大党

员干部提高了对高岗、 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严重性质及其危害性的认识ꎬ 提

高了对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保证的重要性的认识ꎮ 同时进一步

认识到党中央作出 «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是十分及时和非常必要的ꎬ 并

表示一定要坚决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开展好审干工作ꎮ

地委要求ꎬ 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开展审干工作ꎬ 进一步明确审干的目

的是 “清除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ꎮ 对 “那些党已经

了解清楚ꎬ 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ꎻ 政治历史上曾有问题ꎬ 但过去审查清

楚并作有结论ꎬ 且以后又未发现新的问题的干部ꎻ 虽未经系统审查ꎬ 但经过

长期考验ꎬ 没有任何可疑的干部ꎻ 历史上虽有一些问题ꎬ 但并非是政治问题

的干部”ꎬ 不列为审干对象ꎮ 审干的步骤是: 先党内ꎬ 后党外ꎻ 先领导骨干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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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般干部ꎻ 先要害部门ꎬ 后一般部门ꎻ 先审查政治面貌不清、 来历不明和

在重要关节上含糊不清的干部ꎬ 后审查其他干部ꎮ 审干工作采用普遍翻阅档

案资料ꎬ 逐一排队审查ꎬ 对有问题的干部采取外出调查和个别谈话相结合ꎬ

然后作出结论ꎬ 酌情适当处理ꎮ 干部审查的整个过程ꎬ 采取非政治运动的方

式来进行ꎮ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ꎬ 雅安审干工作从 １９５４ 年下半年开始ꎬ 分两期进行ꎮ

全区的审干工作实行分级审查ꎬ 县级干部由地委审查ꎻ 县级机关科局级、 区

一级、 股所级以及相当级别的干部由各县委审查ꎮ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 地委专门召开 “四级” 干部会议ꎬ 号召干部要忠诚

老实ꎬ 开展自我检查ꎬ 坦白交待自己隐瞒的政治、 历史、 社会关系等问题ꎬ

主动揭发隐藏在落后乡村及基层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人ꎮ

根据中共中央 «关于审查干部工作同肃反斗争结合进行的指示» 精神ꎬ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 地委从地级机关中抽调 ７ 名党员干部成立审查干部办公

室ꎬ 负责全区的干部审查工作ꎮ 地委审查干部办公室重新修订了 «审干工作

计划»ꎬ 制定了干部类型的划分标准ꎬ 即ꎬ 不再审查、 一般审查、 重点审查

三类ꎮ 第一类ꎬ 是对政治上没有问题的ꎬ 或有部分问题ꎬ 但本人已作交代且

组织上有结论的ꎬ 列为不再审查的干部ꎮ 第二类ꎬ 是曾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担

任过反动职务ꎬ 但对某些关键问题交代不清或隐瞒其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担任

反动职务的ꎻ 曾经脱离党的领导、 脱离革命ꎬ 情节不甚严重的ꎻ 有较高反动

身份ꎬ 本人已作交代ꎬ 罪恶不大ꎬ 但有部分问题缺乏旁证材料的ꎬ 均列为一

般审查对象ꎮ 第三类ꎬ 是指有重大历史问题者ꎬ 曾为反动党团、 会道门骨

干ꎬ 情节严重或隐瞒未交代者ꎻ 曾被捕被俘叛变自首者ꎻ 曾参加特务组织或

有特务活动者ꎻ 曾经脱离党的领导、 脱离革命有重大情节尚未调查清楚者ꎻ

在敌伪军、 政、 警、 宪中担任过重要职务且有嫌疑者ꎻ 曾隐瞒历史、 政治问

题ꎬ 品质恶劣、 丧失立场ꎬ 经常对党抱敌对态度ꎬ 或有其他重大政治嫌疑

者ꎬ 均列为重点审查对象ꎮ
地委要求各县抽出党员干部成立审干办公室ꎬ 集中精力对前期干部审查

工作查出的问题抓紧进行甄别定案ꎬ 根据干部分类标准确定审查对象ꎬ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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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审查工作进入结论阶段ꎬ 对仍未能查清的ꎬ 继续调查ꎮ 这期审干ꎬ 全区审

查基层干部 ８３６６ 名ꎬ 区级干部 ５８７ 名ꎬ 揭发出反革命 ２５ 人ꎬ 占 ４. ２５％ꎻ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第一期审干工作基本结束ꎮ

从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开始ꎬ 全区开展第二期审干工作ꎮ 这次列入审查范围的

干部ꎬ 按中共中央规定ꎬ 主要有中、 小学教职员、 初级卫生人员、 乡干部、
国营企业的营业员、 公私合营企业的原私方工作人员和应列入第一批审查范

围而未审查的干部ꎮ 到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审干工作结束ꎮ

通过干部审查ꎬ 全区各级党组织基本弄清楚了各类干部的政治历史情

况ꎬ 搞清楚了绝大多数干部的问题ꎮ 对历史清楚的干部ꎬ 组织上放手大胆使

用ꎻ 对少数干部的个别问题一时难以查清的ꎬ 继续待查ꎬ 并对清楚的部分予

以结论ꎬ 使他们一身轻松ꎬ 放下包袱ꎬ 轻装前进ꎻ 对发现有重大政治嫌疑的

干部ꎬ 调离重要岗位ꎬ 并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ꎻ 对反革命分子ꎬ 经有关党委

讨论决定并报请上级党委批准ꎬ 由公安机关专案处理ꎮ
在开展干部审查工作的同时ꎬ 地委注重在审干中发现人才ꎮ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８ 日ꎬ 地委根据西康省委关于提拔干部的指示ꎬ 作出 «关于今冬明春提拔

培养干部的意见»ꎬ 指出: 培养提拔干部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ꎬ 各级党委要

正确贯彻党的干部政策ꎬ 坚持 “德才兼备” 的干部标准ꎬ 进行全面细致的

考察ꎻ 对每个干部的提拔应注意搞清其政治历史情况ꎬ 这是保证提拔干部的

重要步骤ꎮ 计划从 ９ 月份起到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底ꎬ 分两批提拔县级及相当于县

级干部 ３２ 名ꎬ 科区级干部 １５０ 名ꎮ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底为第一批ꎬ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底

为第二批ꎮ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１ 日ꎬ 地委根据干部人才紧缺的情况ꎬ 又作出 «关
于 １９５５ 年干部工作计划»ꎬ 提出全区 １９５５ 年提拔县级干部 ５０ 名ꎬ 区级干部

１５５ 名的任务ꎮ 强调提拔培养干部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ꎬ 不但要积极

提拔那些经过实践锻炼的优秀工农干部ꎬ 也要注意培养提拔那些经过锻炼的

优秀知识分子干部ꎬ 还要注意提拔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ꎮ 地委坚持在审

干中发现人才ꎬ 按干部标准注重提拔干部ꎬ 同时在提干中又严肃认真开展审

干工作ꎬ 把干部审查和干部培养提拔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ꎮ 全区提拔科、 区

级以上干部 ２０３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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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审查干部工作ꎬ 全区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弄清了干部队伍的情况ꎬ 纯

洁了干部队伍ꎬ 增强了党的团结、 干部之间的团结以及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

的团结ꎬ 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ꎬ 同时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出

了一批 “德才兼备” 的干部ꎮ

二、 肃反运动

在全国开展审干工作的同时ꎬ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复杂情

况ꎮ １９５４ 年ꎬ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ꎬ 通过对饶漱石主持华东局工作期间在

镇反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审查ꎬ 牵连出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ꎬ 进而牵连到原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ꎬ 并认定潘汉年为 “内奸”ꎬ 存在 “潘、 扬反革命集

团”ꎮ 随之又出现了胡风事件ꎮ 与此同时ꎬ 全国各地社会上暗藏阶级敌人的

破坏活动又不断出现ꎮ 这些都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ꎬ 并认为 “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ꎬ 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和复杂化ꎮ” 依据这个

判断ꎬ 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ꎮ 通

过群众运动ꎬ 肃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ꎬ 打击和粉碎

敌人的破坏活动ꎬ 为即将开展的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

造运动铺平道路ꎬ 为顺利推进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基础ꎮ 这场肃

反运动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继续和延伸ꎬ 声势浩大ꎬ 影响深远ꎮ
(一) 内部肃反运动

１９５５ 年初ꎬ 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展了一场批判运动ꎮ 随着批判

运动的日益升级ꎬ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日益严重起来ꎬ

认为胡风分子已经混进了我们某些政府机关、 军事机关、 教育机关、 文化出

版等机关和单位ꎮ ７ 月 １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

命分子的指示»ꎮ 此后ꎬ 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ꎮ
２６ 日ꎬ 公安部发表 «关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ꎬ 坚决、 彻底、 干净全部肃清

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报告»ꎮ 接着ꎬ 一场大规模的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的斗争在全国供薪人员中开展起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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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肃反运动的领导ꎬ ９ 月ꎬ 经西康省委批准ꎬ 成立雅安地委肃

反五人小组ꎮ 地委肃反小组在地委的领导下ꎬ 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 “严肃与

慎重相结合” 的方针和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的政策ꎬ 坚持 “以事实为依

据ꎬ 以政策为准绳” 的原则ꎬ 坚决落实西康省委 “不搞光不收兵” 的指示ꎬ

积极开展肃反斗争ꎮ 各县按照地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ꎬ 相继成立县委肃反五

人小组ꎬ 分期分批开展肃反运动ꎮ

全区 “内部肃反” 运动ꎬ 先从解决审干中的突出问题入手ꎬ 复查并处

理那些已被揭露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ꎮ 同时在国家供薪人员

中ꎬ 按地专级、 县市级、 区乡级三个层次ꎬ 分期分批进行ꎮ 第一批为党政机

关干部ꎻ 第二批为文教卫生、 商业财贸、 厂矿企业单位ꎻ 第三批为乡级干

部ꎻ 最后在非供薪人员的农村社队干部、 “五员” (炊事员、 饲养员、 保教

员、 保管员、 会计员) “一兵” (民兵) 中开展第四批肃反ꎮ 每一批肃反工

作ꎬ 一般都要经过制定肃反计划、 摸清肃反对象、 检举坦白、 甄别定案、 组

织复查等五个阶段ꎬ 以确保肃反工作的质量ꎮ

截至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ꎬ 经过近一年多的肃反工作ꎬ 全区结案报送地委审批

的有 ４０ 人ꎬ 为 １１７ 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做了结论ꎬ 使参加肃反运动的 １６０７

人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ꎮ 经过肃反运动的考验ꎬ 有 １４ 名同志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ꎮ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ꎬ 地委在批转地委肃反五人小组 «关于第三批肃反运

动专案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中指出: 今后ꎬ 各县应加强

五人小组的领导ꎬ 要加强对专职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ꎬ 坚决贯彻生产与肃反

工作两不误的方针ꎮ ７ 月 １３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 市两级机

关复查、 善后工作的意见»ꎬ 指出: 肃反五人小组必须亲自动手ꎬ 抓紧结案、

定案工作ꎬ 要认真贯彻执行 «中央关于在肃反善后工作中进行赔礼道歉的界

限指示»ꎬ 加强复查、 善后工作的组织领导ꎬ 认真做好重点复查工作ꎮ 要正

确对待和处理好肃反中被斗过的人所提的意见ꎻ 帮助他们改造ꎬ 决不要冷淡

和歧视ꎻ 要做好肃反遗留问题的复查和处理工作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ꎬ 地委根据四川省委关于 “对人民公社一级干部ꎬ 区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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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ꎬ 生产队干部和 ‘五员’、 ‘一兵’ 采取摸底审查的做法ꎬ 开展肃反运动”
的指示精神ꎬ 组织工作组与公安、 检察、 法院机关配合ꎬ 采取边审查边清理

的办法ꎬ 对人民公社组织进行整顿ꎮ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至 ５ 月ꎬ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一次对公社的基层干部和 “五员” “一兵” 的清理工作ꎬ 纳入清理范围的有

１０ ８ 万人ꎬ 其中生产队以上干部 １ ４ 万人ꎬ 炊事员、 饲养员、 保教员、 保管

员、 会计员 ６ 万多人ꎬ 民兵 ３ ３ 万人ꎮ 对清理出来的人员根据性质分别进行

了处理ꎮ

雅安 “内部肃反” 运动的规模之大ꎬ 斗争之激烈ꎮ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ꎬ

地委肃反五人小组对内部肃反斗争进行总结ꎬ 指出: 历时三年左右的肃反工

作业已结束ꎬ 全区参加肃反运动的有 １７ 万人ꎬ 建立专案 １３４０ 件全部结案ꎮ

肃反中ꎬ 全区共查出反革命分子、 刑事犯和其他坏分子人数占参加运动总人

数的 ０ ８８％ꎮ

地委开展的 “内部肃反” 工作始终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ꎬ 通过内部

肃反和审干的有机结合ꎬ 对每个干部的政治面貌有了全面的了解ꎬ 有利于对

干部进行教育和培养ꎬ 弄清了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ꎬ 使那些有问题的干部放

下了包袱ꎬ 振作精神ꎬ 轻装前进ꎮ 内部肃反运动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ꎬ 但在

内部肃反中运动中ꎬ 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ꎬ 有些政策界限交待不明ꎬ 也

出现了斗争面过宽、 处理过重等一些过急、 过 “左” 的倾向ꎮ 在肃反运动

后期ꎬ 地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和要求ꎬ 对肃反中查出的问题作了甄别平

反和妥善处理ꎬ 消除了一些影响ꎮ 总之ꎬ 这次内部肃反运动ꎬ 进一步纯洁了

革命队伍ꎬ 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ꎬ 推进了雅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

开展ꎮ

(二) 社会镇反运动

解放初期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ꎬ 到 １９５３ 年夏结束ꎮ

镇反运动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雅安的反革命势力ꎬ 保证了土地改革运

动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ꎬ 但仍有一些反革命分子逃亡外地需要

继续追捕ꎮ 为此ꎬ 地委采取 “自首从宽、 捕回从严” 的政策ꎬ 动员和教育

逃匪家属做争取工作ꎬ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实施跟踪追捕ꎬ 并且随捕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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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ꎮ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ꎬ 到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７ 日共击毙、 争取、 捕获反革命分

子 ２４ 名ꎬ 外省逃犯 ９ 名ꎬ 并查明属一般分子转出材料的 ２７ 名ꎮ

由于 １９５３ 年的镇反运动并未彻底肃清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ꎬ 有的反

革命分子隐藏较深ꎬ 他们钻进党和国家机关ꎬ 有的甚至居于领导岗位ꎬ 进行

窃密、 爆炸、 投毒、 暗杀、 骚乱、 暴动等破坏活动ꎬ 企图搞乱整个社会秩

序ꎮ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ꎬ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ꎬ 毛泽东对全国治安形

势作出了如下判断: “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ꎬ 我们必须有计

划地、 有分析地、 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ꎬ 使暗藏反革命力量更大地

削弱下来ꎬ 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ꎮ ４ 月ꎬ 公安部在

«１９５４ 年公安工作主要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中认为: “随着国际帝国主义制

造战争的阴谋和武装阻扰我解放台湾的侵略活动ꎬ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

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ꎬ 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ꎬ 不仅没有缓和和减弱ꎬ 而且

是更加紧张和更加复杂了”ꎮ «报告» 中概括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

进行的 ８ 种破坏活动ꎮ 基于上述判断ꎬ 中共中央于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作出

«关于全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

示»ꎬ 强调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安全ꎬ 为了保卫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ꎬ 必须 “动员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

各种犯罪分子斗争”ꎬ “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

造事业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ꎮ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ꎬ 全国开始进行社会镇

反运动 (即 “第二次镇反” )ꎮ

地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西康省委的部署ꎬ 紧密结合党在过渡时期的中

心任务ꎬ 在开展内部肃反的同时ꎬ 在全区积极开展第二次社会镇反运动ꎮ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１８ 日ꎬ 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及公安处负责同志参加的

扩大干部会议ꎬ 讨论和布置镇反工作任务ꎬ 以及完成任务的具体步骤和力量

的组织等问题ꎬ 下达了搜捕的具体任务数ꎬ 到 ８ 月底ꎬ 全区逮捕反革命犯

１３０４ 名ꎬ 刑事犯 ４５４ 名ꎮ
９ 月 ７ 日ꎬ 地委又作出 «关于肃清隐藏在落后乡村及混入基层组织的反

革命分子的部署报告»ꎬ 指出: 遵照西康省委 “把镇反工作搞深搞透” 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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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 地委要求: 一是必须贯彻在县委集体领导下ꎬ 书记动手ꎬ 全党动员的方

针ꎬ 并对干部中的右倾思想进行批判ꎻ 二是在 ９ 月下旬以前ꎬ 彻底打击隐藏

在基层组织及落后乡村的反革命分子ꎬ 以便转入秋收、 统购统销、 新建农业

生产合作社及小春生产等工作ꎮ 各县按照地委的部署ꎬ 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

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ꎮ 截止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ꎬ 全区共处理坏分子两千余人ꎮ

在社会镇反运动中ꎬ 名山县于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将隐姓埋名、 藏匿 ８ 年之久

的匪首王韩从泸定缉拿归案ꎬ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在名山县城文化馆广场召开

公判大会ꎬ 处以死刑ꎮ 雅安县工交财贸系统收缴机枪一挺、 步枪一支、 炮弹

１０ 发ꎬ 手榴弹一枚ꎬ 子弹 ５２ 发ꎬ 大烟 ５ ２ 两ꎬ 伪金圆券 １２５ 元ꎬ 经书 １０

本ꎬ 端公印章一枚ꎮ 汉源县在肃反运动中收缴手枪两支ꎬ 子弹 １２５５ 发ꎬ 手

榴弹 ９ 个ꎬ 刺刀 ５ 把ꎬ 黄金 ５２ 两ꎬ 大烟 ２ 两ꎬ 反动书籍 ３０ 多本ꎬ 反动会道

门骗人衣物等ꎮ

雅安的肃反运动从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开始至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基本结束ꎬ 历时 ３ 年

多时间ꎮ 在整个肃反运动过程中ꎬ 地委坚持 “肃反、 生产两不误” 的原则ꎬ

坚持内部肃反与审干、 整风、 反右和社会镇反运动相结合ꎮ 经过肃反运动ꎬ

对干部队伍进行了全面的清理ꎬ 查出了一些干部的嫌疑问题ꎬ 查清了干部的

政治历史问题ꎬ 并作出结论ꎻ 清洗出一批反革命和坏分子ꎬ 纯洁了组织ꎮ 通

过对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实行坚决镇压ꎬ 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

坏活动ꎬ 震慑了敌人ꎬ 保护了人民ꎬ 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ꎬ 稳定了社

会秩序ꎬ 保障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ꎮ

第八节　 政治制度建设和 “一五” 计划的实施

新中国的成立ꎬ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ꎬ 从此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ꎮ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共同

纲领» ) 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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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ꎮ 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ꎮ 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ꎮ 在过渡时期ꎬ

雅安地委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ꎬ 加强政治制度建设ꎬ 组织施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ꎬ 积极开展普选工作ꎬ 相继建立了县级的人大组织和部分县的政协组

织ꎬ 在少数民族区域逐步实行民族乡自治制度ꎬ 同时开展 “一五” 计划的

编制与实施ꎮ

一、 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ꎬ 加强党的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ꎮ 通过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开展的整风整党运动ꎬ 和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开展的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

义 “三反” 运动ꎬ 对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 命令主义作风和党内干

部队伍中的少数人贪污腐化、 政治上堕落颓废、 违法乱纪等错误ꎬ 以及铺张

浪费、 官僚主义等问题得到了明显纠正ꎬ 党的建设不断加强ꎬ 党和人民的血

肉联系更加紧密ꎮ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ꎬ 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

到来ꎬ 党和政府内部出现的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日益突出ꎬ

为此党中央作出了开展 “新三反” 运动的决定ꎮ 通过 “新三反” 运动ꎬ 党

的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ꎮ

(一) 开展 “新三反” 运动

为了进一步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ꎬ 纠正干

部、 党员中居功自傲情绪和 “革命到头” 的思想ꎬ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５ 日ꎬ 中共

中央发出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命令主义、 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 (简

称 “新三反” 运动)ꎮ «指示» 强调: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

中是个大问题ꎬ 各级领导机关在 １９５３ 年要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ꎬ 从处

理人民来信入手ꎬ 检查一次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ꎬ 并对其

展开坚决斗争ꎮ 西康省委于 ３ 月作出开展 “新三反” 的部署ꎬ 要求省、 专、

县领导机关要以反官僚主义为中心开展整风ꎬ 区、 乡干部要通过整风方式ꎬ

认真学习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ꎬ 自觉抛弃强迫命令作风ꎬ 主动纠正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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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ꎮ
地委按照中央指示和省委部署ꎬ 及时召开扩大会议ꎬ 安排开展 “新三

反” 运动ꎮ 地委指出: 强迫命令和一般的违法乱纪ꎬ 差不多成了区、 乡干部

相当普遍的不良作风ꎮ 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是与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不

开的ꎮ 因此ꎬ 首先要在专、 县两级领导机关中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中心的

“新三反” 运动ꎬ 然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命令主义、 反

对违法乱纪的 “新三反” 运动ꎮ 在具体安排上ꎬ 全区的 “新三反” 运动分

为两批进行ꎮ 第一批为地专机关ꎬ 时间从 ５ 月 ５ 日至 ２０ 日ꎮ 运动的形式主

要从动员报告、 学习文件、 处理人民来信入手ꎬ 进行检查分析、 揭发、 批

判ꎮ 第二批为县区机关ꎮ 县、 区乡干部的 “新三反” 斗争ꎬ 是以召开扩大

干部会议的形式ꎬ 通过总结检查工作ꎬ 批评坏人坏事ꎬ 表扬好人好事ꎬ 进行

正面教育ꎬ 在此基础上布置普选、 生产、 建党等工作ꎮ ６ 月 ５ 日ꎬ 雅安县委

召开县、 区、 乡有 ２８６ 人参加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ꎬ 主要是检查官僚主义、
主观主义和由此而产生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现象ꎬ 总结教育教训ꎬ 提高思

想认识ꎮ

整个 “新三反” 运动于 ６ 月底全部完成ꎬ 县、 区、 乡干部共有 ２５７７ 人

参加ꎮ 地委针对 “新三反” 运动揭发出来的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 违法乱

纪问题ꎬ 制定出改进领导作风和机关作风的措施ꎮ

这次 “新三反” 运动方针明确ꎬ 声势浩大ꎬ 抓住重点ꎬ 效果显著ꎬ 对

各级领导机关和基层干部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ꎮ 经过

“新三反” 运动ꎬ 危害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明显减少ꎬ 违法乱纪

问题得到处理ꎬ 各级党政组织树立起良好的工作作风ꎮ

(二) 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１９５４ 年 ２ 月ꎬ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 １９５３ 年

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

动ꎬ 一致通过了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ꎮ «决议» 明确规定: 党的团

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ꎬ 必须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 损害中央的团

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ꎻ 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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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领导的原则ꎬ 必须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ꎬ 反对把

个人放在组织之上ꎬ 反对不适当的过分地强调个人作用ꎬ 反对骄傲情绪和

“个人崇拜” 等ꎮ «决议» 强调: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ꎬ 全党ꎬ 尤其是党的

高级干部要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ꎬ 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 损害中央的

威信、 妨碍中央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ꎮ
４ 月 ９ 日ꎬ 西康省委召开会议ꎬ 及时传达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ꎬ 制定

了 «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规定»ꎬ 在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ꎬ 增强党

的团结ꎬ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为各级党委作出了榜样ꎮ

地委按照西康省委的安排ꎬ 积极组织传达学习七届四中全会精神ꎮ 在学

习中ꎬ 地委针对雅安专区干部队伍中有老区来的、 有部队转业的、 有地下党

员、 有少数民族干部、 有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积极分子等成分复杂

的特殊情况ꎬ 特别强调ꎬ 所有干部要加强团结ꎬ 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ꎬ 不利

于团结的事不做ꎻ 号召以老带新ꎬ 互相学习ꎬ 取长补短ꎬ 合作共事ꎻ 教育大

家在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ꎬ 走群众路线ꎬ 注意调查研究ꎬ 从实际出发贯彻执

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ꎬ 认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ꎮ 地委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

发扬民主作风ꎬ 耐心倾听下级和群众的意见、 建议ꎬ 在工作中积极地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ꎬ 同舟共济ꎬ 共同做好各种工作ꎮ
９ 月 ２５ 日ꎬ 地委制定 «关于执行省委 ‹加强各方面工作的集体领导›

的规定»ꎬ 强调地、 县委要加强集体领导ꎬ 要在地、 县委的集中统一下ꎬ 实

行分工负责制ꎮ 各县委、 各部门要加强向地委的请示报告制度ꎮ 地委通过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ꎬ 广大干部受到一次深刻教育ꎬ
干部队伍形成了亲密团结、 遵守纪律、 服从分配、 不怕困难、 艰苦奋斗、 勇

挑重担的良好局面ꎮ 在工作中ꎬ 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ꎬ 积极发挥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ꎻ 大批新干部经过实践锻炼ꎬ 较快成

长起来ꎬ 各项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ꎬ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称赞ꎮ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ꎬ 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

«关于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ꎬ 总结了对高岗、 饶漱石反党分裂活

动斗争的经验教训ꎬ 特别指出: 我们的党必须经过一定的组织对任何一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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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哪怕是最负责的党员) 的工作实行严格的有系统的监督ꎮ 必须接受高、
饶事件的严重教训ꎬ 切实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ꎮ ８ 月ꎬ 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

议通过的 «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的精神ꎬ 成立雅

安地委监察委员会ꎬ 代替原雅安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ꎬ 以加强对党员特别是

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ꎮ 雅安地委监察委员会由 ６ 人组成ꎮ ８ 月 ２３ 日ꎬ 西康省

委批准朱山兵任雅安地委监察委员会书记ꎮ

(三)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雅安地委一方面认真进行整党ꎬ 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

面的问题ꎬ 将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党ꎻ 另一方面积

极发展新党员ꎬ 不断培养提拔党员干部ꎮ 同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ꎬ 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ꎮ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地委在总结 １９５４ 年工作时指出: 一年来ꎬ 地委加强

了干部队伍的教育工作ꎬ 全年共提拔县级以上干部 ９８ 名ꎬ 区级干部 ２４９ 名ꎮ
同时壮大了农村党的基层组织ꎬ 年底已有农村党员 ２５３５ 人ꎮ ４ 月初ꎬ 地委又

作出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至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党建工作计划的指示»ꎬ 提出: 根据省委党

建工作指示精神和我区今春各县实际情况ꎬ 确定在今年 ４ 月至明年 ３ 月底的

一年时间里ꎬ 要完成发展新党员 ２７３８ 名ꎬ 其中农村 ２４００ 名ꎬ 机关 ２２５ 名ꎬ
学校 ５０ 名ꎬ 国营厂矿 ２５ 名ꎬ 手工业 ２７ 名ꎬ 其它 １１ 名ꎮ 发展的重点是农村

互助组ꎬ 农业生产合作社ꎬ 机关党的基础薄弱的部门ꎬ 学校教职员ꎬ 国营厂

矿的技术工人和劳动模范ꎮ 地委根据西康省委关于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决议ꎬ 认真指导各县县委和地直机关党委分别在 ５、 ６ 月召开党的代表会议ꎮ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至年底ꎬ 全区农村整党工作经过整顿基层组织ꎬ 清除了明

显暴露出来的各种不纯分子ꎬ 截至 １９５６ 年上半年ꎬ 全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

普遍进行了一次整顿ꎬ 清除了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严重蜕化变质、 违法

乱纪分子ꎬ 全区有 ５４ 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ꎮ 经过整顿建立健全了支部的管

理和党员教育制度ꎬ 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ꎬ 更加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ꎮ
同时共培养吸收新党员 ２０２８ 名ꎬ 占年度计划的 ４４％ꎮ

过渡时期的整党运动ꎬ 使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得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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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决ꎬ 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ꎬ 不够党员条件

的人自愿或被退党ꎬ 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新党员ꎬ 各级党组织加强了思

想、 组织、 作风建设ꎬ 党内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ꎬ 为贯彻实施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和总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ꎮ

二、 政治制度建设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

领» 明确规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ꎮ 新中国成立初

期ꎬ 在全国实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尚未成熟ꎬ 因而采取了在中

央通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ꎬ 在地方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方

式ꎬ 逐步地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ꎮ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颁布的第一部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ꎬ 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庄严宣告ꎬ 在我国实行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ꎬ 确立了国家根本制度、 发展方向和根本任务ꎬ 重申了选举法的

基本原则ꎮ

雅安专区各县通过开展普选ꎬ 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ꎻ 有的县召开了政治

协商会议ꎬ 从而有效地贯彻和坚持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ꎬ 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群众自

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ꎮ
(一) 开展普选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２０ 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ꎬ 决定 “于 １９５３ 年召开

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 县、 省 (市)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ꎬ 并在此基

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ꎮ” ２ 月 １１ 日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２２ 次会

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法»ꎬ 对乡、 县、 省 (市)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作了明确规定ꎬ 并指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

之ꎮ” 这样ꎬ 新中国普选制度的确立ꎬ 为全国各地开展基层选举工作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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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前提条件ꎮ
新中国第一部 «选举法» 颁布后ꎬ 全国基层选举工作在各地有计划、

有步骤地迅速展开ꎮ 西康省各级相继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ꎮ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 ３ 日ꎬ 西康省召开选举工作会议ꎬ 讨论通过了西康省选举委员会 «关

于推行选举工作若干规定» «关于选举若干问题的解答» 和 «关于人口调查

登记及其他若干问题的解答» 等文件ꎬ 并部署全省的选举工作从 ６ 月初开始

试点ꎬ 然后分批在实行土改的汉族地区 ２１ 个县、 ５０７ 个乡及雅安市郊 ３ 个

乡ꎬ 开展基层选举工作ꎮ

按照西康省委指示ꎬ 雅安地委先期将天全县作为选举试点县ꎬ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ꎬ 召开天全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ꎮ ５ 月 ２８ 日ꎬ 地委向

西康省委汇报了天全县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试点的情况ꎮ 西康省委批转省选

举委员会关于天全县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经验总结ꎬ 指示各县研究执行ꎮ 雅

安地委、 专署根据西康省委批示精神提出明确要求ꎬ 一是除试点县外其余各

县均于 ６ 月上旬训练普选工作干部ꎬ 下旬分两批交叉进行ꎮ 二是全区 ７ 个县

１８４ 个乡镇的基层选举工作于 １１ 月底全部结束ꎮ

为了做好普选工作ꎬ 全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 也是雅安历史上第

一次人口调查登记工作ꎮ 首先认真开展普选宣传ꎬ 接着进行典型试选ꎬ 然后

进行普选ꎮ 普选的程序是做好人口普查、 选民登记ꎬ 讨论提出候选人ꎬ 进行

选举ꎮ 全区有总人口 ６２７８８０ 人ꎬ 其中男 ３０７６０２ 人ꎬ 女 ３２０２７８ 人ꎮ 通过选民

登记ꎬ 全区年满 １８ 周岁的公民ꎬ 具有选举权的为 ３４９９５６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５５ ７４％ꎻ 被剥夺选举权的有 １３１４１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 ０９％ꎮ 各县的选民积

极参加投票选举ꎬ 投票人数占选民总数的 ８５％以上ꎬ 最高的达到 ９３％ꎮ 通过

协商和联合提名的方式进行选举人民代表ꎬ 全区共选出代表 ４２４１ 人ꎮ 当选

代表中ꎬ 贫雇农占 ６４ ６％ꎬ 中农占 ３０ ２％ꎬ 商人占 １ ３％ꎬ 其他 (手工业者、

自由职业者) 占 ３ ９％ꎮ 当选的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 １９ ３％ꎬ 突出了妇女

的政治地位ꎮ
在乡镇选举的基础上ꎬ ６ 月下旬ꎬ 全区各县 (除天全县外) 先后召开县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ꎬ 并选举出席西康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ꎮ

０４１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ꎬ 汉源县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ꎬ 选举李明扬 (彝族)、
郑瑛、 袁国夫为出席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ꎮ ６ 月 ２２ 日、 ２３ 日、

２７ 日ꎬ 雅安、 荥经、 石棉、 芦山、 宝兴五县分别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ꎮ 雅属各县召开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是: 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ꎻ 听取和审查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ꎻ 学习讨论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 »ꎻ 选举出席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ꎻ

审议农业生产、 互助合作等事项ꎮ

当时尚未划入雅安专区的四川省名山县也于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９ 日召

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ꎮ
在县级普选的基础上ꎬ 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７ 日在雅安召开ꎮ 出席会议的有全省各族各界代表 １０７ 人ꎮ 会

议审查和通过了廖志高所作的 «西康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ꎬ 通过了 «关于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 的决议»ꎬ 并选举产生了西康省出席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ꎮ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１９ 日ꎬ 西康省第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ꎮ 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２９ 名委员组成的西康省人民

委员会ꎬ 廖志高为省长ꎬ 白认、 桑吉悦布 (藏族)、 康乃尔、 张为炯、 果基

木古 (彝族)、 夏克刀登 (藏族) 为副省长ꎮ 会议选举刘长健为西康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ꎬ 选举并经全国人大常委批准赵朴为西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ꎮ ２１ 日ꎬ 西康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ꎬ 宣布西康省人民政府改为

西康省人民委员会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施行ꎬ 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重

要成果ꎬ 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ꎬ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ꎮ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ꎬ 决

定本行政区域的各项大政方针ꎬ 选举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ꎬ 体现了中国社

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民主政治制度ꎬ 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ꎬ 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提供了根本保证ꎮ
(二) 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ꎬ 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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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外ꎬ 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 “民革” )、 中国民主同盟 (简称 “民盟” )、 中国民主建国会 (简

称 “民建” )、 中国民主促进会 (简称 “民进” )、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

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简称 “台盟” ) 等 ８ 个民主党派ꎮ

这些民主党派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 共同奋斗过程中作出了正确的历史

选择ꎮ 虽然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已经结束ꎬ 但是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ꎬ 将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至 ７ 月ꎬ 雅安专区所属雅安、 天全、 芦山、 宝兴、 荥经、 汉

源六县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ꎬ 既有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ꎬ 又具有民

主协商的职能ꎬ 实际上是早期雅安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标志ꎮ 雅安各县在相

继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之后ꎬ 地委按照上级党委部署ꎬ 在有条件的县积

极筹建政协组织ꎬ 对条件暂时不成熟的县ꎬ 就以县城为中心组织各界和社会

上有代表性的人士成立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ꎮ 西康省直属的雅安市在首届人

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ꎬ 召集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常务委员、 市级各民主

党派ꎬ 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ꎬ 共同筹备建立雅安市人民政协组织ꎮ 经过较

长时间的反复协商、 酝酿、 讨论ꎬ 于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四川省雅安市委员会 (简称 “雅安市政协” )ꎮ １４ 日至 １８ 日ꎬ 在雅安专

区礼堂召开政协雅安市委员会第一届一次会议ꎮ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汉源县委员会成立ꎬ 第一届政协委员有 １１６ 名ꎮ 后来ꎬ 雅

安全区的政协工作根据四川省委的部署稳步开展ꎬ 各县的政协组织到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才全部组建完成ꎮ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共同纲领» 明确规定: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ꎬ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ꎬ

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ꎬ 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ꎮ”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９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公布施行ꎮ «纲要»

明确规定ꎬ 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ꎬ 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为基础而建立ꎮ 民族区域自治的划分ꎬ 原则上依据各个自治地方的地域大小

和人口多少来决定ꎮ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 自治州、 自治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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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ꎮ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

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ꎬ 把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政治制

度ꎮ 因此ꎬ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ꎬ 是实

现民族平等团结ꎬ 消除民族隔阂的重大措施ꎮ

西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ꎬ 少数民族主要有藏族和彝族ꎮ 解放初期ꎬ

邓小平指出: “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ꎬ 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ꎬ

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ꎮ 第一ꎬ 藏族同胞集中ꎻ 第二ꎬ 历史上有工作基础ꎻ

第三ꎬ 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ꎬ 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ꎻ 第四ꎬ 那里还

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ꎬ 有一百多人ꎮ 有这些条件ꎬ 就能马上去

做工作ꎮ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ꎬ 如果解决得好ꎬ 可能直接影响西藏ꎮ”① 为

了推进民族区域自治ꎬ 西南局决定把西康省藏族地区作为西南地区实施区域

自治的试点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ꎬ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藏、 彝民族地区时ꎬ 西康区党委把争取

民族上层ꎬ 实现民族平等团结ꎬ 消除民族隔阂ꎬ 建立区域自治政府作为民族

工作的中心ꎬ 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工作ꎬ 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ꎬ 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权创造有利条件ꎮ

雅安地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ꎬ 积极探索建立实行乡级少数民族自治政

权ꎬ 先后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宝兴县、 汉源县、 石棉县建立民族自治乡ꎮ

１９５１ 年ꎬ 宝兴县人民政府将原自公乡更名为硗碛乡ꎬ 同年成立硗碛联合政

府ꎻ １９５２ 年改名为硗碛藏族人民自治乡ꎮ １９５４ 年ꎬ 宝兴县总人口为 ３８２３０

人ꎬ 硗碛藏族自治乡总人口为 ２６６５ 人ꎬ 占全县人口的 ６ ９７％ꎮ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

至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ꎬ 汉源县人民政府在全县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第 ４、 ５、 ７ 区

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和民族乡联合政府ꎮ 第 ４ 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辖料

林、 片马、 桂贤、 海螺和大树 ４ 乡 １ 镇ꎻ 第 ５ 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辖皇木、

红花、 马托、 顺河 ４ 个乡ꎻ 第 ７ 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辖小堡、 平等、 河南、

晒经、 坭美 ５ 个乡ꎮ 随着民主改革的不断深入ꎬ 各区、 乡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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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机构调整ꎮ 后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ꎬ 先后建立顺河、 片马、 永利、
坭美 ４ 个彝族乡ꎬ 少数民族人口为 １５６３０ 人ꎮ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筹建石棉县ꎬ 全县

人口 ３６２３５ 人ꎬ 有彝族、 藏族等少数民族约 ４５００ 人ꎬ 占全县人口的

１２ ４２％ꎮ １９５２ 年迁入 ２３２９ 人ꎬ 占当年全县人口总数的 ５ ７％ꎮ １９５３ 年人口

普查时全县有 ５０８１３ 人ꎬ 少数民族人口 ６３１０ 人ꎬ 其中彝族有 ３８２９ 人ꎬ 藏族

２４７１ 人ꎬ 回族 １０ 人ꎬ 占全县总人口的 １２ ４２％ꎮ 全县有乡镇 １８ 个ꎬ 民族乡

９ 个ꎬ 其中挖角、 新民、 田湾、 草科、 安顺、 擦罗、 廻隆、 蟹螺 ８ 个乡成立

民族民主联合政府ꎬ 栗子坪乡成立彝族自治乡人民政府ꎮ 区、 乡民族民主联

合政府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上ꎬ 较汉族地区有所放宽ꎮ

随着政治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加强ꎬ 为全区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建

设和 “一五” 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ꎮ

三、 “一五” 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从 １９５３ 年起ꎬ 全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简称

“一五” 计划)ꎬ 从而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ꎮ 西康省根据中央要

求ꎬ 结合本省特点和具体情况ꎬ 编制并实施西康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

计划ꎮ 雅安专区在 “一五” 期间ꎬ 除从各方面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外ꎬ 主要

任务是重点发展地方工业和交通事业ꎬ 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主的农田基本建

设ꎬ 相应发展文化、 教育、 卫生事业ꎬ 以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

平ꎮ 在雅安地委的领导下ꎬ 经过全区人民的艰苦奋斗ꎬ “一五” 计划顺利实

施ꎬ 并取得了巨大成绩ꎮ

(一) “一五” 计划的制定

西康省从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开始着手编制全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的工作ꎮ 编制的主要依据是中央下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初稿) » 及国家计委下达的五年计划草案的分省指标ꎮ

西康省委、 省人民政府责成省计委拟定 «西康省五年计划纲要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７) »ꎮ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 «西康省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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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 编写完成ꎬ 上报中央审批ꎮ
西康省第一个五年计划 (草案) 规定的基本任务是: 到 １９５７ 年全省粮食

总产量达到 １６９１０３ 万斤ꎬ 较 １９５２ 年增长 ２３％ꎻ 棉花总产量达到 ４４４０ 担ꎬ 较

１９５２ 年增长一倍多ꎻ 油料作物总产量达到 ２１７０００ 担ꎬ 较 １９５２ 年增长 ７１ １７％ꎻ

茶叶总产量达到 ５５３４０ 担ꎬ 较 １９５２ 年增长 ３５％ꎮ 全省工业总产值 １９５７ 年达到

３３８２ 万元ꎬ 为 １９５２ 年的 ２７６ ３１％ꎮ 计划五年基本建设总投资为 ５２２９ 万元ꎬ 重

点放在工业、 交通、 农业上ꎮ 其中工业占 ２２ ４２％ꎬ 交通占 ３９ ６６％ꎬ 农业占

７ ２４％ꎬ 文教卫生福利占 １３ ８１％ꎬ 其它占 １６ ８％ꎮ 社会商品流转额计划到

１９５７ 年达到 １５４５６ 万元ꎬ 比 １９５２ 年增长 １ ０３ 倍ꎮ 五年内发展中等专业学校、
农业学校、 师范学校各一所ꎻ 新建中等民族师范学校一所ꎮ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 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ꎮ 廖志

高在所作的 «关于贯彻执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撤

销西康省决议› 的报告» 中指出: “在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ꎬ 我们也

拟定了我省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草案)ꎮ 这个计划草案根据我

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ꎬ 逐年草拟直至上半年才最后完成ꎮ 过去两年来ꎬ 我

们已基本完成了我省计划指标所规定的各项任务ꎮ 我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草案) 本应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ꎬ 但因我省即将并归四川省ꎬ 不宜单

独讨论ꎮ” 从 １９５３ 年开始到 １９５５ 年底ꎬ 西康省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 ３ 年时

间ꎮ 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在 ３ 年内均提前完成或接近完成ꎮ

雅安地委、 专署按照西康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部署ꎬ 积极准备雅安专区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ꎬ 但因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ꎬ 编制工作情况的不

断变化ꎬ 雅安专区没有形成整套的 “一五” 计划方案ꎬ 但在实际执行方面ꎬ

是按照西康省逐年编制的年度计划实施的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ꎬ 西康省撤并后ꎬ

雅安专署在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专门召开全区第二次计划工作会议ꎬ 提出全区

１９５６ 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及保证完成的措施ꎮ “一五” 计划的后两年ꎬ 雅安

实施的计划是按四川省下达的任务指标执行的ꎮ
(二) “一五” 期间取得的主要成就

“一五” 时期ꎬ 地委团结带领雅安人民自力更生ꎬ 艰苦奋斗ꎬ 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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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交通、 邮电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ꎬ 全区经济社

会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基本建设投资加大ꎮ “一五” 期间ꎬ 全区投资总额为 １８８２ ９４ 万元ꎬ 其

中生产投资 １６３７ ３９ 万元ꎬ 占投资总额的 ８６ ９６％ꎻ 非生产性投资 ２４５ ５５ 万

元ꎬ 占总数的 １３ ０４％ꎮ 到 １９５７ 年底全部完成各项投资建设任务ꎮ
工业规模迅速扩大ꎮ “一五” 期间ꎬ 全区先后新建了云母厂、 化工厂、

农机厂、 荥经铁厂、 交通机械厂等一批骨干企业ꎬ 扩充了造纸厂、 皮革厂、

茶厂等一些原有企业ꎬ 完成工业投资 １３８ ８ 万元ꎬ 占投资总数的 ７ ４％ꎬ 解

决重点企业生产上的关键问题ꎬ 使其生产得到迅速提高ꎮ １９５４ 年石棉矿完

成 ６５００ 公尺轻便铁道ꎬ 出矿效率较以前提高一倍以上ꎬ 当年石棉产量达到

６８８０ 吨ꎬ １９５７ 年的产量达到 １６３２６ 吨ꎬ 比 １９５２ 年的 ２０８１ 吨分别增长 １ ３７

倍和 ６ ８４ 倍ꎮ 截至 １９５７ 年ꎬ 全区工业企业从 １９５２ 年的 ４３ 个发展到 １９９ 个ꎬ

工业总产值达到 ６６８４ 万元 (１９５２ 年不变价)ꎬ 比 １９５２ 年增长 ３ ５１ 倍ꎮ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７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为 ３８ ２％ꎮ 这一时期ꎬ 是我区工业

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ꎮ

农业生产成效显著ꎮ “一五” 期间ꎬ 全区完成农业投资 ４６ ８３ 万元ꎬ 占

投资总数的 ２ ５％ꎬ 着重解决兴修农田水利项目和农具生产的迫切需要ꎮ 一

方面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ꎬ 大力修建堰、 塘、 渠、 库ꎮ １９５４ 年至

１９５７ 年ꎬ 汉源县投资 ７４ 万元用于水利建设ꎬ 其中国家投资 １９ ８６ 万元ꎬ 自

筹 ５４ １４ 万元ꎬ 于 １９５５ 年建成林罗堰ꎬ 灌溉面积 ８０００ 余亩ꎻ １９５６ 年建成大

岭乡海子水库ꎬ 灌面 ５００ 亩ꎻ 扩建香林堰ꎬ 灌面 １１５１ 亩ꎮ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５７
年ꎬ 名山县先后修建拴马沟水库、 观音寺水库、 虎 (音 ｍｅｒ) 跳水库、 百丈

水库等ꎮ 雅安县修建了周公堰、 王家沟水库、 石碑田水库、 龙洞子水库、 大

石头水库等ꎮ 其余各县纷纷动员群众修筑大型水库ꎬ 提高农田灌溉面积ꎮ 全

区完成增灌面积 ３０ ３２ 万亩ꎬ 扩大水田面积 ２ 万亩ꎬ 使水田保证灌面由 １９５３

年的 ３８ ９％提高到 １９５７ 年的 ７２ ５％ꎮ 特别是在 １９５６ 年冬季至 １９５７ 年春季

的兴修水利高潮中ꎬ 全区共完成增灌面积 １３ ０１ 万亩ꎬ 为农田增灌任务数的

１０６％ꎮ 水利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ꎬ 全区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ꎮ １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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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业总产值为 １０７８９ ７ 万元ꎬ １９５７ 年为 １４０６１ ７ 万元 (按 １９８０ 年不变价

计算)ꎬ 比 １９５３ 年增长 ３０ ３％ꎮ １９５３ 年粮食总产量为 ４ ２３ 亿斤ꎬ １９５７ 年为

５ ３５ 亿斤ꎬ 净增 １ 亿斤ꎬ 增长 ２６ ３％ꎮ 另一方面大力推广生产农具ꎬ 提高生

产力ꎮ １９５３ 年开始生产新式农具ꎬ １９５４ 年积极推广新式步犁ꎮ １９５７ 年雅安

县开始用柴油机抽水灌田ꎬ 以后逐年增加柴油机ꎬ 推广到各县使用ꎮ
交通邮电建设成绩突出ꎮ １９５０ 年初ꎬ 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ꎬ

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历史使命ꎮ 遵照毛泽东 “一面进军ꎬ 一面修路” 的指

示ꎬ 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成立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ꎬ １０ 多万人民解

放军、 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ꎬ 用铁

锤、 钢钎、 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ꎬ 降服险川大河ꎬ 抢修康藏公路ꎮ 康藏

公路雅安境段 １７４ 公里于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 日动工ꎮ 雅安地委、 专署动员和组

织各方力量ꎬ 配合解放军筑路大军抢修沙坪、 脚基坪、 仙人桥、 大渔溪、 小

渔溪、 两河口、 水獭坪等 ７ 座桥梁ꎬ 修整拓宽天全县飞仙关至二郎山接壤的

泸定县境全长 １０８ 公里的公路路段ꎮ 特别是海拔 ２９８０ 米的二郎山垭口路段

工程最为艰巨ꎬ 悬崖陡峭ꎬ 气候恶劣ꎮ 经过 ８８ 天的艰苦奋战ꎬ ６ 月 ２５ 日ꎬ
川康 (四川至西康) 公路的雅康 (雅安至康定) 段基本通车ꎮ 随后ꎬ 地委、
专署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赶运抢修公路的器材和进藏物资ꎮ

雅安人民与解放军筑路官兵一道ꎬ “听党指挥、 不畏艰险、 坚忍不拔、
无私奉献”ꎬ 战胜了二郎山天险ꎬ 用鲜血和汗水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

雄赞歌ꎬ 为西藏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ꎮ １９５１ 年ꎬ 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

的文艺工作者洛水 (原名祝一明)、 时乐蒙创作了 «歌唱二郎山»①ꎮ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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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歌唱二郎山» 的歌词: “二呀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ꎬ 古树荒草遍山野ꎬ 巨石满山

岗ꎻ 羊肠小道难行走ꎬ 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ꎮ 二呀二郎山ꎬ 哪怕你高万丈ꎬ 解放军ꎬ
铁打的汉ꎬ 下决心坚如钢ꎬ 誓把那公路修到西藏ꎮ 不怕那风来吹ꎬ 不怕那雪花飘ꎬ 起早睡晚

忍饥饿ꎬ 个个情绪高ꎬ 开山挑土架桥梁ꎬ 筑路英雄立功劳ꎮ 二呀二郎山满山红旗飘ꎬ 公路通

了车ꎬ 运大军ꎬ 守边疆ꎬ 开发那福源ꎬ 人民享安康ꎮ 前藏和后藏处处遭灾殃ꎬ 帝国主义国民

党ꎬ 狼子野心狂ꎬ 人民痛苦深如海ꎬ 日日夜夜盼解放ꎮ 中国共产党像红太阳ꎬ 解放军真坚

强ꎬ 下决心进西藏ꎬ 保障胜利ꎬ 巩固国防ꎮ 前藏和后藏真是呀好地方ꎬ 无穷的宝藏没开采ꎬ
遍地是牛羊ꎻ 森林草原到处有ꎬ 人民财富不让侵略者他来抢ꎮ 要巩固国防先建设边疆ꎬ 篷帐

变高楼ꎬ 荒山变牧场ꎬ 侵略者敢侵犯ꎬ 把他呀消灭光!”



曲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ꎬ 更加激发了解放军筑路官兵和川藏公路建设者们战

天斗地的革命热情ꎮ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康藏公路全线通车ꎮ 东起雅安ꎬ 西

至拉萨ꎬ 全长 ２２５５ 公里ꎮ 康藏公路的建成ꎬ 确保了入藏解放军部队的交通

运输ꎬ 为和平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ꎬ 维护祖国统一发挥着重大的作用ꎮ

“一五” 期间ꎬ 全区交通邮电业完成投资 ３４５ ６６ 万元ꎬ 占投资总数的

１８ ３５％ꎮ 交通投资主要用于完成恢复康藏线 (今川藏线)、 康滇线 (今川云

西线) 在区内 １０５ 公里的断头路段和新建 １５ 座大、 中型桥梁ꎮ 公路建设重

点是川藏、 川滇两条国道公路干线雅安段的恢复、 整治、 续修ꎮ 到 １９５４ 年

底ꎬ 雅安通往成都、 拉萨、 西昌的公路均已沟通ꎮ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ꎬ 雅安大桥正式建成通车ꎮ 大桥共有 ８ 孔ꎬ 桥长 ２８６ ６

米ꎬ 桥宽 １０ ５ 米ꎬ 它将城区河南片区和河北片区连为一体ꎬ 是当时西康省

内最长的一座大桥ꎮ １９５４ 年至 １９５６ 年ꎬ 川滇公路雅安境内沿途的花滩大桥、

流沙河大桥、 银厂沟大冲桥等 １０ 多座大型桥梁ꎬ 逐一改建或新建通车ꎬ 结

束了便桥历史ꎮ 经过几年的建设ꎬ 初步建成以川藏公路、 川滇公路两条国道

为主轴ꎬ 以省、 县公路为骨架ꎬ 连接乡道、 专用线的公路网络ꎬ 很大地改变

了雅安交通落后的状况ꎮ

邮电业的投资主要用于发展农村电话杆路ꎮ 电话杆路在 １９５２ 年 １８７２ 公

里的基础上ꎬ 增加到 １９５７ 年的 ４１１０ 公里ꎬ 增长 １ １９ 倍ꎮ

此外ꎬ “一五” 期间ꎬ 全区商贸、 物资、 供销和仓储业完成投资 ７７８ １４

万元ꎬ 占总投资的 ４１ ３２％ꎬ 完成其它投资 １３０ ７４ 万元ꎬ 占投资总数的

６ ９４％ꎬ 缓解了商业、 粮食、 供销部门急需的仓储困难ꎮ 城建公用和居民服

务业完成投资 ２０９ ９５ 万元ꎬ 占投资总数的 １１ １５％ꎬ 完成新增的一些市政建

设项目ꎮ 文教卫生事业完成投资 ２３３ １４ 万元ꎬ 占投资总额的 １２ ３８％ꎬ 新建

医院 １ 个ꎬ 新增病床 ４００ 张ꎬ 新建中等学校 ８ 所ꎮ

至 １９５７ 年ꎬ 雅安专区全面完成 “一五” 计划ꎮ 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为

１ ４２４ 亿元ꎬ 比 １９５２ 年的 ６６３７ 万元增长 １ １６ 倍ꎻ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５７３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５２ 年的 ２９１６ 万元增长 ９６ ５％ꎻ 财政收入 １１８３ 万元ꎬ 比 １９５２ 年

的 ３４６ 万元增长 ２ ４１ 倍ꎻ １９５７ 年末城乡人民储蓄余额 ３８４ 万元ꎬ 比 １９５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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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１７ 万元增长 ２ ２８ 倍ꎻ 城镇社会劳动者 ４ ３８ 万人ꎬ 比 １９５２ 年增

长 ７１ １％ꎮ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ꎬ 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ꎬ 促进了国

民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改善和提高了广大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ꎮ 社会主义

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雅安取得的巨大成就ꎬ 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

优越性ꎬ 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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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１９５６ 年ꎬ 党完成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ꎬ

标志着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ꎬ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ꎮ 为了探索中国自

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ꎬ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ꎮ 会议指出: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ꎬ 我国无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ꎬ 国内的主要矛盾ꎬ 已经是人民对于

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ꎬ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

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

盾ꎮ 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ꎬ 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ꎬ 把我国

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ꎮ

党的八大以后ꎬ 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ꎬ 取得了

巨大成就ꎬ 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文化基础ꎮ 但是ꎬ 党的八届三中全

会前后ꎬ 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ꎬ 党对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

了不切实际的判断ꎬ 过分估计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ꎬ 偏离了党的八大制定

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路线ꎬ 把党的中心任务逐步演化为 “以阶级斗争为

纲”ꎬ 阶级斗争 “必须年年讲ꎬ 月月讲ꎬ 天天讲”ꎬ 从而导致全国性的政治

运动不断发生ꎬ 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ꎮ 同时ꎬ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

程中ꎬ 由于对国情认识不足ꎬ 缺少建设经验ꎬ 急于求成ꎬ 忽视了客观经济规

律ꎬ 使 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６６ 年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和相关的革命事业步入了曲折

发展的道路ꎮ 在这期间ꎬ 雅安地委按照党中央和四川省委的部署ꎬ 开展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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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反右、 “反右倾” 政治运动ꎬ 以及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ꎬ 雅安

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度受挫ꎮ １９６１ 年起ꎬ 地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ꎬ 积极

调整恢复国民经济ꎬ 全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经历曲折之后又继续前进ꎮ

第一节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１９５６ 年ꎬ 随着国家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的结束ꎬ 党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ꎮ 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后ꎬ 党的中心工作应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上ꎬ 明确

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方针、 政策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在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ꎬ 明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的指示ꎬ 在

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简称 “三个主义” ) 为

内容的整风运动ꎮ 针对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

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复杂情况ꎬ 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

右派运动ꎮ 地委按照党中央和四川省委的部署和要求ꎬ 在全区迅速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的热潮ꎬ 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ꎮ

一、 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７ 日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ꎮ 这次

大会的任务是: 总结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ꎬ 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

的力量ꎬ 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ꎮ 大会指出: 由于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ꎬ 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

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ꎬ 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

结束ꎬ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ꎬ 我国开始进入了

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ꎮ 在新的历史时期ꎬ 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ꎬ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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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之间的矛盾ꎮ 大会提出: 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ꎬ 集中力量

发展社会生产力ꎬ 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ꎬ 逐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ꎮ

党的八大召开以后ꎬ 全国各地积极传达学习和贯彻会议精神ꎬ 将工作重

点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ꎬ 实现国家工业化ꎬ 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

需要上来ꎮ 四川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理论联系实际ꎬ 以八大精神为指

导ꎬ 切实转变思想ꎬ 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ꎮ 广大干部要主动查找

工作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ꎬ 自觉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ꎬ 以新

的姿态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ꎮ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地委发出通知ꎬ 要求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传达、

学习、 贯彻八大会议精神ꎮ 地委宣传部赓即向全区各县 (市) 委和直属机

关党委作出部署ꎬ 在全区迅速掀起了学习传达、 贯彻落实八大精神的高潮ꎮ

到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全区共组织 ４００ 名报告员和近 １０００ 名有宣传能力的县、 区、
乡干部向广大干部、 群众进行宣传讲解ꎮ 各地还运用文化站 (馆)、 县报、

广播站、 俱乐部、 电影队、 黑板报、 夜光报、 读报队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八

大精神ꎮ 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ꎬ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识到党和国家的主

要任务是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ꎬ 尽快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

的转变ꎮ

但是ꎬ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ꎬ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的热潮很

快中止了ꎮ 国际方面ꎬ 由于受苏共 “二十大” 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影响ꎬ 东

欧一些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ꎬ 相继发生了波兰、 匈牙利事件ꎬ “社会

主义阵营” 面临分裂的危险ꎮ 国内方面ꎬ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进行ꎬ 加

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未能完全消除ꎬ 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ꎬ 有些问题还

相当严重ꎮ 这些问题ꎬ 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ꎮ 为了使全党更好

地认清形势ꎬ 明确任务ꎬ １９５７ 年初ꎬ 毛泽东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

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ꎬ 提出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重要理论ꎮ 毛

泽东的讲话迅速在党内和广大干部、 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ꎬ 为全

党开展整风运动作了积极的准备ꎮ ４ 月底ꎬ 党中央发出整风指示ꎬ 要求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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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次普遍、 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ꎮ 地

委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ꎬ 从学习宣传八大精神转入学习毛泽东 “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理论ꎬ 进而转入整风运动ꎮ

二、 整风运动的开展

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ꎬ 党中央确定开展以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ꎬ 以反对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全

党整风运动ꎮ

(一) 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 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ꎬ 指出: 这

次整风也是贯彻党的八大精神的重要措施之一ꎮ 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

校、 科研机构、 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

会ꎬ 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ꎮ ５ 月初ꎬ 中共中央进一步作出关于 “开门整

风” 的决定ꎬ 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ꎮ 雅安的整风运动首先在专区机

关、 医院、 学校中展开ꎮ

根据四川省委安排ꎬ 地委对全区深入学习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作出具

体部署ꎮ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 ３ 日至 ７ 日ꎬ 地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ꎬ 参加会议的地委

委员、 县 (市) 委书记学习和讨论了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ꎮ ４ 月 ２７ 日ꎬ 地委发出 «关于组织全党干部学习毛泽东 ‹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通知»ꎮ ５ 月 ６ 日至 １１ 日ꎬ 地委召开宣传工作

会议ꎬ 各县 (市) 委书记、 宣传部长、 文教科长、 医院院长、 学校校长、

专区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共 ２９６ 人参加ꎮ 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重要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ꎬ 学习

李大章、 李井泉在四川省第八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ꎬ 讨论文教卫生

和农业工作的问题ꎬ 检查 “百花齐放ꎬ 百家争鸣” 方针的贯彻情况ꎬ 揭发

批判了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ꎮ ５ 月 ２８ 日至 ６ 月

１ 日ꎬ 地委召开第十一次扩大干部会议ꎬ 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委员、 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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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委常委ꎬ 群团组织、 专署各部委、 地委党校、 农学院等单位领导 ４７
人ꎮ 会议通过了 «关于在全区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和 «关于农业生

产的安排意见»ꎬ 强调要坚持整风与工作两不误ꎮ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 ６ 日ꎬ 中央发出 «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

示»ꎬ 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 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的整风要加紧进行ꎬ
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的大鸣大放ꎬ 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 (破坏性批

评) 都放出来ꎬ 以便分别处理ꎮ 这时ꎬ 按原来设想的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中

断ꎮ 之后ꎬ 全区对党的八大精神的学习贯彻ꎬ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发生

了重大变化ꎬ 各级党组织的注意力已经逐渐转向了反右派斗争ꎮ ８ 月 ５ 日ꎬ
地委副书记苏向明在地专机关干部会上作 «关于整风和反击右派斗争的报

告»ꎬ 随后即在地、 市机关和省驻雅单位中广泛掀起了整风和反击右派斗争ꎮ

这次参加整风和反击右派斗争运动的总人数为 ４２９３ 人ꎬ 初步排出右派

２３４ 人ꎮ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１７ 日ꎬ 地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ꎬ 地委书记何允夫传达毛泽

东在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陈云关

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 以及周恩来关于劳动

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各县 (市) 关于整风和反击右派斗

争的汇报ꎬ 决定各县应根据反右派斗争情况适时转入整改ꎮ

在机关、 学校、 单位开展整风、 反右派斗争的同时ꎬ 地委于 ８ 月组织

２５００ 名干部下乡ꎬ 在全区 １６４ 个乡ꎬ ３４３２ 个农业社中开展整风运动和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ꎮ 运动分三批进行ꎬ 要求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结束ꎮ 这次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分为准备阶段、 大鸣大放阶段、 整改阶段、 大争大辨阶段、 整顿提高

５ 个阶段进行ꎮ 整个运动结合农业合作化、 统购统销、 工农关系、 镇反、 推

广增产措施ꎬ 新旧社会政治、 经济对比等ꎬ 采取老农会、 青年会、 妇女会、

院子会ꎬ 以及送会上门、 个别拜访、 交心谈心、 互相参观等多种多样形式进

行ꎬ 有 ９５％以上的成年农民直接参加了这次运动ꎮ
这次运动ꎬ 在充分发动贫苦农民的基础上ꎬ 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

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ꎬ 展开了反隐瞒产量、 反欺骗国家的斗争ꎬ 取得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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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ꎮ 一是查出隐瞒粮产问题ꎮ 据统计ꎬ 在名山等 ６ 个县 ８１８ 个社中ꎬ 共查

出隐瞒粮食 ５４４ 万多斤ꎻ 查出隐瞒产量数占总产量的 ３％ ~４％左右ꎮ 这对于

防止贪污、 浪费、 倒贩粮食、 压缩统销、 正确处理国家、 合作社和社员之间

的关系有很大好处ꎮ 二是揭露并打击了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ꎮ 对于大搞

资本主义ꎬ 大鸣大放中又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

进行了坚决斗争ꎬ 使他们在群众中完全孤立ꎮ 三是通过大鸣大放、 大整大

改ꎬ 整顿了合作社ꎮ 社员群众在大鸣大放中提出的需要改进的意见有 ６０５０５３

条ꎬ 大部分意见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ꎬ 属于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的ꎬ 经过整

改ꎬ 大部分已得到处理ꎮ 在整改阶段已改正 ５２７２９０ 条ꎬ 占 ８７ １４％ꎬ 其余意

见结合生产进行整改ꎮ 整改中不仅使一、 二类社有了提高ꎬ 而且二、 三类社

的面貌也有很大改观ꎮ 全区三类社整改前有 ８４９ 个ꎬ 占总社数的 ２５％ꎬ 整改

后下降为 １１３ 个ꎬ 占总社数的 ３ ３４％ꎮ 整社中ꎬ 共改选生产队长以上干部

１６１１ 人ꎬ 占原有干部的 ６ ３９％ꎬ 新选社干部 ２０３４ 人ꎬ 占总社干部数的

８ ０８％ꎬ 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贫苦农民在合作社干部成分中的优势ꎬ 加强了对

合作社的领导ꎮ 由于贯彻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ꎬ 扩大生产ꎬ 增加收

入ꎬ 大大巩固了合作社ꎮ 四是转变了干部作风、 密切了干群关系ꎮ 地委委员

每年以 ６ 个月时间走出办公室下乡深入基层ꎬ 专、 县、 区各级干部搞实验

田ꎬ 争取高产ꎬ 乡社干部的作风也普遍有了很大进步ꎮ 整风后ꎬ 乡社干部劲

头很大ꎬ 天全县永盛乡 ３２ 个社干部订立了公约ꎬ 保证做到 “办事民主、 大

公无私、 参加生产、 遵守制度、 完成国家计划、 绝不隐瞒”ꎮ 五是通过整改

推动了生产高潮ꎮ 全区投入水利、 积肥、 改良土壤等运动的劳动力经常达到

２８ 万余人ꎬ 占劳动力总数的 ７０％以上ꎮ 到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底ꎬ 全区开工和完工

的水利工程共 ３１２２ 处ꎬ 可增灌和浇灌的田地达到 １７ 万多亩ꎮ ９０％以上的田

有了灌溉保证ꎬ 基本实现了水利化ꎮ 水土保持初步控制面积完成 ７ ９８ 万亩ꎬ

改良土壤 １３ 万多亩ꎬ 积肥 ４６ 亿多斤ꎮ 在此情况下冬季大生产运动取得一定

成就ꎮ
全区参加农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３４３２ 个农业社ꎬ 截至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ꎬ 已有 ５４２ 个结束了整风工作ꎬ 占整风总数的 １５ ８％ꎮ 尚未结束的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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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农业社正在集中力量整顿各种组织ꎬ 打击地、 富、 反、 坏分子的破坏活

动ꎮ 运动中对不称职的干部ꎬ 违法乱纪的党员、 团员按党纪政纪进行了处

理ꎬ 对不法地、 富、 反、 坏 “四类” 分子进行了处罚ꎮ 由于部分地方对群

众发动不够充分ꎬ 有的说理不够ꎬ 少数乡、 社曾出现吊、 打、 跪等违规现

象ꎬ 发生个别 “四类” 分子自杀、 逃跑的事件ꎮ 之后ꎬ 地委对运动中出现

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ꎬ 要求广泛发动群众ꎬ 坚持说理斗争ꎬ 重在思想教育ꎮ

这次农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ꎬ 是在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

础上ꎬ 进行整社、 整党、 整团、 整顿妇女和民兵等组织ꎬ 以改进干部作风ꎬ

改正工作缺点ꎬ 达到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ꎬ 纯洁党的队伍ꎬ 巩固合作社

为目的ꎮ 通过整风、 整改和组织整顿ꎬ 巩固了农业合作化制度ꎬ 提高了合作

社的经营水平ꎬ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ꎮ 从政治上、 思想上、 组织上纯洁了

党、 团组织ꎬ 巩固了党在农村中的领导核心ꎬ 坚定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决心ꎬ 使农民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思想的再教育ꎬ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ꎮ
与此同时ꎬ 地委根据省委的指示ꎬ 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在手工业合作社中也

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ꎮ 针对手工业中单位多ꎬ 数量

大ꎬ 分布面宽ꎬ 问题复杂ꎬ 领导力量较弱的情况ꎬ 地委通过派遣工作组ꎬ 分

期分批在专、 县组织 １００ 人左右的工作组 (平均每 １００ 个社员有 ３ 个工作组

干部)ꎬ 以鸣放的方式进行ꎬ 摸清干部的政治思想情况ꎬ 训练提高干部能力ꎬ

同时挑选出一批整风骨干ꎬ 对手工业联社中存在的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和主

观主义问题进行整改ꎮ

为了加强手工业合作社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ꎬ 全区各合作

社成立 ３~５ 人的整风领导小组ꎮ 在步骤上ꎬ 一般是采取先县城后场镇全面

铺开的形式ꎬ 也有先场镇后县城将分散在农村的手工业合并在农业社内进行

的ꎮ 整个运动分为 ４ 个阶段进行: 首先ꎬ 从思想上、 组织上、 生产上摸清情

况ꎬ 以积极、 中间、 落后、 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四类进行细致准确的分类排队

工作ꎻ 其次ꎬ 充分发动群众ꎬ 解除思想顾虑进行大鸣大放ꎬ 采取各种行之有

效的措施ꎬ 如小组会、 座谈会、 大字报、 自由集合等形式鸣深放透ꎬ 把群众

所提意见中能改的部分ꎬ 及时进行整改ꎻ 第三ꎬ 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开

６５１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展争辩ꎬ 把这种争辩引导到重大问题上去ꎬ 明确是非ꎻ 第四ꎬ 在明辨是非、
提高觉悟的基础上ꎬ 继续大鸣大放ꎬ 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整社、 整顿组

织ꎬ 实行全面整改ꎮ 在手工业合作社开展整风运动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过程中ꎬ 一是坚持了整风、 整社两不误ꎬ 不占用生产时间ꎬ 每周用一定时间

讨论生产问题ꎬ 对社员突出的思想问题ꎬ 及时说服教育ꎻ 二是加强了对同行

业单干户的管理和领导ꎬ 吸收他们参加整风学习、 提高觉悟ꎻ 三是肃清了暗

藏在手工业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ꎬ 纯洁了组织ꎻ 四是从政治、

思想、 组织、 制度上巩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ꎮ

通过开展大争大辩、 统筹兼顾和勤俭办社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ꎬ
手工业合作社的干部思想觉悟普遍得到提高ꎬ 工作积极性更为高涨ꎬ 同时也

克服了干部、 社员粗制滥造、 偷工减料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ꎬ 正确认识到办

好合作社对于增加积累、 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性ꎬ 进一步坚定了广大干部和

社员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ꎮ
(二) 精简下放干部

精简下放干部是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是整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ꎮ

１９５６ 年底统计ꎬ 全区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有职工 １ ３ 万人 (不含省上驻

雅单位、 中小学职工和乡干部)ꎬ 其中行政人员和服务人员共有近万人ꎬ 机

构臃肿ꎬ 职能重复ꎬ 人员庞杂ꎮ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１ 日ꎬ 地委根据省委精简机构、

紧缩编制的精神提出ꎬ 全区区级以上机关职工现有 １ ４ 万人ꎬ 按省上不超过

３０％的比例规定ꎬ 应精简 ３０００ 人ꎬ 加上乡干部回家生产的 ２１０ 人ꎬ 共为

３２１０ 人ꎮ 计划 １９５７ 年初步精简 １６４５ 人ꎮ 撤销、 合并一些不需要的、 重叠

的、 性质和任务相近的机构ꎬ 裁减部分人员参加生产、 加强基层工作ꎮ 截至

６ 月底ꎬ 全区处理回家编余人员 ６４７ 人、 下放基层干部 １８６ 人ꎬ 占初步精简

１６４５ 人的 ５０ ６４％ꎮ 另外ꎬ 还处理了 ２４３ 名乡干部返家生产ꎬ 占实有乡干部

数的 ２４ ４％ꎮ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２０ 至 １０ 月 ９ 日ꎬ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 (扩
大)ꎮ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决议ꎬ 进一步紧缩现有机构ꎬ 精简编

制ꎬ 下放干部参加劳动生产ꎬ 地委根据省委 «关于执行 ‹紧缩机构ꎬ 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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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初步计划› 的意见»ꎬ 到 １９５７ 年底ꎬ 全区撤销和合并了 ３１ 个业务性

质相近的机构ꎬ 精简 １５１０ 人ꎬ 基本实现了预定的全年目标任务ꎮ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１ 日ꎬ 地委按照中央 “精简上层ꎬ 加强基层” 的指示精神

和 “统一安排ꎬ 全面锻炼” 下放人员的基本方针ꎬ 又发出紧急通知ꎬ 要求

各级党组织在紧缩机构ꎬ 减少脱产人员的同时ꎬ 广泛动员大量没有基层工作

经验的干部ꎬ 特别是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农村、 工厂从

事劳动生产和基层锻炼ꎬ 加强对基层的领导ꎮ 地委提出ꎬ 专、 县、 区三级行

政机关按要求精简 ８８９ 人ꎬ 占实有人数的 ２５ ７％ꎻ 专、 县两级商业系统的企

事业单位精简 １６６４~２０６４ 人ꎬ 约占该系统职工总数的 ３４％ ~４２％ꎻ 专、 县两

级工业企业的行管人员精简 ６８ ~ １９５ 人ꎮ 另外ꎬ 对农业、 邮电、 卫生、 手工

业等部门的行管人员也相应进行精简ꎮ 雅安专、 县、 区三级党政部门ꎬ 企事

业单位共要求精简 ３４９１~４６０６ 人ꎬ 占现有人员的 ２６ ２％~３４ ７％ꎮ 全区各级

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通知精神ꎬ 到 ３ 月 ３１ 日地专机关下放农业生产劳动锻

炼的有 １００３ 人ꎬ 其中干部 ６９２ 人 (县级 ６８ 人ꎬ 区级 ９４ 人ꎬ 科处级以上干

部 ３７ꎬ 科股级以上干部 ３０ 人ꎬ 一般干部 ２５５ 人)ꎬ 农学院学生 １２０ 人ꎬ 勤

杂、 工人 １９１ 人ꎬ 占下放总数 ８６ ５４％ꎮ 下放人员中ꎬ 有的还担任县、 区、

乡的领导职务ꎬ 有一部分转移到中小学校、 公私合营企业、 信用社等ꎮ 其中

加强文教战线 １１４ 人ꎬ 占本期下放总数 １１ ３％ꎬ 参加工业生产的 ４２ 人ꎬ 占

下放总数 ４ １８％ꎮ

在全区精简编制ꎬ 下放干部的同时ꎬ 根据省委指示ꎬ 还接待安置成都等

地的下放干部ꎮ 到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底止ꎬ 成都市下放到雅安专区的人员 ６４６０
人ꎬ 其中干部 ４９２７ 人 (科处级干部 ３５ 人ꎬ 科股级干部 ６６３ 人ꎬ 一般干部

４２２９ 人)ꎬ 勤杂、 工人 １７５ 人ꎬ 四类分子 ９９０ 人ꎬ 家属 ３６８ 人 (不含小孩

１７５ 人)ꎬ 下放人员中有党员 ４８６ 人ꎬ 团员 １１４２ 人ꎮ 对这些下放人员ꎬ 地委

统筹安排ꎬ 精心组织ꎬ 分别将他们安置在 ６ 个县 ２４ 个乡ꎬ ４７１ 个农业社和 １

个矿ꎮ 此外ꎬ 接待安置成都市支援山区建设的中、 小学生 ２０１０ 人ꎮ 下放干

部在农村既受到了锻炼ꎬ 又对促进农业 “大跃进”ꎬ 加强农村各项政治工

作、 文化教育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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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ꎬ 绝大部分下放干部能放下架子ꎬ 与群众同甘共苦ꎬ 勤劳生

产ꎬ 锻炼和改造自己ꎮ 雅安市全体下放干部不仅提出了积极响应天津市下放

干部 “七比” 的倡议ꎬ 还向全区下放干部提出开展革命竞赛的号召ꎻ 天全

县下放干部在全县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上通过了 “社会主义劳动锻炼公约”ꎬ
向全区、 全省其它各县的下放干部挑战ꎬ 做到 “八比、 三牢记、 四同、 两打

倒”ꎮ① 这些战斗口号ꎬ 大大鼓舞了全区下放干部ꎬ 他们在各自的劳动战线

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ꎮ
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锻炼是贯彻党的干部工作路线的重大措施ꎬ 在政

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ꎮ 邓小平在中央整风运动报告中指出: “我们

从来就是注意选拔优秀的工农分子和与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担负

各种领导工作的ꎮ 这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路线ꎬ” “认真贯彻执行这样的干

部路线ꎬ 才能使党和国家培养和选拔干部的工作建立在稳妥的基础上ꎬ 才能

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经得起考验的干部队伍ꎬ 从而使干部养成能上

能下ꎬ 能脱离生产也能回到生产的优良风气ꎮ” 下放干部不但使国家进一步

克服官僚主义ꎬ 也减少了国家行政经费的开支ꎮ
经过整风运动ꎬ 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ꎬ 党员、 干部的工作和思想作风

普遍得到转变或提高ꎮ 但是ꎬ 整风运动由于受到 “左” 的指导思想影响ꎬ
在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以后ꎬ 其大鸣大放、 大揭大批右派的政治气氛较为浓厚ꎬ 把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变成了敌我斗争ꎬ 混淆了是非界限ꎬ 与团结党内外一

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愿望相悖ꎮ 一些人的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和主观

主义倾向不但没有在整风运动中很好地克服ꎬ 反而潜滋暗长ꎬ 以至在 １９５８
年的大炼钢铁、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 １９５９ 年的 “反右倾” 运动中

进一步反映出来ꎬ 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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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八比” 即比思想改造、 比劳动锻炼、 比扫盲、 比宣传教育、 比除四害、 比文化体

育工作、 比绿化、 比协助社干部搞好财务ꎻ “三牢记” 是党的话要牢记、 生产口号要牢记、
下放口号要牢记ꎻ “四同” 是和农民同吃、 同住、 同劳动、 同同甘共苦ꎻ “两打倒” 是打倒

坏习气、 打倒困难ꎮ



三、 反右派斗争

党中央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ꎬ 是通过党内整风和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ꎬ

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ꎮ 在整风过程中ꎬ 党内外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党中

央的号召ꎬ 对党的工作和干部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ꎮ 但是ꎬ 极

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机鼓吹 “大鸣大放”ꎬ 配合苏共 “二十大” 后国际

上出现的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ꎬ 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起

进攻ꎮ 他们攻击党的领导是 “党天下”ꎬ 公开提出要 “轮流坐庄”ꎬ 甚至叫

嚣 “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等等ꎮ 针对极个别右派对党进行的

猖狂进攻ꎬ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毛泽东写了 «事情正在起变化» 的文章ꎬ 发

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ꎮ 文章指出: “最近这个时期ꎬ 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

校中ꎬ 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ꎮ” “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ꎬ 让他

们走到顶点ꎮ” 明确提出要对右派的进攻展开反击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ꎬ 中

共中央于 ５ 月 １６ 日发出 «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ꎬ 提出要组织

力量反击右派的进攻ꎮ ５ 月 ２０ 日ꎬ 中共中央又发出 «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

的领导» 的指示ꎮ 这样ꎬ 整风运动便演变成了反击右派的运动ꎮ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

攻的指示»ꎮ 同日ꎬ «人民日报» 发表 «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ꎮ 这标志着中

共中央在指导思想上从全党整风转向反击右派ꎬ 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开始转向解决敌我矛盾的变化ꎮ 接着ꎬ 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的指示进行部

署和号召ꎮ 于是ꎬ 一场波及全国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迅速地开展起

来ꎮ 中央青岛会议后ꎬ 又进一步把反右派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

员ꎬ 进而推向全国各个领域ꎮ

８ 月 ５ 日到 ９ 月 １４ 日ꎬ 地委在全区中等学校的教职员中进行整风学习和

反击右派斗争ꎬ 参加人员 ４４５ 人ꎬ 占教职员总数的 ８６％ꎮ 通过反击右派的斗

争ꎬ 共揭发出隐藏在教师队伍中的右派分子 ２３ 人ꎬ 占教职员总数的 ４ ４％ꎮ

在开展整风学习和反击右派斗争中ꎬ 雅安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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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富农、 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又有所抬头ꎬ 活动较为嚣张ꎮ 地委根据省委指

示ꎬ 配合农村开展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活动ꎬ 对地主、 富农、 反革

命分子的活动大张旗鼓地进行打击ꎮ 积极开展批判农村的右派言论与富裕农

民的资本主义思想ꎬ 广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ꎮ

在 １９５７ 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ꎬ 全区揭发右派分子 １０００ 余名ꎬ 分类排队

情况是: 一类 ２４０ 名ꎬ 二类 ５１３ 名ꎬ 三类 ２１０ 名ꎬ 四类 ３７ 名ꎮ 对划为右派的

人员ꎬ 分别给予党纪、 政纪处理ꎮ

全国的整风运动和反击右派的斗争于 １９５８ 年夏结束ꎮ 从 １９５７ 年夏季的

斗争形势来看ꎬ 批判确属敌视社会主义的极个别敌对分子及其谬论ꎬ 并依法

进行处理ꎬ 对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的教育ꎬ 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ꎮ 但是ꎬ 由于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了错误

的判断ꎬ 对右派进攻的估计过于严重ꎬ 加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ꎬ 不恰

当地采取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形式ꎬ 继续过去那样搞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ꎬ 因而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ꎬ 把一批知识分子、

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 “右派分子”ꎬ 使他们遭受到很大不幸ꎬ 也使国

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ꎮ 地委由于受 “左” 的指导思想影响和来

自上级党委指示的压力ꎬ 不是从地方实际情况出发ꎬ 而是不断深挖右派和细

抓老右派ꎬ 使全区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ꎬ 有的党员、 干部、 知识分子和少

数工人、 农民由此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ꎬ 其家庭成员也被无辜牵连ꎬ

受到极大的伤害ꎬ 这个教训应该说是十分深刻的ꎮ

１９５９ 年摘掉一部分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ꎬ 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

务ꎬ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ꎮ 地委根据中央、 省委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

子的帽子的指示ꎬ 专门成立摘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ꎬ 明确作出摘右派

分子帽子的工作分三批进行ꎮ 从 ９ 月中旬开始ꎬ 全区共抽调 ５８ 名专职干部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摘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ꎬ 进行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分

析ꎬ 反复核查和核对ꎬ 力求真实可靠和实事求是ꎮ 同时ꎬ 广泛组织学习 «人
民日报» “改恶从善ꎬ 前途光明” 的社论精神ꎬ 利用召开摘帽子会议进一步

对右派分子展开宣传ꎮ 经过一个半月时间ꎬ 全区分三批摘去 １００ 余名右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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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帽子ꎬ 占 １０％ꎮ 由于 “摘帽” 工作受到 “左” 的思想干扰ꎬ 直到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ꎬ 经过拨乱反正ꎬ 才对上述受到处理

的人员和受株连的家属给予了实事求是的纠正ꎬ 为其恢复名誉ꎬ 妥善作了

安置ꎮ
在反右派斗争中ꎬ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和社会主要矛

盾的分析ꎬ 开始偏离了八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正确论断ꎮ 但在反右派斗争基本

结束后ꎬ 党仍然按照八大的决定ꎬ 把工作重点又重新转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方面ꎮ

第二节　 “大跃进” 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ꎬ 党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ꎮ １９５７ 年

的经济工作由于贯彻八大的正确方针ꎬ 取得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成果ꎮ 党中央

于 ９ 月底至 １０ 月初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ꎬ 这次会议对原来所采取的反冒进

的若干正确作法再次提出尖锐批评ꎬ 为发动 “大跃进” 运动作了一系列舆

论准备ꎮ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ꎬ 中央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ꎬ 通过了 “鼓足干劲ꎬ
力争上游ꎬ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ꎬ 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

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ꎬ 在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ꎬ 开辟了新的

局面ꎮ 在这种情形之下ꎬ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ꎬ 党发动全国人民掀起

工农业生产的 “大跃进”ꎬ 紧接着又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ꎮ １９５８ 年的

“大跃进” 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ꎬ 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

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ꎬ 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

一次严重失误ꎮ １９５９ 年庐山会议后ꎬ 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

模的 “反右倾” 斗争ꎬ 从而加剧了 “左” 的错误继续发展ꎬ 使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受到更加严重的挫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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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跃进” 运动

１９５７ 年 ９、 １０ 月间ꎬ 党中央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ꎬ 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

会议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ꎬ 通过了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６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 »ꎮ 紧接着 «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ꎬ

指出: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ꎬ 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ꎬ 他们不了解

在农业合作化以后ꎬ 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ꎮ”

１２ 月ꎬ 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 “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

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的目标ꎬ 一时间 “超英赶美” 的口号响彻

神州大地ꎮ

１９５８ 年春ꎬ 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来川考察ꎮ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６ 日ꎬ 中央政

治局会议在成都召开ꎬ 会议确定把 “鼓足干劲ꎬ 力争上游ꎬ 多快好省地建设

社会主义” 的口号作为党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ꎬ 认为 “大跃进”

是迅速实现中国富强目标的最好途径ꎮ 成都会议之后ꎬ 党于 ５ 月 ５ 日至 ２３
日在北京召开八大第二次会议ꎬ 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

和主要矛盾所作的正确论断ꎬ 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ꎬ 仍然是无产阶级同

资产阶级的矛盾ꎬ 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ꎮ 大会通过了 “鼓足

干劲ꎬ 力争上游ꎬ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ꎮ 总路线的提出 ꎬ

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ꎬ 把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ꎬ 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ꎬ 在经济建设中实行工

业和农业并举、 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 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 大型企业

和中小型企业并举的一整套 “两条腿走路” 的方针ꎬ 规定为这条路线的基

本点ꎬ 这是符合我国情况的ꎬ 是完全正确的ꎮ 但是ꎬ 这条总路线忽视了客观

经济发展规律ꎬ 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ꎬ 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

力的作用ꎮ 这样ꎬ 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就抛开了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建

议»ꎬ 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ꎬ 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为标志的 “大跃进” 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ꎮ

３６１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 农业 “大跃进”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ꎬ 四川省委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底召开第一届六次全

委 (扩大) 会议ꎬ 提出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ꎬ 批判右倾保守思想ꎻ 要求各

地制定 “大跃进” 目标ꎬ 迅速组织工农业生产ꎬ 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ꎮ

地委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ꎬ 随即召开常委会和扩大干部会议ꎬ 贯彻

落实省委全委 (扩大) 会议精神ꎬ 领导全区人民开展加快社会主义全面建

设的 “大跃进” 运动ꎮ 从此ꎬ 以高指标、 浮夸风为特征的 “大跃进” 运动

在全区迅速掀起ꎮ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地委、 专署党组提出 «今冬明春在全

区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安排意见»ꎬ 指出: １９５８ 年

全区计划增加灌溉面积 １０ １ 万亩ꎬ 地变田 ２ ５ 万亩ꎬ 粮食产量预计增产

６ ９％左右ꎮ 要求各县加强组织领导ꎬ 认真贯彻依靠群众、 依靠合作社和勤

俭办水利的原则ꎬ 做好水利建设规划以及技术指导工作ꎬ 同时开好农村积极

分子动员会议ꎬ 做好勘测、 设计和物质器材与劳动力的筹划准备ꎮ 在 １１ 月

下旬至春节前ꎬ 要把兴修水利列为农村生产的中心工作ꎬ 集中力量保证按计

划完成兴修水利的任务ꎮ 全区各县积极落实地委的安排意见ꎬ 掀起了跨社、

跨村、 跨乡的ꎬ 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 规模宏大的、 群众性的冬季农业生产

高潮ꎬ 拉开了 “大跃进” 运动的序幕ꎮ
成都会议后ꎬ 地委按省委规定ꎬ 先后在地专机关、 各县 (市) 委、 省

委第二党校等单位中逐条传达和讨论毛泽东提出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

案) »ꎬ 并将讨论中的意见按程序向省委汇报ꎮ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地委制订

«关于实现 １９５６ 年到 １９６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简要规划»ꎮ «规划» 在充

分肯定全区的大好形势下ꎬ 就巩固合作社问题ꎬ 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

产量问题ꎬ 发展畜牧业问题ꎬ 推广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问题ꎬ 改良土壤问

题ꎬ 以及兴修水利、 发展灌溉、 防灾抗灾等 ４０ 项工作进行了部署ꎮ 随后ꎬ

全区各地广泛开展宣传贯彻 «农业发展纲要 ４０ 条» 的活动ꎮ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ꎬ 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

“用最高的速度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ꎬ “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ꎬ “快ꎬ 这

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ꎮ 批评对 “大跃进”、 高指标抱怀疑态度的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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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潮派” “秋后算账派”ꎬ 号召各地区、 各部门要 “拔白旗” “插红旗”ꎮ ６
月 ６ 日ꎬ 地委在荥经县召开第十六次全体 (扩大) 会议ꎬ 地、 县、 区、 乡党

委的主要负责同志、 四川农学院、 省委第二党校、 驻雅省属以上厂矿、 企事

业及部分专、 县属厂矿企业的党委书记等 ３２０ 人参加会议ꎮ 何允夫传达中共

中央八大第二次会议的主要精神ꎬ 学习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和刘少奇的报

告ꎮ 会议认为ꎬ “七年赶上英国ꎬ 十五年赶上美国是一定可以实现的”ꎬ 表

示一定遵循 “鼓足干劲ꎬ 力争上游ꎬ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

奋勇前进ꎮ ６ 月 １０ 日ꎬ 地委发出 «关于学习、 宣传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通

知»ꎬ 要求: １ 立即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学习、 宣传总路线的运

动ꎬ 做到 “家喻户晓ꎬ 深入人心”ꎬ 使各项工作都出现 “全面大跃进”ꎮ ２
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 宣传、 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ꎬ 关键是要解

决如何 “多快好省”ꎬ “提前五年实现 «农业发展纲要 ４０ 条»ꎬ 实现工业总

产值两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超过农业总产值” 的问题ꎮ ３ 必须把整风运动坚

持到底ꎬ 争取整风运动的全面胜利ꎮ ４ 搞好学习宣传的组织ꎬ 制定学习宣

传的方法ꎮ 各县县委要定期向地委汇报学习、 宣传的情况ꎮ ６ 月下旬ꎬ 地委

连续召开两次县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ꎬ 传达贯彻省委关于农业新增产的要

求ꎮ 地委要求全区 “保证完成 １９５８ 年农业生产比 １９５７ 年增产 ６０％ꎬ 力争

７０％ꎬ 争取 ８０％ꎬ 实现人平粮食 １０００ 斤的新增产计划”ꎮ 各级要紧急动员起

来ꎬ 查指标ꎬ 添措施ꎬ 献计献策ꎬ 苦战 ４ 个月ꎬ 实现新增产计划ꎮ ７ 月 １０
日、 １１ 日ꎬ 地委在名山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向全区发出 «开展大面积高

额产量竞赛的倡议书»ꎬ 讨论、 研究关于在两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ꎬ
提出全区 １９５９ 年粮食产量达到 １５ 亿斤ꎬ 增长 ６０％以上ꎬ 人均占有粮食 １５００
多斤ꎮ 各县纷纷订计划、 添措施ꎬ 开展大面积高产竞赛ꎮ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 «人民日报» 用大标题宣扬 “人有多大胆ꎬ 地有多

大产”ꎬ 公开批判 “粮食增产有限论” 和所谓 “条件论”ꎬ 更加助长了高指

标和虚报浮夸风的泛滥ꎮ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 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ꎬ 传达省委关

于农业 “大跃进”ꎬ 少种高产多收等精神ꎬ 研究当前工农业生产、 人民公社

等问题ꎮ 会上ꎬ 地委要求农业应立即作出具体规划ꎬ １９５９ 年农业要保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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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２ 至 ２ ５ 倍ꎬ 经济作物也要保证增长 ２ 至 ２ ５ 倍ꎬ 同时抓紧抓好 “四秋”①

工作ꎮ 之后ꎬ 在 “人有多大胆ꎬ 地有多大产” 的时尚口号下ꎬ 全区各种作

物高额产量计划相继制定出台ꎬ 农业生产出现不切实际的浮夸ꎬ 一些地方虚

报高产ꎬ 竞放 “卫星”ꎮ 名山县在城东乡平桥一队试点ꎬ 将几亩田的秧苗移

栽到一块田ꎬ 搞所谓 “高产卫星”ꎬ 其余各乡也相继出现 “高产典型”ꎬ 虚

报浮夸风不断蔓延ꎬ 浮夸风严重地发展起来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地委也把对

“大跃进”、 高指标持怀疑态度人说成是所谓 “观潮派” “秋后算账派”ꎬ 认

为他们举的是 “白旗”ꎬ 而不是 “红旗”ꎬ 于是组织开展 “拔白旗” “插红

旗” 和批判 “观潮派”、 “秋后算账派” 的斗争ꎬ 目的是为全面 “大跃进”

扫除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障碍ꎮ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 地委、 专署决定成立四川省雅安专区劳动力调配指

挥部ꎮ 指挥部由王泽民、 刘鹏飞、 张愚汉、 梁永昌、 阎命新、 李彬、 郭树高

等 ７ 人组成ꎬ 专职负责全区劳动力计划、 组织、 调配、 使用、 工资福利等问

题ꎬ 各县也成立相应的指挥部ꎮ 地委要求各县搞好当前秋收秋种和晚秋作物

的后期管理工作ꎬ 保证完成 １９５８ 年增产 ８０％的计划ꎬ 充分做好今冬明春的

生产准备ꎬ 通过大力开展以深耕为中心的土壤改良运动ꎬ 所有的小春地普遍

深耕一次ꎬ 大力兴修农田水利ꎬ 加速实现水利化ꎬ 开展积肥造肥运动ꎬ 努力

增加肥料ꎬ 达到每亩耕地施肥 １０ ~ １５ 万斤ꎬ 继续普遍推广密植的措施来保

证实行计划ꎮ

根据省委 “改浅耕为深耕、 改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ꎬ 实现耕作田园化和

生产过程机械化、 电气化ꎬ 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ꎬ 提高劳动生产率ꎬ 逐步

缩减耕地面积和农业方面使用的劳动力” 的指示要求ꎬ 地委于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制订 «关于 １９５９ 年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和措施»ꎬ 提出 １９５９ 年全区农

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是: 粮食 １５ 亿斤ꎬ 比 １９５８ 年增长 ６６％ꎬ 人平占有 ２０００

斤ꎬ 争取以产粮 １８ 亿斤的措施来确保 １５ 亿斤计划的完成ꎮ 棉花 ５００ 万担ꎬ

比 １９５８ 年增长一倍ꎬ 麻类 １００ 万担ꎬ 增长 １ ５ 倍ꎬ 油料 ３６３０ 万担ꎬ 增长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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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秋”: 种植业、 养殖业的秋翻、 秋整地ꎬ 秋季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林业的秋整地ꎮ



３ 倍ꎬ 生猪存栏 ５０００ 万头ꎬ 年内宰杀 １５００ 万头ꎮ 要求水稻平均亩产达 ２０００
斤ꎬ 玉米平均亩产达 １０００ 斤ꎬ 红苕平均亩产达 １００００ 斤ꎬ 开展 “万亩亩产

万斤高产粮竞赛” 的群众运动ꎻ 大力积造肥料ꎬ 生产土化肥ꎻ 耕地要求深耕

一市尺左右ꎬ 高产田达到 １ 尺 ５ 寸左右ꎻ 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整修ꎬ 贯彻以

密植为中心的栽培技术ꎬ 做好劳力组织调配工作ꎮ
为了切实搞好 １９５９ 年农业大增产运动ꎬ 保证农林牧副渔实现更大更全

面的 “跃进”ꎬ 地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个以万斤高产为中心的农业大

检查运动ꎮ 由于各级干部在经历了整风反右运动之后ꎬ 唯恐落后于形势ꎬ 被

戴上右倾的帽子ꎬ 在生产指标和实际产量上层层采取虚报浮夸ꎬ 用弄虚作

假、 自欺欺人的办法制造出高产假象ꎬ 使粮食高产达到亩产几千斤ꎬ 乃至上

万斤 (实际上是将几亩或几十亩的稻谷合并成一亩)ꎬ 不断放出高产 “卫
星”ꎮ 于是ꎬ 各县纷纷提出 “学荥经ꎬ 赶芦山ꎬ 粮食亩产赛郫县ꎬ 保证亩产

超千斤ꎬ 不达目的不甘心”ꎻ “粮食赶郫县ꎬ 毛猪赛北川ꎬ 革命干劲超荥经

赶芦山” 等口号ꎬ 制定的 “卫星” 计划也不断翻新加码ꎮ
芦山县思延公社党委向县委提出了 “人人都搞试验田ꎬ 个个为立万斤

功ꎬ 一人双亩双万斤ꎬ 全社实现满堂红” 的报告ꎬ 芦山县委于 ４ 月 １８ 日批

转这个 «报告»ꎬ 由此全县的 “卫星” 从思延公社开始扩散ꎮ 思延公社的代

表在地委五级干部扩大会上发言ꎬ 称 “要在 １９５８ 年粮食增产 ９４ ２５％的基础

上ꎬ １９５９ 年来一个飞跃ꎮ 要在万亩土地上亩产万斤ꎬ 总产亿斤ꎮ 水稻亩产

达到 １２０００ 斤ꎬ 卫星达到双万斤ꎻ 玉米亩产 ５５００ 斤ꎬ 卫星达到 １００００ 斤ꎻ 红

苕亩产 ５００００ 斤ꎬ 卫星达到 １０００００ 斤ꎻ 小麦亩产 ２０００ 斤ꎬ 卫星达到 ５０００
斤ꎮ 其他杂粮也跟上ꎬ 保证样样放卫星ꎮ” 会上ꎬ 宣传了流行在本地、 反映

农村 “大跃进” 的 «万斤歌»ꎮ① １２ 月下旬ꎬ 中共芦山县第二届二次代表大

会提出ꎬ “大战一冬春、 小春翻三番ꎬ 实现千斤县ꎬ 突破万斤关ꎬ 誓夺大红

旗ꎬ 争取上北京” 的口号ꎬ 制定了 “亩土只猪、 粮产万斤” 计划ꎮ 为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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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斤歌» 的歌词大意是: “书记为了一万斤ꎬ 政治挂帅红旗升ꎻ 干部为了一万斤ꎬ
贯彻政策齐人心ꎻ 老年为了一万斤ꎬ 浑身上下干劲增ꎻ 青年为了一万斤ꎬ 举起泰山还嫌轻ꎻ
妇女为了一万斤ꎬ 挽袖卷裤把田耕ꎻ 儿童为了一万斤ꎬ 找粪捡粪很热心”



保亩产万斤粮ꎬ 保证农业大丰收ꎬ 全县充分发动群众ꎬ 形成男女老少齐上

阵ꎬ “见粪就捡、 见草就割ꎬ 出门带工具ꎬ 回家背上肥” 的轰轰烈烈的群众

性积肥造肥运动ꎮ 芦山县的做法ꎬ 是全区推动农业 “大跃进” 的一个缩影ꎮ

“大跃进” 时期ꎬ 生产上的瞎指挥ꎬ 打乱了合理的耕作制度ꎬ 特别是

１９５９ 年种小春时ꎬ 不顾当时实际条件ꎬ 决定放干冬水田 １０ 万亩 (实际全

放)ꎬ 使水稻大大推迟了栽插季节ꎬ 严重地影响了产量ꎮ １９５７ 年以前ꎬ 每年

农历 ５ 月上旬以前水稻基本栽完ꎬ １９５９ 年以后ꎬ ５ 月上旬以前只能栽插 ４０％

左右ꎮ 全区每年都有约 ９ 万亩田 (占田总面积的 １８ ３％) 因缺水而荒芜ꎮ 名

山县 １９５７ 年产水稻 １ 亿斤ꎬ １９６１ 年仅产 ３ 千多万斤ꎬ 全区水稻也由 １９５７ 年

的 ２ ７ 亿斤降至 １９６１ 年的 １ １ 亿斤ꎮ 农业生产瞎指挥的另一种表现ꎬ 是打

乱传统的耕作制度ꎮ 比如春洋芋是适宜于山区种植的早熟高产作物ꎬ 产量一

般比种小麦高 ９０％以上ꎬ 但因盲目扩大小麦种植面积ꎬ 使洋芋种植面积大大

减少ꎬ 由于小麦收获较迟ꎬ 又使得大春玉米不能适时播种ꎮ 因此ꎬ 农作物的

种植安排不合理ꎬ 也是造成粮食减产的原因ꎮ

此外ꎬ 各地还把实行 “深耕密植”ꎬ 作为农业粮食增产的法宝ꎮ 一方

面ꎬ 对许多不宜深耕的土地类型搞过度深耕ꎬ 使大量生土被翻到表层ꎬ 这既

破坏了农作物的耕作层ꎬ 又影响到了土壤的肥力ꎮ 另一方面ꎬ 在播种中ꎬ 不

是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特性和土壤状况ꎬ 进行适度合理的密植提高产量ꎬ

而是片面强调高度密植ꎬ 采取山上山下一个样ꎬ 使种植的秧苗等农作物密不

透风ꎬ 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ꎬ 违背了自然规律ꎬ 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

种子和肥料ꎮ
全区各地由于不切实际大搞指挥田、 示范田、 高产片等ꎬ 不但没有达到

增产的目的ꎬ 反而造成粮食作物的减产ꎬ 从而更加剧了农业生产上高指标、

瞎指挥、 浮夸风的泛滥ꎮ

(二) 工业 “大跃进”

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 “大跃进” 的要求ꎬ 国家提出 “十五

年钢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ꎮ 按照省委部署ꎬ 地委于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制定 «关于工业规划的意见»ꎬ 提出: １９５７ 年全区总产值 (含手工业、 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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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企业) 完成 ２８９３ ８ 万元ꎮ 规划 １９５８ 年的工业总产值为 ７２８４ ８ 万元ꎬ
农业总产值 １４０３０ ３ 万元ꎬ 工农业产值比为 ３４ ∶ ６６ꎮ １９５９ 年的工业总产值为

２０８６１ ７ 万元ꎬ 农业总产值 １６７１９ ６ 万元ꎬ 工农业产值比为 ５５ ∶ ４５ꎮ １９６２ 年

的工业总产值为 ９２２８６ ３ 万元ꎬ 农业总产值 ２５６０１ ６ 万元ꎬ 工农业产值比为

７８ ∶ ２２ꎮ １９６７ 年的工业总产值为 ２７ ６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２４ ６％ꎮ 同时对各工

业品的产品产量也作了具体的规划ꎮ «意见» 的制定并实施ꎬ 拉开了全区工

业 “大跃进” 的序幕ꎬ 标志着 “大跃进” 的高潮已经开始ꎮ

６ 月 １０ 日ꎬ 地委在 «关于学习、 宣传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通知» 中提出

了要实现工业总产值在两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超过农业总产值的目标ꎮ 随着形

势的迅速发展ꎬ 地委于 ６ 月 １５ 至 ２１ 日在荥经县召开地区工业会议ꎬ 各县分

管工业的书记、 工交部长、 乡党委书记ꎬ 以及省、 专、 县属厂矿党委书记和

地专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 ２９１ 人参加ꎮ 何允夫传达中央八大第二次会议

精神ꎬ 王泽民作 «关于 １９５８ 年上半年发展地方工业的总结及今后地方工业

发展意见的报告»ꎮ 会议收到各县送来的决心书、 保证书、 喜报、 捷报共

１５２ 份ꎮ 全区掀起了全民大办工业、 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ꎮ

７ 月 １１ 日ꎬ 地委在名山县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ꎬ 讨论研究关于加快

发展钢铁工业问题ꎬ 提出全区 １９５８ 年钢产量为 ５００~６００ 吨ꎬ １９６１ 年达到 ３０
~４０ 万吨ꎻ 生铁产量为 １ ５~１ ８ 万吨ꎬ １９６１ 年达到 ５０ ~ ６０ 万吨ꎮ 随着钢铁

生产任务的下达ꎬ 一个声势浩大的钢铁 “大跃进” 的群众运动在全区范围

内迅速展开ꎮ 全区党员干部、 职工群众背着铁锹、 斧头、 锯子ꎬ 带着行李、

锅盆、 蓑衣从四面八方奔赴指定地点安营扎寨ꎬ 开始挖煤采矿ꎬ 砍树烧炭ꎬ
建炉炼铁ꎮ ８ 月 ８ 日ꎬ 地委提出 １９５８ 年完成 ４４８ 座高炉的建设任务ꎮ ９ 月 ４

日ꎬ 地委召开县委书记 (扩大) 会议ꎬ 主要研究建设炼铁高炉ꎬ 铁、 铜生

产和农业问题ꎮ 地委要求ꎬ 新建的炼铁高炉必须在 ９ 月 １０ 日前正常投产ꎬ

每立方米炉膛要求日产生铁 ２５０ ~ ３００ 公斤ꎻ ９ 月 ２０ 日后要达到日产 ５００ 公

斤ꎻ 各地要继续抓高炉建设ꎬ 普遍发动群众找矿ꎬ 努力扩大矿石生产ꎮ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 地委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要求ꎬ 工业最低限度要完成 １６６００ 吨生铁

的任务ꎬ 其中好铁要达到 １００００ 吨ꎮ 但是到 １１ 月底ꎬ 全区共产出生铁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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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 吨ꎬ 只占全年计划的 ２４ ５％ꎮ 有色金属中铜的生产全年任务是 ８００ 吨ꎬ
而 １ 至 ８ 月份只完成 ４６ ５ 吨ꎬ 离完成任务差距很大ꎮ 地委感到压力很大ꎬ

并向各县、 乡下达了必须完成的月产、 日产硬指标ꎮ 地委认为ꎬ 全区已建有

土高炉 ９９０ 座ꎬ 洋高炉 ９４ 立方米ꎬ 经技术改革后ꎬ 产量可提高 １ ~ １ ５ 倍ꎬ

１２ 月份将再建一批洋高炉ꎬ 开 ８００ 个煤洞和数百个矿点ꎬ 只要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紧急动员起来ꎬ 充分发动群众ꎬ 一鼓作气ꎬ 进一步提高运输条件、 管

理水平和技术等级ꎬ 全年任务是可以完成的ꎮ 地委要求在今后的 ３５ 天里ꎬ

每天必须产生铁 ３４３ ９ 吨ꎬ 生产土钢 ４８ 吨ꎬ 保证全年计划的完成ꎮ

为了满足钢铁 “大跃进” 对劳力和原燃料的需要ꎬ 全区从农村抽调

２０ ７ 万精壮劳力 (约占劳动力总数的 ５６％) 充实钢铁战线ꎬ 办起炼钢铁厂

矿 ５０７２ 个ꎬ 大批劳动力主要集中在荥经县泗坪、 汉源县轿顶山、 芦山县中

林、 宝兴县大溪、 雅安县沙坪、 天全县沙坪 (青石公社) 等地进行大会战ꎮ

由于到处建土高炉ꎬ 四处挖找矿山ꎬ 毁林砍树烧炭ꎬ 浪费了不少资源ꎬ 炼出

的钢铁质量却很差ꎮ 荥经县投入在工业战线的劳动力约 ３ ５ 万人ꎬ 占总劳力

的 ６０％多ꎮ 县委为加快煤焦生产ꎬ 在 １０ 月要求按军事化组织一个煤焦生产

营ꎬ 抽调 ３０ 名干部专门负责煤焦生产ꎮ 同时ꎬ 为了解决土高炉焦木材燃料

供应不足问题ꎬ 全县开展了伐木运动ꎬ 组织发动数以万计的劳力进山砍树烧

木炭ꎬ 仅花滩区投入砍树人数达 ５０００ 人ꎮ 由于各地大量砍树烧炭ꎬ 大片森

林被毁ꎬ 造成水土流失ꎬ 影响了生态环境ꎮ

钢铁 “大跃进” 运动ꎬ 造成了钢铁材料供应严重短缺ꎮ 由于全区铁矿

石不足、 品位不高ꎬ 各地纷纷发动群众找矿报矿ꎬ 调集人马开矿采矿仍不能

解决钢铁材料的供应问题ꎬ 再加之部分炼铁高炉又尚未投产ꎬ 当年的钢铁生

产计划难以完成ꎮ 于是ꎬ 地委发出 «关于发动群众献废铁支援建设的通

知»ꎬ 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发动一次群众性的献废铁运动ꎮ 地区妇联也向

全区妇女发出捐献一座 “三八” 炼钢炉的倡议书ꎮ 全区积极响应地委号召ꎬ

大搞钢铁 “抗旱运动” (即回收旧钢铁)ꎬ 层层分配任务ꎬ 将任务落实到县ꎬ
要求将金属材料 (除生产必需的以外) 全部清理出来 “抗旱”ꎬ 确保每人二

斤铁、 半斤铜的任务完成ꎮ 轰轰烈烈的献废钢铁群众运动ꎬ 使一些较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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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物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ꎮ
为了保证 “钢铁元帅升帐”ꎬ 地委决定雅安专区成立钢铁办公室ꎬ 由王泽

民等人负责ꎮ 主要任务是尽一切努力做好对钢铁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和部分生

产资料的供应ꎬ 统管采购、 供应、 平衡调拨ꎬ 以及商业网点布局和服务单位下

伸等工作ꎮ 在一切为了 “钢铁元帅升帐” 的前提下ꎬ 全区厂矿企业积极开展

群众性生产运动ꎮ 几个月的时间里ꎬ 围绕节约原材料、 降低成本、 增加新品

种ꎬ 提出合理化建议 １９２９００ 多条ꎬ 创造发明 ６３７ 起ꎬ 试制新产品 ６９０ 余种ꎮ 各

机械厂全力制造高炉设备ꎬ 试制成功新产品 ４１３ 种ꎬ 其中包括空压机、 龙门

炮、 叶氏鼓风机、 拖车、 高炉热风管等主要机械ꎮ 建成炼铁的土高炉 １０００ 余

座ꎬ 土炼钢炉 ６００ 余座ꎬ 土炼铜炉 ６０ 余座ꎬ 新开煤窑 ５００ 余个ꎬ 发现矿点 ８００

余处ꎬ 修建各种矿山公路 ２６０ 余里ꎮ 为了大力培养技术力量ꎬ 雅安专区开办一

所半工半读的技术学校ꎬ 采取师傅带徒弟、 组织参观学习等办法大力培养技术

力量ꎮ 同时在厂矿企业推行干部跟班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制度ꎮ
大办钢铁运动打破了开办工业的神秘观点ꎮ 许多人认为ꎬ 广大农民上山

炼钢铁ꎬ 既学到一定的知识和技术ꎬ 又巩固了工农联盟ꎻ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

生参加炼铁ꎬ 既进行了思想改造ꎬ 又密切了工农之间、 城乡之间的关系ꎻ 各

级领导和机关干部ꎬ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和群众一起炼钢ꎬ 既加强了生产领

导、 锻炼了干部ꎬ 又密切了党群和干群关系ꎮ 全民办钢铁是 “既炼钢又炼

人ꎬ 钢红人也红ꎮ” 钢铁工业的发展ꎬ 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ꎬ 达到了 “以钢

为纲、 全面跃进” 的目的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工业生产在 “以钢为纲、 全面跃进” 的方针指导下ꎬ 获得了

一定的发展ꎮ 基本建设投资 １８８９ 万元ꎬ 比 １９５７ 年增长 １０ ６ 倍ꎮ 主要工业

产品比 １９５７ 年增长幅度是: 生铁为 １ ８ 倍ꎬ 煤炭 ４ ７ 倍ꎬ 云母 １ １ 倍ꎬ 石棉

８１％ꎬ 电力 ６０ ７％ꎬ 原木 ５１％ꎮ 工业生产采取区、 县、 乡、 社一起动手的办

法ꎬ 在 ７ 月份前共建成大小厂矿 ５０７２ 个ꎬ 形成了全党全民办工业的第一个

群众运动ꎮ 这一时期办工业的特点是社办的最多ꎬ 约占总数的 ９０％以上ꎬ 基

本上做到社社办企业ꎬ 主要是为农业服务ꎮ 在 ５ 千多个厂矿中ꎬ 农具厂、 肥

料厂、 农产品加工厂等占绝大多数ꎬ 以小型为主ꎬ 基本建设上采用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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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因陋就简、 就地取材、 边建设边生产ꎮ 但是ꎬ 到 １９５８ 年底ꎬ 全区大办

钢铁由于出铁率不高ꎬ 收效不大ꎬ 贷款、 借支、 买东西未付款等情况较为普

遍ꎬ 无法算清ꎬ 也没有那么多钱来支付ꎬ 所以便一笔勾销了ꎮ

面对严峻的现实ꎬ 地委经过研究ꎬ 采取了一些收缩措施ꎮ １２ 月底ꎬ 地

委批准并下发专署工业党组对改造土高炉的工作意见ꎬ 对钢铁生产进行适当

调整ꎬ 逐步将 “小土群” 改造成 “小洋群”ꎮ 一是收缩定点ꎬ 减少土高炉ꎻ

二是定炉型ꎬ 即保优去劣ꎬ 留大弃小ꎮ 高炉缩减ꎬ 彻底取缔 “土高炉”ꎬ 只

保留人马、 一套设备管两个高炉ꎬ 轮流生产ꎬ 保证正常出铁ꎮ 经过调整ꎬ 规

模大大缩小ꎬ 钢铁 “大跃进” 的势头才得到有效遏制ꎮ
工业 “大跃进” 时期ꎬ 全区将农村一半以上的劳动力抽调进厂、 上山、

伐木、 采矿、 炼铁ꎬ 农村中出现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ꎮ 有的地方大量耕

地因无人耕种而被荒芜ꎬ 甚至已经成熟的庄稼因无人收割而烂在田地里ꎮ 这

种极大地削弱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做法ꎬ 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ꎬ 使 １９５８ 年

至 １９６１ 年的粮食产量陷入连年减产的困境ꎬ 人民群众生活由此过得十分艰

苦ꎬ 以致造成了人口减少等无法弥补的损失ꎮ 此外ꎬ 由于工业 “大跃进”

和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ꎬ 不但造成了人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ꎬ 而且急剧扩

大了基本建设规模ꎬ 严重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部门工业ꎬ 打乱了国民经济的

正常秩序ꎬ 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ꎮ

全民大办工业、 大办钢铁运动ꎬ 是在中华民族迫于国际敌对势力巨大政

治、 经济、 军事压力之下的自立自强的选择ꎮ 广大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怀

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ꎬ 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ꎬ 表现出了高

度的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ꎬ 展现出了自力更生、 艰苦奋

斗、 不畏艰险和敢为天下先的民族气节ꎬ 展示出了不为名利、 无私奉献的崇

高品质ꎮ 这是永远值得赞誉的ꎮ 但是ꎬ 由于主观上急于求成ꎬ 过分强调大干

快上、 土法上马ꎬ 不按客观规律办事ꎬ 势必会事与愿违ꎬ 欲速则不达ꎬ 甚至

适得其反ꎬ 其教训值得后人警醒和借鉴ꎮ
(三) 其他战线的 “大跃进”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０ 年的工农业生产 “大跃进” 运动ꎬ 推动了各条战线、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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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业 “大跃进” 的开展ꎬ 演变成为全面、 全方位的运动ꎮ 商贸、 金融、
农机、 交通和教育、 卫生、 文化等部门单位纷纷开展各自的 “大跃进”ꎬ 并

提出不切实际的 “跃进” 指标ꎮ 瞎指挥、 浮夸风同样十分严重ꎮ 在 “全民

大办” 的号召下ꎬ 全区生产、 经济战线 “大跃进” 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ꎮ

财贸系统的 “大跃进”ꎬ 起于地委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５ 日召开的财贸工作会

议ꎮ 会议传达中央、 省委关于财贸系统开展的反浪费、 反保守 “双反” 运

动的指示精神及地委的部署ꎬ 组织参观了地区财贸系统 “双反” 展览和雅

安市百货商店、 乐康饭店ꎮ 这次会议拉开了全区财贸系统的 “大跃进” 的

序幕ꎮ 财贸系统进行机构改革ꎬ 实行 “政企合一” 体制ꎬ 搞全民所有制

“大过渡”ꎮ 将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和服务局撤销并入商业局ꎬ 并把供销合

作社分别改组为农业生产资料经理部 (即后来的农资公司)、 土产副食品经

理部 (土产公司)、 日用杂品经理部 (日杂公司)、 中药材经理部 (中药材

公司) 等ꎬ 与农村基层供销社和分销社一起成为商业局下属的全民所有制

(国营) 企业ꎮ 全区撤并机构精简压缩 ７７１ 人下放到基层ꎬ 充实工农业生产

“大跃进” 第一线ꎬ 占 １９５７ 年底职工总人数 ９６９ 人的 ７９ ５６％ꎮ 为了在商品

的交换和流通等方面适应 “大跃进” 的形势ꎬ 调整下伸商业点 ７１８ 个ꎬ 增设

矿区服务点 ３９２ 个ꎮ 之后ꎬ 商贸系统又实行关闭集市贸易ꎬ 形成国营商业独

家经营的格局ꎬ 把商品统统管起来ꎬ 搞 “大购大销”ꎬ 提出 “生产什么ꎬ 收

购什么ꎻ 生产多少ꎬ 收购多少” 等 “跃进” 口号ꎬ 结果购进大批资低价高

的废次品ꎬ 造成积压残损和国家资金浪费ꎮ 名山县在供销合作商业购销中推

行强迫命令ꎬ 造成总金额达 １４５ ２４ 万元 “三清” 报损ꎮ 同时ꎬ 全区在物资

供应上实行 “分配调拨型”ꎬ 使个体商业受到极大限制ꎮ 雅安财贸系统 “大

跃进”ꎬ 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ꎬ 违背了经济规律ꎬ 影响和妨碍了全区的

经济发展ꎮ

工交系统在 “大跃进” 中提出 “快马加鞭往前冲ꎬ 生产干劲莫放松ꎬ

坚决完成跃进数ꎬ 月月实现满堂红” 口号ꎮ 交通部门重点抓道路修建和运输

工具制造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全区掀起筑路高潮ꎬ 乡道、 专用道建设普遍展开ꎬ 各

地组织人力起早摸黑修筑公路ꎮ “大办钢铁” 中ꎬ 雅安运输公司平均车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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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达到 ５４９５ ３７ 吨公里ꎬ 创历史最高记录ꎮ 农机部门主要抓农具、 工具的改

良ꎮ 雅安专区在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农具工具改革会议上ꎬ 提出今后农

具工具改革的规划ꎬ 要求掀起一个鼓足干劲ꎬ 解放思想ꎬ 破除迷信ꎬ 大胆创

造ꎬ 在短期内改革、 创造、 发明农具和各种工具的高潮ꎮ 在工具改革运动

中ꎬ 全区建立农具厂 ２２６ 个ꎬ 改良推广各种农具近 ２０ 万件ꎮ
生产、 经济战线 “大跃进” 中高产 “卫星” 满天飞ꎬ 非生产、 经济战

线 “大跃进” 中的 “卫星” 也天天放ꎮ 尤其是教育、 卫生、 文化战线也毫

不示弱ꎬ 在许多方面浮夸虚假之风甚至更加严重ꎮ

教育战线 “大跃进” 的特点是大办各级各类学校ꎮ 在幼儿教育方面:
１９５８ 年ꎬ 全区幼儿园从 １９５７ 年的 ２１ 所、 入园幼儿 ２９１２ 人ꎬ 增加至 １２１９

所ꎬ 其中公办 ２２ 所、 农业生产合作社办 １１９７ 所、 入园幼儿 ２８８５８ 人ꎮ １９５９

年全区 ３~６ 岁幼儿有 ８１６３９ 人ꎬ 入园幼儿 ４７１３７ 人ꎬ 入园率占 ５７ ７３％ꎮ 小

学教育方面: 全区 １９５７ 年下期有小学 ７０８ 所ꎬ 其中公办 ４７４ 所、 民办 ２３１
所、 其他部门办 ３ 所ꎮ 学生 ９７７５３ 人ꎬ 入学率 ６４ ７１％ꎮ １９５８ 年增加至 ８７７

所ꎬ 学生 １１２９７４ 人ꎻ １９５９ 年 ９１７ 所ꎬ 学生 １１３９８８ 人ꎻ １９６０ 年 ９６９ 所ꎬ 学生

１２２３４６ 人ꎮ 中学教育方面: １９５６ 年ꎬ 雅安专署文教科提出 “大量发展中

学”ꎬ １９５７ 年下期有 １２ 所ꎬ 学生 ７０６０ 人ꎮ １９５８ 年增加至 １５ 所ꎬ 学生 ９７３４
人ꎻ １９５９ 年 ２０ 所ꎬ 学生 １１３７６ 人ꎻ １９６０ 年 “二次跃进” 时ꎬ 全区中学增加

到 ２３ 所ꎬ 其中公办高完中 ７ 所、 公办初中 １３ 所、 民办初中 ３ 所ꎬ 在校学生

１３２８６ 人ꎮ 中等专业学校教育: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０ 年 “大跃进” 期间ꎬ 雅安专

署在雅安市斗胆村创办雅安工业学校ꎮ ８ 月ꎬ 由四川省林业厅主办成立雅安

林业学校ꎬ 校址雅安县上坝村ꎻ 芦山县委在升隆公社创办芦山农技校ꎮ １９５９

年ꎬ 雅安专署文教科在雅安文定街开办雅安戏剧学校ꎻ 雅安专署卫生科在雅

安新康路开办雅安专区医院护士学校ꎻ 在石棉县农场开办石棉工业学校ꎮ

１９６０ 年ꎬ 雅安专署文教科在雅安挺进路开办雅安财贸学校ꎻ 四川省邮电管

理局在雅安挺进路开办雅安邮电机务学校ꎮ 高等教育方面: １９５８ 年在 “大
跃进” 时期ꎬ 四川省拨给雅安专署开办费 １０ 万元ꎬ 创办雅安专科学校ꎬ 校

址在雅安市斗胆村 (今省供销干部学校内)ꎬ 与雅安工业学校合校办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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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 年秋ꎬ 四川农学院林学系由该院析出ꎬ 筹备独立建成四川林学院ꎮ
１９６０ 年春ꎬ 在原雅安林业学校 (今上坝路原行署内) 扩充后正式建院ꎮ

１９６２ 年ꎬ 四川林学院迁往西昌专区ꎮ 教育系统的 “大跃进”ꎬ 在超越当时经

济发展的情况下盲目大办各级各类学校ꎬ 由于师资缺乏ꎬ 教师队伍思想文化

素质参差不齐ꎬ 影响了教育质量ꎬ 也造成了教育资金的紧张和教育资源的浪

费ꎬ 这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深刻教训ꎮ

为了适应文化革命已经到来的新形势ꎬ 全区开展规模浩大的扫除文盲运

动ꎮ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５ 日ꎬ 雅安县委提出 “实现苦战一月扫除青壮年文盲”ꎬ 在

在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 “万人教ꎬ 全民学” 的扫盲运动ꎮ 县委动员组织知

识分子 ７１６２ 人担任教学ꎬ ３１５４２ 名青壮年参加学习ꎮ 经过 ２８ 天的勤耕苦读ꎬ

７ 月 ３０ 日ꎬ 全县青壮年非文盲上升到 ３７５２５ 人ꎬ 占青壮年总数的 ８６ ４％ꎮ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 荥经县委在召开的区、 乡党委 (总支) 书记电话会上ꎬ

动员全县人民 “鼓足干劲ꎬ 力争上游ꎬ 苦战半月完成扫盲”ꎮ 随后ꎬ 全县组

织扫盲大军ꎬ 开展扫盲运动ꎮ 为了提前实现 “无盲县创建目标”ꎬ 县委要求

“头可破ꎬ 血可流ꎬ 实现无盲县不能落空ꎬ 完成时间只能提前不准缩后”ꎮ

各区、 乡打破农忙放假的常规ꎬ 组织农民群众 “大忙苦学ꎬ 小忙大学ꎬ 不忙

更要学”ꎬ “农活做到哪里ꎬ 读书识字扫盲就进行到哪里”ꎬ 全县城乡到处是

“干部带头学ꎬ 会前会后结合学ꎬ 工前工后抓紧学ꎬ 雨天集中突击学ꎬ 见物

识字随处学ꎬ 生字卡片认真学ꎬ 推磨碾米磨坊学ꎬ 炼钢炼铁炉旁学ꎬ 挖煤背

矿换班学ꎬ 开荒伐木山上学ꎬ 修路修堰抽空学ꎬ 副业外出分散学ꎬ 起早睡晚

床边学ꎬ 放学回家抓紧学ꎬ 母亲喂奶随时学ꎬ 见面呼叫互相学ꎬ 见缝插针时

刻学”ꎬ 呈现出一派 “千人教学ꎬ 万人辅导” 的场面ꎮ 到 ７ 月底ꎬ 全县扫除

文盲 ２８３３９ 人ꎬ 占青壮年总数的 ８６ １％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５８ 年全区共组织 ２０ 多

万人青壮年参加学习ꎮ ８ 月下旬ꎬ 雅安专署文教科在荥经县烈士乡召开全区

扫盲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ꎮ １１ 月ꎬ 专署组织对雅安、 汉源、 荥经、 名山、

宝兴等五县扫盲工作进行检查验收ꎬ 扫除文盲 １４０１４０ 人ꎬ 青壮年非文盲率

达 ７３％ꎮ 宝兴、 雅安、 荥经三县脱盲率分别是 ８４％、 ８６％、 ８６％ꎬ 均达到要

求ꎬ 宣布成为 “基本无盲县”ꎮ １９５９ 年各县继续开展扫盲工作ꎬ 到 １９６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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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时ꎬ 除 ９００２０ 人正在学习外ꎬ 又有 １１６４６ 人达到脱盲标准ꎮ 此项工作后

因国家经济困难ꎬ 曾一度中断ꎮ

卫生系统开展 “大跃进” 的特点ꎬ 一是急于搞公有制过渡ꎮ 各县将原

乡联合诊所ꎬ 按人民公社辖区清理资产划归公社管理ꎬ 统一更名为 “人民公

社医院”ꎬ 改诊所成员集体所有为公社所有ꎬ 集中 “人权、 财权、 管理权”ꎬ
由公社统一核算ꎮ 二是以 “大跃进” 方式组建或新建医院ꎮ 雅安县在 １９５９

年先将城乡中医人员联合起来ꎬ 在市区开设 ５ 个联合诊所ꎬ 然后在文化路组

建成立雅安县城关联合医院 (后改名为雅安县中医院)ꎻ １９６０ 年ꎬ 又在上里

公社新建雅安县麻风村医院ꎮ 汉源县在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由民政科和卫生科联合

在富庄公社联络大队共建 “汉源县康复村”ꎬ １９６０ 年建医院工作区及病区ꎬ

两处相距 １ ５ 公里ꎬ 当年收治病人 ６３ 名ꎬ 后来曾定名为 “汉源县皮肤病防

治院”ꎮ 三是要求各医疗机构制定 “跃进” 计划ꎮ 医生、 护士、 检验员实行

２４ 小时负责制ꎻ 住院突破 ８ 小时工作时间ꎬ 实行 １２ 小时两班工作制ꎻ 一年

３６５ 天ꎬ 实行天天应诊ꎬ ２４ 小时门诊ꎬ 要求做到病人随到随诊ꎬ 有多少诊多

少ꎬ 不诊完不下班ꎮ 四是大力开展爱国卫生活动ꎮ 组织各县广泛开展以 “除

九害” (指老鼠、 麻雀、 苍蝇、 蚊子、 臭虫、 跳蚤、 虱子、 蟑螂、 钉螺) 为

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活动ꎮ 提出除 “九害” 讲卫生ꎬ 苦战 ３ 年ꎬ 基本消灭

“九害” 的要求ꎮ 从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起ꎬ 每天报数据ꎬ 每周报战果ꎬ 月月有战

报ꎮ 截至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全区消灭老鼠 １７７３４４３ 只ꎬ 麻雀 ４２５９９０６ 只ꎬ 蚊蝇

２０５１９２ 公斤ꎬ 蟑螂 ６７６３４０ 两ꎬ 消灭害兽 ７０１９１ 只ꎬ 捣毁雀窝 ６８５４４９ 个ꎬ 鼠

洞 ２４３０５４３ 个ꎮ 以 “除九害” 讲卫生的群众性卫生 “大跃进” 运动初见

成效ꎮ

雅安专区是血吸虫病、 钩虫病的重灾区ꎮ １９５６ 至 １９５７ 年ꎬ 地委按照党

中央对血吸虫病进行全面普查和试点防治工作的要求ꎬ 首先在天全、 芦山两

县发现 １２ 个乡镇有血吸虫病ꎬ 还发现有钩虫病流行ꎬ 患者约 １ ５ 至 ２ 万人ꎮ

之后ꎬ 又在荥经县发现也有血吸虫病和钩虫病ꎬ 在名山、 雅安县各有一个乡

发现钉螺ꎮ 据统计ꎬ 全区 ２７ 个乡有钉螺ꎬ 天全、 芦山、 荥经三县有 ３ １５ 万

人患血吸虫病ꎻ ４９ １９ 万人患钩虫病ꎮ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ꎬ 地委发动群众对严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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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和钩虫病正式开展防治工作ꎮ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ꎬ 在 “大
跃进” 形势的推动下ꎬ 地委、 行署对血吸虫病、 钩虫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ꎬ

专门下达了消灭疾病、 除 “九害” 的任务ꎮ 一是提出治疗血吸虫病和钩虫

病的具体任务和时间要求是: ５ 月完成 １ １５ 万人和 １ ９５ 万人ꎬ ７ 月完成

１ ４２ 万人和 １ ５５ 万人ꎬ ９ 月完成 ０ ３ 万人和 １ ６４ 万人ꎬ １１ 月完成 ０ ２ 万人

和 １ ６４ 万人ꎮ 总计完成 ３ ０７ 万人和 ６ ７８ 万人ꎬ 对治疗好后的病人要进行

复查ꎮ 二是要求在全区 １５７ 个乡镇ꎬ 要有 ６０ 个乡镇实现除 “九害”ꎬ ３４９９

个农业合作社ꎬ 要有 １４００ 个合作社实现除 “九害”ꎮ 全区积极组织中医运用

中医药和民间秘方治疗血吸虫病和钩虫病ꎬ 抢救了大批病人ꎮ 天全县陈友光

３ 人治疗组打破治疗常规ꎬ 创造了月治 １０８０ 名血吸虫病人的记录ꎮ 同时ꎬ 广

泛组织群众对有钉螺区域采用土埋、 三面光、 药物喷杀和人工扑杀等方法反

复进行扫荡ꎬ 提高灭螺率ꎮ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 地委在 «关于全区基本上消

灭血吸虫病的总结报告» 中指出: “今年的防虫病工作在总路线的照耀下ꎬ
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而跃进ꎬ 经过 １６ 个月的紧张工作ꎬ 全区于 ７ 月

２５ 日提前 １８ 个月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ꎮ” 雅安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消灭

血吸虫病和钩虫病ꎬ 增强了农村劳动力的体质ꎬ 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健康ꎬ 这

是值得肯定的ꎮ
文化战线的 “大跃进”ꎬ 主要表现在: 一是为 “大跃进” 大造声势ꎬ 推

波助澜ꎮ 全区各地成立宣传队伍ꎬ 组织文艺宣传员ꎬ 利用快板、 相声、 顺口

溜、 诗歌朗诵、 说唱艺术ꎬ 歌曲、 舞蹈表演等自编自演节目ꎬ 大力宣传各条

战线的大好形势和取得的巨大成绩ꎬ 让 “大跃进” 家喻户晓ꎬ 深入人心ꎮ
二是全民大办文化ꎮ 各县提出区要有民办文化馆、 新华书店、 电影队、 广播

网、 图书馆、 中心剧团ꎻ 社社要有民办文化站、 民办书店ꎻ 队队要有文化中

心俱乐部ꎮ 大的厂矿要有工人俱乐部ꎬ 小厂矿要有宣传队、 歌咏队、 戏剧

队ꎮ 至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ꎬ 荥经县建民办文化馆 ４ 个、 文化站 １９ 个、 图书馆 ４ 个ꎬ

图书室 ３８７ 个ꎬ 电影放映队 ４ 个ꎬ 新华书店 １９ 个ꎬ 中心书店 ４ 个ꎬ 中心俱

乐部 ３８７ 个ꎬ 中心业余剧团 ４３ 个ꎬ 乡、 村业余剧团 ６４ 个ꎬ 业余歌咏队 ７７４

支、 篮球队 ４８３ 支ꎬ 创作小组 ３９０ 个ꎬ 读报组 ９６０ 个ꎬ 幻灯组 ６０ 个ꎬ 开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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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 １５３２ 个ꎻ 办黑板报 ９６０ 个ꎬ 流动图书组 ９３ 个ꎻ 有电影队放映服务员

９６０ 人ꎬ 业余放映和发电员 １０ 人ꎬ 图书业余发行员 ４８２ 人ꎬ 发行图书 ６０ 万

册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天全县建俱乐部 １０７ 个ꎬ 创作组 ２５ 个ꎬ 歌咏队 ２４ 支ꎬ 业余剧

团 ２ 个ꎮ 到 １９５８ 年发展到俱乐部 ２８０ 个ꎬ 增长 １６１ ６％ꎻ 创作组 １３５ 个ꎬ 增

长 ２４ 倍ꎻ 歌咏队 ２３０ 支ꎬ 增长近 １０ 倍ꎻ 业余剧团 ３７ 个ꎬ 其中专业文工队 １
个ꎮ 三是开展群众文艺创作 “大跃进”ꎮ 各地提出文艺要放 “卫星”ꎬ 倡导

全民写民歌民谣ꎬ 人人写诗作画ꎮ 全区组织各县开展收集编印文艺创作专

辑ꎬ 编印民歌选集 ２ 集ꎬ 戏剧曲艺选集 １ 集ꎮ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至 ９ 月ꎬ 荥经县开

展 “读一百本书ꎬ 写一万个字ꎬ 写一千封信ꎬ 编一百首歌” 的群众文化运

动ꎬ 收集新编民歌、 故事 ２０ 多万首 (个)ꎬ 整理出版油印诗集 １１ 集ꎬ 出版

创作诗歌选集 ３ 集ꎮ 到 １０ 月ꎬ 收集群众创作的诗歌 ２０ 多万首ꎬ 油印反映文

化 “大跃进” 诗选集 ４０ 多册ꎮ 全县城乡实现了诗歌园地化、 满山化、 墙壁

化、 漫画化ꎮ 天全县 １９５７ 年民歌创作只有 ８２５ 首ꎬ 到 １９５８ 年民歌创作达到

１７５０００ 首ꎬ 增长 ２０ 倍ꎮ 雅安县收集民间文学 «三套集成» 作品 １４７８ 件ꎬ

其中民间故事类的 ３４６ 件、 歌谣类 ６４６ 件、 谚语类 ４８６ 件ꎬ 代表作品有 «白

马龙泉潮圣井» «女娲补天» «雅鱼进贡» 等ꎮ

总的来说ꎬ 在新中国成立后ꎬ 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和改造ꎬ 已初步建立起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ꎬ 为经济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ꎮ 但是ꎬ 由于历

史的原因ꎬ 全区经济仍然相当落后ꎬ 物质基础十分薄弱ꎬ 各级干部和广大人

民群众急盼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一点ꎬ 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ꎮ 因此ꎬ 当党中

央提出 “大跃进” “高速度发展经济” 的号召后ꎬ 广大干部和群众欢欣鼓

舞ꎬ 积极拥护ꎬ 一个规模空前的、 群众性的 “大跃进” 高潮迅速在全区各

个角落兴起ꎮ 这种鼓足干劲搞建设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ꎬ 但是ꎬ 经济建设有

它的客观规律性ꎬ 违反客观规律搞瞎指挥ꎬ 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盲目蛮

干ꎬ 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ꎮ 由于 “大跃进” 在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势头有

增无减ꎬ 为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埋下了严重隐患ꎮ 后来ꎬ 地委认真按照党中

央和四川省委的指示精神ꎬ 积极采取了挽救措施ꎬ 使 “大跃进” 遗留下来

的一些问题逐步得到有效控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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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ꎬ 是中国共产党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

会主义建设中ꎬ 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ꎮ “大跃

进” 时期在生产力发展上出现的高指标和浮夸风ꎬ 形成了盲目追求生产关系

急于向更高级形式过渡的倾向ꎬ 党中央、 毛泽东也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

大ꎬ 公有化程度越高ꎬ 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ꎮ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６ 日ꎬ 毛泽东

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ꎬ “人民公社的名字好”ꎮ ９ 日ꎬ 他在与

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ꎬ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ꎮ 毛泽东的谈话在

«人民日报» 发表后ꎬ 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ꎮ ８

月 １７ 日至 ３０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ꎬ 会议通过了 «中

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ꎬ 提出: “看来ꎬ 共产主义在

我国的实现ꎬ 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ꎬ 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

形式ꎬ 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ꎮ 并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

立人民公社ꎬ 提出 “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ꎬ 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

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ꎮ 随后ꎬ 全国各地一哄而起掀

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ꎮ 人民公社的迅速建立ꎬ 使 “大跃进” 中形成

的以高指标、 瞎指挥、 浮夸风、 “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 “左” 倾错误进一

步泛滥开来ꎮ

(一)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

意见»ꎬ 要求各地试办一些千户以至几千户规模的大社ꎮ ７ 月ꎬ 地委根据党

中央和省委关于办大社的指示ꎬ 提出各县可先办一个一乡一社规模的、 把小

型农业社合并成上千户大型社的试点ꎬ 试办成实行政社合一的、 工农商学兵

相结合的人民公社ꎮ 地委从试点布局开始ꎬ 加强了对公社化运动的领导ꎮ ８

月ꎬ 中共中央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公布后ꎬ 全区人民

群众衷心拥护ꎬ 到处出现申请办人民公社的大字报、 申请书、 决心书ꎮ 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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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委部署ꎬ 立即召开各县 (市) 委第一书记会议ꎬ 布置落实人民公社

化运动ꎮ 因全国形势发展太快ꎬ 在 “共产主义是天堂ꎬ 人民公社是桥梁”

口号的鼓动下ꎬ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区范围内一哄而起ꎬ 出现了声势浩大的

建立人民公社高潮ꎮ 从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开始到 ９ 月下旬ꎬ 在没有经过任何试验

的情况下ꎬ 只用 ４０ 天的时间ꎬ 全区除一个民族乡外ꎬ 将原有的 ３４９３ 个农业

生产合作社合并转成 １３３ 个人民公社ꎬ 入社农户 １８２０９４ 户ꎬ 占全区总农户

１８３６５９ 户的 ９９ １％ꎬ 平均每社 １３６９ 户ꎮ 其中一乡一社的 １１９ 个ꎬ 占 ８９ ４％ꎬ

两乡一社的 ３ 个ꎬ 三乡一社的 ３ 个 (有两个是一区一社)ꎬ 四乡一社的 ３ 个ꎮ

最大的公社有 １０４３５ 户ꎬ 最小的公社有 ２５８ 户ꎮ 全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里ꎬ 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ꎮ 根据省委指示精神ꎬ 为适应工农业生产 “大

跃进” 形势ꎬ 所有人民公社从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ꎬ 改变过去 “三包一奖”

的分配方法ꎮ

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ꎬ 各县以支部为核心ꎬ 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

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和 “高举红旗前进” 的社论ꎬ 以及河南卫星人民

公社的试行简章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 “成绩” 为主要内容ꎬ 采取大鸣大放、

大辩论、 大字报、 黑板报、 油印报、 开谈心会、 登门串联等形式进行共产主

义教育ꎮ 天全县有的合作社还将公社的发展规划做成模型ꎬ 向农民展示农村

共产主义的前景ꎮ 雅安县中里区高山上的社员ꎬ 夜半三更ꎬ 敲锣打鼓走十几

里路向区、 乡人民政府送入社申请书、 保证书ꎮ 人们普遍认为ꎬ 只要建立人

民公社ꎬ 就可以 “吃饭不要钱ꎬ 生活有保证”ꎮ 正如有一首歌的歌词写道:

“千条小河汇大海ꎬ 万亩土地连起来ꎬ 社会主义建设快ꎬ 幸福的花儿公社

开ꎮ” 因此ꎬ 各地在成立人民公社时ꎬ 人们真是喜气洋洋ꎬ 欢天喜地ꎬ 集会

庆祝ꎮ

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后ꎬ 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忘我的劳动热情投入到钢铁生

产、 “四秋” 生产和规模巨大的冬季大生产运动中ꎬ 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

更大范围内调动ꎬ 工农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都得到迅速发展ꎮ １９５８ 年农业

生产获得大丰收ꎬ 粮食产量接近 １０ 亿斤ꎬ 比 １９５７ 年增长 ６６％ꎮ 工业生产在

“以钢为纲、 全面跃进” 的方针指引下ꎬ 基本建设投资达 １８８９ 万元ꎬ 比 １９５７

０８１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年增长 １０ ６ 倍ꎮ １９５８ 年全区国民经济在 “大跃进” 的形势下还是获得迅速发

展ꎬ 工农业总产值 ２６８２３ １ 万元ꎬ 比 １９５７ 年增长 ２２ ２％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

１９５８４ ２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６２ ９％ꎬ 农业总产值 １４２３８ ９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 ２％ (以上按 １９８０ 年不变价计)ꎮ 粮食总产量 ２５ ６３ 万吨ꎬ 比上年下降

４ ３％ꎬ 茶叶产量也比 １９５７ 年减少 ２９ ３％ꎬ 大牲畜存栏略有增长ꎮ 基本建设

投资总额比 １９５７ 年增长 ３９ 倍ꎬ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１４ ２％ꎮ

可以看出ꎬ １９５８ 年基本建设投资的巨额膨胀ꎬ 工农业比例的失调ꎬ 使

经济失去平衡ꎬ 呈畸形发展ꎬ 同时也使积累和消费结构失衡ꎬ 影响到人民群

众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ꎬ 为后来的三年经济困难投下了阴影ꎮ
(二) 人民公社的特点及组织管理体制

１ 人民公社的特点

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ꎬ “一大二公” 是人民公社的经济特点ꎮ 所谓

“大”ꎬ 即生产规模大ꎮ 就是并小社为大社ꎬ 将原来一、 二百户的合作社ꎬ
合并成为四、 五千户以至一、 二万户的人民公社ꎬ 实行一乡一社ꎬ 甚至几乡

一社ꎮ 所谓 “公”ꎬ 即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ꎮ 就是将几十、 上百个经济条

件、 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ꎬ 一切财产上交公社ꎬ 多者不退ꎬ 少者不

补ꎬ 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ꎬ 统一分配ꎬ 实行部分供给制 (包括大办公共食

堂、 吃饭不要钱)ꎬ 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之间、 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

均主义ꎮ “一大二公”ꎬ 实际上就是搞 “一平 (平均主义) 二调 (无偿调拨

集体财物、 无偿调拨社员个人财物) ”ꎮ 在各种 “大办” 中ꎬ 人民公社还经

常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 物资和劳动力ꎬ 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 家具ꎮ 一

时间ꎬ 以 “一大二公” 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和以 “一平二调” 为手段的 “共

产风” 在全国各地迅速地刮了起来ꎮ 这些做法ꎬ 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ꎬ

造成农民的惊恐和不满ꎬ 出现纷纷杀鸡、 杀猪、 宰羊ꎬ 砍树伐木ꎬ 隐藏粮食

等不正常情况ꎬ 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破坏ꎮ

人民公社成立后ꎬ 原农业社不论经济条件、 贫富水平如何ꎬ 所有财产一

律上交公社ꎬ 各社之间的差异一律不采取算细账、 找平补齐的办法处理ꎮ 对

于公共财产、 公共积累、 储备粮多的合作社只是口头予以表扬ꎮ 原小社的债

１８１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务清偿ꎬ 凡用于基本建设的由公社偿还ꎮ 对原农业社中的 “分空户”ꎬ 均由

公社负责ꎬ 在适当时期由公社把以往农业社欠缴的劳动报酬付清ꎮ 对原来的

超支户ꎬ 只把超支部分归还给公社ꎮ 对经济上有特殊困难的ꎬ 经公社管委会

批准可酌情减免ꎮ 随着公共食堂的举办ꎬ 人民公社对社员的私有猪均折价入

社ꎬ 由人民公社分期付款ꎻ 对社员的自留地一律收归公社集体所有并负责经

营ꎻ 对社员的鸡、 鸭、 鹅、 兔和少量羊均未入社的ꎬ 仍归社员私有ꎻ 社员私

有的林木、 果树、 竹林等一般均折价归公社所有ꎬ 只允许社员保留房前屋后

和院坝里的零星竹木为私有ꎮ

在处理小社的公共财产时ꎬ 严格按照 “四不准” 和 “八保证” 的规定

执行ꎮ “四不准” 即不准私分种子、 储备粮、 公共积累ꎻ 不准乱砍树木、 乱

杀和卖生猪ꎻ 不准隐瞒产量ꎬ 浪费粮食ꎻ 不准涂改账目ꎬ 假公济私进行贪污

盗窃ꎮ “八保证” 即保证做好秋收秋藏ꎬ 精收细打ꎬ 颗粒还社ꎬ 实收实报ꎻ

保证提前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ꎻ 保证按规定数量质量留住 １９５９ 年小春大

春各项作物所需的种子ꎻ 保证按公社统一规定的比例提留公共积累和储备

粮ꎬ 保证做好对种子和提留粮的保管ꎬ 不霉烂粮食ꎻ 保证把原来的公共财

产、 公共积累、 储备粮一律登记清点清楚ꎬ 如数转为公社所有ꎬ 由公社统一

支配ꎻ 保证把原有一切收支账目核算清楚ꎻ 保证按公社的统一规划改进农业

生产技术ꎬ 积极开展秋耕、 深耕运动ꎬ 按时完成小春播种计划ꎮ 同时ꎬ 公社

对社员群众提出了保证积极出工ꎬ 服从公社调配ꎻ 保证按技术规格进行生

产ꎻ 保证按时完成公社分配的一切生产任务ꎻ 保证做到爱社如家ꎬ 爱护社内

一切公共财产ꎻ 保证与一切损害公共财产现象作斗争的 “五保证” 要求ꎮ
２. 人民公社的组织管理体制

毛泽东在与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ꎬ 它 (指人民公社) 的好处是

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ꎬ 便于领导ꎮ 之后ꎬ 在中央颁布的 «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 (简称 “六十条” ) 中明确规定: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

的组织ꎬ 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ꎬ 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

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ꎮ” 人民公社实行 “工、 农、 商、 学、 兵” 五位一体的

管理体制ꎬ 它既是农村经济组织ꎬ 负责全社区域的农业生产ꎬ 也是一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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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ꎬ 对 “工、 农、 商、 学、 兵” 等进行统一管理ꎮ
人民公社的管理机构采取三级制ꎬ 即管委会、 管理区 (生产大队)、 生

产队ꎮ 乡人民委员会改为人民公社管委会ꎮ 公社管理委员会在行政上就是乡

人民委员会 (即乡人民政府)ꎬ 受县人民委员会 (即县人民政府) 和县人民

委员会派出机关 (区) 的领导ꎮ 在管理生产、 建设、 财政、 粮食、 贸易、
民政、 文教卫生、 治安、 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项工作方面ꎬ 行使乡人民委

员会的职权ꎮ 它的主要任务是面向生产队ꎬ 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ꎬ 发

展农业、 畜牧业、 林业、 副业、 渔业等生产事业ꎮ 具体讲: 公社统管全社的

生产安排、 劳动调配、 物资调拨、 产品分配和经济核算ꎻ 生产大队负责生产

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ꎻ 生产队则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生产单位ꎮ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ꎬ 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ꎬ 将国家行政

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ꎮ 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ꎬ 使公社权

力向党组织高度集中ꎬ 各级党组织的权力向分管的领导集中ꎬ 党支部向支部

书记集中ꎬ 党委向党委书记集中ꎬ 形成了公社党委和党委书记的绝对权力ꎮ

由于公社党委实行全面的领导ꎬ 公社党委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ꎬ 从种植

到收割ꎬ 种什么、 怎么种ꎬ 分配上怎么分、 分多少ꎬ 社员和生产单位没有自

主权ꎬ 经营方式完全由公社党委和党委书记决定ꎮ 公社体制和整个国家集权

政体一样ꎬ 以党代政ꎬ 党就是国家ꎮ 公社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的 “一体化”

管理ꎬ 由此带来 “共产风” 等严重问题ꎮ

为了适应人民公社集中劳动力投入各种 “大跃进” 的 “大办” 运动ꎬ

按照中央 “组织军事化、 行动战斗化、 生活集体化” 的要求ꎬ 全区各县实

行以公社为单位将农村男女劳动力按团、 营、 连、 排的军事编制组织起来ꎬ

实行 “组织军事化”ꎬ 以便统一的军事指挥ꎬ 进行调动和部署ꎬ 投入到各种

“大办” 运动ꎬ 并要求 “行动战斗化”ꎬ 随时听从指挥调动ꎮ “生活集体化”

是采用办集体食堂集中吃饭的办法解决ꎮ 荥经县建立了 ７ 个团、 ２１ 个营、 ６３

个连、 １８９ 个排的民兵组织ꎮ 天全县建立了 １７ 个营、 ９９ 个连、 ３８８ 个排ꎮ 这

些按军事化组成的劳动大军随时被调动搞 “大兵团” 作战ꎬ 实现理想中人

民公社组织军事化既能为保卫生产、 保卫国防服务ꎬ 也能更好地达到促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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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发展生产ꎬ 为生产服务的目的ꎮ
根据中央 “全民皆兵就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ꎬ 逐步实行全民武装” 的

指示精神ꎬ 人民公社贯彻劳武结合的原则ꎬ 纷纷建立劳武结合的民兵组织ꎬ

全区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别成立基干总队及分队、 小队ꎮ 公社内凡具有公

民权利ꎬ 身无残疾ꎬ 能参加劳动和能拿武器ꎬ 且年满 １６ 岁至 ５０ 岁的男性公

民和 １８ 岁至 ４０ 岁的女性公民都应参加民兵组织ꎬ 从而使人民公社的组织管

理完全实行了军事化ꎮ

(三) 大办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建立以后ꎬ 平调了农村社员的基本生活资料ꎬ 以家庭为单位的

生活方式解体ꎮ 为了实现对社员管理上的军事化、 生产行动上的战斗化ꎬ 农

村公共食堂便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而产生ꎮ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８ 日ꎬ «人民日报»

发表题为 «农村办公共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成长» 的专题

报道ꎬ 列举出农村办公共食堂的 “八大” 好处ꎮ 一时间ꎬ 全国各地农村迅

速掀起了办公共食堂的高潮ꎮ 因此ꎬ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和 “大跃进” 的

重要产物ꎬ 是 “一大二公” “一平二调” 的必然选择和结果ꎮ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９ 日ꎬ 地区妇联向地委提出 «关于大力举办公共食堂的意

见报告»ꎬ 认为应 “大力举办公共食堂”ꎬ “建议秋收前 ８０％以上生产队应办

起食堂”ꎮ 实行人民公社化后ꎬ 全区举办公共食堂 ５０００ 多个ꎮ 农村公共食堂

的建立ꎬ 社员一律实行集体开餐ꎬ 禁绝家庭小锅小灶ꎮ 自留地、 家庭副业统

统被取消ꎮ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 (半供给制) 和工资制ꎬ 以生产队 (即原

小型农业社) 为单位大办公共食堂ꎬ 公共食堂开办时吃饭不定量、 敞开肚皮

吃ꎬ 吃饭不要钱ꎮ 荥经县在 ６２６ 个公共食堂吃饭人数达到 ８９４４８ 人ꎮ 天全县

有 １８２３１ 户 ７３３３７ 人在 ５９９ 个公共食堂吃饭ꎬ 吃饭人数达到 ９９ ４％ꎮ 集体吃

饭造成了粮食的严重浪费ꎮ 此外ꎬ 全区还以公共食堂为中心ꎬ 开办托儿所、

幼儿园 ６２５５ 个ꎬ 入托儿童占幼儿总数的 ８７％以上ꎬ 全区入托婴幼儿占总数

的 ７０％~ ８０％ꎻ 公社和管理区则办敬老院ꎬ 全区建立敬老院 ６７５ 个ꎬ 接收无

依无靠老年社员 １４０５０ 人ꎬ 占 “五保” 社员总数的 ７８ ５％ꎮ 集体福利机构的

建立ꎬ 使家务劳动社会化ꎬ 改变着人们一些旧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点ꎬ 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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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芦阳公社的妇女这样唱道: “过去妇女锅边转ꎬ 如今劳动在田边ꎬ 孩子进

了托儿所ꎬ 安心生产真愉快ꎮ” 名山县农民群众自编传唱顺口溜: “人民公

社人人欢ꎬ 红旗飘飘飞上天ꎻ 集体食堂人人爱ꎬ 小孩又有人照看ꎻ 一心一意

搞生产ꎬ 幸福生活万万年ꎮ” 名山县委曾总结出 ７ 大 “优点”: 一是从根本

上保证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ꎻ 二是解决了 “困难户” 和 “倒补户” 的后

顾之忧ꎻ 三是减少了评分记分的麻烦ꎬ 克服了财务制度的混乱ꎻ 四是有利于

家庭和睦ꎻ 五是更好地实行 “三化” 和劳力的大调动、 大协作ꎻ 六是便于

社员有计划地安排生活ꎻ 七是缓和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ꎬ 缩小了工农差别ꎮ

当时ꎬ 人们认为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 的优越性增加了共产主义因素ꎬ 把

人民公社 “一平二调” 作为共产主义特点进行广泛宣传ꎮ

随着生产资料的变革ꎬ 人民公社实行由按劳动日计酬制改为半供给半工

资制ꎬ 即每个公社社员都享受在公共食堂免费吃饭的权利ꎬ 所有参加劳动的

人都可每月按主劳、 次劳、 半劳、 副劳等级别领取工资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ꎬ 全

区各地ꎬ 除石棉、 汉源、 宝兴县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乡外ꎬ 开始实行半供给

和半工资制ꎮ 这些变革不仅是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革ꎬ 而且是生活习惯上的

重大变革ꎮ 开办公共食堂以后ꎬ 把农村的小商小贩、 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

业ꎬ 都被作为 “资本主义尾巴” 加以割掉ꎬ 这既违背了等价交换、 按劳分

配的原则ꎬ 又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ꎮ

(四) 公社化后高指标、 浮夸风、 共产风的再度升级

“大跃进” 运动的开展ꎬ 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相关的制

度方法ꎬ 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ꎬ 集中统一领导ꎬ 集体劳动、 集体生活的 “一
大二公” 生产生活模式ꎬ 恰好是搞 “大跃进” 最适合的组织形式ꎮ 人们对

以生产力 “一天等于二十年” 高速发展的幻想ꎬ 从而引出了距离共产主义

已经不远的空想ꎬ 就认为人民公社是一种预先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准备好

的 “最好的组织形式”ꎮ 党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

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ꎬ 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ꎬ 急于求成ꎬ 夸

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ꎬ 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ꎬ 就在总

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 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ꎬ 使得以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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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瞎指挥、 浮夸风和 “共产风” 为主要标志的 “左” 倾错误严重地泛滥

开来ꎮ 雅安也紧跟全国的形势发展ꎬ 出现了高指标不断升级ꎬ 浮夸风愈吹愈

凶ꎬ “共产风” 愈刮愈烈的情况ꎮ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地委在 «关于执行中共四川省委 ‹关于执行中共中

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的决定» 中ꎬ 总结

了 １９５８ 年各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与 １９５７ 年相比较的情况: 生铁产量为

６４２２ 吨ꎬ 增长 １ ８ 倍ꎻ 粗铜 ６９ 吨ꎬ 煤炭 ３２ 万吨ꎬ 均增长 ６４％ꎻ 石棉 ２９ ４６４

吨ꎬ 增长 ８１％ꎻ 机床 ２３ 台ꎬ 电力 ６１３ 万度ꎬ 分别增长 ６０ ７％ꎮ 农业上ꎬ 全

区人平粮食达到 １０００ 斤ꎮ 新修公路 ２６２ 公里ꎬ 比 １９５７ 增长 １４ ５ 倍ꎬ 里程为

“一五” 时期的 ４ 倍ꎮ 财贸商业、 文化教育事业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出现了新

的 “大跃进”ꎮ 在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中ꎬ 查清了一些矿产资源ꎬ 训练和培

养了一批技术人才ꎮ 提出 １９５９ 年全区主要产品生产指标是: 生铁 １５０００ 吨ꎬ

比 １９５８ 年增长 １６０％ꎻ 转炉钢 ２０００ 吨ꎬ 比上年增长 ６５ 倍ꎻ 粗钢 １１００ 吨ꎬ 增

长 ７ 倍ꎮ 新增锰铁 ３５００ 吨ꎬ 钢材 ２０００ 吨ꎮ 粮食增长近一倍ꎬ 棉花增长一倍

以上ꎮ 另外ꎬ 其他有色金属和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将比 １９５８ 年大幅度增长ꎮ

地委认为ꎬ 这 “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计划ꎬ 是一个比 １９５８ 年更加跃进的计

划”ꎮ １９５９ 年的这个高速发展的计划ꎬ 许多主要产品的指标比 “大跃进” 的

１９５８ 年还要翻几番ꎬ １９５８ 年没有生产的新产品ꎬ 将成批生产ꎮ 以钢铁为例ꎬ

生铁比 １９５８ 年增长 １６０％ꎬ 转炉钢 １９５８ 年生产了 ３０ 多吨ꎬ 次年要生产 ２ 千

吨ꎬ 增加 ６５ 倍以上ꎬ 有色金属增长更快ꎬ 粗铜增长近 ７ 倍ꎬ 粗铅、 粗锌

１９５８ 年很少ꎬ 次年也要成吨生产ꎬ 其他产品比 １９５８ 年都增长一倍左右ꎮ 提

出当前的任务是在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下ꎬ 搞好以钢铁为中心的钢铁生产ꎬ 保

证完成 １９５９ 年钢铁生产计划ꎮ 农业方面ꎬ 粮食将比 １９５８ 年增长近一倍ꎬ 棉

花增长 １０ 倍以上ꎬ 经济作物和牲畜也将有很大增长ꎬ 从而进一步把高指标

提得更高、 浮夸风刮得更烈ꎬ 瞎指挥更加泛滥ꎮ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地委办公室制定出水稻、 玉米高产 “卫星” 计划ꎬ
拟定水稻高产试验单产为 ５０００ 斤ꎬ 玉米高产试验单产为 ７０００ 斤ꎮ １９５９ 年粮

食总产量在 １９５８ 年基础上增产 １ ２ 倍ꎬ 油料过关ꎬ 经济作物全面 “大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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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ꎬ 每亩耕地平均产粮食 １５００ 斤ꎬ 每人平均占有粮食 ２４００ 斤ꎮ 要完成这

一计划ꎬ 除无条件抽调大量劳动力投入钢铁战线外ꎬ 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也

必须以一当十地投入生产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４ 日ꎬ 雅安专区接连提出高指标计划ꎬ 体现出所

谓 “二次跃进” 的猛烈势头ꎮ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地委作出 «雅安地区安排 １９６０
年农业、 林业、 农田水利建设的生产指标»ꎮ 提出: 一是 １９６０ 年粮食总产量

达到 １４ ３ 亿斤ꎬ 力争 １５ ４ 亿斤ꎬ 比 １９５９ 年增长 ３０~４０％ꎮ 二是全区计划造

林 ５８ 万亩ꎬ 其中用材林 ３８ 万亩ꎬ 经济林 ２０ 万亩ꎻ 造林补植 １５ 万亩ꎬ 育苗

６ 万亩ꎬ 幼林抚育 ３５ 万亩ꎬ 采集树种 ８５ 万斤ꎮ 三是人工灌溉面积要达到 ３０
万亩ꎬ 基本控制面积 １５ 万亩ꎬ 完成排灌机械 １４００ 马力ꎮ 同日ꎬ 地委发出

«关于迅速掀起群众性养猪高潮的指示»ꎬ 指出: 全区养猪业自贯彻 “公有

公养为主ꎬ 公有私养为辅” 的方针后ꎬ 迅速得以发展ꎬ 特别是人民公社化

后ꎬ 又跃入了一个新的阶段ꎮ 但是ꎬ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ꎬ 与农业生产的继续

“大跃进” 差距还很大ꎮ 因此ꎬ 地委决定动员全党和全区人民坚决响应省委

的号召ꎬ 全力以赴ꎬ 为大力发展养猪业而奋斗ꎮ 地委要求全区 １９６０ 年养猪

头数要比 １９５９ 年增长 ８０％ꎬ 力争翻一番ꎬ 当年达到农村人均养一头猪ꎬ 两

年内达到人均养两头猪ꎬ 三年内达到每亩耕地平均有两头猪ꎬ 九年内达到耕

地亩平 ５ 头猪以上ꎮ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地委提出 «１９６０ 年多种经营发展计划»ꎬ

指出: １９５９ 年全区粮经作物在 １９５８ 年 “大跃进” 的基础上又取得了较大的

丰收ꎬ 粮食、 棉花、 油料分别比 １９５８ 年增产了 ２２ ２％、 ４０％和 １５％ꎮ 多种

经营预计产值要达到 １ ２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ꎬ 其中林业增长 ６８％ꎬ
畜牧业增长 ３２％ꎬ 副业增长 ９９％ꎮ 全区多种经营总产值计划为 １ ８ 亿元ꎬ 比

１９５９ 年增长 ５０％ꎮ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地委提出 «１９６０ 年农业生产安排意见»ꎬ 指

出: 一、 生产指标ꎮ 一是粮食播种面积达到 ４００ 万亩ꎬ 总产量达 １４ ３ 亿斤

至 １５ ４ 亿斤ꎬ 其中小春播种面积为 １００ 万亩ꎬ 产量达到 １８８４２ 万斤ꎬ 增长

７７％ꎻ 大春播种面积为 ３００ 万亩ꎬ 产量达到 １２ ４ ~ １３ ５ 万斤ꎬ 增长 ２９％ ~
４２％ꎮ 二是全区开垦荒地 １０ 万亩ꎮ 三是棉花播种面积为 １ 万亩ꎬ 产量达

３７ ９ 万担ꎬ 增长 １７７％ꎮ 二、 开展大面积高产和 “万斤亩” 运动ꎮ 要求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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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搞 “高产坝” “高产沟” “高产山”ꎬ 各项作物高产面积要占到该作物播种

面积的 ２０％~３０％ꎬ 产量要比同等田地高出一倍以上ꎮ 几种主要粮食作物单

产定为 “水稻亩平产量 ２０００ 斤ꎬ 小麦亩平产量 １０００ 斤ꎬ 玉米亩平产量 １５００

斤ꎬ 红苕亩平实产 １００００ 斤ꎮ 三、 各级要大搞指挥田ꎬ 各类作物指挥田面积

要占同类作物种植面积的 ５％ ~ １０％ꎮ 几种主要经济作物单产要达到: 棉花

平均亩产 ４００ 斤ꎬ 油菜 ５００ 斤ꎬ 花生 ７００~ ８００ 斤ꎮ 这些指标在当时条件下ꎬ

已大大超出了耕地的承受能力ꎬ 成为不切实际的 “空谈”ꎮ

在工业方面ꎬ 雅安专署在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布的 «１９６０ 年工业生产

计划 (草案) » 中ꎬ 提出 １９６０ 年全区工业生产计划是根据以农业为基础ꎬ
加强重工业对农业的支援ꎬ 保证国家重点建设为前提ꎬ 按 “以钢为纲ꎬ 全面

跃进” 的方针ꎬ 着重发展煤、 电、 矿山、 交通ꎬ 积极发展轻化工产品ꎮ 主要

计划指标: 一是工业总产值达 ２ ９ 亿元ꎬ 比 １９５９ 年增长 ６５ ９％ꎮ 二是主要

工业品产品产量为: 钢 １５００ 吨ꎬ 钢材 １０００ 吨ꎬ 生铁 １２０００ 吨ꎬ 锰铁 １１０００
吨ꎬ 铜 ２００ 吨ꎬ 黄金 ４００ 两ꎬ 原煤 ７０ 万吨ꎬ 焦炭 ７ 万吨ꎬ 发电量 １３９５ 万度ꎬ

机床 ５６８ 台ꎬ 石棉 ５ ２３ 万吨ꎬ 出口皮鞋 １０ 万双ꎬ 木材 ２８ 万立方米ꎬ 硫酸

８００ 吨ꎮ 这些指标充分显示出 １９６０ 年的工业生产计划ꎬ 仍然是在 “继续大

跃进” 的态势下运动的ꎮ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地委对 １９５９ 年 “大跃进” 工作进行了总结ꎬ 提出全区

１９６０ 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ꎮ 计划指标: 工农业总产值 ５ ８ 亿元ꎬ 比 １９５９ 年

增长 ５８％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 ２ ９ 亿元ꎬ 比 １９５９ 年增长 ６５ ９％ꎬ 农副业总产

值 ２ ９ 亿元ꎬ 比 １９５９ 年增长 ４５％ꎮ 基本建设投资 ３５６９ ７ 万元ꎬ 比 １９５９ 年增

长 ６８ ３％ꎮ 农牧业主要产品产量为: 粮食总产量达 １４ ３ ~ １５ ４ 亿斤ꎬ 比

１９５９ 年增长 ３０％ ~ ４０％ꎻ 毛猪饲养 ８６ ~ ９２ 万头ꎬ 比 １９５９ 年增长 １１５％ ~

１３０％ꎮ 主要工业品产品产量: 钢产量 １５００ 吨ꎬ 钢材产量 １０００ 吨ꎬ 生铁产量

１２０００ 吨ꎬ 锰铁产量 １１０００ 吨ꎬ 原煤 ７０ 万吨ꎮ 计划指出: １９６０ 年的国民经

济发展计划仍然是一个全面 “大跃进” 的计划ꎬ 为保证计划的完成ꎬ 要求

集中主要力量抓好农业ꎻ 加速基本建设ꎬ 做好开年工程准备和生产准备ꎻ 各

级党委要指定专人负责生产准备ꎬ 确保 “开门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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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计划内容来看ꎬ 高指标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ꎬ 特别在 １９５９ 年

下半年起ꎬ 出现了 “二次跃进” 势头ꎬ 各种指标高得离奇ꎮ 那种急于向

“高级” 所有制过渡的思想又重新抬头ꎬ 共产风再度刮起ꎬ 强迫命令风和浮

夸风更加剧烈ꎮ 直到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ꎬ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ꎬ 毛泽东在会上

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ꎬ 要把 １９６１ 年搞成一个调查研究年、 实事求

是年ꎮ 党中央提出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的八字方针后ꎬ “大跃进”

的冒进势头才得到控制ꎮ

(五) 整顿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ꎬ 为全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ꎬ 农村

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ꎬ 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 (即按

劳付酬) 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即各取所需) 的道路ꎬ 城乡差

别、 工农差别、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ꎬ 以及国

家对内职能的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ꎮ 从这些方面来看ꎬ 建立大规模的工

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具有深远的意义ꎮ 但是ꎬ 实践的结

果ꎬ 正如后来邓小平总结的: “我们都是搞革命的ꎬ 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

性病ꎮ 我们的用心是好的ꎬ 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ꎮ 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

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ꎬ 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ꎮ”①

人民公社成立后ꎬ 在生产、 分配、 生活福利、 组织制度等方面发生了一

系列变化ꎬ 出现了许多新问题ꎮ 党内和人民群众对于人民公社的看法参差不

齐ꎬ 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出现一些不正确的理解ꎬ 其中主要是对人民

公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准、 工资制和供给制

结合的分配制度、 集体生活中的大集体和小自由、 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以及

商品生产和交换等问题的理解不是很明确ꎮ 人民公社自身也暴露出集中过

多、 平均主义、 本位主义等问题ꎬ 隐瞒私分粮食的现象较为普遍ꎬ 公购粮食

任务也尚未如期完成ꎮ 这些问题都凸显出了公社、 管理区、 生产队三级所有

制之间的矛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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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 年秋冬之间ꎬ 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出了不少乱子ꎬ 提出要纠正已经觉察到的 “左” 的错误ꎬ 并认为只有纠

正 “左” 的错误ꎬ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ꎮ 入冬以后ꎬ

党中央着手纠正 “大跃进” 以来 “左” 的错误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ꎬ 讨论、 修改并通过了 «关
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等文件ꎮ «决议» 明确指出: 人民公社目前基

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ꎮ 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ꎬ 不等于

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ꎬ 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ꎮ 生产关

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ꎮ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

所有制过渡ꎬ 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ꎬ 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

础ꎮ 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ꎬ 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ꎬ

大力实现工业化ꎬ 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 “立即实行全民所有

制”ꎬ 甚至 “立即进入共产主义”ꎮ 那样做只能使共产主义思想受到歪曲ꎬ
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ꎬ 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ꎮ «决议»

要求ꎬ 抓紧在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的 ５ 个月时间里ꎬ 进行一次整顿人

民公社的工作ꎮ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 省委发出 «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关

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的决定»ꎬ 指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公社办

好ꎮ 省委书记李井泉要求必须用正确的看法、 正确的态度、 正确的方法来进

行整顿巩固人民公社ꎮ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 地委制定 «关于贯彻执行中央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

问题的决议› 和整顿人民公社的计划»ꎬ 及时安排部署整顿人民公社的工

作ꎮ 各县随即召开县、 区、 公社、 大队四级干部会议ꎬ 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

和地委部署ꎬ 迅速开展整顿工作ꎮ

从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到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ꎬ 地委对全区人民公社进行一次系统的、

全面的整顿巩固工作ꎮ 整社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干部思想觉悟ꎬ 发挥生产

积极性ꎬ 改进党员作风ꎬ 密切党和群众关系ꎬ 建立健全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制

度ꎬ 加强生产的组织和管理ꎬ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ꎬ 使公社成员的生活过得更

好ꎬ 办好生活福利事业ꎮ 整顿人民公社分两批进行ꎬ 第一批从 １２ 月底到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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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２ 月ꎻ 第二批从翌年 １ 月中旬到 ３ 月ꎮ 整社采取了调查摸底、 培训骨干、
发动群众、 大争大辩、 整改和处理遗留问题等步骤分步实施ꎮ

整顿人民公社分两个阶段进行ꎮ

第一阶段: 一是抓紧检查公社贯彻执行省委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关于

人民公社群众生活几个问题的紧急指示» 的执行程度ꎬ 包括劳动与休息、 公

共食堂、 托儿所、 敬老院、 粮食保管、 生猪饲养管理、 公社现金ꎬ 办好小

学、 中学和成人教育ꎬ 普及小学教育和认真扫除成年人中的文盲、 卫生工

作、 改造现有旧式房屋规划、 园林化和现代化房屋建设等内容ꎮ 二是整社过

程中必须自始至终搞好公社当前的生产ꎬ 即白天搞生产、 晚上整社ꎬ 做到两

不误ꎮ 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应遵循国家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 勤俭办社的原

则ꎬ 实行工农业并举ꎬ 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ꎮ 在农业生

产方面ꎬ 坚决开展大面积高产运动ꎬ 逐步改变浅耕粗作ꎬ 广种薄收为深耕细

作、 少种多收的耕作制度ꎮ 三是整社开始时ꎬ 在各级干部中普遍传达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关于 １９５９ 年国民经济计划决

议» «关于改进农村财贸管理体制» 及省委的决定和有关指示ꎬ 统一思想认

识ꎮ 教育干部发扬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ꎬ 防止浮夸ꎬ 教育干部坚持革

命热情与科学分析精神相结合的原则ꎮ 对于目前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和浮夸

作风ꎬ 应进行正面教育ꎬ 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ꎬ 达到改进作风的目的ꎮ

只有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ꎬ 才能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运动贯彻

到整个过程中ꎮ 要求发扬民主ꎬ 鸣放辩论ꎬ 形成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自我教育运动ꎬ 为工业的更大 “跃进” 打下巩固的思想基础ꎮ 四是明确

实行工资和伙食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ꎬ 基本性质仍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

能、 按劳分配ꎮ １９５９ 年应从发展多种经营的收入中ꎬ 提取部分现金或实物

作为公共积累ꎬ 但社员的收入应有所增加ꎬ 工资部分应逐步扩大ꎮ

第二阶段: 建立健全组织制度ꎮ 总的实行公社 “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

制度ꎮ 人民公社的体制实行 “三级制”ꎬ 少数乡社或一乡一社的大公社可采

取 “三实一虚” 的 “四级” 制ꎬ 即公社管委会、 管理区、 大队 (虚)、 生产

队ꎮ 设立 “七部一室”ꎬ 即农林水利部、 工业交通部、 财政粮食贸易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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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卫生部、 政治公安部、 人民武装部、 生活福利部、 一个办公室ꎮ 一区一社

的大社可设立计划委员会和科技委员会ꎮ 要求各县: 一是要建立县联社ꎬ 调

整使用公社部分公共积累和劳动力ꎬ 兴办各项事业ꎬ 努力增加公社生产资料

的全民性部分ꎬ 成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重要形式ꎮ 二是整顿民

兵组织ꎬ 保持 “三化” (即组织军事化、 行动战斗化、 生活集体化)ꎬ 实行

民主管理ꎮ 三是整顿生产经营管理制度ꎬ 生产建设层层包干的全面责任制

度ꎮ 健全计划管理制度、 劳动管理制度ꎬ 合理组织调配劳动力ꎬ 健全财务管

理制度ꎬ 以及公社的民主管理制度ꎮ

总的来说ꎬ 这次整社除了澄清一些糊涂思想和纠正一些过 “左” 的错

误以外ꎬ 主要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建立生产责任制ꎬ 划分公社、 管理区、 生

产队的职责ꎬ 明确生产队有劳力、 畜力调配ꎬ 生产安排、 财产管理、 食堂管

理等权限ꎬ 改变公社包揽一切的现象ꎮ 二是整顿公社粮食管理问题ꎬ 改变公

社管口粮、 管食堂的做法ꎬ 由管理区 (即大队) 管理食堂ꎬ 口粮由公社按

统一标准调拨食堂包干使用ꎬ 以克服敞开肚皮吃、 用粮无计划、 浪费严重的

现象ꎮ 三是大搞小春田间管理和积肥ꎬ 规划 １９５９ 年 “更大、 更好、 更全面”

的农业 “大跃进”ꎮ 这次整顿人民公社ꎬ 对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向

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有所抑制ꎬ 但公社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仍然存在ꎬ 加上

为了完成由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任务ꎬ 还部分地进行了反对管理区的本位主

义、 反对瞒产私分的斗争ꎬ 使得党群、 干群关系仍较紧张ꎮ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ꎬ 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 “统一领

导ꎬ 队为基础ꎻ 分级管理ꎬ 权力下放ꎻ 三级核算ꎬ 各计盈亏ꎻ 分配计划ꎬ 由

社决定ꎻ 适当积累ꎬ 合理调剂ꎻ 物资劳力ꎬ 等价交换ꎻ 按劳分配ꎬ 承认差

别” 的 “十四句” 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ꎮ 同时ꎬ 中共中央制定 «关

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 (草案) » 和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

题»ꎮ 毛泽东的 “十四句话” 和中共中央两个文件精神的传达实施ꎬ 使各地

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有章可循ꎬ 逐步走上正轨ꎮ
４ 月底 ５ 月初ꎬ 地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部署ꎬ 集中力量整顿人

民公社管理体制ꎬ 将原来一区一社或数乡一社的人民公社恢复成一乡一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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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公社、 生产大队、 生产队三级的管理权限ꎬ 明确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

本核算单位、 公社的重要基础、 公社生产的包产单位ꎮ ６ 月 ４ 日ꎬ 地委召开

第二十次扩大会议ꎬ 传达 ５ 月省委召开的地市州委书记会议精神ꎬ 研究农业

生产问题ꎬ 生猪及家禽家畜喂养问题和市场问题ꎮ 会议提出生猪饲养以 “公

养为主ꎬ 私养为辅”ꎬ 坚持 “公有公养ꎬ 公有私养ꎬ 私有私养” 相结合的方

针ꎻ 家禽家畜饲养以 “私养为主ꎬ 公养为辅”ꎮ 讨论通过了 «关于改进伙食

供给制的意见 (草案) » 和 «关于贯彻执行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 １９５９ 年六

七月份农业生产主要工作任务的规定› 的安排 (草案) »ꎮ

根据党中央关于公社化过程中财物 (即 “一平二调” 财物) 的旧账一

般要算的指示ꎬ 全区各县均在 ５ 月份先后召开干部会ꎬ 使党中央的指示精神

和有关政策直接与基层干部见面ꎮ 到 ５ 月 ４ 日ꎬ 全区基本上算清了国家无偿

调用公社劳力、 财物的旧账ꎮ 至于公社调用生产队 (原农业社) 和社员的

财物ꎬ 一般分两批进行清理算账ꎬ 做到算清一批兑现一批ꎬ 暂时无法兑现

的ꎬ 经过协商ꎬ 明确期限ꎬ 届时兑付ꎻ 但也有个别无偿还能力的地方ꎬ 只记

下了欠账ꎬ 而未偿还ꎮ 各地在清理算账过程中ꎬ 对暴露出来的社队财务账目

不清、 物资管理混乱和一批干部贪污多占的严重问题进行了认真纠正和严肃

处理ꎮ 通过清理算账ꎬ 初步改善了党群、 干群关系ꎬ 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

干部ꎮ

各县四级干部会后ꎬ 根据 “分级管理ꎬ 队为基础” 的原则ꎬ 加强人民

公社的经营管理ꎬ 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ꎬ 积极推行 “三包一奖ꎬ 八定到

队” 的办法ꎮ “三包” 即: 包工ꎬ 根据生产队种植的作物和面积包工分ꎻ 包

产ꎬ 根据田地土壤肥力的优劣包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ꎻ 包收入ꎬ 根

据农副业经营项目包总收入ꎻ “一奖”ꎬ 即超产奖励ꎮ “八定”: 一定征购粮ꎬ

二定种子粮ꎬ 三定上交生产大队的工副业用粮ꎬ 四定口粮ꎬ 五定储备粮ꎬ 六

定公共积累ꎬ 七定生产费用ꎬ 八定社员劳动工资ꎮ 这个办法推行后ꎬ 受到干

部群众的欢迎ꎬ 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ꎮ
经过人民公社的整顿ꎬ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 “共产风”、

浮夸风、 瞎指挥等 “左” 的错误得到了初步遏制ꎬ 基层干部和群众大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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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口气ꎬ 搞好工作和生产的信心增强ꎬ 农村形势开始好转ꎮ 但是ꎬ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后ꎬ 又出现了重大反复和逆转ꎬ 一

场 “反右倾” 斗争很快在全区开展起来ꎮ

三、 “反右倾” 斗争

１９５９ 年下半年开始ꎬ 全国自上而下开展的 “反右倾” 斗争ꎬ 在干部中

造成了宁 “左” 勿右、 “左” 比右好的错误认识ꎬ 给敢于面对实际提出不同

意见、 敢于说真话、 反映经济困难的人ꎬ 扣上 “右派” 帽子肆意批斗ꎬ 破

坏了党内民主ꎬ 伤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ꎬ 导致了 “反右倾” 运动的扩大化ꎬ

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ꎮ “反右倾” 斗争ꎬ 不但对 “大跃进”

“左” 的倾向没有进行纠正ꎬ 反而使 “左” 倾错误进一步延续和发展ꎮ

(一) “反右倾” 斗争的发动和开展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８ 月 １ 日ꎬ 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

议ꎮ 毛泽东提出ꎬ 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ꎬ 问题不少ꎬ 前途光明ꎻ 根本问题是

经济工作中的平衡问题ꎮ 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ꎬ 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ꎻ 动员完成 １９５９ 年的 “大跃进” 任务ꎮ 会上ꎬ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

陈述意见ꎬ 他在肯定 １９５８ 年成绩的基础上ꎬ 着重指出 “大跃进” 以来工作

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ꎮ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

意见进行了批驳ꎬ 认为是右倾的表现ꎮ 于是ꎬ 会议主题本来是纠 “左”ꎬ 结

果以反右告终ꎮ 接着ꎬ 党中央于 ８ 月 ２ 日至 ８ 月 １６ 日举行党的八届八中全

会ꎬ 全会通过了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和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等文件ꎬ 会议把在纠

“左” 中提出合理意见的彭德怀、 黄克诚、 张闻天、 周小舟打成 “反党集

团”ꎬ 认定他们犯了 “具有反党、 反人民、 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错误”ꎬ 肯定 “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ꎬ “保卫总

路线ꎬ 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ꎬ 已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ꎮ” 随即ꎬ

大规模的 “反右倾” 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展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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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 ２５ 日ꎬ 省委在成都召开市、 地、 州委书记 (扩大) 会议ꎬ 传达庐

山会议精神ꎮ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９ 月 ２６ 日ꎬ 省委召开第一届第十一次全委会议ꎬ

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ꎬ 把右倾机会主义作为党内主要危险

来揭发批判ꎮ 会议通过了 «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保卫党的总

路线ꎬ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 等文件ꎬ 全面安排和具体部署全

省的 “反右倾” 斗争ꎮ

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关于 “反右倾” 斗争的部署ꎬ 于 ９ 月 ３ 日召开

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ꎬ 地委委员ꎬ 地专机关和军分区科长以上干部ꎬ 大专院

校和部分中学领导ꎬ 部分县委委员和县兵役局领导共 ２０４ 人参加会议ꎮ 会议

将彭德怀、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书和发言材料ꎬ 以及东北

协作厅干部李云仲 ６ 月 ９ 日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书及发言材料ꎬ 印发给参会人

员阅读ꎬ 然后组织座谈讨论ꎬ 谈认识ꎮ 会议根据参会人员的发言情况进行分

类排队ꎮ 在分类排队的基础上才正式传达党中央文件ꎬ 对赞成和基本赞成彭

(德怀)、 张 (闻天) 意见的 １８ 人ꎬ 分别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

倾分子ꎬ 并对他们开展批判斗争ꎮ 此后ꎬ 一场声势浩大的 “反右倾” 斗争

便在全区范围开展起来ꎮ

９ 月 １０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坚决反对右倾思想ꎬ 增产节

约粮食ꎬ 胜利渡过灾荒的部署»ꎬ 决定从 ９ 月中旬起ꎬ 在全区农村开展一场

群众性的反对右倾思想ꎬ 增产节约粮食的大辩论ꎮ 辩论采取先干部后群众ꎬ

大鸣大放ꎬ 大争大辩形式ꎬ 把极少数右倾分子彻底搞臭ꎬ 使他们完全孤立ꎮ

地委在部署中指示全区于 １９５９ 年底以前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ꎬ 迅速掀起

“四秋” 工作的群众运动高潮ꎮ

从 ９ 月上旬开始到 ９ 月 １５ 日ꎬ 地委先后在各级干部和驻雅单位的全体

党员中ꎬ 分别传达中共中央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

议» «为捍卫党的总路线ꎬ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和彭德怀写给

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对信的批示ꎬ 并印发彭德怀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给支部

组织学习讨论使用ꎮ 中共中央决议传达后ꎬ 绝大多数干部、 党员表示坚决拥

护ꎬ 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彭 (德怀)、 张 (闻天) 等跟党多年ꎬ 是老帅、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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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ꎬ 对其犯错误不可理解ꎬ 有个别人持怀疑态度ꎮ 地委强调要对干部、 党员

加强教育ꎬ 以统一思想认识ꎬ 拥护中央决议ꎮ
１０ 月 ２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贯彻执行省委第一届第十一次全体 (扩大)

会议决议的安排意见»ꎬ 要求各级党组织在 １０ 月底以前传达省委第一届第十

一次全体 (扩大) 会议的各项决议ꎬ 继续深入 “反右倾ꎬ 鼓干劲ꎬ 全面实

现大跃进ꎬ 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ꎮ 同时强调ꎬ 在 “反右倾” 斗争

中ꎬ 要做到一开始就对右倾分子进行大会批小会斗ꎬ 把他们彻底孤立ꎬ 斗倒

斗垮ꎮ
１０ 月 ９ 日至 ２０ 日ꎬ 地委召开第二十四次全体 (扩大) 会议ꎬ 这是一次

“反右倾” 斗争的专题会议ꎬ 也是为全地区作典型示范的会议ꎮ 参加会议的

有地委委员、 地专机关科局长以上党员干部、 各县县委书记共 ７０７ 人ꎮ 其中

有地委委员 １４ 人ꎬ 地专机关科局级以上党员干部 １０４ 人ꎬ 县委书记、 委员

及同一级的干部 ６９ 人ꎬ 区委书记 ２６ 人ꎬ 公社党委书记、 委员 ２９１ 人ꎬ 专属

以上厂矿党委书记、 委员、 厂长等主要干部 ８２ 人ꎬ 省委初级党校、 大专院

校科长以上党员干部 ７３ 人ꎬ 中等学校党总支 (支部) 书记、 党员校长 ２５
人ꎬ 其他 ２３ 人ꎮ 会议传达省委 «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保卫党

的总路线ꎬ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ꎬ 在县级干部以上会议传达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泸州地委以邓自力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

议»①、 «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第一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扩大) 省级工

业、 交通、 计划部门干部小组 ‹关于省计委以张戟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的报告› »② 以及省委批转重庆市委 «关于在工业战线上继续深入反右

倾、 鼓干劲ꎬ 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ꎮ 会上揭露出右倾分子、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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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邓自力的 “错误”: 在泸州地区支持农民停办食堂ꎬ 把猪只一律退给私人喂养ꎬ 把

食堂的蔬菜地ꎬ 饲料地下放给社员作自留地ꎻ 降低生产指标ꎬ 化小核算单位ꎻ 实行包产到户

等ꎮ
张戟的主要 “错误” 是: 不赞成省委提出的本年度内全省洋高炉设备能力达到

１００００ 立方米的建设计划ꎻ 对省委确立的改造 １２０ 个小煤窑保证煤炭增产的重大措施不仅不

积极帮助解决设备、 投资ꎬ 反而屡次指责多方为难ꎻ 对省委确立的增产扁钢、 轻轨以改善矿

山运输的重大措施ꎬ 采取消极抵触态度ꎮ



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 ３５ 人ꎬ 有严重右倾思想的 １４２ 人ꎮ 大会主要批判斗

争对象是被已定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的地、 县几位领导人以及与他们

有牵连的人ꎮ 会议采取大会小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批判ꎬ 各小组会上除揭发

批判大会斗争的对象外ꎬ 还揭发批判本小组范围内确定的 “右倾” 对象ꎮ

在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批判时ꎬ 不准被批判者申辩ꎬ 否则就斥之为 “不
老实”ꎬ 方法上存在严重违法乱纪现象ꎮ 这次会议认为ꎬ 对 “反对总路线ꎬ

反对人民公社ꎬ 反对 ‘大跃进’ꎬ 反对群众运动ꎬ 反对政治挂帅ꎬ 反对大办

钢铁” 等 “右倾” 思想进行了一次 “大手术”ꎮ 会后ꎬ 被批判斗争的右倾分

子、 反党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有 ８０％以上被斗垮ꎬ 约有 ４０％~５０％的各种分

子被迫承认错误ꎮ

会议在充分肯定全区贯彻总路线、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

的巨大成绩的同时ꎬ 列举出雅安专区右倾机会主义的几种表现: 一是右倾机

会主义者反对人民公社ꎮ 把人民公社描绘成一无是处ꎬ 不仅攻击人民公社

“办早了” “办糟了”ꎬ 而且企图搞垮人民公社ꎬ 突出的如芦山县委里的右倾

分子ꎬ 瞒着省委和地委ꎬ 划小生产队ꎬ 实行包产到户ꎬ 反对在管理区 “一

平、 二调、 三收款”ꎬ 提出所谓 “多产多吃、 有穷有富” 的口号ꎬ 把人民公

社的 “一大二公” 变成了 “一小二私”ꎮ 荥经县太平公社党委书记直接解散

１１ 个公共食堂ꎬ 还有的公社领导人主张权力下放得越多越好ꎬ 企图把基本

核算单位搞小ꎬ 增加穷队穷管理区生产的困难ꎮ 二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党

的领导ꎬ 大肆污蔑 “大跃进” 是 “冒进”ꎬ 反对在一切斗争中必须实行政治

挂帅ꎬ 必须接受党的领导ꎮ 三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夸大缺点ꎬ 否定成绩ꎬ
认为当前形势是 “糟得很”ꎮ 四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有个共同性质的错误观

点ꎬ 就是污蔑 １９５８ 年 “大跃进” 的农业生产大增产是 “吹牛”ꎬ 对 １９５９ 年

的增产毫无信心ꎬ 私自改小指标ꎬ 到处散布悲观言论ꎮ 还有的认为当前的经

济形势漆黑一团ꎬ 叫喊 “市场紧张ꎬ 比例失调”ꎬ “物价上涨”ꎬ “违背了社

会主义经济规律”ꎬ 大办钢铁 “浪费很大”ꎬ “得不偿失”ꎮ 总之ꎬ 他们认为

计划越低越好ꎬ 越低越落实ꎬ 对于有条件完成的计划ꎬ 也借口客观条件困难

而不去完成ꎬ 使军心动摇ꎬ 士气瓦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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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揭发批判了一批 “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ꎬ 并在地委全委 (扩大)
会上宣布处理决定ꎬ 分别给予他们以党内撤职 (或降职)ꎬ 行政降职降级处

分ꎬ 决定对参与反党集团的ꎬ 拟继续揭发其错误事实再报请处理ꎮ

这次会议还决定在全区范围内继续深入开展 “反右倾” 斗争的同时ꎬ

要开始安排农村整社、 整党、 整团的试点工作ꎮ
在 “反右倾” 斗争胜利的基础上ꎬ 地委部署在农业生产上抓好 “四

秋”ꎮ 大抓扩大 １９６０ 年小春面积ꎬ 达到 １２１ 万亩ꎬ 完成播种面积计划ꎬ 反对

瞒产私分ꎬ 防止霉烂损失ꎮ 抓好多种经济和劳动力安排ꎬ 大搞积肥造肥和冬

季农田水利工作ꎬ 继续开展高工效竞赛运动ꎮ 在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方面主

要抓好钢铁生产ꎬ 提高高炉利用率ꎬ 机械工业要完成和农业机具的配套制

造ꎮ 交通运输上首先保证钢铁、 锰铁、 锰矿、 石棉等外贸物资的完成ꎬ 突击

短途运输ꎮ 基本建设方面抓紧提前完成省制定的各个建设项目和建筑材料生

产以及工程安排ꎬ 提前完成 １９６０ 年项目开工的准备工作ꎮ 财贸工作方面要

大抓提前超额完成农副土特产品的采购ꎬ 加工ꎬ 调运和供应工作ꎮ 工农业都

必须在抓紧提前超额生产任务的同时ꎬ 做好 １９６０ 年的生产安排和准备工作ꎮ

在地委第二十四次全体 (扩大) 会议期间ꎬ 各县委分批召开扩大干部

会议ꎬ 参加第一批扩大会议的有生产队长 ３８３７ 人ꎬ 生产队长以上干部 １０４３６
人ꎮ 第二批在地专机关、 企业事业、 工矿、 学校等部门基层干部中继续深入

开展 “反右倾” 斗争ꎮ

从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上旬至 １２ 月下旬ꎬ 全区在地、 县、 区、 公社和厂矿党员

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斗争ꎮ 参加运动的党员干部 ４１７２ 人ꎬ 占党员干部总数

的 ９３ １３％ꎮ 共揭发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４６ 人ꎬ 有 “严重右倾思想” 的

８４ 人ꎬ 两者占参加运动的党员干部总数的 ３ １２％ꎮ 运动中还吸收 ７０００ 多个

非党员干部参加斗争ꎬ 对 “系统地攻击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运

动的 “右倾分子” 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斗争ꎮ 在各县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ꎬ

吸收人民公社、 管理区、 生产队等基层干部 ２０４９１ 人参加运动ꎮ
在专、 县领导机关 “反右倾” 斗争胜利的基础上ꎬ 地委要求 “各级党

委必须根据省委第一届第十一次全委会议精神ꎬ 坚决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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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ꎬ 并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ꎬ 不获全胜ꎬ 决不收兵”ꎮ 要遵照省委 “只能

超额ꎬ 不能欠账” 的指示ꎬ 狠狠抓住四季度这个关键时期ꎬ 进一步鼓足冲天

干劲ꎬ 分秒必争ꎬ 斤两必争ꎬ 再接再厉ꎬ 乘胜挺进ꎬ 保证提前超额完成生产

任务ꎬ 力争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 １９５９ 年国民经济计划ꎬ 为 １９６０ 年 “大跃

进” 做好准备ꎮ 各县根据地委部署ꎬ 于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下旬分别召开县、 区、
社、 大队、 生产队五级干部会ꎬ 中心议题仍然是反对右倾ꎬ 把对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大办钢铁、 大办食堂以及对 “三高” (高指标、 高

估产、 高征购)、 “五风” ( “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干部特殊化风、 瞎

指挥风) 等持不同意见的人ꎬ 一概斥之为思想右倾ꎬ 并开展猛烈的揭发批

判ꎮ 在批判斗争的基础上ꎬ 对县、 区、 公社干部中的 “右倾分子” 一般都

给予撤职或降职处分ꎻ 对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中的 “右倾分子”ꎬ 会上只在小

组批判ꎬ 回公社后再作具体处理ꎮ

各县五级干部会结束后ꎬ 地委于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研究部署在农村开展以

“反右倾” 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ꎮ 运动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ꎬ 摸清

“三个底”ꎮ 即摸清人民公社优越性和 “大跃进” 成绩的底ꎻ 摸清资本主义

与反社会主义思想言行的底ꎻ 摸清党员、 团员、 干部、 成年社员和五类分子

(地主、 富农、 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 右派分子) 政治表现的底ꎬ 并进行排

队ꎮ 第二步ꎬ 开展辩论批判ꎬ 划清大是大非ꎮ 明确这次运动的主要斗争锋芒

是对准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ꎬ 同时对那些有破坏活动的五

类分子进行无情斗争ꎮ 公社和大队一般斗争两三个ꎬ 生产队斗争一两个ꎬ 斗

争中主要批判资本主义言行ꎮ 第三步ꎬ 进行组织处理和组织建设ꎮ
１１ 月 ４ 日ꎬ 地委提出 «关于在农村进行整社、 整风运动的试点工作意

见»ꎬ 明确这次农村整社、 整风主要是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ꎬ

彻底揭露和粉碎农村中具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ꎬ 和干部中代表这

些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ꎮ 方法上采取 “和风细雨ꎬ 大鸣

大放”ꎬ 目的在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ꎬ 树立贫下中农的绝对领导ꎮ 在

试点取得经验基础上ꎬ １１ 月中旬全面开展整社整风运动ꎮ 步骤上要求抓政

治ꎬ 同时抓生产ꎬ 坚持白天生产ꎬ 晚上整改ꎻ 大鸣大放ꎬ 大辩论ꎬ 把 “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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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 孤立起来ꎻ 系统整改ꎬ 拔白旗ꎬ 插红旗ꎬ 树标兵ꎬ 评先进ꎻ 进行党团

组织建设ꎬ 整顿农村基层组织ꎮ 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ꎬ 从政治上、 思想上、

组织上进行一次以整社、 整党为中心的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ꎮ

这样ꎬ 一个规模更大的 “反右倾” 运动迅速在全区广大农村和厂矿企

业开展起来ꎮ 运动中ꎬ 对于敢讲真话、 反映实际情况、 完不成指标ꎬ 或对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大办钢铁等有过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和群众ꎬ 进

行了无情的批判斗争ꎮ 虽然地委规定农村工厂揭发出的问题ꎬ 按人民内部矛

盾处理ꎬ 不给干部、 群众 “戴帽子”ꎬ 但是有的地方在批判中仍然出现了各

种形式的体罚ꎬ 个别地方甚至捆打、 抄家、 强迫迁移ꎬ 严重伤害了干部、 群

众的感情ꎬ 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ꎮ 在 “反右倾” 运动中ꎬ 全区先

后有上万名党员、 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处理ꎮ

(二) 高指标、 浮夸风、 “共产风” 和瞎指挥造成的严重后果

“反右倾” 斗争冲击了纠 “左” 的积极进程ꎬ 使农业上出现的高指标、
浮夸风、 “共产风” 和瞎指挥等 “左” 倾错误再度泛滥ꎮ 浮夸风导致高指

标、 高估产ꎬ 直接造成了高征购ꎮ “大跃进” 时期的征购任务数是按照对粮

食 “高产” 的主观估计指标数来下达的ꎬ 尽管粮食实际上是减产ꎬ 但估产

数却不切实际地要年年增加ꎮ
四川省从 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６１ 年三年粮食连续减产ꎬ 但仍然要调出大量粮

食ꎬ 因而不得不动用 “一五” 期间的全部余粮和国家库存的周转粮ꎮ 仅

１９５９ 年全国 ３０ 个省市自治区中ꎬ 有 ２２ 个省市自治区分配粮食调出任务ꎬ 共

调出 ２１６ 亿斤ꎬ 而四川省调出粮食 ５８ 亿斤ꎬ 占 ２６ ８５％ꎮ 为了完成中央的调

粮任务ꎬ 四川不得不压缩口粮ꎬ 三年来农村人均留粮分别为原粮 ２７８ 斤、

２６０ 斤和 ２５８ 斤ꎬ 除去牲畜的饲料粮ꎬ 农村人均每天不到 ８ 两粮ꎻ 城镇人口

标准最低时减至每人每月 １８ 斤ꎬ 全年只有 ２１６ 斤ꎬ 人均每天不到 ６ 两粮ꎮ

如果完不成任务ꎬ 就会错误地认为是农村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了ꎬ 于是结合

“反右派” 斗争一级查一级ꎬ 造成了一大批基层干部蒙受冤屈ꎮ
１９５８ 年ꎬ 雅安专区粮食总产量 ２５ ６３ 万吨ꎬ 比 １９５７ 年 ２６ ７３ 吨减少 １ １

万吨ꎬ 下降 ４ ３％ꎮ １９５９ 年的粮食产量 １６ ５ 万吨ꎬ 比 １９５８ 年减少 ９ １ 万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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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３５ ５％ꎮ １９５９ 年却征购粮食 ８ 万吨ꎬ 比常年征购量增加 ５０％左右ꎬ 占

到当年总产量的 ４８ ６％ꎮ 征购突出的荥经县竟然占总产的 ８０％ꎬ 名山县占

７７％ꎮ １９６０ 年全区粮食又较 １９５９ 年减产 ２７ ６％ꎬ 只有 １１ ９ 万吨ꎬ 在这种情

况下ꎬ 仍然征购了 ４ ９ 万吨ꎮ 由于高征购ꎬ 农村社队除上交公粮外ꎬ 基本上

所剩无几ꎬ 一部分地区缺粮断炊ꎮ １９５９ 年下半年ꎬ 饥荒已经大范围地出现ꎬ
有些地方出现过停办公共食堂的现象ꎬ 但这与四川省委希望办好农村公共食

堂来解决困难的思路是不相符合的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省委发出 «关于恢

复公共食堂的指示»ꎬ 多次召开现场会ꎬ 希望把公共食堂办好ꎮ 公共食堂在

低标准的情况下已经难以为继时ꎬ 而雅安各级党组织仍按照省委指示ꎬ 层层

把办公共食堂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中旬ꎬ 汉源、 石棉、 芦山、 天全等县相继发生浮肿病 (营

养不良症) 和其他疾病ꎮ １１ 月中旬ꎬ 雅安、 荥经、 宝兴、 名山等县也发生

类似病症ꎬ 全区共有 １１５ 个公社都有发病现象ꎮ 到年底ꎬ 先后发病人数共

１ ６ 万人ꎬ 统计期内有病人 ８５００ 多人ꎬ 当年死亡 １７００ 多人ꎮ 地委发现浮肿

病之后ꎬ 组织检查团到各县检查ꎬ 积极贯彻 “以防为主ꎬ 防治结合” 的方

针ꎬ 把防病治病作为中心任务来抓ꎬ 便迅速采取防治措施ꎮ 对于困难最为严

重的荥经县ꎬ 专区先后派去 ２３８ 名医务人员ꎬ 调拨大批中西药品ꎬ 建立了 ５２
个临时医院ꎻ 并组织 １１４８ 名干部、 １１７ 名医务工作者参加芦山县的防病治病

工作ꎮ 由于地委及时组织干部和医务工作者下乡入户进行防病治病ꎬ 发动群

众大搞清洁卫生ꎬ 防止病情扩大ꎮ 年底ꎬ 全区此类疾病发病率开始下降ꎮ

由于全国性的高指标、 浮夸风、 “共产风” 和生产瞎指挥风盛行ꎬ 造成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严重下降ꎬ 雅安地区也深受其害ꎮ １９５９ 年全区人口

与 １９５８ 年比下降 ７ ２２％ꎻ １９６０ 年底与 １９５９ 年比下降 ３ ９２％ꎻ １９６１ 年较

１９６０ 年比人口下降 ８ ５７％ꎮ 其主要原因是缺粮情况严重ꎬ 出生率比常年

减少ꎮ

１９５９ 年冬季ꎬ 各县在 “反右倾” 斗争中相继发生打人、 捆绑、 吊人、
非法搜查等违法乱纪事件ꎮ １９６０ 年初ꎬ 地委采取措施ꎬ 及时制止各县少数

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ꎬ 比较突出的是荥经县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ꎮ 地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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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 年 ６ 月 ７ 日上报省委 «关于荥经县违法乱纪的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
中指出: 荥经县的违法乱纪是从 １９５９ 年八、 九月份开始发生的ꎬ １９６０ 年一、

二月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ꎮ 地委认为ꎬ 荥经问题的根源主要是荥经县委主

要领导成员及部分基层组织严重不纯有直接关系ꎮ 县委委员中有 ７ 人直接违

法ꎬ 占全体委员数的 ４１ １％ꎮ 地委本着 “批判从严ꎬ 处理从宽” 的原则ꎬ
已于 ３ 月 ２９ 日决定撤销姚清荥经县委第一书记职务ꎬ 对直接打死、 逼死人

者ꎬ 一律追究刑事责任ꎬ 其他人员按教育为主、 惩办为辅的方针ꎬ 查明事实

后按照党纪国法作出了相应处理ꎮ

地委面对人民缺粮、 多病的情况ꎬ 一面积极号召全区人民自力更生ꎬ 生

产自救ꎻ 一面如实向省委反映雅安地区的困难ꎬ 请求省上增拨粮食ꎮ 地委、

专署专门派出一位副专员带领工作组前往西昌协调催办调动粮食ꎬ 集中运输

车辆从西昌等地昼夜抢运粮食ꎮ 地、 县委派出工作组到公社帮助安排社员生

活ꎬ 落实返销标准ꎬ 尽最大努力安排好人民生活ꎮ 从 １９６０ 年到 １９６２ 年三年

间ꎬ 专区调给荥经县 ２１５５ 万斤粮食ꎬ 还拨给大批救济款和化肥、 农药ꎬ 以

帮助该县安排群众生活ꎬ 恢复农业生产ꎻ １９６１ 年和 １９６２ 两年间ꎬ 拨给芦山

县 １４２９ 万斤粮食ꎻ 对其余各县ꎬ 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ꎮ 在逐步增加粮

食供应的同时ꎬ 派出医务人员深入社队设立肿病医院ꎬ 供应医药和豆类等营

养食品ꎬ 缓解了群众生产、 生活的困难ꎮ 从 １９６１ 年初到 １０ 月份ꎬ 全区共治

愈各类病人 １３ ７ 万人ꎮ 以后ꎬ 随着生产的发展ꎬ 群众生活的改善ꎬ 情况逐

步好转起来ꎮ

“反右倾” 斗争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ꎬ 对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

反映实际情况、 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进行了无情打击ꎬ 不敢再坚持原则、 不敢

讲出真话、 明哲保身之风盛行ꎬ 个人独断、 “一言堂”、 强迫命令的不良倾

向在党内更加发展ꎮ 在 “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中暴露出来的 “左” 倾错

误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纠正ꎬ 反而更加泛滥起来ꎬ 从而也使国民经济进一步陷

入严重困难ꎮ
总的来说ꎬ 由于 １９５８ 年的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ꎬ 特别是 “反

右倾” 斗争以后继续 “大跃进” 的错误ꎬ 再加之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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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义地撕毁合同等种种原因ꎬ 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ꎮ 党中央原本

希望快一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ꎬ 结果事与愿违ꎬ 出现了不应该发生的令人痛

心的事情ꎮ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 “反右倾” 斗争的严重后果ꎬ 其

沉痛的历史教训ꎬ 值得人们认真总结和记取ꎮ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及成效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ꎬ “反右倾”

斗争又打断了毛泽东最早觉察并提出进行的纠正 “左” 倾错误进程ꎬ 加上

自然灾害的出现ꎬ 粮食等农作物连年减产ꎬ 国家处于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之

中ꎮ 为了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严重困难ꎬ 中共中央于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发出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 “十二条” 或 «紧

急指示信» )ꎬ 要求全党坚决纠正农村工作中的 “左” 倾错误ꎮ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ꎬ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

高” 的方针 (简称 “八字” 方针)ꎮ 全会 «公报» 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

“１９６１ 年ꎬ 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ꎬ 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

础ꎬ 全党全民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的方针ꎬ 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ꎬ 尽

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ꎮ 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规模ꎬ 调整发

展速度ꎬ 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ꎬ 采取巩固、 充实和提高的方针”ꎮ 在调整中ꎬ

各级党组织克服许多困难ꎬ 认真解决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反映强烈的问题ꎬ 广

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ꎬ 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雅安地委按照党中央提出的 “八字” 方针ꎬ 从 １９６１ 年起对国民经济进

行初步调整ꎬ 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ꎬ 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ꎬ 坚决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ꎮ １９６２ 年中央召开 “七千人大

会” 后ꎬ 全区进入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阶段ꎬ 继续放慢工业生产的发展速

度ꎬ 经济形势开始朝着好的方向转变ꎮ １９６３ 年ꎬ 地委贯彻又调整又发展的

政策ꎬ 使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ꎬ 再经过 １９６４ 年的继续努力ꎬ 工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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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进一步加快ꎬ 国民经济状况全面好转ꎮ

一、 农业的调整

“大跃进” 期间ꎬ 由于将农村劳动力大量抽调出来大办工业ꎬ 造成农村

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不足ꎬ 加之连续自然灾害ꎬ 农业生产受到严重

影响ꎬ 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ꎮ １９６０ 年全区工农业总

产值为 ２９５０３ ４ 万元ꎬ 总体来说虽然是比上年增长 ２ ８％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

为 ２１７９６ ５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９ ２％ꎻ 但农业总产值只有 ７７０６ ９ 万元ꎬ 却

比上年下降了 ３５ ３％ (以上按 １９８０ 的不变价计算)ꎬ 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

分别为 ６３ ６７％︰３６ ３３％和 ７３ ８７％︰２６ １２％ꎮ １９６０ 年ꎬ 全区粮食总产量为

１１ ９１ 万吨ꎬ 比上年下降 ２７ ４％ꎬ 使 １９５９ 年和 １９６０ 年粮食产量连续两年分

别与上年相比以 ３５ ５ 和 ３５ ３％的比例减少ꎮ
在工农业比例失调情况下ꎬ 农业内部的经济结构也严重失调ꎬ 造成茶叶

减产ꎬ 农副业、 牲畜、 家禽等大幅度减少等ꎮ １９６０ 年茶叶总产量为 ２７８ 万

担ꎬ 比 １９５９ 年下降 ３０ ２％ꎻ 大牲畜存栏数比 １９５９ 年下降 １５ ５％ꎻ 生猪年末

存栏数比 １９５９ 年下降 ４６ ８％ꎮ 不切实际的农业生产指标一年比一年订得高ꎬ

浮夸风盛行ꎮ 高指标、 高估产、 形成高征购是造成粮食短缺、 生活困难的主

要原因ꎬ 所以ꎬ １９６０ 年成为雅安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ꎮ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ꎬ 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ꎬ 提出 １９６１ 年

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必须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ꎮ 随后ꎬ 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 (简称 «农业六十条» )ꎮ ６ 月ꎬ 提出取

消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ꎮ ９ 月ꎬ 指示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

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ꎮ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ꎬ 从 １９６１ 年起ꎬ 地

委、 专署集中力量开始进行农业发展计划、 农业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等方面

的调整ꎬ 以加强农业战线ꎬ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ꎮ

(一) 调整农业生产指标

为了让全区人民渡过难关ꎬ 根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关于集中力量加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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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战线ꎬ 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ꎬ 全党全民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的

方针ꎬ 地委于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提出: １９６１ 年应该大量种植早熟作物ꎬ 扩大小春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ꎬ 要求机关、 学校、 厂矿及城市集镇居民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空隙土地大种南瓜、 四季豆等ꎬ 并加速发展以生猪为主的畜牧业ꎮ 农业

生产方面ꎬ 全区的粮食播种面积要达到 ２９３ 万亩ꎬ 其中小春为 ９０ 万亩ꎬ 大

春为 ２０３ 万亩ꎮ 全年粮食总产恢复到 １９５８ 年的水平ꎬ 达到 ７ ８ 亿斤ꎬ 比

１９６０ 年增长 ３０％左右ꎮ 地委还强调ꎬ 农业生产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 “以粮

为纲” 的方针ꎬ 多种多收ꎬ 高产多收、 贯彻 “三包一奖” (即: 包产、 包

工、 包成本ꎬ 超产奖励) 生产责任制和农业 “八字宪法”ꎬ 加强对农业生产

领导ꎬ 充分发动群众ꎬ 大搞农业ꎮ ５ 月 １ 日ꎬ 地委及时批转专署财贸党组

«关于 １９６１ 年小春粮食征购和油菜籽统购任务的报告»ꎬ 安排全区小春粮食

征购 ９７７ 万斤ꎬ 油菜籽统购 ９３ 万斤的任务ꎮ 要求各县密切结合生产、 “三包

一奖” 和小春分配工作ꎬ 全面安排ꎬ 层层落实ꎬ 保证国家征购、 统购任务的

完成ꎮ

６ 月 １８ 日ꎬ 专署提出 １９６１ 年财政预算调整意见ꎬ 全区财政收入调整为

２６９０ 万元ꎬ 其中企业收入为 １７８６ 万元ꎬ 工商税收入为 ６４４ 万元ꎬ 农业税收

入为 ２０９ 万元ꎬ 其它为 ５１ 万元ꎮ 财政支出调整为 １１２９ 万元ꎬ 比省上下达的

计划数增加 ４５ 万元ꎮ ８ 月 ２２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调整 １９６１ 年农业负担的情

况报告» 并报省委ꎬ 报告指出: 省上规定我区 １９６１ 年农业税计税常产为

４０１４２ 万斤ꎬ 计征数为 ４２９７０ 万斤ꎬ 减免 ５１６０ 万斤ꎬ 应征数实为 ３７８１０ 万

斤ꎮ 由于雅安今年农业生产歉收ꎬ 预计全区农业收入仅为 ２４４００ 万斤ꎮ 根据

“少征多购” 的精神ꎬ 地区考虑将 １９６１ 年农业税计征数调整为 ２７５４０ 万斤ꎬ

减免数仍为 ５１６０ 万斤ꎬ 应征数相应地调整为 ２２３８０ 万斤ꎬ 占农业收入的

９ ２％ꎮ ９ 月 １２ 日ꎬ 地委经过反复研究ꎬ 决定将粮食生产计划指标再降低ꎬ

并适当调整了棉、 油的生产计划指标ꎬ 使之较为适合本区的实际情况ꎮ 提出

１９６２ 年全区粮食生产指标规划调整为粮食播种面积 １８６ 万亩ꎬ 总产量为

３３８１０ 万斤ꎬ 其中小春播种面积为 ４７ 万亩ꎬ 产量为 ５０４０ 万斤ꎬ 大春播种面

积为 １３９ 万亩ꎬ 产量为 ２８７７０ 万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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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委对农业生产指标一再作出调整ꎬ 但调整后的计划指标仍然过于

偏高ꎮ 虽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ꎬ 不断努力地防止经济滑坡ꎬ 但是 “止滑”

的效果不明显ꎬ 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ꎮ 所以ꎬ １９６１ 年全区经济发展主要指

标完成情况仍然较差ꎮ 在此情况下ꎬ 地委及时批转专区粮食局党组 «关于全

区粮食调拨计划安排和立即开展粮食集运工作意见的报告»ꎬ 计划从名山、
芦山县调出 ２１５０ 万斤粮食到荥经、 石棉、 宝兴、 雅安县ꎬ 力争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

底前到位ꎬ 以解决全区城乡人民所缺的口粮问题和弥补种子的不足ꎮ １０ 月 ３

日ꎬ 地委在批转地区调粮小组 «关于调粮工作的安排报告» 中指出: 按照

省委指示ꎬ 在 ９ 月底以前ꎬ 我区已从区外调运粮食 ３０４８ 万斤ꎬ 尚有 ２０００ 万

斤务必于 １０ 月至次年 ３ 月底前才能全部调运完毕ꎮ 强调ꎬ 粮食的及时调运

对安定人心、 保证全区春荒、 夏荒过渡非常重要ꎬ 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ꎬ

要求有关部门务必再接再厉ꎬ 按时完成任务ꎮ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地委发出 «关于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 年度城镇粮食销售和农村返销粮指标分配的通知»ꎬ 指出全区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 年度城镇粮食销售指标为 ５０００ 万斤ꎬ 农村返销粮指标为 ２０００ 万

斤ꎮ 要求各县把这批粮食一定要用在 “刀口” 上ꎬ 严禁平均分摊ꎬ 各地要

将安排结果汇总后上报地委ꎮ 地委千方百计尽力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的举措ꎬ 使广大群众深受感动ꎮ
从 １９６２ 年起到 １９６４ 年的三年中ꎬ 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ꎬ 国家粮食

征购数逐年降低ꎬ 粮食外调的数量也逐年减少ꎮ 由于实事求是地调整了农业

生产指标ꎬ 加大了农业投资ꎬ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ꎬ 农业生产得

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ꎬ 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得到改善提高ꎮ
(二) 纠正 “三高” “五风”

１９５８ 年全国在 “大跃进” 运动中ꎬ 各地 “三高” (高指标、 高估产、

高征购)、 “五风” (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

风) 盛行ꎬ 至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ꎬ 毛泽东和党中央觉察到 “大跃进” 运动中出现

“左” 倾错误ꎬ 在着手纠正 “共产风” 的同时ꎬ 强调要反对浮夸、 冒进ꎬ 对

１９５９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ꎮ 但在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党的八届八

中全会决定开展 “反右倾” 斗争后ꎬ 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 瞎指挥、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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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风又泛滥开来ꎮ 直到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

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ꎬ 才停止了 “大跃进” 运动ꎬ 开始纠正农村工作

中的 “左” 倾错误ꎮ

１. 开展农村 “三反”

“大跃进” 和 “反右倾” 运动ꎬ 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后果凸显出来ꎬ
面对严重困难ꎬ 党中央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ꎬ 纠正错误ꎬ 调整政策ꎮ 毛泽

东在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写的 «十年总结» 中指出ꎬ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

设ꎬ 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ꎬ 要以十年时间去研究它ꎮ

地委在开展调查研究中发现ꎬ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时期ꎬ 农村中一

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 作风粗暴ꎬ 还有些干部贪污盗窃、 隐瞒私分、 铺张浪

费等ꎬ 这些现象ꎬ 造成了党群、 干群关系紧张ꎮ 为了纠正制止此类风气的蔓

延ꎬ 密切干群关系ꎬ 带领群众渡过困难时期ꎬ 地委在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至 ８ 月中

旬ꎬ 按照省委 “关于在农村基层组织中开展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运

动” (即农村 “三反” ) 的指示ꎬ 成立了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 “三

反” 领导小组ꎬ 在农村基层开展 “三反” 运动ꎮ 具体做法是: 召开大会ꎬ

讲明 “三反” 的意义ꎬ 交代政策ꎬ 号召主动坦白ꎬ 自动 “洗澡”ꎬ 发动群众

揭发检举ꎬ 上下夹攻横扫贪污、 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歪风邪气ꎮ 截至 ８ 月 ２１
日ꎬ 已自报和检举揭发出贪污盗窃、 隐瞒私分的粮食 ６９１ 万斤ꎬ 已退出 ２２０

万斤ꎻ 贪污现金 ２９ 万元ꎬ 已退出 ４ ２８ 万元ꎻ 贪污实物折款 ３ ４９ 万元ꎬ 已

退出 １ ０６ 万元ꎮ 在采购人员中集中进行 “三反” 运动ꎬ 已交代有贪污行为

的 １７２ 人ꎬ 贪污金额 ５ ７４２６ 万元ꎬ 已经退出赃款、 赃物 １ ８７ 万元ꎬ 其中

１ ４４ 万元已上缴国库ꎮ 运动处理的有 １４ 人ꎬ 回原单位继续工作的 ９１ 人ꎬ 下

放锻炼 ５０ 人ꎮ 天全县查出贪污粮食 ４５ 万斤ꎬ 现金 ３ ４ 万元ꎬ 自报出隐瞒私

分粮食 １１ ８ 万斤ꎮ 对犯有错误的干部在揭发批判后ꎬ 分别情况作了处理ꎮ

在开展农村 “三反” 的同时ꎬ １０ 月ꎬ 地委按照省委 «关于在工矿企业、

机关学校中开展反对浪费原材料、 劳动力、 土地、 粮食、 运输力的运动» 的

指示精神ꎬ 在全区专级十个大口、 八个县、 十个大厂矿、 两所高等学校开展

了反浪费运动ꎮ 采取领导主动 “下楼”、 带头作检查的办法ꎬ 充分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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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ꎮ 查出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原材料存在保管不善ꎬ 积压霉烂ꎬ 以物易物

等造成的损失浪费达 ２２５ ８７ 万元ꎻ 二是劳动力存在人浮于事ꎬ 出勤率低的

现象ꎬ 共浪费劳动力 ５３ １５ 万个工日ꎻ 三是土地丢荒、 未充分使用ꎬ 浪费

２４０ 多亩ꎻ 四是粮食浪费主要是以少报多ꎬ 以小报大ꎬ 浮报冒领ꎬ 贪污盗窃

粮食等共浪费粮食 ２０３ ５３ 万斤ꎻ 五是运输力方面运力低ꎬ 损失浪费运费达

１７１ ３６ 万元ꎮ 另外ꎬ 还发现有些部门与其他单位交换猪、 鸡、 牛肉、 鸭、

鱼、 粉条、 豆瓣、 糕点、 香烟等许多副食品和其他材料ꎮ 地委根据查出的问

题ꎬ 分别进行了教育和处理ꎮ

新 “三反”ꎬ 是地、 县委领导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ꎬ 群

众也看到党整肃干部队伍的决心ꎬ 增强了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ꎮ

２. 纠正 “三高” “五风”

为了纠正 “大跃进” 时期 “左” 的倾向ꎬ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 中共中央

发出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ꎬ 明确规定: 三级所

有、 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ꎮ 要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ꎬ

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ꎮ 要求各地坚决刹住和彻底

纠正 “一平二调” 的 “共产风” 错误ꎬ 坚持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原则ꎬ

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ꎬ 加强农业第一线ꎬ 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ꎬ
活跃农村经济ꎮ 中央 «紧急指示信» 下达后ꎬ 省委仍坚持把管理区 (生产

大队) 为基本核算单位作为工作基础ꎬ 要求公社和生产队分别上下两方面来

维护管理区的基本所有制ꎬ 强调要切实把管理区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健

全起来、 稳定下来ꎬ 至少 ７ 年不变ꎮ 省委之所以没有及时将基本核算单位放

在生产队的主要原因ꎬ 是因为没有彻底摆脱 “一大二公” 思想的困扰ꎬ 还

是认为管理越集中越有利于生产发展ꎮ 直到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中央 “七千人大会”

后ꎬ 在纠正 “大跃进”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ꎬ 省委才改变这一观念ꎬ 因而全

省延缓了对中央 «紧急指示信» 中有关 “ (生产) 队为基础” 精神的贯彻

执行ꎮ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中共中央又发出 «关于彻底纠正 “五风” 问题的指示»ꎬ

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在几个月内ꎬ 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 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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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命令风、 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ꎬ 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ꎬ 带动

对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ꎮ 地委按照上级部署ꎬ 掀起以纠正 “五风” 为中心

的整风整社运动ꎬ 重点纠正农村工作中 “左” 的错误ꎬ 进一步调整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ꎬ 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

性ꎬ 改善发展工农关系ꎬ 加强巩固工农联盟ꎮ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中旬ꎬ 全区各县分别按照地委要求ꎬ 召开县、 区、 乡、 大

队、 生产队五级干部会议ꎬ 认真学习 «紧急指示信»ꎬ 着手全面纠正 “三

高” “五风”ꎮ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地委在贯彻执行省委 «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

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的具体规定中指出ꎬ 地委对全

区在公社化初期和公社化以后的两年多来ꎬ 由于缺乏经验所产生的 “一平二

调” 的 “共产风”ꎬ 和 １９５９ 年夏、 秋个别县的右倾倒退活动及部分地区在

生猪等问题上再度刮起的 “共产风” 要坚决进行纠正ꎮ 尽管前一段时间对

“共产风” 也做了一些纠正工作ꎬ 但是纠正尚未彻底ꎬ 少数三类公社的 “共
产风” 仍很严重ꎮ 因此ꎬ 按照省委指示要求ꎬ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要

在农村中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整风整社运动ꎬ 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

“一平二调” 的 “共产风”ꎮ 整风整社运动要以纠正 “共产风” 为重点ꎬ 结

合纠正 “三高” 和弄虚作假、 主观蛮干、 强迫命令、 乱指挥生产等一切不

良作风ꎬ 认真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政策问题ꎬ 切实把以管理区为基础

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ꎬ 稳定生产关系ꎻ 要通过整党、 整团和整顿农村

的各级基层组织ꎬ 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ꎬ 提高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ꎬ 坚持群

众路线的工作方法ꎬ 改变落后县、 社、 管理区和生产队的面貌ꎮ
３ 开展农村整风整社

１９６０ 年冬至 １９６１ 年春ꎬ 地委按照省委部署ꎬ 在全区农村认真开展了整

风整社运动ꎮ 这次整风整社运动ꎬ 以纠正 “五风” 为主题ꎬ 认真贯彻中央

«关于纠正平调错误、 彻底退赔的规定»ꎬ 明确提出开展 “退赔” 工作ꎬ 是

纠正 “五风” 的具体措施之一ꎮ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地委提出 «关于放手发动群众ꎬ 迅速揭掉盖子夺回

“五权”ꎬ 解决生产、 生活问题的意见»ꎮ 指出: 这次整风整社运动的目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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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 “少数混进党和人民公社内来篡夺了领导权ꎬ 压在群众头上的反革命分

子” “蜕化变质分子” 以及 “不关心人民死活的官僚主义分子”ꎬ 要求在那

些 “坏人当权” 的单位ꎬ 要揭开盖子ꎬ 夺回政权ꎮ

在第一阶段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 ８１ 个公社中ꎬ 三类社 (差的) 有 ４１

个ꎬ 占 ５０ ６％ꎬ 其中民主革命不彻底的 ３１ 个ꎬ 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的 ４ 个ꎬ
“共产风” 严重的 ６ 个ꎮ 为此ꎬ 地委要求在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ꎬ 必须大胆

发动群众ꎬ 迅速开展揭盖子夺 “五权” 的斗争ꎬ 树立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ꎬ

解决群众的生产、 生活问题ꎮ ２ 月 ２ 日ꎬ 地委在 «关于当前整风整社运动的

部署» 中要求: 一是对第一批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三类公社要彻底夺回领导

权ꎮ 对地、 富分子必须斗倒斗臭ꎬ 加强清洗工作ꎬ 该捕的捕ꎬ 该集训的集

训ꎬ 重点是斗倒首恶ꎮ 对斗争对象要进行排队ꎬ 注意 “准” 字ꎮ 二是狠抓

退赔工作ꎮ 结合退赔把群众的生产、 生活安排好ꎮ 三是要做好 １９６０ 年的决

算分配工作ꎮ 四是调整自留地ꎮ 五是搞好 “三包一奖” “四固定” (即: 土

地、 劳力、 耕牛、 农具固定到作业组)ꎬ 进一步确立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

级所有制ꎮ 地委决定在名山、 雅安、 芦山、 天全、 宝兴、 荥经 ６ 个县建立整

风整社领导小组ꎬ 审查和调整公社指挥权ꎮ ２ 月 ５ 日ꎬ 地委召开各县委第一

书记电话会议进行布置ꎬ 宣传中央紧急指示信精神ꎬ “扎根串联ꎬ 访贫问

苦”ꎬ 发动群众ꎮ 各公社随即召开代表大会ꎮ 会后ꎬ 代表们深入到各管理区、

生产队传达公社代表大会精神ꎬ 实行退赔兑现ꎬ 开展揭掉阶级斗争盖子ꎬ 夺

取领导权的工作ꎮ

为了认真开展整风整社运动ꎬ 地委要求各县委选择有代表性的一、 二、
三类公社先进行试点ꎬ 组织县、 区、 公社、 生产队等主要负责干部ꎬ 认真系

统学习中央的 «紧急指示信» 和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的 «紧急指示信»

的具体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文件ꎬ 分清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区别、 等价交换

和 “一平二调” 的区别、 共产主义和 “共产风” 的区别、 集体所有制和全

民所有制的区别、 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ꎬ 全面检查两

年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ꎬ 特别是有关人民公社一系列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存在

的问题ꎮ 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是鸣放辩论的中心问题ꎬ 县、 区、 公社各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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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要带头检查ꎬ 主动承担担子ꎮ 要召开退赔兑现大会ꎬ 县、 区、 公社各

级 “一平二调” 的东西ꎬ 凡已查对核实而又有政策规定并能立即处理的ꎬ

应当场退赔兑现ꎬ 以实际行动解除干部和群众怕不能兑现的顾虑ꎬ 也可以推

动公社、 管理区各级干部下退赔的决心ꎮ 地委强调指出ꎬ 人民公社存在的

“共产风”、 生产瞎指挥、 违法乱纪和右倾倒退是阶级斗争问题ꎬ 是整风整

社的主要内容ꎻ 各县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ꎬ 搞好整风整社的摸底排队ꎻ 三类

社的整风整社是夺取政权ꎬ 需首先解决夺权问题ꎻ 整风整社必须贯彻阶级斗

争路线ꎬ 充分发动群众ꎬ 首先是发动贫下中农ꎬ 形成阶级力量ꎻ 退赔要坚决

执行党中央、 省委关于 “坚决算、 坚决赔、 坚决退” 的指示ꎬ 采取 “边反、
边清、 边退” 和先易后难的办法进行ꎮ 运动中要依靠群众、 党员、 团员和贫

下中农ꎬ 采取边检查揭发、 边核实、 边整改、 边兑现的方法ꎬ 防止前紧后

松ꎬ 走过场等现象ꎮ

地委对石棉县迎政ꎬ 芦山县太平ꎬ 雅安县多营、 草坝ꎬ 天全县始阳ꎬ 汉

源县丰厚ꎬ 宝兴县回龙ꎬ 荥经县六合ꎬ 名山县黑竹、 新店等 １０ 个试点公社

的问题进行调查后发现ꎬ “共产风” 纠正得早的公社ꎬ 社员情绪高ꎬ 生产搞

得好ꎬ 干群关系密切ꎬ 食堂巩固ꎮ 凡是 “共产风” 刮得凶的公社ꎬ 生产落

后、 人民生活安排不好ꎮ “一平二调” 和 “共产风” 的主要表现ꎬ 是无偿平

调土地、 劳动力、 耕牛、 农具等生产资料ꎬ 没有认真执行 “四固定” 制度ꎬ

搞大兵团作战ꎬ 打乱了生产队建制ꎬ 也没有贯彻自愿两利和等价交换的原

则ꎬ 无偿占用土地ꎬ 无偿占用劳动力ꎬ 无偿占用耕牛ꎮ 芦山县太平公社有 ２

个管理区搞直属高产队ꎬ 无偿占用土地 ２７０ 亩ꎬ 劳动力 １０５ 个ꎮ 无偿折、 占

社员的房屋和使用社员的家具等生活资料不付租金ꎮ 据 ８ 个公社的统计ꎬ 无

偿折、 占社员的房屋达 ３７７５ 间ꎬ 占房屋总数的 １０％左右ꎮ

从试点公社的调查情况看ꎬ “共产风” 主要发生在两个阶段ꎮ 第一次

“共产风” 是建社初期到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ꎮ 由于刚建社ꎬ 搞大兵团作战ꎬ 随便调

劳动力、 耕牛、 粮食现象普遍ꎬ 占用和拆毁社员房屋较多ꎬ 包括对公社所有

制不明确ꎬ 刚建社就实行公社所有制ꎬ 芦山县太平公社、 名山县黑竹公社在

刚建社就实行 “十包五统一”ꎮ 所谓 “十包” 是指包生活费用、 行政开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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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还贷款、 发工资、 伙食费、 医药费、 学费、 电影费、 吃肉、 产妇生活

费ꎮ “五统一” 是指田地统一耕作ꎬ 耕牛统一使用ꎬ 劳动力统一调配ꎬ 农具

统一管理ꎬ 粮食和现金统一收支ꎮ 由于实行不通ꎬ 只包了一个月便停止ꎬ 到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的贯彻后才纠正ꎮ 第二次 “共产风” 是在

１９５９ 年秋季 “反右倾” 后刮起的ꎬ 主要是公社、 管理区、 生产队分别大搞

“万、 千、 百” 运动ꎬ 大量无偿占用生产队的毛猪ꎬ 层层上调毛猪建养猪

场ꎮ 随着运动的开展ꎬ 普遍出现平调社员的家禽家畜搞 “万猪山” “万鸡

山” “万鸭塘”ꎬ 甚至无偿占用土地ꎬ 抽调劳动力ꎬ 占用或拆毁社员的房屋

和猪圈等现象ꎮ 雅安县草坝公社无偿调用的毛猪ꎬ 占该公社毛猪总头数的

３５ ５％ꎮ 汉源县有 ６ 个公社上调毛猪 ２８４３ 头ꎬ 丰厚公社从社员家中抽调的

鸡达 ３６００ 余只ꎮ 在 １９５９ 年 “反右倾” 后ꎬ 有的公社连社员少量自留地上的

作物和屋前屋后的零星果木也进行平调ꎬ 收归集体ꎮ 芦山县太平公社无偿收

社员自留地上种植的粮食 ６５００ 斤ꎻ 汉源县丰厚公社因平调ꎬ 水果产量 １９６０
年比 １９５９ 年减少 ３０ １％ꎬ １９５９ 年雪梨产 ２０ 万斤ꎬ １９６０ 年只收 ８ 千多斤ꎮ 还

有的用社员私人肥料不付价款ꎬ 有 ４ 个公社无偿使用社员私人肥料 １８９ 万

斤ꎬ 影响社员积肥的积极性ꎮ

由于 “一平二调”ꎬ 先进的怕 “支援”ꎬ 故意拖延时间ꎻ 落后的等待支

援ꎬ 不自力更生ꎬ 严重影响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ꎬ 引起了群众的思想混乱ꎮ

群众认为现在就是 “共产主义” 了ꎬ 没有什么个人的ꎬ 现在大家都一样ꎬ

还分什么你的我的ꎬ 都是公社的ꎮ 还有的认为党的政策变了ꎬ 不安心农村ꎻ

有的地方人口外流ꎬ 劳动力减少ꎮ 有的队长认为劳动力随便调ꎬ 耕牛随便

抽ꎬ 队长只有 “吹哨子” (喊出工) 的权利ꎮ 家畜家禽瘦弱和死亡ꎬ 农具损

坏很大ꎬ 新式农具、 排灌机器空置ꎬ 大兵团作战ꎬ 打乱了人民公社正常的经

营管理制度ꎬ 社员反映 “干不干ꎬ 三顿饭”ꎬ “工分不工分反正一样分”ꎮ 打

击了基层干部特别是生产队干部的积极性ꎬ 干部的生产情绪不高ꎬ 责任制度

也没有ꎮ 因此ꎬ “一平二调” 和 “共产风”ꎬ 在政治上损害了党的威信ꎬ 引

起广大农民不安和思想混乱ꎬ 助长了一些干部歪风邪气和强迫命令作风ꎬ 使

党群关系、 干群关系受到影响ꎮ 在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ꎬ 使农业产量下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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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猪减少ꎬ 耕畜瘦弱ꎬ 农具损失丢失ꎬ 拆毁房屋ꎬ 损坏猪、 牛圈等ꎮ
以上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ꎬ 是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思想ꎬ 总认为 “大集体比小集体好”ꎬ “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好ꎬ” 混淆

了集体和全民所有制概念ꎬ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界

限ꎬ 尽量扩大公共积累ꎬ 想方设法搞公社所有制ꎬ 对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不

明确ꎬ 忽视了生产队ꎮ 地、 县委对某些基层干部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认识不

足、 教育不够ꎬ 认为 “犯了 ‘左’ 的错误都光荣、 犯 ‘右’ 的错误吃不消”

等ꎮ 当然也存在少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ꎬ 少数人利用职权贪污自肥、 损公肥

私ꎬ 违法乱纪等ꎬ 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ꎮ
在整风整社运动中ꎬ 地委要求参加整风整社运动工作组的干部实行 “二

五制” 的领导方法ꎬ 即每周以两天时间集中在公社ꎬ 由公社党委书记和工作

组长负责领导学习党的政策或政治理论ꎬ 五天时间深入基层ꎬ 深入生产实

际ꎬ 与社员一起同吃、 同住、 同劳动、 同商量ꎬ 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ꎬ (吃
饭按规定交粮食和菜金)ꎮ “二五制” 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领导方

法的新发展ꎬ 便于干部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ꎮ 凡是干部坚持 “二

五制” 的地方ꎬ 不仅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出来ꎬ 干部也得到锻

炼和提高ꎬ 这也是克服 “五风” 的一项举措ꎮ
地委在整风的同时ꎬ 开展了纠风退赔工作ꎮ 截至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 全

区已退赔平调金额 ７８０ 万元ꎬ 占应退赔 １０２３ 万元的 ７６％ꎬ 其中现金 ５００ 万

元ꎬ 实物折价款 ２８０ 万元ꎮ 公社、 大队、 生产队三级已退赔 ４５８ 万元ꎬ 占应

退赔 ５９０ 万元的 ７７ ７％ꎮ 区以上国家机关已退赔 ３２１ 万元ꎬ 占应退赔数的

７４ ２％ꎮ 社员得到实惠 ２８１ 万元ꎬ 占应退赔给社员 ３０８ 万元的 ９１ ５％ꎬ 每户

平均达到 ２３ １ 元ꎮ 荥经县五宪、 宝兴县盐井、 石棉县回龙等公社的社员共

得到实惠 １５６４８ 元ꎬ 平均每户 １０ ６ 元ꎮ

雅安农村的整风整社工作ꎬ 于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底全面完成ꎮ 全区有 １４８ 个

公社ꎬ 经过揭掉盖子、 夺取领导权和退赔斗争ꎬ 一、 二、 三类 (好的、 一般

的、 差的) 公社的性质已基本明确ꎬ 大致情况是: 一类公社有 ２２ 个ꎬ 占

１４ ５％ꎬ 二类公社有 ６１ 个ꎬ 占 ４１ ５％ꎬ 三类公社有 ６５ 个ꎬ 占 ４４ ２％ꎮ 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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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公社中属于民主革命不彻底的 ５９ 个ꎬ 占 ９０ ８％ꎬ 属于共产风和其他原因

的 ４ 个ꎬ 占 ６ ２％ꎬ 对整风整社走过场的公社还进行了补课ꎮ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

决定»ꎬ 指出: “凡是县、 公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 资财ꎬ 或者社队调用社

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ꎬ 退还原物或折实补偿ꎮ” «决定» 下达后ꎬ 地

委再次专题讨论退赔工作ꎬ 把抓好退赔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ꎮ 为了加强对

退赔工作的领导ꎬ 专区、 县、 公社、 大队和较大的生产队分别成立退赔小

组ꎮ 针对全区退赔只完成应退赔的 ３７％ꎬ 存在的退赔不彻底的情况ꎬ 且实物

比重很少的情况ꎬ 地委强调ꎬ “一平二调” 是剥夺农民利益的一个原则性错

误ꎬ 退赔是纠正 “共产风” 的重要措施ꎮ 该退赔的坚决退ꎬ 在年底前退赔

要达到 ７０％~８０％以上ꎮ 要求工业、 交通、 财贸、 手工业、 林业等有关部门

的党组织确定专人负责ꎬ 积极配合退赔工作ꎬ 退赔内容包括公社中占用社员

的房屋、 猪圈、 牲畜、 土地、 劳动力以及其他财物ꎮ 在抓退赔工作的同时ꎬ
要采取 “三包” (即包任务、 包原料、 包成本)、 “五定” (即定领导、 定品

种、 定规格、 定质量、 定时间) 的办法ꎬ 把生产计划迅速落实到生产单位和

车间ꎬ 组织生产ꎬ 保证按时、 按质、 按量完成生产计划ꎮ

１２ 月ꎬ 地委强调农村在切实做好生产队 “一包二定” (即生产队向大队

包干完成粮食及经济作物的总产量、 总产值和完成粮食征购、 经济作物统购

与提留ꎻ 定生产队完成国家粮食征购和经济作物的统购任务ꎬ 定生产队向大

队上交的机动粮、 公积金和行政管理费) 的基础上进行整风ꎮ 同时ꎬ 在社员

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ꎬ 纠正 “包产到户、 弃农经商”ꎬ 滥伐

森林ꎬ 私杀牲畜等错误思想及行为ꎮ 由于地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八字”

方针和各项正确的政策措施ꎬ 切实调动了广大社员、 干部的生产积极性ꎬ 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ꎮ

４. 全面开展整风运动

随着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深入ꎬ 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人口自由流动ꎬ 弃农

经商ꎬ 转手买卖、 投机倒把等情况ꎬ 和一些干部贪污盗窃和严重违法乱纪等

问题ꎮ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ꎬ 省委下发 «关于全面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分散主义ꎬ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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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打击投机倒把ꎬ 贪污盗窃的规划 (草案) »ꎮ 地委根据省委要求ꎬ 于 １２
月 ２０ 日成立打击取缔投机违法活动领导小组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９ 日ꎬ 在地区

工业会议上ꎬ 地委传达省委 «关于全面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分散主义ꎬ 坚持打

击投机倒把ꎬ 贪污盗窃的规划 (草案) »ꎬ 集中讨论工交系统开展此项运动

的规划ꎮ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全面开展整风运

动ꎬ 反对分散主义ꎬ 反对投机倒把、 反对贪污盗窃的计划草案»ꎬ 强调指出:

分散主义、 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等现象和行为ꎬ 在全区各级各部门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ꎬ 必须予以打击和处理ꎮ 农村整风主要以打击投机倒把、 贪污盗窃

为主ꎮ 机关、 厂矿、 企业的整风ꎬ 主要以正面教育为主ꎬ 不搞人人过关ꎮ 要

求全区的整风运动务必在春耕开始前结束ꎮ 于是ꎬ 全区的全面整风运动轰轰

烈烈地迅速开展起来ꎮ

从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下旬开始ꎬ 地委、 专署在全区范围内广泛深入地组织开

展了一场反对投机倒把ꎬ 加强集市贸易管理的 “人民战争”ꎮ 各县党委、 政

府认真组织公安、 工商、 税务、 政法等部门相互协作ꎬ 雅安军分区和解放军

驻雅部队也积极参与配合ꎮ 经过调查摸底ꎬ 在各重点城镇对贪污盗窃、 投机

倒把等违法活动和违法分子进行集中打击ꎬ 截至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ꎬ 全区逮捕各

类罪犯 ４４３ 人ꎬ 缴获现金 １３７６５３ 元ꎬ 粮食 ８８０９１ 市斤ꎬ 布匹 ４９４５ 市尺ꎬ 布

票 ２７７ 市尺ꎬ 炸药 ５５４ 市斤ꎬ 判处各类典型案犯 １２ 名ꎮ 地委要求ꎬ 今后农

村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ꎬ 在不扩大打击面的同时ꎬ 对蜕化变质分

子、 不法资产阶级分子、 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要予以坚决打击ꎬ 做到稳、

准、 狠地打击敌人ꎮ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ꎬ 地委结合整风整社运动抓紧配备公社各级干部ꎬ 着手落

实 ４８ 个公社党委书记、 部分管理区支部书记的有关问题ꎬ 采取提拔、 归队

(过去从农村抽调到工业、 财贸、 机关等单位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 恢复

过去被打击的好干部的职务ꎮ 对有错误的干部、 对需要调整的干部ꎬ 结合干

部配备进行考虑ꎬ 务求安排合理ꎬ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ꎮ
整风整社运动ꎬ 对于制止 “共产风” 造成的危害ꎬ 稳定农村形势ꎬ 调

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ꎬ 促进国民经济向好的方向转化起到重要作用ꎮ 但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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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分了一批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ꎬ 有的社队领导班子被全部撤换ꎻ 一些社

队实行 “包产到户”、 增加经济收入、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的做法ꎬ 被错误地

认为是右倾倒退ꎬ 搞资本主义ꎬ 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ꎮ

(三) 解散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是 “大跃进” 运动中保障农村集体投劳、 集体出工、 集体生

活的一种举措ꎮ 公共食堂使农户不能分散掌握粮食ꎬ 使高指标、 高估产、 高

征购得以 “顺利实施”ꎮ 人们普遍认为ꎬ 公共食堂是 “人民公社的心脏”ꎬ

办不办公共食堂成了搞不搞社会主义的标准ꎬ 要是谁对办公共食堂有意见ꎬ

就认为是思想 “右倾”ꎬ 在 “反右倾” 运动中就会遭到残酷打击ꎮ 由于 “三
高” “五风” 盛行ꎬ 大量粮食外调ꎬ 农村普遍出现粮食短缺ꎬ １９５９ 年秋冬季

饥馑出现ꎬ 浮肿病 (营养不良症) 人不断增加ꎬ 非正常死亡人数上升ꎬ 到

１９６０ 年情况更加严重ꎮ ４ 月 １０ 日ꎬ 四川省委获悉名山县群众的浮肿病情较

为严重的情况后ꎬ 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秘书长刘文珍亲自到名山考察ꎬ 要

求组织力量ꎬ 突出救治ꎮ 但因口粮不足的问题未得到解决ꎬ 浮肿病仍有增无

减ꎮ 当粮荒出现时ꎬ 省委是想通过办好公共食堂来缓解粮食不足的突出问

题ꎬ 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办好公共食堂ꎮ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ꎬ 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

案) » (简称 “农业六十条” )ꎬ 党中央要求把这个条例草案发给全国农村

党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进行讨论ꎮ 在讨论和试行过程中ꎬ 农村基层

干部和社员群众普遍反映: 办公共食堂占用劳动力过多ꎬ 浪费柴火ꎬ 破坏山

林ꎬ 社员吃饭不方便也吃不饱ꎻ 实行部分供给制不能真正做到按劳分配ꎬ 造

成出工不出力ꎬ 影响劳动生产的积极性ꎮ 建议应该取消 «紧急指示信» 和

“农业六十条” 草案中曾经主张坚持的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ꎮ 中央主要领

导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后ꎬ 都提出了解决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意见ꎮ ６ 月ꎬ 中

央形成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ꎬ 明确规定: “在生产队办

不办食堂ꎬ 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ꎮ 凡是要办食堂的ꎬ 都办成社员的合伙食

堂ꎬ 实行自愿参加、 自由结合、 自己管理、 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ꎮ 这

些食堂ꎬ 都要单独核算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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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ꎬ 省委对公共食堂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ꎬ 有的允许情况特殊的社员

“领米退堂”ꎮ 直至 ７ 月ꎬ 省委正式发出指示ꎬ 决定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

给制ꎬ 不再办农村公共食堂ꎮ 接着ꎬ 省委又按照中央规定ꎬ 明确提出公社实

行三级所有ꎬ 队为基础ꎬ 生产队既是公社组织生产的基层单位ꎬ 也是公社组

织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ꎬ 宣布社员使用自留地和经营家庭副业的政策长期不

变等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ꎮ

随着农村实行 “三包一奖” “四固定” 的政策实施ꎬ １９６１ 年 ７、 ８ 月ꎬ

全区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纷纷开始停办ꎮ 公共食堂的停办ꎬ 解决了困扰

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ꎬ 给农民以生产生活上的自由ꎬ 解放了生产力ꎬ 给

农民带来休养生息的良机ꎮ “农业六十条 (修正草案) ” 的贯彻执行ꎬ 调动

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ꎬ 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ꎮ

同时ꎬ 地委积极贯彻省委关于 “生产自救、 节约渡荒” 的指示ꎬ 紧急

动员人民开展 “小秋收” 和大搞多种经营ꎬ 积极采取措施渡过粮荒ꎮ 各县

也开始恢复合理的耕作制度ꎬ 逐步消灭空田空地ꎬ 对于集体一时难于开垦种

植的ꎬ 划给社员开垦种植ꎬ 分配实行大包干ꎮ

(四) 精简机构ꎬ 下放人员支援农业生产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０ 年ꎬ 雅安全民所有制职工增加 ４４０４３ 人ꎬ 与 １９５７ 年比

较ꎬ 职工人数增加 １ ３３ 倍ꎮ 由于从农村中抽调劳动力过多ꎬ 加上发展社办

企业、 副业、 集体生活事业等占用了相当一批劳动力ꎬ 少数人员盲目外流ꎬ

使得从事农业生产ꎬ 特别是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不断减少ꎬ 用于农业第一

线的劳动力只占劳动力总数的 ６０％ꎬ 个别地方还在 ５０％以下ꎮ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份以来ꎬ 虽然从公社内部压缩二、 三线劳动力和超龄学生约三四万人回到农

业生产第一线ꎬ 对农业生产实力有所加强ꎬ 但许多公社第一线的劳动力还未

达到 ８０％ꎬ 农村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仍比较突出ꎮ 另一方面ꎬ 工业交通、 基本

建设以及部分企事业单位机构臃肿、 人员庞杂、 非生产人员过多ꎬ 劳动力浪

费现象较为突出ꎮ 由于这些厂矿、 企业等部分用粮单位弄虚作假ꎬ 虚报冒领

国家粮食ꎬ 再加之有的粮食部门管理不严ꎬ 经营不善ꎬ 甚至贪污盗窃ꎬ 从而

进一步加剧了城镇粮食供应的紧张形势ꎮ １９６０ 年ꎬ 全区国家供应粮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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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有 １７ ８ 万人ꎬ 比 １９５７ 年增加 ６ ７ 万人ꎬ 销售口粮比 １９５７ 年增加了 ２３９９
万斤ꎮ 城镇实销粮食为 ８２１３ 万斤ꎬ 比 １９５７ 年多销 １８５８ 万斤ꎬ 增加了 ３０％ꎬ

这既挤掉了部分行业的用粮ꎬ 又加重了农村的负担ꎮ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ꎬ 地委积极贯彻中央 “以农业为基础ꎬ 工业支援农业ꎬ 从

各方面促进农业大发展” 的方针ꎬ 按照省委 «关于建立和健全各级支援农

业委员会的决定»ꎬ 在专、 县两级分别成立支援农业委员会ꎬ 由一名工业书

记或分管国民经济计划的书记挂帅ꎬ 工业、 交通、 财贸、 农业、 宣传等部门

都有一名负责人参加委员会ꎮ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ꎬ 作为经常性的办事机构ꎮ

各厂矿、 企业也建立和健全了支援农业办公室ꎬ 由一名副书记或副厂长负责

管理ꎬ 把支援农业作为职工群众开展劳动竞赛的重要内容ꎮ 但如何渡过春

荒ꎬ 却成为各级党委面临的难题ꎮ

５ 月ꎬ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ꎬ 在全国粮食仍十分短缺的严重局面

下ꎬ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ꎬ 压缩城镇人口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ꎮ 根据中央 “大刀阔斧ꎬ 规定指标ꎬ 合并机构ꎬ 精简队伍ꎬ 定员定额ꎬ

统一处理” 的原则和省委的相关指示精神ꎬ 地委作出坚决精简机构、 压缩队

伍ꎬ 动员城镇人员到农村安置ꎬ 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决定ꎮ 要求在全区压

缩、 清理、 动员一批干部、 非生产人员、 工人、 城镇居民和超龄学生到农业生

产第一线去ꎬ 参加农业生产ꎮ 坚决撤销多余的和可有可无的机构ꎬ 合并任务重

复、 业务性质相近的机构ꎬ 压缩非生产人员ꎮ 将专区和各县的计委、 财委和统

计科合并成立专、 县经济委员会ꎻ 专、 县农税科与林业局合并成立农林局ꎻ 县

人民委员会的卫生科与县人民医院合并ꎮ 工业、 交通、 农机、 物资等部门合署

办公ꎻ 将扫盲办公室合并到农工部ꎻ 将县办的报社合并到县委宣传部ꎻ 厂矿企

业的管理机构合并科室ꎬ 各种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不能超过 ７％的比例ꎻ 专区

工业、 商业、 交通、 建设局撤销现有的科室ꎬ 设立若干综合组或综合办公室ꎻ

各县商业局进行商业网点调整ꎬ 压缩多余人员ꎬ 局一级ꎬ 经理部一级ꎬ 各种加

工作坊尽量缩小编制ꎬ 尽可能用农闲时间进行加工ꎻ 各县、 公社、 厂矿的专

业、 文工团、 体育干部退回原单位ꎻ 各县的基建队伍应压缩出来到农业第一

线ꎮ 地委明确提出: “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ꎬ 战胜灾荒ꎬ 争取 １９６１ 年农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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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ꎬ 这是当前全区人民的头等重要任务ꎬ 必须紧急动员起来ꎬ 迅速地掀起一

个声势浩大的支援农业生产运动的新高潮”ꎮ

地委决定大力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ꎬ 减少城镇粮食销量ꎬ 从全区全民

所有制职工中按 １５％比例ꎬ 从城镇居民中按 ５％的比例ꎬ 压缩人员充实到农

业生产第一线ꎬ 全区计划压缩 ３ 万人左右ꎮ 规定: 一是回农村人口的口粮按

农村同等劳动力定量标准执行ꎮ 要核实供应人口ꎬ 清理黑人黑户ꎬ 凡属

１９５８ 年以后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ꎬ 原则上全部动员返回农村参加生产ꎮ 迁

入人口必须有劳动部门的通知书、 公安机关的户口转移证和粮食部门的粮食

供应证才予以供给ꎬ 划清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界线ꎮ 二是核实工种定

量ꎬ 保证合理供应ꎬ 严格控制补助量ꎬ 加强工商行业的用粮管理ꎮ 三是实行

生产自救ꎬ 减少国家粮食销量ꎮ 四是严格粮食管理制度ꎬ 加强粮食库存、 销

售的管理ꎬ 严格动用支出的权限ꎮ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ꎬ 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和各县、 厂矿精简压缩工作会议ꎬ
对全区精简压缩工作进行具体部署ꎮ 提出全区职工总数为 ８ ２ 万人ꎬ 计划压

缩 １ ４８ 万人ꎬ 占 １８ ０５％ꎮ 明确规定精简压缩的对象ꎬ 包括党政机关中超行

政编制的多余人员ꎬ 以及企事业编外人员ꎬ 机关中雇用的养猪、 种菜人员和

其他临时工ꎬ 以及超编制的勤杂人员ꎬ 机关的家属和调干人员ꎮ 计划从国家

机关和系统压缩 ５０００ 人ꎮ 要求工业、 交通、 基本建设三条战线精简 １ 万人ꎬ

工业、 交通、 基本建设三条战线精简人员的 ２０％从工业内部调剂到工业第一

线ꎬ 其余下到农村ꎻ 精简的干部安排 ２０％的人到公社一级ꎬ 加强对大社和落

后社的领导ꎬ 其余到第一线参加劳动ꎮ 又从财贸系统抽调 １０００ 人加强公社

食堂的管理工作ꎮ 下放 １９５８ 年新招收职工到农村搞农业生产ꎬ 压缩专、 县

所办企业的职工到县、 社办企业ꎬ 顶替一部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ꎮ

全区精简压缩主要是: 在工业方面ꎬ 要压缩与保粮、 保钢无关的非重点

的基本建设项目ꎬ 县、 公社工业企事业等部门的编外人员和私招乱雇的人

员ꎻ 从事森林、 伐木和漂运的合同工、 临时工和私招乱雇的人员ꎻ 厂矿和基

本建设中的合同工、 临时工ꎬ 以及私招乱雇的人员ꎻ 压缩工业企业内部的非

生产人员去支援钢铁战线ꎮ 精简压缩工作重点要保证钢铁、 煤运、 铜铅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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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等行业的正常运行ꎻ 要保证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农具制造、 农药、 化肥

和人民生活必需的粮油加工行业正常运行ꎻ 保证石棉、 云母、 硫磺、 皮鞋、

黄金等外贸物资的出口量ꎮ 在农业方面ꎬ 除水利工程保留必要的防洪队伍和

管理人员外ꎬ 其余一律压缩ꎻ 压缩县、 区、 公社所办的农具厂、 农药厂、 化

肥厂中过多的人员ꎻ 压缩公社、 管理区非编制的统计员、 电话员、 邮递员、
脱产保健员等ꎻ 辞退公社、 管理区范围内用于修建办公室、 礼堂、 修路等非

生产性质的人员ꎻ 后勤服务人员中的保育、 炊事、 砍柴、 种菜、 饲养人员

等ꎬ 一律按规定压缩到农业第一线ꎮ 在其他方面ꎬ 是压缩基层供销社、 合作

商店的多余人员和私招乱雇的人员ꎻ 压缩企事业单位的编外人员和合同工、
临时工ꎮ 压缩县、 公社、 工厂的剧团、 文工团等人员ꎻ 压缩幼儿园和中小学

办学规模ꎬ 停办所有中专学校和自办的专科学校ꎮ 按省委规定的学生年龄ꎬ

将在校的超龄学生安排到农业战线上ꎮ

地委要求在精简工作中要注意批评 “人多好办事” “春下秋上” “有多

少人、 干多少事” 的错误思想ꎬ 以及本位主义ꎬ 分散主义ꎬ 防止一些单位企

图借此机会 “丢包袱” 的错误做法ꎮ 县委、 厂矿企业单位要建立领导小组ꎬ

防止精简过程中出现 “前门减、 后门收” “甲厂减、 乙厂收” “明减暗不减”

以及隐瞒劳动力现象ꎮ 县以下精简压缩出来的人员都必须上到农业生产第一

线ꎬ 要求农业生产第一线达到农村总劳动力的 ７５％~８０％ꎮ １９６１ 年ꎬ 全区精

简压缩城镇人口 ５９２６８ 人ꎮ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地委召开全区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工作会议ꎬ 传

达学习中央、 省委关于精简压缩城镇人口的有关指示精神ꎬ 总结 １９６１ 年精

简压缩工作ꎬ 安排 １９６２ 年精简压缩工作ꎮ 会议指出: 为了加强农业生产ꎬ

调整城乡关系ꎬ 缓解粮食紧张状况ꎬ 按照 “下够、 下早、 下好” 的原则ꎬ

１９６２ 年计划精简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 １ ８７ 万人、 压缩城镇人口 ３０００ 人ꎮ ６

月 １８ 日ꎬ 成立雅安地委精简委员会ꎬ 负责全区精简压缩工作ꎮ 经过半年多

的工作ꎬ 到 ８ 月底止ꎬ 全区吃商品粮的人口ꎬ 已由 １９６１ 年的 １２ ９ 万人下降

到 ９ ９９ 万人ꎬ 基本上完成了省委下达的任务ꎮ 该项工作到 ９ 月中旬全部

结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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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ꎬ 广大干部、 职工和城镇居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ꎬ
体谅国家困难ꎬ 主动为党分忧ꎬ 听从党的安排ꎬ 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ꎬ 充实

和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ꎬ 人们将铭记他们为全区人民渡过经济难关所作出的

特殊贡献ꎮ

(五) 调整农业政策

为了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ꎬ 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ꎬ 地委根

据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ꎬ 在农业政策方面作出一系列的调整ꎮ

１ 落实 “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 政策ꎬ 克服粮食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地委认真贯彻省委 «关于作好 １９６１ 年小春粮食分配和征购工作的指

示»ꎬ 确定分配与征购实行 “多产多奖”ꎬ “少产少吃照购ꎬ 受灾少吃少购ꎬ

重灾少吃不购或救济”ꎬ 以承认差别的原则ꎮ ６ 月ꎬ 地委发出 «关于生产大

队之间基本口粮承认差别的通知»ꎬ 强调只有承认差别ꎬ 才能更充分地调动

生产大队、 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ꎬ 克服粮食分配上的平均主义ꎮ
２ 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分配包干制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５ 日ꎬ 地委提出 «关于建立 “三包一奖” 和生产责任制的

意见»ꎬ 要求全区各地ꎬ 一是必须贯彻实行以包工、 包产、 包投资和超产奖

励的 “三包一奖” 制度ꎬ 充分发挥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ꎬ 保证

１９６０ 年的继续 “大跃进”ꎮ 二是生产队要在日常生产中应分段分战线贯彻各

项生产责任制ꎬ 对实行 “三包一奖”、 突出 “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 政策作

了明确规定ꎮ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ꎬ 地委发出 «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重

要指示»ꎬ 要求各地要认真参照芦山县沫东公社先锋大队杨家坝生产队的经

验ꎬ 切实把 “小包工” 中的定农活、 定劳力、 定质量、 定工分的 “四定”

农业生产责任制搞好ꎬ 促进全区农业生产进步ꎮ 芦山县沫东公社先锋大队杨

家坝生产队制定的 “长计划、 短安排、 小包工” 的生产责任制ꎬ 社员普遍

反映 “实行小包工ꎬ 各人有奔头”ꎬ “长计划、 短安排ꎬ 各人有个打米碗”ꎮ

社员认为 “小包工” 克服了浪费劳动力现象ꎬ 责任落实ꎬ 能够充分调动社

员生产积极性ꎬ 可以更好执行定额管理、 评工记分制度ꎬ 还能因人派工ꎬ 合

理使用劳力ꎬ 发挥劳动技术专长ꎬ 既保证农活数量ꎬ 又保证质量ꎬ 便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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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性的监督验收工作ꎮ 干部感到实行 “小包工” 后ꎬ 找到了领导生产的

门路ꎬ 工作更好搞了ꎮ
地委和各县县委分别在 １２ 个公社 １５ 个大队进行分配大包干制度 (即

“一包、 二定” ) 的试点工作ꎮ 所谓 “一包”ꎬ 就是生产队根据国家计划和

本队的实际生产水平ꎬ 向生产大队包干完成粮食及经济作物的总产量、 总产

值、 粮食征购、 经济作物统购与生产大队提留等任务ꎬ 除此之外ꎬ 余钱余粮

归生产队自行分配ꎮ 所谓 “二定”ꎬ 就是定生产队应包干完成的国家粮食征

购和经济作物统购任务ꎻ 定生产队向生产大队上交的机动粮、 公积金、 公益

金和行政管理费用等ꎮ 大包干的主要内容分为两种: 一种是大队对生产队实

行大包干ꎬ 加大生产队的分配权ꎬ 除征购、 大队提留粮外ꎬ 余粮、 余钱都归

生产队分配ꎬ 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ꎮ 另一种是生产队对社员实行大包

干ꎬ 社员参加与之有关的生产计划、 劳力安排、 投资肥料和粮食分配工作

等ꎬ 激发生产积极性ꎮ 在做法上采取宣传讲解分配大包干的目的、 意义和内

容及其方针政策ꎬ 然后制定具体分配方案实施ꎮ 在包产到户等 “右倾” 活

动严重的地方ꎬ 先纠正包产到户ꎬ 然后实行分配大包干ꎮ 此外ꎬ 解决生产队

的组织机构和调整生产队的规模ꎬ 巩固三级集体所有制ꎮ 包产有两种形式ꎬ
大队提出作物面积、 产量指标的生产计划ꎬ 各生产队根据 １９５７ 年的生产历

史条件ꎬ 提出 １９６２ 年生产计划ꎬ 或者大队提出 １９６２ 年生产计划的总要求、
指标ꎬ 生产队再依据本队和社员的情况制定方案ꎮ 生产计划定案后ꎬ 计算出

征购和大队按比例提留粮后ꎬ 余粮、 余钱都归生产队分配ꎮ 生产队的规模和

土地、 耕牛、 农具原则上不作调整ꎮ 耕牛属生产队ꎬ 折价款由大队或生产队

归还ꎮ 大队把征购任务包到生产队ꎬ 生产队按规定计算出公粮数ꎬ 其余为统

购粮ꎮ 大队的提留粮按公购粮任务的 ７％ ~ １０％提留ꎬ 粮食多的多提ꎬ 粮食

少的少提ꎮ 大队提留现金包括公积金、 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综合ꎬ 按总收入

提取 ６％~７％ꎬ 五保户①和困难户由生产队自己解决ꎮ 这样ꎬ 明确了大队和

生产队的职责范畴ꎬ 规定了社员的口粮ꎮ 实行分配大包干政策ꎬ 广大干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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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很拥护ꎬ 富队特别认可承认差别ꎬ 穷队也搞自力更生ꎬ 出现了 “人心向

集体ꎬ 个个搞生产” 的热潮ꎮ

３ 完善粮食分配工作

地委在下发的 «关于 １９６１ 年大春粮食分配实行定产、 定购、 定销 “三

定” 的试行意见» 中提出粮食的分配办法ꎮ 也就是ꎬ 对生产大队ꎬ 要求把

国家征购任务定下来ꎻ 对生产队ꎬ 要求在生产大队统一核算、 统一分配的原

则和落实 “三包” 的基础上ꎬ 把征购、 种子、 饲料、 社员基本口粮和生产

大队、 生产队余粮分成比例定到生产队ꎻ 对社员ꎬ 要求把全年的基本口粮一

次定到户ꎮ 实行这一分配办法就能更好地克服平均主义ꎬ 更充分、 全面地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ꎬ 有利于生产自救运动的开展ꎬ 也有利于 “三包一奖” 的

继续深入进行ꎮ 因此ꎬ 地委决定将粮食定产、 定购、 定销 “三定” 落实到

生产队ꎬ 贯彻执行粮食分配中国家、 集体、 个人 “三兼顾” 和征购、 种子、

口粮、 饲料 “四落实” 的政策ꎬ 除保证安排好国家和集体的部分外ꎬ 社员

的口粮也必须进行妥善安排ꎮ 全区绝大多数地方采取 “一包二定” 的方法ꎬ

实行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 (包括肥料粮) 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分配ꎬ 这样

既能体现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原则ꎬ 又能确保缺乏劳力的军属、 烈属、 工

人家属、 干部家属和五保户、 困难户分得足以维持生活的基本口粮ꎮ
尽管地委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和省委的一系列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 巩

固、 充实、 提高” 的方针和措施ꎬ 但三年 “大跃进” 造成的后果ꎬ 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使国民经济恢复的效果显现出来ꎬ １９６１ 年度全区经济发展主要

指标完成情况仍不理想ꎬ 经济发展呈全面下降趋势ꎮ 据统计: 工农业总产值

为 １６１４２ ２ 万元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９３０２ ２ 万元ꎬ 农业总产值 ６８４０ 万元

(按 １９８０ 年不变价计)ꎬ 分别比 １９６０ 年下降 ４５ ３％ꎬ ５３ ７％和 １１ ３％ꎮ 粮食

总产量 １０ ０３ 万吨ꎬ 比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９ 万吨下降 １５ ７９％ꎮ 茶叶减产近 １０００ 担ꎬ

大牲畜存栏 ７ ６ 万头ꎬ 比上年下降 １７％ꎬ 生猪存栏也比 １９６０ 年下降 ５ ８％ꎮ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减少近 １２００ 万元ꎬ 下降 ２２ ５％ꎮ 所以ꎬ １９６１ 年雅安经济

发展状况是建国以来最低点ꎬ 也是人民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ꎮ

１９６２ 年ꎬ 地委将农村生产关系逐步转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ꎬ 不断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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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左” 的影响ꎬ 基本刹住了 “共产风”ꎻ 并及时采取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的力量ꎬ 适时调整农业政策ꎬ 增加支援农业的资金和投资ꎬ 提高部分农产品

的收购价格ꎬ 退赔部分一平二调款等政策措施ꎬ 再次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ꎮ 到 １９６４ 年调整结束ꎬ 农民的积极性大为高涨ꎬ 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水平

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和提高ꎮ

二、 工业的调整

由于 “大跃进” 实行 “以钢为纲” “大炼钢铁”ꎬ 造成全区工业与农业

的经济结构和工业内部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ꎬ 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

的发展ꎮ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ꎬ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ꎬ 中央对工业开始进行调整ꎮ 地

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ꎬ 着手调整工业生产指标ꎬ 对 “大跃进” 以

来全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 规模过大与实际财力、 物力不相适应的状况ꎬ 进

行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投资ꎮ 在缩短工业战线的同时ꎬ 对工业体制和工业结

构也进行了调整ꎮ

(一) 对手工业的调整

１９５７ 年底ꎬ 全区的手工业生产厂、 社、 组共有 １８３ 个ꎬ 从业人员 ４６８０

人 (包括个体手工业 ４１３ 户)ꎮ １９５８ 年 “大跃进” 以来ꎬ 在城乡人民公社大

办工业的推动下ꎬ 职工纷纷要求升级、 转产ꎬ 经过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到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并产过渡后ꎬ 将 １８３ 个厂、 社、 组并为 １１３ 个ꎬ 从业人员增加到 ６２９２ 人ꎬ

生产有了很大发展ꎬ 产值比过渡前增长 ２９ １９％ꎬ 对支援出口、 支援工农业

做出了贡献ꎮ 但是ꎬ 由于对小商品生产重视不够ꎬ 升级、 并厂时并得过多ꎬ

一些补锅、 补鞋人员等被挤掉或被安置从事其他工作ꎬ 再加之领导存在重视

重工业ꎬ 轻视轻工业生产的认识误区ꎬ 导致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奇缺ꎬ 给群众

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不便ꎮ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ꎬ 地委在批转专区轻工业、 农机、 商业局党组 «关于贯彻

执行 ‹省委关于恢复和加强手工业管理机构调整领导通知› 的意见» 中指

出: 为满足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ꎬ 全区应迅速恢复发展小商品生产ꎬ 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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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 年后对手工业重视不够ꎬ 手工业产品产量减少ꎬ 品种不多ꎬ 质量不高

等问题ꎮ 同时ꎬ 由于手工业的产品门类较多ꎬ 生产情况复杂ꎬ 不少产品需要

由几个部门交错管理ꎬ 因此实行归口领导、 加强管理ꎮ 要根据群众需要迅速

恢复和发展ꎬ 不断增加花色品种ꎬ 提高质量ꎬ 降低成本ꎮ 各县可以采取固定

一定的厂、 社和劳动力ꎬ 实行城镇社办工业ꎬ 生产日用小商品ꎬ 逐步满足人

民的生活需要ꎮ 对未恢复的手工业厂和未归口管理的手工业工人及原来的手

工业干部ꎬ 尽快组织归口ꎮ 要及时解决生产原料等问题ꎬ 尽快恢复生产ꎻ 要

开展技术革新ꎬ 提高劳动生产率ꎮ 特别要对有经验、 有技艺的老工人加以关

照ꎬ 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ꎬ 为恢复生产贡献力量ꎮ
为了建立健全手工业管理机构ꎬ 地委决定成立雅安专区手工业管理局ꎬ

手工业管理系统划归财贸口领导ꎬ 各县随之成立相应机构ꎮ 全区调整后ꎬ 属

于轻化工业系统管理的厂有 ３０ 个ꎬ 手工业系统管理的厂有 ５５ 个ꎬ 商业系统

管理的厂有 ２８ 个ꎮ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ꎬ 地、 县委安排市场和小商品生产调研工作组ꎬ 对雅安城关

区整顿和发展修理服务业的情况进行实际调查ꎮ 据调查: 雅安县城关镇手工

修理服务业在 １９５８ 年前有 １２ 个ꎬ 从业人员 ２９５ 人ꎬ 固定门市服务点 ６５ 个ꎬ

个体流动服务 ２７ 个ꎮ １９５８ 年以后ꎬ 随着手工业转厂过渡ꎬ 大部分修理服务

业升级、 转厂、 并点ꎬ 修理人员减少ꎬ 服务网点撤并过多ꎬ 给群众生活带来

不便ꎮ １９６１ 年实行调整以来ꎬ 大抓商品生产ꎬ 安排好人民经济生活ꎬ 恢复

并增加了 １７ 个固定的修理服务业ꎬ 设立综合服务站ꎬ 固定门市服务点 ６６

个ꎬ 从业人员增至 ６７１ 人ꎮ 因此ꎬ 地委要求各县继续安排好服务网点ꎬ 提高

服务质量ꎬ 合理计价收费ꎬ 解决组织形式和分配制度问题ꎬ 贯彻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ꎬ 补充修理服务业所需的原材料和服务人员ꎬ

增加修理服务力量ꎬ 方便群众生活ꎮ 各手工业厂、 社积极推行奖励工资制ꎬ

正确解决收益分配问题ꎮ

全区手工业组织机构的建立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ꎬ 修理服务行业的整

顿、 巩固、 发展ꎬ 使手工业生产迅速出现新的局面ꎬ 恢复了传统名牌产品ꎬ

增加了产品品种ꎬ 提高了工效和产量ꎬ 扩大了服务项目ꎬ 延长了营业时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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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ꎮ
(二) 对工业的调整

在 “大跃进” 运动中ꎬ 雅安的工业经济一直在高指标框架中运行ꎮ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ꎬ 地委在 «关于今冬明春工业工作的安排» 中指出: 今冬

明春的工业工作ꎬ 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ꎬ 以原燃材料和运输为先行ꎬ 坚决

贯彻数量、 质量并举的方针ꎬ 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ꎬ 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

革命ꎬ 促进明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ꎬ 大发展ꎮ 要求各级党委: 一是以群众

运动突出煤焦矿石生产ꎬ 力保原煤 １００ 万吨ꎬ 焦炭 ９ 万吨任务完成ꎻ 二是大

搞运输高产运动ꎬ 大造运输车辆ꎬ 大搞畜力运输ꎬ 大力革新运输工具和装卸

半机械化ꎻ 三是迅速提高钢铁及其他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ꎮ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 地委召开扩大会议ꎬ 讨论研究 １９６１ 年国民经济计划

如何贯彻以农业为基础ꎬ 工业内部如何贯彻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的方针ꎬ 以及如何按 “农轻重” 的方针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ꎮ ３ 月ꎬ 地

委作出 «关于开展以半机械化、 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

初步规划»ꎬ 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个向半机械化、 机械化进军的群众运

动ꎬ 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 ７０％ꎬ 节省 １５％~３０％的劳动力支援农业ꎮ 积极进

行设计、 设备技术、 工艺技术和操作技术的革新ꎬ 改善劳动组合ꎮ 广泛开展

节约原材料ꎬ 克服原材料困难ꎬ 完成生产任务的群众运动ꎮ 加强技能训练ꎬ

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以适应机械化、 半机械化的要求ꎮ 要加强科研工作ꎬ 传

播和推广新的科学技术ꎬ 较大的工业企业都要有自己的科研规划ꎮ ４ 月 ５

日ꎬ 地委在 «１９６１ 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 中强调ꎬ 全区要有计划地降

低重工业发展速度、 缩短工业战线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ꎬ 恢复和适当发展轻

工业ꎬ 大力发展小商品生产ꎮ ８ 月 １７ 日ꎬ 地委决定撤销天全磁铁矿ꎻ ８ 月 ２１

日ꎬ 决定撤销荥经泗坪矿区及天全沙坪铁厂ꎮ １０ 月 １２ 日专署决定停建缓建

汉源轿顶山锰铁矿、 雅安沙坪铁厂、 天全铁厂等一批厂矿企事业项目ꎮ 基本

建设投资 １９６１ 年降至 ２２７ 万元ꎬ 为 １９５９ 年 １６７６ 万元的 １３ ５４％ꎬ １９６２ 年更

减少到 ３４ 万元ꎬ 为 １９５９ 年的 ２ ％ꎮ

截至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底ꎬ 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 ５０７０ 万元ꎬ 主要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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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锰铁完成 ２３２５ 吨ꎬ 生铁完成 ４０８８ 吨ꎬ 原煤完成 ３３ ４１ 万吨ꎬ 皮鞋完成

１１ ４ 万双ꎬ 小农具、 小商品共完成 １９５ 万件ꎬ 同时新增火柴等 ４６ 个新品种ꎬ

恢复铁锅等 １０ 多个老产品ꎮ 地委总结上半年工业生产中取得的主要经验是:

一是贯彻执行了 “以农业为基础ꎬ 以工业为主导” 和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的方针ꎻ 二是进一步开展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运动ꎻ 三是整顿了工业企

业的布局ꎬ 加强了经营管理ꎻ 四是大抓了职工生活的改善ꎻ 五是改进了干部

作风ꎬ 注意了调查研究工作ꎮ 地委要求在下半年加大工业调整力度ꎬ 压缩 ２

万个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ꎬ 适当调整生产任务指标ꎬ 其中原煤调减为

１３ 万吨ꎬ 锰铁调减为 ２０００ 吨ꎬ 生铁调减为 ２０００ 吨ꎬ 焦炭调减为 １３０００ 吨ꎬ
小农具、 小商品调为 ３２０ 万件ꎮ 另外ꎬ 对轻化工产品、 建筑材料、 交通运输

等也作了相应安排ꎮ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ꎬ 中共中央 «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 (简称 «工业八

条» ) 和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 » (简称 «工业七十条» ) 下

发后ꎬ 全区以整顿和健全工业企业的管理制度为中心的工作随即开始ꎮ ２９

日至 ３０ 日ꎬ 地委召开厂矿企业党委书记会议ꎬ 学习中央两个文件ꎬ 并决定

在 １６ 个单位进行试点ꎮ 从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ꎬ 试点单位组织学习、 贯彻 «工业

七十条»ꎬ 并结合改进工作ꎬ 促进生产ꎬ 整顿和健全企业的管理制度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９ 日ꎬ 在地区召开的工业会议上ꎬ 地委明确提出ꎬ 当前的工业生产

主要是抓好煤炭、 木材、 农具、 小商品生产、 运输和道路养护ꎬ 抓好集中统

一和综合平衡ꎬ 做好劳动力的调配和安排好职工的生活ꎮ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地委成立轻工业办公室ꎮ 由于加强对轻工、 化工、
手工业生产管理的领导ꎬ 全区厂矿和人数增加ꎬ 工业产值提高ꎬ 产品种类增

多ꎬ 工业生产取得的成绩较为突出ꎮ １９５７ 年全区只有 ７ 个厂ꎬ 到 １９６０ 年发

展到 ６７ 个ꎬ 职工人数由 １９５７ 年的 ８３６ 人增加到 １９６０ 年 ５８１２ 人ꎬ 增长近 ６

倍ꎮ 工业总产值 １９５７ 年为 ４２８ ９１ 万元ꎬ 到 １９６０ 年增长 ２６２２ ２ 万元ꎮ １９５７

年上缴利润 ５６ ４４ 万元ꎬ 到 １９６２ 年上半年止为国家上缴利润 １７９６ ３４ 万元ꎮ
此外ꎬ 勘探工作也取得重大成果ꎬ 名山的芒硝、 汉源的磷肥矿、 天全的硫磺

矿等资源相继被发现ꎬ 为全区的化工发展打下了基础ꎮ 这期间ꎬ 也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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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产品质量下降ꎬ 成本升高ꎻ 盲目建厂ꎬ 挤集体变为国营ꎻ 管理混乱ꎬ 造

成损失等问题ꎮ

在企业的调整中ꎬ 截至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ꎬ 全区电力、 轻工、 化学工业由 ６７

个厂矿调整为 ６ 个ꎬ 其中轻工业由 ３０ 个厂矿调整为 ５ 个ꎬ 保留雅安皮革厂、

造纸厂、 印刷厂、 电池厂、 名山火柴厂ꎮ 其他转为工业系统的 １７ 个ꎬ 停撤 ８

个ꎮ 化学工业的 ３１ 个厂矿全部停撤ꎬ 电力工业由 ７ 个厂矿调整为 １ 个ꎬ 只

保留名山水电厂ꎬ 职工人数由 ５８１２ 人压缩到 ８４０ 人ꎮ 调整后的一些老厂ꎬ

人员、 利润虽比以前减少ꎬ 但某些产品产量反而同比增长ꎮ 主要原因是前些

年企业管理不善ꎬ 管理和固定费用较高ꎬ 原材料消耗降低幅度不大ꎮ 通过调

整ꎬ 清产核资ꎬ 精简人员ꎬ 处理了多余的积压物资和财务的遗留问题ꎬ 进一

步加强了企业的管理监督水平ꎮ

雅安工业调整主要是降低不切实际的发展指标ꎬ 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ꎬ 在企业内部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度ꎬ 增加企

业的活力ꎮ 同时ꎬ 恢复和发展了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小

商品生产ꎬ 调整取得较好的效果ꎮ

三、 整顿商贸

１９６０ 年ꎬ 由于农业和轻工业产量大幅度下降ꎬ 货源减少ꎬ 全区社会商

品供应与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差额进一步扩大ꎬ １９６１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减

少近 １２０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６０ 年下降 ２２ ５％ꎬ 同时在商业经营管理工作中也暴露

出不少问题ꎮ

地委、 专署在重点抓好农业、 工业调整的同时ꎬ 成立雅安地委整顿城镇

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ꎬ 对商业市场开始进行有效的调整ꎬ 促进了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ꎮ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ꎬ 地委在批转专署财贸党组转报专区商业局党组

«关于当前农村集市贸易的开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中指出ꎬ 全区农村

集市贸易活跃了农村和城乡交流ꎬ 上市商品的品种由十多种增加到百余种ꎬ

上市量和成交金额也大幅增长ꎬ 缓和弥补了国营商业的不足ꎬ 减少了黑市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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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投机违法活动ꎬ 提高了管理区、 生产队和社员经营副业的生产积极性ꎮ
但是ꎬ 搞转手买卖等投机违法活动增加了ꎬ 出现自发性的交易场所ꎬ 出售大

米、 粮食制品等违反统购统销政策的情况ꎬ 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和省委 “治

而不乱、 管而不死” 原则ꎮ 针对以上问题ꎬ 地委决定结合农村整风整社运

动ꎬ 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整顿和管理ꎬ 利用黑板报、 标语、 话筒向人民群

众和市管人员进行宣传教育ꎮ 要求商业部门发展商品生产和物资交流ꎬ 认真

清理仓库ꎬ 增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ꎬ 对上市商品凡属粮、 棉、 油一类

的坚决管死ꎬ 二类物资如烟叶、 麻类、 茶叶农副产品完成交售任务可以上

市ꎬ 其他上市商品也要有一定的管制要求ꎮ
专署财贸党组还根据省委 «关于农村集市贸易管理试行办法»ꎬ 结合城

镇整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ꎬ 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ꎮ 一是集中对雅安县

１００ 多名有关负责人进行学习培训ꎮ 采取分段包干ꎬ 在居民中开展以社会主

义教育为纲、 以市场管理为重点的宣传教育运动ꎮ 二是在机关团体、 学校中

开展依靠供应为辅或力争不增加市场供应压力的生产渡荒教育ꎮ 三是引导农

村人民公社社员理解城乡互助、 工农联盟的意义ꎬ 树立国家、 集体、 个人三

者利益兼顾的观念ꎬ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ꎮ 四是专门派出工作组深入雅安县郊

区的 ２０ 多个生产小队广泛进行宣传ꎬ 对投机倒把、 转手买卖、 拦购争购、
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态势ꎮ

全区通过对集市贸易的整顿和管理ꎬ 打击了买卖票证、 投机倒把ꎬ 取缔

了转手买卖ꎬ 制止了一、 二类物资上市ꎬ 稳定了国家计划价格ꎬ 限制了旧货

盲目上市抬高物价的情况ꎬ 以及影响城乡人民生活的蔬菜价格等ꎬ 使市场交

易初步走上正轨ꎮ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ꎬ 专署财贸党组根据省委和地委要求ꎬ 安排市场进行增产

节约ꎮ 由于农村整风整社退赔兑现和恢复集市贸易ꎬ 农民的现金增多ꎬ 专署

财贸党组决定一方面大力增加生产ꎬ 增加市场的商品供应量ꎻ 另一方面厉行

节约ꎬ 压缩集团购买力ꎬ 严格控制现金投放ꎬ 以减少对市场的冲击ꎮ 专署财

贸党组根据市场供应情况提出: 一是积极抓好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收效快

的小商品生产的供应工作ꎻ 二是认真开展增加农村商品供应ꎬ 支援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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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产节约运动ꎻ 三是认真组织领导集市贸易ꎬ 改进商品分配ꎬ 提高服务质

量ꎬ 恢复和发展服务行业等方面工作ꎮ 这些措施的落实ꎬ 促进了工农业生产

的恢复和发展ꎬ 逐步解决了市场供应紧张的问题ꎮ

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 口粮标准较低、 蔬菜生产和供应不足、 供需矛

盾加大ꎬ 全区农产品采购进度相当缓慢ꎬ １９６１ 年农产品采购工作出现了很

大的困难ꎬ 整个市场形势并未从根本上好转ꎮ 为此ꎬ 地委要求专、 县财贸系

统加强对农产品采购工作的领导ꎬ 做好调查摸底工作ꎬ 加强农产品采购ꎮ

专、 县财贸系统认真执行 “三兼顾” 政策ꎬ 狠抓采购资金的兑现和各项政

策的落实ꎬ 切实做好农用物资的供应ꎬ 加强对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ꎬ 认真

坚持 “三挤三增” (即挤城市增加农村供应ꎬ 挤公家增加个人消费ꎬ 挤工业

投资增加对农业支援) 的商品供应的原则ꎮ 这些政策将有限的商品用在

“刀口” 上ꎬ 在当时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ꎬ 为满足农民在生产生活上的需

要ꎬ 发挥了较大的作用ꎮ
自 １９６０ 年冬全区农村集市贸易恢复以来ꎬ 活跃了农村经济ꎬ 扩大了城

乡物资交流ꎬ 促进了农村副业生产的发展ꎬ 但集市贸易存在的严重问题和混

乱情况并未得到根本解决ꎮ 表现在集市贸易的物价太高ꎬ 买卖一、 二类物

资ꎬ 买卖票证ꎬ 弃农经商、 弃工经商的现象仍很普遍ꎬ 甚至还出现了内外勾

结、 大量盗窃国家物资财产进行投机倒把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ꎮ 因此ꎬ 针对

城乡自发势力和残余反革命势力在经济战线上破坏生产、 破坏建设的行为ꎬ

地委要求各县结合城市、 机关、 工矿、 企业和农村的整风整社运动ꎬ 认真抓

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ꎬ 严厉打击各种严重违法乱纪活动ꎬ
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ꎮ 号召全党紧急动员ꎬ 全面开展一个加强社会主义教

育ꎬ 整顿集市贸易ꎬ 严厉打击投机违法活动的群众运动ꎮ

雅安专区对商业市场的整顿ꎬ 从规范市场贸易入手ꎬ 加强集市管理ꎬ 强

调合法经营ꎬ 打击买卖票证、 取缔哄抬物价ꎻ 打击投机倒把ꎬ 取缔转手买

卖ꎻ 打击拦购强购、 取缔欺行霸市等违法活动ꎬ 稳定了国家计划价格ꎬ 恢复

和发展了商贸服务活动ꎬ 使市场交易初步走上正轨ꎮ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ꎬ 到

１９６２ 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ꎬ 农业的产量开始回升ꎬ 财政收支基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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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ꎬ 城乡集市贸易逐步开放ꎬ 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ꎬ 城乡市场

较为活跃ꎬ 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ꎬ 人民生活的水平开始提升ꎮ

四、 七千人大会后的全面调整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 月 ７ 日ꎬ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

议ꎮ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 地、 县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

的负责人共 ７１１８ 人 (即被称为 “七千人大会” )ꎮ 这次大会ꎬ 比较系统地

总结了 １９５８ 年 “大跃进” 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教训ꎬ 实事求是

地认识到在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ꎮ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关于民主集中

制的讲话ꎬ 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ꎬ 并作了自我批评ꎮ 中

央其他领导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错误缺点作了自我批评ꎮ 大会对统一全

党思想ꎬ 增强全党团结ꎬ 动员全党更加坚定地执行调整方针ꎬ 为战胜国家经

济严重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ꎮ 这次会议ꎬ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ꎬ 党的历史上召

开的一次重要会议ꎮ 之后ꎬ 国民经济调整进入了一个全面调整的新阶段ꎮ

根据省委的部署ꎬ 地委及时召开扩大会议ꎬ 传达中央工作会议 ( “七千

人大会” ) 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ꎮ 会议分两期进行ꎬ 共有 ３６４ 人参加会议ꎮ

会议发扬党内民主ꎬ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ꎬ 地委对几年来的工作失误进行检

查总结ꎻ 对干部配备和使用问题ꎬ 工农业生产问题ꎬ 以及精简职工ꎬ 压缩城

镇人口ꎬ 加强生产队领导和管理ꎬ 巩固集体经济等问题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

论ꎮ 这次会议达到了总结经验ꎬ 统一认识ꎬ 加强团结ꎬ 鼓足干劲ꎬ 增强战胜

困难的信心和决心的目的ꎮ 地委代理书记秦长胜对会议作总结讲话ꎮ 随后ꎬ

雅安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在各个行业迅速深入开展ꎮ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ꎬ 地委提出 «关于当前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

作的意见»ꎬ 要求各地遵照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指示精神ꎬ 对

分配大包干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检查ꎬ 认真落实作物种植面积、 产量等指

标ꎬ 解决好粮食定产、 定购、 定销 “三定” 中的具体问题ꎬ 搞好计划管理

工作ꎬ 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ꎬ 搞好定额评工记分ꎮ 各地要切实做好 “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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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小包工”ꎬ 加强劳动、 财务管理ꎬ 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ꎮ 在

调整生产队规模ꎬ 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同时ꎬ 地委着手抓生产队的整顿ꎬ 建

立健全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制度ꎬ 建立健全大队党支部ꎬ 以便加强生产队的领

导ꎬ 使之适应于体制改变的需要ꎮ ３ 月 １５ 日ꎬ 地委召开县委第一书记会议ꎬ

传达贯彻中央 «关于渡过春荒ꎬ 克服当前粮食困难的紧急指示» 和省委有

关通知精神ꎮ ２２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渡过春荒ꎬ 克服当前粮食困难的工作

安排»ꎬ 要求全体共产党员、 干部千方百计搞好防旱抗旱、 多打粮食、 多种

瓜果蔬菜ꎬ 多搞粮食替代食品ꎬ 安排好群众生活ꎬ 胜利渡过春荒、 夏荒ꎮ ６

月ꎬ 地委发出 «关于贯彻执行加强生产队领导ꎬ 巩固与发展集体经济的具体

意见»ꎬ 决定精简公社、 大队干部ꎬ 缩小公社、 大队两级的经济权力ꎬ 在今

后一个时期内ꎬ 公社一级不办企业ꎬ 大队一级不管钱粮ꎬ 不直接经营副业ꎬ

将原有的副业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几个生产队联合经营ꎮ 机关、 学校、 厂

矿ꎬ 原占用生产队的耕地ꎬ 除保留必要的蔬菜地外ꎬ 其余归还生产队ꎮ 凡是

１９５８ 年以来调往区以上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公社、 大队工作的原初、 高级

社干部均调回生产队ꎬ 加强生产队的领导ꎮ

７ 月 ６ 日ꎬ 省委书记廖志高在雅安全区县委书记会议上指出: 要按实际

情况定征购任务ꎻ 加强对生产队的领导ꎬ 巩固集体经济ꎬ 粮食分配要按

“一、 三、 六” 比例执行ꎬ 即 １０％按投肥分ꎬ ３０％按工分分ꎬ ６０％作基本口

粮ꎮ 另提 １％~２％作奖励粮ꎬ 奖给劳动表现好的社员ꎻ 适当扩大小自由ꎬ 扶

持发展家庭副业ꎬ 解决困难队ꎬ 困难户的问题ꎻ 抓好集体增种和集体经济的

管理ꎻ 社员的自留地按耕地面积 ７％的比例划足ꎬ 可开垦不超过自留地面积

的荒地ꎬ 可利用不超过自留地面积的空地搞增种ꎻ 抓好生产安排ꎬ 保护好青

苗ꎮ ７ 月 １９ 日ꎬ 地委在给省委的 «关于当前的严重困难及克服困难所采取

措施的请示报告» 中称: 当前雅安地区存在粮食紧张ꎬ 生产力遭到严重破

坏ꎬ 面临干旱、 夏荒的严重困难ꎬ 根据当前实际提出六项措施: 一是请求省

里调拨粮食ꎬ 以缓解群众粮食紧张问题ꎻ 二是加强对生产队领导ꎬ 搞好集体

生产ꎬ 适当减免征购任务ꎬ 按总耕地面积 ７％的比例给社员划足自留地ꎬ 发

展家庭副业ꎻ 三是教育党员、 干部增强团结ꎬ 搞好工作ꎻ 四是恢复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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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耕作制度ꎻ 五是切实贯彻开垦荒山荒地ꎬ 种足种好农作物的政策ꎻ 六是执

行精简职工、 压缩城镇人口政策ꎬ 大力支援农业ꎮ ７ 月 ２３ 日ꎬ 省委对地委

的 «请示报告» 作出批复ꎬ 基本上同意地委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项措施ꎬ

要求各级干部团结一致ꎬ 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ꎬ 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实际

困难ꎮ
地委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ꎬ 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ꎬ 对国民经济进行

全面调整ꎮ 一是确立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ꎮ 二

是继续精简职工、 减少城市人口ꎬ 加强农村劳动力、 支援农业生产ꎬ 减轻城

市供应压力ꎬ 大量劳动力回归农村抓农业生产ꎮ 三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ꎬ 停

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ꎬ 节约资金支援增加农业投入ꎮ 四是加大对一些工

矿企业实行关、 停、 并、 转的力度ꎬ 缩短工业战线ꎬ 通过加强企业管理ꎬ 增

加企业效益ꎮ 五是进一步调集人力物力财力加强和支援农业生产ꎮ 六是充

实、 调整农村基层干部ꎬ 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ꎮ 这些措施的落实ꎬ 对农

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由于地委扭转了重工轻农的思想ꎬ 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得到压缩ꎬ 农业生

产得到加强ꎬ 粮食产量明显增加ꎬ 轻工业生产有所恢复ꎮ 全区经过 １９６１ 年

国民经济的初步调整和 １９６２ 年的全面调整ꎬ 使 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６１ 年三年来的

国民经济结构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ꎮ １９６２ 年工农业总

产值为 １１６４２ ４ 万元 (按 １９８０ 年不变价计)ꎬ 总体上比 １９６１ 年下降了

２７ ９％ꎮ 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４１２６ ７ 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５５ ６４％ꎬ 工业结构调整

基本上趋于合理ꎮ 农业总产值为 ７５１５ ７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９ ８７％ꎮ 粮食总

产量 １２ ２３ 万吨ꎬ 比 １９６１ 年增长 ２１ ９３％ꎻ 茶叶产量 ２ ７７ 万担ꎬ 比上年增

长 ４ １％ꎻ 大牲畜存栏比上年下降 ３％ꎮ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降 ９ ３％ꎮ

财政收人按当年人平 ７ ７７ 元ꎮ 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成效初显ꎮ

到 １９６３ 年ꎬ 全区的经济情况发生根本性好转ꎬ 工农业总产值 １５０６８ 万

元ꎬ 比 １９６２ 年增长 ２９ ４％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 ４１６６ ２ 元ꎬ 与上年持平ꎻ 农业

总产值 １０９０２ 万元ꎬ 比 １９６２ 年增长 ４４％ꎮ 粮食总产量达到 １７ ３４ 万吨ꎬ 比

１９６２ 年净增 ５ １１ 万吨ꎬ 增长 ４１ ８％ꎮ 大牲畜存栏 ８ ０９ 万头ꎬ 比 １９６２ 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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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９ ４％ꎬ 生猪存栏 ２０ ６ 万头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２６ ４％ꎬ 肥猪出栏 １１ 万头ꎬ 比

１９６２ 年增长 １５０％ꎮ 全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 １９６２ 年增加一倍ꎮ 雅安经济渡

过严重困难时期并已复苏ꎬ 步入正常发展阶段ꎮ

１９６４ 年ꎬ 全区工农业总产值 １８４２５ ２ 万元比 １９６３ 年增长 ２２ ３％ꎬ 其中

工业总产值 ４７９６ ９ 元ꎬ 与 １９６３ 年增长 １５ ２％ꎻ 农业总产值 １３６２８ 万元ꎬ 分

别比 １９６３ 年增长 ２５％ꎮ 粮食总产量 ２１ ７８ 万吨ꎬ 比上年增长 ２５ ６％ꎻ 茶叶

总产量 ３ １９ 万担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５ ２％ꎻ 大牲畜存栏 ９ 万头ꎬ 增长 １１ ６％ꎬ

生猪年末存栏和肥猪出栏也分别比 １９６３ 年增长 ４４ ２％和 ７９ ３％ꎮ 基本建设

投资总额是 １９６３ 年的 ２ ８ 倍ꎮ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１３ ９％ꎮ 全区

经济发展指标全面增长ꎬ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ꎬ 促进了人民生活

水平进一步提高ꎮ

实践证明: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ꎬ 党中央提出的 “先抓吃穿用、 实现农轻

重”ꎬ 强调国民经济的 “综合平衡” 是完全正确的ꎮ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

探索阶段ꎬ 毛泽东提出的 “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 的发展国民经

济的总方针ꎬ 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解决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又一光辉范例ꎬ 进一步具体而深刻地

揭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ꎮ 同时也说明了国家实行的经济调

整方针是符合国情实际的ꎬ 完全符合民意、 深得民心的ꎮ

五、 对干部的甄别平反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以来ꎬ 政治运动开展过多ꎬ 搞得过

火ꎬ 严重损伤了干部、 群众的积极性ꎬ 特别是 “反右倾” 斗争危害很大ꎮ

１９６０ 年冬和 １９６１ 年春的农村整风整社运动ꎬ 夸大了敌情ꎬ 混淆了两类不同

性质的矛盾ꎬ 撤换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ꎬ 打乱了整个农村基层组织的秩序ꎬ
给工作和生产带来很大损失ꎮ 同年ꎬ 在改造落后社、 队的工作中ꎬ 把富裕农

民出身的基层干部一律撤换ꎮ 在反 “瞒产私分” 等运动中ꎬ 也批判处分了

不少干部ꎮ 这些错误ꎬ 严重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ꎮ 在全国进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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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调整时ꎬ 随着对 “大跃进” 失误教训认识的不断深化ꎬ 党的思想路

线的逐步转变ꎬ 中央对 “反右倾” 等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问题高度重视ꎮ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至 ６ 月 １２ 日ꎬ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ꎮ 会议决定对几年

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ꎬ 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ꎬ 并规定以后在不脱

产干部和群众中ꎬ 不再开展反右反 “左” 倾的斗争ꎬ 也不许戴政治帽子ꎮ ６
月 １５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 (修正案) 的指示»ꎬ

明确规定: 过去批评和处理得正确的ꎬ 不再改变ꎻ 过去批评和处理错了的ꎬ

要改正过来ꎬ 恢复名誉ꎬ 恢复职务ꎻ 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ꎬ 改正这一

部分问题的结论ꎻ 错误地对群众 (包括富裕中农) 进行批判的ꎬ 应该向他

们道歉ꎬ 如果做了错误处分ꎬ 还应该纠正ꎮ 甄别工作实际上是为了消除 “反

右倾” 斗争的消极影响ꎬ 调整党内政治关系ꎬ 调整党同受过错误批判的群众

的政治关系ꎮ

按照党中央和省委有关甄别平反工作的指示ꎬ 地委把对过去被批判的干

部和党员进行甄别的工作提上重要日程ꎮ 从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开始ꎬ 对在 “反右

倾” 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 党员进行甄别平反ꎮ

甄别工作从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开始ꎬ 历时两个多月ꎮ 由于领导方面也存在是

非界限不清ꎬ 分析不够恰当的官僚主义、 主观主义的缺点错误ꎬ 因而发生了

批判面过宽和处分偏重ꎬ 甚至不少是批判错了的情况ꎮ

甄别结果说明ꎬ 确有少数具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错误的干部ꎬ 也还有部

分同志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犯有其他严重的错误ꎬ 对这些犯有错误的同

志进行批判和处理ꎬ 是正确和必要的ꎮ 经过甄别ꎬ 县级以上干部中有三分之

一的干部是完全批判错了的ꎮ 批判的问题分以下几种: 是非不分ꎬ 界限不

清ꎬ 观点不明ꎻ 不恰当的分析ꎬ 无限的夸大ꎻ 掐头去尾ꎬ 断章取义ꎬ 主观臆

断ꎻ 无中生有ꎬ 张冠李戴ꎬ 颠倒黑白ꎻ 没有发现新问题ꎬ 单纯算老账ꎻ 把个

人问题混淆为组织问题ꎬ 轻率地划定 “反党集团”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

部分干部的积极性ꎬ 削弱了党内的民主生活ꎮ
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一是在反右倾斗争中ꎬ 一度失去党的正确领导ꎬ

由上到下普遍发生乱斗、 乱打、 罚跪、 罚站等违法乱纪行为ꎮ 从地委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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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扩大会议开始ꎬ 对不少批判对象的思想没有进行认真研究ꎬ 也未请示上级

批准ꎬ 就在大小会上进行批判ꎮ 被批判干部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ꎬ 未被批判

的干部也都人人自危ꎬ 斗争中的指供、 逼供、 诱供现象也较严重ꎮ 二是定案

和组织处理工作有些简单粗糙ꎬ 没有实事求是ꎬ 没有按组织原则办事ꎮ 三是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ꎬ 不是从团结出发ꎬ 经过 “团结—批评—团结” 达到教

育目的ꎬ 而是采用简单粗暴的惩罚手段ꎬ 伤害了这些人的感情ꎮ 地委在甄别

工作中ꎬ 认真坚持 “修正错误、 实事求是” 的原则ꎬ 对批判错误的和部分

批判错误的干部ꎬ 修改了结论和改变了处分ꎮ 经过甄别ꎬ 起到了发扬民主ꎬ

增强团结ꎬ 调动干部积极性的作用ꎮ
“七千人大会” 之后ꎬ 中共中央下发 «关于加速进行党员、 干部甄别工

作的通知»ꎬ 要求对全国县以下干部来个 “一揽子” 解决ꎬ 对过去搞错了或

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ꎬ 除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ꎬ 都不要 “留尾巴”ꎮ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ꎬ 地委转发地委甄别小组 «关于做好农村基层干部甄别工作的

几点意见»ꎬ 指出: 去年 ８ 月以来ꎬ 全区对 １９５９ 年 “反右倾” 以后各次运动

中被批判、 处分的农村基层干部ꎬ 已全部进行甄别ꎮ 甄别后恢复和启用了

１５１２ 人ꎮ «意见» 要求: 凡因瞒产私分、 农业技术规格等受到批判ꎬ 处分错

了的干部ꎬ 应用较简便的方法认真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ꎮ 要向他们赔礼道

歉ꎬ 恢复名誉ꎬ 肃清不良影响ꎬ 给他们平反ꎬ 恢复工作或另行安排工作ꎮ 各

县认真贯彻落实地委甄别小组的 «意见» 精神ꎬ 认真开展甄别平反工作ꎮ

在为 “反右倾” 运动中受处分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时ꎬ 各级党组织对

“反右倾” 斗争的范围扩大化、 斗争方式过火、 处分过重等问题高度重视ꎬ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ꎬ 及时纠正错误ꎬ 进一步促进了全面调整工作顺利

进行ꎮ

通过对 “反右倾” 斗争前后几次运动中受处分党员、 干部的甄别平反ꎬ

进一步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ꎬ 教育了全体党员、 干部ꎬ 对

调动全体党员、 干部ꎬ 特别是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 党员及其家属子

女的积极性ꎬ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ꎮ 甄别平反工作是我们党勇于纠正自身错误

的一种积极表现ꎬ 值得充分肯定ꎮ 但由于种种原因ꎬ 甄别平反工作没有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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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去澄清是非解决问题ꎬ 仍给一些干部留有不同的 “尾巴”ꎬ 直至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ꎮ

第四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ꎬ 毛泽东联系苏联赫鲁晓夫在外交

上推行的霸权主义ꎬ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

复辟的危险性ꎬ 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ꎮ 这样ꎬ 就把社

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ꎮ 它标志着

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 “左” 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ꎮ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ꎬ 中央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ꎬ 在城市开展了以反对贪污盗窃、 反对投机倒把、 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分散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运动 (简称 “五反” 运动)ꎮ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ꎬ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ꎬ 要在全国农村发动一次普遍的以

清理账目、 清理仓库、 清理财物、 清理工分 (后来称为 “小四清” ) 为主

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简称 “社教” 运动)ꎮ 为指导好 “四清” 运动

的开展ꎬ 中共中央先后制定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

案) » (称为 «前十条» )、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

的规定 (草案) » (称为 «后十条» )ꎬ 明确提出运动要坚持以 “阶级斗争

为纲” 的方针ꎬ 要把 “四清” 运动视为国内反修防修、 挖修正主义根子的

两个重大战略措施ꎮ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底至 １９６５ 年初ꎬ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ꎬ

提出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称为 “二十三

条” )ꎬ “二十三条” 明确提出了 “四清” 运动的性质和重点ꎬ 并规定城市

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ꎬ 今后一律称为 “四清” (清政治、 清经济、 清

组织、 清思想ꎬ 亦称 “大四清” ) 运动ꎮ 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和省委的部署ꎬ

雅安地委从 １９６２ 年冬至 １９６６ 年底ꎬ 在全区分期分批地先后开展了以形势教

育、 阶级教育、 政策教育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ꎻ 以反对贪污盗窃、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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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倒把、 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分散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的城市 “五反”
运动ꎻ 以清理账目、 清理仓库、 清理财物、 清理工分为内容的 “小四清”

运动ꎻ 以清政治、 清经济、 清组织、 清思想ꎬ “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 为重点的 “大四清” 运动ꎮ

一、 农村 “社教” 运动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２７ 日ꎬ 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ꎬ 全会讨论通过了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ꎬ 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和 «农村人民

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 等决议ꎬ 确定继续贯彻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八字方针ꎬ 继续调整国民经济ꎮ 毛泽东在会上又作了阶级、 形势、 矛

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ꎬ 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ꎬ 资产阶级都将存

在企图复辟ꎬ 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ꎬ 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强调阶级

斗争的一系列 “左” 倾观点ꎮ 之后ꎬ 党围绕 “反修防修” 这个中心ꎬ 在工

作中贯彻以 “阶级斗争为纲”ꎬ 突出 “反复辟” 这个主题ꎬ 针对农村出现的

干部中多吃多占、 账目不清等现象ꎬ 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ꎮ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ꎬ 对社教运动的开展进

行部署ꎬ 要求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ꎬ 要坚持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和自

我教育的方式ꎬ 采取摆事实、 讲道理、 回忆对比和好坏典型对比的方法ꎬ 批

判那些主张单干的种种做法ꎮ

１１ 月ꎬ 地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ꎬ 参加会议的有行政十七级以上的党员

干部、 公社党委书记共 ６３９ 人ꎮ 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和省委第 １７

次工作会议精神ꎬ 学习八届十中全会 «公报»ꎬ 研究部署贯彻中央 «关于进

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ꎬ 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和 «关于改进商业工

作的若干规定» 等工作ꎬ 安排全区农村主要生产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ꎮ
会议充分肯定一年来的工作成绩ꎬ 批判了 “单干风”ꎬ 提高了大家发展集体

经济的信心ꎮ １２ 月ꎬ 地委决定在名山县城东ꎬ 宝兴县灵关ꎬ 汉源县富林ꎬ

天全县始阳、 沙坪等 １０ 个公社先行试点的基础上ꎬ 在全区的农村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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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分两批广泛开展以坚持集体化道路ꎬ 反对 “单干” (分田到户、 副业单

干、 摆摊设点) 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ꎮ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１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继续深入社会主义教育ꎬ 狠抓春季生产的指示»ꎬ 要求各地

在成绩面前ꎬ 克服自满松劲情绪ꎬ 争取社教运动的全面胜利ꎮ 地委强调: 一

是必须狠抓春季生产ꎬ 加强农村经营管理ꎬ 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ꎬ 巩固集体

经济ꎮ 二是结合生产ꎬ 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ꎬ 纠正单干ꎬ 组织

“五匠” 从事农副业生产ꎬ 确保农村自留地、 饲料地和开荒面积三项之和控

制在耕地面积的 １０％以内ꎮ 三是加强党的领导ꎬ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ꎬ 改进干

部作风ꎬ 注重调查研究ꎬ 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ꎬ 争取更大胜利ꎮ 各县按照

地委部署ꎬ 积极开展以反对 “单干”、 打击投机倒把、 贪污浪费、 侵占集体

财物等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ꎮ 荥经县委在试点的基础上ꎬ 成立社教工作

组ꎬ 抽调县、 区、 公社三级干部 ３０３ 人深入农村开展社教运动ꎮ 首先是组织

学习中央和省、 地委关于开展社教运动的有关文件和指示ꎬ 明确社教运动的

目的、 意义ꎬ 以及掌握的政策和原则ꎮ 其次在抓好骨干培训的基础上ꎬ 召开

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社员大会ꎬ 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的

政策和政治教育ꎬ 帮助群众认清 “单干” 的危害ꎬ 认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ꎬ

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ꎬ 提高阶级觉悟和集体生产积极性ꎮ 第三是发动群众在

运动中对 “私开私占” 非法侵占集体耕地问题ꎻ 私自拿走集体农具问题ꎻ

牵走集体耕牛等牲畜问题ꎻ 侵占集体竹林、 果树、 林木问题ꎻ 私人开碾磨

房、 挖煤炭、 单干副业、 投机倒把问题ꎻ 干部多占工分、 粮食等资本主义问

题进行大胆检举揭发和认真清理ꎮ 全区参加第一个阶段社教运动的社员占

９４％以上ꎬ 农村基层干部占 ９５％以上ꎮ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ꎬ 社教运动基本结束ꎮ

这次社教运动ꎬ 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受到了一次全面的深刻的社

会主义教育ꎬ 强化了农村政治思想工作ꎬ 改进了干部作风ꎬ 端正了广大农民

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方向ꎬ 纠正了 “单干风”ꎬ 加强了农村经营管理、

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ꎬ 巩固了集体经济ꎮ 此外ꎬ 在社教运动中ꎬ 各地制定了

发展集体生产计划ꎬ 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ꎬ 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ꎬ 这对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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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 “五反” 运动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ꎬ 恢复了大批集体所有制企业ꎬ 出现数量较多的个

体劳动者ꎬ 他们按照市场需要ꎬ 自产自销、 自负盈亏ꎮ 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

任务不足ꎬ 纷纷开展计划外经营活动ꎬ 追求利润的观念有所增强ꎬ 有的实行

“计时工资加奖励” 的分配制度ꎬ 对职工进行适当的物质奖励ꎮ 由于经济的

不断活跃ꎬ 在企事业单位中贪污盗窃、 行贿受贿的案件有所上升ꎮ 为此ꎬ 省

委于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决定在城市职工中开展 “以巩固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

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ꎬ 并与农村社教运动同时开展ꎮ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１ 日ꎬ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 «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

盗窃、 反对投机倒把、 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分散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

指示»ꎬ 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ꎬ 有领导、 有步骤地进行一次

“五反” 运动ꎮ 指出ꎬ 这场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社会上资产阶级的猖

狂进攻ꎬ 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ꎬ 其特点是不但要打击

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ꎬ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消灭内部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

子ꎮ 根据中央的部署ꎬ 四川的城市和县以上机关及县属区、 乡的财贸单位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为 “五反” 运动ꎮ

雅安的 “五反” 运动从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上旬开始进行ꎮ ４ 月 ７ 日ꎬ 地委成

立增产节约和 “五反” 运动领导小组ꎮ ４ 月中旬ꎬ 地委部署在全区开展增产

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 反对投机倒把、 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分散主义、 反对

官僚主义的 “五反” 运动ꎮ 计划在全区县级以上机关、 企事业单位计 ３８２ 个

单位中分两批开展ꎮ 县级以下基层财贸单位、 中等学校、 集体所有制单位、

手工业单位也要开展增产节约和 “五反” 运动ꎮ 第一批实际参加 “五反”

运动的单位有 ３４７ 个 ２０５７８ 人ꎬ 其中县级单位 ２７５ 个 ６０１１ 人ꎻ 地专机关和专

属以上厂矿单位 ７２ 个 １４５６７ 人ꎮ 地委要求ꎬ 各机关、 厂矿、 企事业单位在

“五反” 运动中ꎬ 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央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

问题的决定 (草案) » ( “前十条” )ꎬ 紧紧抓住两个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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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 两种思想 (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 和两条道路 (社会主

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这一主要矛盾ꎬ 坚决纠正资产阶级思想对干部的影

响和侵蚀ꎮ 要搞好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ꎬ 达到巩固成绩、 促进生

产和工作的目的ꎮ 要求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作风ꎬ 参加集体生产劳动ꎮ 规定

“五反” 运动中要注意做好团结 ９５％以上的干部和工人ꎬ 使之受到深刻的阶

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ꎮ
全区 “五反” 运动分四个阶段进行ꎮ 第一阶段选好企业先行试点ꎬ 同

时调查摸底ꎬ 分析排队ꎮ 第二阶段是反对铺张浪费、 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ꎬ
重点打击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分子ꎮ 第三阶段要求运动必须做到重视团结

９５％以上的干部ꎬ 斗争面不超过 ５％ꎬ 指标达不到的不许转入下一阶段ꎮ 第

四阶段总结工作、 建章立制ꎮ
在 “五反” 开展过程中ꎬ 第一步本着先党内、 后党外的原则ꎬ 大多数

领导干部在运动中主动 “洗澡下楼”①ꎬ 轻装上阵ꎬ 也带动了一般干部主动

“洗澡、 下楼”ꎮ 采取 “点头、 记账” 的办法ꎬ 下包袱ꎬ 解除顾虑ꎮ 第二步

着重抓商业部门的 “三清” 报损和工业部门的 “三差” 损失问题 ( “三清”
报损、 “三差” 损失指的是: 存货、 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等ꎬ 发生非正常损

失的原因ꎬ 这是按有关规定对资产损失进行产权注销的资产处置行为)ꎮ
５ 月 ９ 日至 １３ 日ꎬ 地委召开县委、 地专机关各口、 专属以上厂矿的

“五反” 领导小组组长会议ꎬ 传达省委 “五反” 工作座谈会精神和李井泉的

指示ꎬ 学习 “五反” 工作座谈会纪要和自贡大安盐场的试点经验ꎬ 雅安皮

革厂和百货公司介绍发动群众开展反浪费和进行整改的经验ꎮ 地委根据省委

“五反” 工作座谈会议纪要规定的十条政策界限ꎬ 认为全区 ８ 个县委的领导

核心是坚强的ꎬ 是可以信赖的ꎮ 会上ꎬ 着重讨论了健全党的领导核心和商业

部门开展 “五反” 运动的问题ꎮ 地委把商业部门作为 “五反” 运动重点ꎬ
特别把查 “三清” 报损作为突破口ꎬ 强调改善经营管理ꎬ 减少物资调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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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流转ꎬ 降低流转费用ꎬ 堵塞物资和资金方面存在的漏洞ꎬ 扩大购销业

务ꎬ 增加盈利ꎮ 会议通报ꎬ 全区县以上机关第一批开展运动的有 ３４７ 个单

位ꎬ 到 ８ 月底ꎬ 已转入第三阶段的有 １２４ 个单位ꎬ 占 ３５ ７３％ꎬ 进入第四阶

段的有 １７７ 个单位ꎬ 占 ５１ ０１％ꎬ 还有 ４６ 个单位处于第二阶段ꎬ 占 １３ ２６％ꎮ

会议认为ꎬ “五反” 运动开展 ５ 个多月ꎬ 通过揭发批判官僚主义、 分散主义、
铺张浪费ꎬ 大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有明显提高和改进ꎬ 密切了领导和群

众关系ꎬ 揭露和打击了贪污盗窃ꎬ 投机倒把活动ꎬ 挖出了一批隐藏的敌人ꎬ

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受到了一次较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ꎬ 调动了他们的工

作和生产积极性ꎮ 会上ꎬ 地委对全区 “五反” 运动第四阶段工作作出部署ꎬ
要求各县级以上机关单位要按照 «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 的精神和省委关于 “五反” 的指示进行认真检查ꎬ 要再搞细搞

透ꎬ 边反边改ꎬ 同时要作好复查定案和组织处理工作ꎮ 要求对工交、 财贸系

统中的 “三清” 报损和 “三差” 损失问题要查清落实ꎬ 针对 “五反” 运动

中揭露出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ꎬ 制订好规章制度ꎮ 要建立健全干部参加集体

生产劳动制度ꎬ 调查研究制度ꎬ 增产节约制度ꎬ 勤俭办企事业制度和集体领

导分工负责制度等ꎮ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ꎬ 地委对 “五反” 运动中的组织处理情况进行总结ꎬ 指出:
全区县以上机关第一批参加 “五反” 运动的职工 １８０３２ 人ꎬ 运动中揭发出犯

有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错误的人最多时有 １３９６ 人ꎬ 经过反复核实定案ꎬ 至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下降为 ９４４ 人ꎬ 占参加运动职工总数的 ５ ２％ꎮ “五反” 运动中ꎬ

有的单位交代政策不够ꎬ 不善于分化瓦解敌人ꎬ 氛围紧张ꎻ 有的单位对贪污

盗窃、 投机倒把的政策界限划分不清ꎬ 把一般性质的私分多占、 挪用公款也

算作贪污盗窃ꎬ 造成打击面过宽的问题ꎮ 地委发现这些问题之后ꎬ 根据中央

和省委有关 “五反” 运动的指示精神ꎬ 按照 “过去从宽、 现在从严ꎬ 坦白

从宽、 隐瞒从严ꎬ 退赃从宽、 不退从严” 的原则ꎬ 进行全面衡量ꎬ 切实解决

片面认为 “只有多处分或处分重一些才能教育得深” 和宁 “左” 勿右的错

误思想ꎮ 经过复查ꎬ 核实定案为 ９０７ 人ꎬ 占职工总数 ５％ꎬ 同时ꎬ 复查定案

中对漏查出有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行为的人ꎬ 分别作出组织处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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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 “五反” 运动ꎬ 地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ꎬ 坚持团结 ９５％以上的干

部和群众ꎬ 在作出组织处理时ꎬ 对于事实、 性质、 结论和处分意见不合中央

指示要求的ꎬ 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补课ꎻ 对一时查不清的案件ꎬ 作为专案处

理ꎮ 对于不给处分或免于处分的案件ꎬ 作出了书面结论ꎬ 存入本人档案ꎮ 全

区的 “五反” 运动坚持按照上级的部署安排扎实开展ꎬ 取得较好的效果ꎬ

但是ꎬ 在 “五反” 运动以后ꎬ 集市贸易的发展却受到了一定限制ꎬ 不同程

度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ꎮ

三、 “小四清” 运动

随着农村社教运动和城市 “五反” 运动的深入开展ꎬ 地委根据中央要

求ꎬ 将农村社教运动和城市 “五反” 运动相继转入 “四清” 运动ꎮ “四清”

运动是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延续ꎬ 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为深入的阶

段ꎬ 是又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ꎮ

(一) “小四清” 运动的发动

在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党中央工作会议上ꎬ 毛泽东批示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开展 “清理账目、 清理仓库、 清理财物、 清理工

分” 的报告印发会议讨论ꎬ 并指出ꎬ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ꎬ 只有抓好

社会主义教育ꎬ 才可以防止出修正主义ꎻ 提出 “阶级斗争ꎬ 一抓就灵”ꎬ 督

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ꎮ ５ 月 ２ 日至 １２ 日ꎬ 毛泽东在杭州

主持召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ꎬ 专门讨论农村社

会主义教育问题ꎮ 他多次在讲话中说ꎬ 农村搞 “四清”、 发动贫下中农ꎬ 就

是挖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ꎻ 提出社教运动主要抓 ５ 个问题ꎬ 即阶级斗争、 社

会主义教育、 依靠贫下中农、 “四清” 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ꎬ 其中阶级

斗争是最基本的ꎮ 会议讨论和制定的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 (即 “前十条” )ꎬ 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

争状况ꎬ 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ꎬ 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ꎬ 打退资产

阶级和封建势力的进攻ꎮ 会上要求各地训练干部ꎬ 进行 “四清” 试点ꎮ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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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越来越严重ꎬ 认为前段时间开展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大部分地方阶级斗争搞得不够彻底ꎬ 社教运动还要深入进行ꎮ

５ 月底ꎬ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ꎬ 传达中央杭州会议精神ꎮ 省委按照中央

“前十条” 的决定ꎬ 也认为全省去冬今春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ꎬ

有 ２０％的生产队走了过场ꎬ 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的教育还搞

得不深不透ꎬ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进行得不深入ꎬ 贫

下中农还没有普遍发动起来ꎬ 阶级队伍的组织绝大多数地区还未建立起来ꎮ

在干部中有多占、 私分、 贪污盗窃及投机倒把等问题ꎮ 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

开ꎬ 社队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基本上尚未解决ꎬ 有的甚至被地富反坏右分子

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领导权ꎮ 所以ꎬ 必须按照中央 “前十条” 的

要求ꎬ 在各地、 市、 县开展 “以阶级教育、 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 的试点工作ꎬ 为全省城乡全面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好准备ꎮ

(二) 先行试点ꎬ 分批展开

地委根据省委工作会议精神ꎬ 于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在全区选择有代表性的公

社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ꎮ 这次以 “清账目、 清仓库、 清财物、 清

工分” 为内容的农村社教运动ꎬ 主要是贯彻中央 «关于目前农村若干问题

的决定 (草案) »ꎬ 进一步开展以阶级教育、 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

育ꎮ 社教运动试点工作的开展ꎬ 采取的形式是组成社教工作组ꎬ 分阶段

进行ꎮ

第一阶段: 宣传教育ꎬ 思想发动ꎮ 地委先后在全区 １１ 个公社开展建立

贫下中农组织的试点工作ꎮ 社教工作组深入农村充分发动群众ꎬ 建立贫下中

农组织ꎬ 对群众普遍开展社史、 村史、 家史 (即 “三史” ) 教育ꎬ 采取回

忆对比、 今昔对比、 忆苦思甜的方式ꎬ 启发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ꎮ 通过

“三史” 教育ꎬ 把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集中到整个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上

来ꎬ 把群众对新社会的热爱引导到热爱共产党、 热爱毛主席、 热爱社会主义

制度上来ꎬ 达到擦亮眼睛、 划清界限、 提高觉悟、 团结对敌的目的ꎮ
第二阶段: 访贫问苦ꎬ 扎根串联ꎮ 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和党员大会ꎬ

进行两条路线教育ꎬ 解决公社干部 (包括基层财贸干部) 问题ꎬ 团结 ９５％

４４２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以上干部ꎮ 同时深入访贫问苦ꎬ 扎根串联 (所谓 “扎根串联”ꎬ 即改变过去

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开展运动的一贯做法ꎬ 工作团成员进村入户ꎬ 像土改时那

样ꎬ 对贫下中农逐户做工作ꎬ 要求他们检举揭发干部存在的问题)ꎬ 选拔培

养 “四清” 积极分子ꎮ

第三阶段: “洗手洗澡”ꎬ 开展 “四清”ꎮ 第一步ꎬ 做好干部 “洗手洗

澡” 工作ꎬ ９５％以上干部问题得到解决的基础上ꎬ 充分发动贫下中农ꎬ 树立

贫下中农优势ꎬ 依靠他们搞好 “四清”ꎮ 第二步ꎬ 开展 “四清”ꎮ 范围包括

清账目、 清仓库、 清财物、 清工分ꎮ 既要查公社各级的粮食、 工分、 现金、

物资四个方面的问题ꎬ 也要查乡一级供销、 信用、 粮站、 税收等单位的问

题ꎮ 检查的重点是 “黑账” “黑仓” “黑物” 以及群众揭发出来的重点队、

重点人问题ꎮ “四清” 的时间计算ꎬ 生产队从下放基本核算单位时算起ꎻ 公

社、 大队从 １９６１ 年中央颁布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 (即 “六

十条” ) 前后算起ꎮ “四清” 采取的办法是 “三结合”ꎬ 即绝大多数 “洗过

澡” 的干部轻装上阵ꎬ 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 “四清”ꎬ 组织专门班子查账ꎬ

发动贫下中农提意见ꎬ 提出的问题交 “四清” 小组清理ꎬ 党支部再教育犯

错误的干部 “洗手洗澡”ꎮ 清账最有效的办法是一宗一宗、 一摊一摊的清

查ꎬ 把工、 款、 粮、 物ꎬ 收、 支、 欠、 存的来龙去脉ꎬ 单据凭证ꎬ 查对清

楚ꎬ 把账目建立起来ꎮ 对有问题的干部ꎬ 领导上也要 “担担子” “搭梯子”ꎬ

帮助干部 “下楼”ꎮ 问题严重的干部也可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ꎬ 不给处

分ꎬ 不戴帽子ꎮ 对严重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ꎬ 情节恶劣

又拒不悔改的ꎬ 按党纪国法严肃处理ꎮ 第三步ꎬ 做好经济退赔工作ꎮ 第四

步ꎬ 堵塞漏洞ꎬ 建立健全制度ꎮ “四清” 后一阶段结合清理好民兵治安组

织ꎬ 团结对敌ꎮ

第四阶段: 打击敌人ꎬ 教育群众ꎮ 这一阶段主要是打击地主、 富农、 反

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ꎬ 打击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分子ꎬ 打击一切

“牛鬼蛇神”ꎬ 教育干部和群众ꎮ
第五阶段: 进行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ꎮ 组织干部群众深入学

习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 (即 “六十条” ) 中关于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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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副业、 干部等方面的问题ꎬ 结合实际进行爱国、 爱社、 爱集体教育ꎬ 开

展民主办社ꎬ 勤俭持家等教育ꎮ 整理家史、 村史、 社史ꎬ 通过访贫问苦、 扎

根串联、 以苦引苦、 回忆对比等方式ꎬ 进行阶级教育ꎮ 制度建设方面要以经

营管理为主ꎬ 一切财务开支都有制度ꎬ 一切收支账目按期向社员公布ꎬ 财务

有人专管ꎬ 重大事情经民主讨论决定ꎮ
地委要求ꎬ “四清” 运动要坚持 “说服教育ꎬ 洗手洗澡ꎬ 轻装上阵ꎬ 团

结对敌” 的方针ꎬ 认真开展 “清账目、 清财物、 清仓库、 清工分” 工作ꎬ

教育干部放下包袱、 开动机器努力工作ꎬ 对有问题的干部督促进行经济退

赔ꎮ 对群众进行 “三史” 的教育ꎬ 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ꎬ 整顿农村党的

基层组织ꎬ 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巩固集体经济ꎮ 要加强农村思想

建设、 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ꎮ “四清” 工作组和公社党委把主要力量放在重

点队和落后队ꎬ 培养、 依靠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开展工作ꎮ 提出社

教运动的试点工作于 ９ 月底结束ꎬ 然后分批开展ꎮ
(三) “小四清” 运动的全面开展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ꎬ 中央发出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

的规定 (草案) » (简称 “后十条” )ꎮ 这个文件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

多次讨论后形成的集体智慧的成果ꎬ 是对社教运动试点经验的总结ꎬ 带有一

定反 “左” 和防 “左” 意义ꎮ 但是ꎬ «后十条» 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 “挖

修正主义根子”ꎬ 并且明确提出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指导思想ꎬ 从而使阶

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ꎬ 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ꎮ 此后ꎬ 随着

运动的逐步铺开ꎬ 必然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 尖锐ꎬ 由于有 “以阶

级斗争为纲” 这个理论根据ꎬ 因而使试点工作中存在的 “左” 的错误得以

更加发展ꎮ 雅安的 “四清” 运动同全省一样显现出规模更大、 声势更强的

特点ꎮ

１０ 月上旬ꎬ 地委安排全区第一批 ５５ 个公社ꎬ ３４９ 个大队ꎬ ２２３９ 个生产

队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ꎮ 这次社教运动参照试点工作的经验ꎬ 分为三

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ꎬ 层层发动ꎬ 查上当 ( “上当” 指干部被

阶级敌人腐蚀拉拢)ꎬ 放包袱ꎬ 划清敌我界限ꎬ 提高阶级觉悟ꎻ 第二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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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三史” 教育ꎬ 开展对敌斗争ꎬ 进行 “四清” 和退赔ꎻ 第三阶段是发

动群众揭露资本主义危害ꎬ 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界限ꎬ 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ꎬ 健全组织、 订立制度ꎮ 地委组织 １３７７ 人的社教工作团ꎬ 在地、 县主要

负责同志的带领下奔赴农村开展工作ꎮ 计划第一批 ５５ 个公社的社教运动历

时 ３ 个月ꎬ 于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结束ꎮ
为了认真贯彻中央 “后十条” 精神ꎬ 纠正社教运动试点工作中的一些

“左” 的做法ꎬ 地委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发出 «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

中领导方法的若干建议» 的通知ꎬ 要求工作组和公社党委把主要力量放在重

点队和落后队ꎮ 各县对公社情况要进行一次摸底排队ꎬ 下决心解决好重点队

和落后队的问题ꎻ 要点面结合ꎬ 以点带面ꎬ 保证运动全面健康发展ꎻ 要培

养、 依靠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ꎬ 充分发挥其作用ꎻ 各地要认真进行

总结ꎬ 研究如何使运动和生产两不误ꎬ 并取得双丰收ꎮ １１ 月 ７ 日ꎬ 地委针

对农村部分地区在秋收以来出现较为严重的 ４３９ 起铺张浪费现象及时进行通

报ꎮ 要求各级党委结合当前生产和社教运动ꎬ 在干部群众中普遍深入地进行

一次艰苦朴素ꎬ 勤俭办社ꎬ 勤俭持家ꎬ 节约开支的宣传教育ꎬ 纠正和防止铺

张浪费现象ꎮ 同时ꎬ 要求 １９６４ 年县、 区、 公社要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ꎬ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工作ꎮ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贯彻执行省委 ‹关于农村进一步开展以阶

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部署 (修改稿) › 的情

况报告»ꎬ 对全区农村社教运动进行安排部署ꎮ «报告» 指出: 全区 １８２ 个

人民公社除已进行试点工作的 １１ 个公社外ꎬ 其余公社计划分三批进行ꎬ 每

批搞 ３ 个月左右ꎮ 第一批安排 ５５ 个公社ꎬ 包括已在 １０ 上旬开始进行社教运

动的公社ꎬ 占全区公社总数的 ３０ ２２％ꎮ 第二批安排 ７２ 个公社ꎬ ４５１ 个大队ꎬ

２７４１ 个生产队ꎬ 占公社总数的 ３９ ５６％ꎬ 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中旬到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中旬结束ꎮ 第三批安排 ４４ 个公社ꎬ 占公社总数的 ２４ １７％ꎬ 力争在 １９６４ 年

的夏、 秋季期间完成ꎮ 地委还强调: 由于试点工作的经验不足ꎬ 第一批进行

社教的 ５５ 个公社仍具有试点性质ꎮ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地委在下发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批公社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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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意见» 中指出ꎬ 第二批进行社教运动的 ７２ 个公社、 ４５１ 个大队的运动搞

好了ꎬ 将会取得全区农村社教运动的决定性胜利ꎮ 要求各级党委在运动中一

定要加强领导ꎬ 配备好社教运动工作团的力量ꎬ 防止出现松劲情绪ꎬ 要谦虚

谨慎ꎬ 兢兢业业地工作ꎮ 全区第二批进行社教运动的 ７２ 个公社ꎬ 从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正式开始ꎬ 各县按照 “前、 后十条”ꎬ 即称 “双十条” 的标准如期

开展ꎮ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８ 日ꎬ 地委作出 «学习宝兴县灵关公社的经验ꎬ 深入开展

比、 学、 赶、 帮运动的决定»ꎬ 要求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党员、 干部学习宝兴

县灵关公社政治思想第一ꎬ 不断革命的思想ꎻ 深入群众、 踏踏实实的工作作

风ꎻ 搞竞赛、 树标兵、 抓生产的领导方法ꎻ 民主办社、 勤俭办社ꎬ 加强经济

管理和基层管理等四条经验ꎬ 迅速掀起一个比、 学、 赶、 超的群众竞赛

活动ꎮ

在社教运动中ꎬ 地委十分注重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ꎬ 在全区推广

宝兴县灵关公社二大队第一生产队 “四加强” “两坚持” 的先进经验ꎮ “四

加强”ꎬ 即加强经营管理ꎬ 制定生产计划ꎬ 对社员的 “三定” 认真落实ꎻ 加

强劳动管理ꎬ 严格按定额评工记分ꎻ 加强财务和粮食管理ꎬ 严格现金和粮食

的开支审批手续ꎻ 加强集体副业管理ꎬ 按照 “以农为主、 以副养农” 原则

对耕牛、 肥料统一管理ꎬ 对自留地、 经济林木均作出规定ꎮ “两坚持”ꎬ 即

坚持民主办社、 勤俭办社方针ꎬ 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和规章制度ꎬ 干部带头认

真落实ꎻ 坚持 “五好” 社员评比ꎬ 促进生产发展ꎮ 各县通过学习先进经验ꎬ

出现了出勤率高、 工效高、 质量高ꎬ 群众满意、 干部满意、 领导满意的 “三
高三满意” 现象ꎮ

地委在社教运动期间ꎬ 要求各县要狠抓干部参加劳动工作ꎬ 生产队干部

要编入作业组参加劳动ꎬ 在作业组评工记分ꎬ 工分要做到日清月结ꎬ 要清理

干部劳动工分ꎬ 纠正干部多记工分等问题ꎮ 要对社教运动的试点公社进行复

查ꎬ 研究生产队劳动力组织和干部参加劳动评工记分ꎮ 在决算分配之后ꎬ 以

公社为单位召开生产队长、 记分员、 贫下中农代表会议ꎬ 参照宝兴县灵关公

社二大队第一生产队十项经营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组织、 评工记分办法ꎬ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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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经营管理制度ꎬ 加强对共青团、 妇联、 民兵组织领导ꎬ 组织干部和群众

加强政治时事学习ꎬ 不断提高自身觉悟ꎬ 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ꎮ

(四) 以 “打歼灭战” 形式开展 “四清” 运动

１９６４ 年夏ꎬ 毛泽东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人民手里ꎬ 强

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ꎬ 先解决干部问题ꎬ 规定整个社教运动都由工

作队领导ꎬ 要求抽调大批干部ꎬ 集中力量 “打歼灭战”ꎬ 进行夺权斗争ꎮ 党

中央强调ꎬ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ꎬ 要求在专、 县两级干部中批判怕 “左”

不怕右的思想ꎮ 这样ꎬ 在 １９６４ 年下半年ꎬ “左” 的错误在全区 “四清” 中

进一步发展起来ꎮ 四川省委根据全省的情况ꎬ 认为第二批开展运动的公社由

于面宽、 力量弱ꎬ 加之春耕生产来得早ꎬ 使运动质量受到影响ꎬ 其中大约

１５％的生产队走了过场ꎬ 于是下发了 «关于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复查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ꎬ 决定从 １０ 月开始ꎬ 集中力量对已开展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的第二批公社进行复查工作ꎮ 从 １２ 月开始ꎬ 再进行第三批公社

的社教运动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省委发出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集中力

量 “打歼灭战” 的工作部署 (草案) »ꎬ 指出: 从试点复查的情况来看ꎬ 绝

大部分社队都搞得不深不透ꎬ 没有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ꎬ 人民内部矛盾形式

掩盖下的敌我矛盾挖得不透ꎬ 对于敌人通过党内和干部中的代理人、 代言人

进行反革命的两面派活动ꎬ 基本上没有揭露出来ꎬ 核心问题没有解决ꎬ 绝大

部分地区运动不彻底ꎬ 或者走了过场ꎮ 明确要求各地 (市) 委从今冬起要

选择一个县集中力量 “打歼灭战”ꎬ 地、 县委都必须有两个书记参加工作

团ꎬ 第一把手必须参加每一批的试点工作ꎬ 要掀起一个 “打歼灭战” 运动

的高潮ꎮ

１１ 月中旬ꎬ 地委严格按照省委集中力量 “打歼灭战” 的工作部署ꎬ 成

立由秦长胜任团长ꎬ 王泽民、 郭英、 王纯仁为副团长的雅安地委名山县社教

工作团ꎬ 在名山县开展农村第一期以 “打歼灭战” 形式的 “四清” 运动复

查工作ꎮ 名山县城关区 ７ 个公社ꎬ ６５ 个大队ꎬ ４０５ 个生产队接受第一期 “四
清” 复查ꎬ 到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下旬结束ꎮ 地委从 １１ 月中旬开始在名山县开展的

第一期以 “打歼灭战” 形式的 “四清” 运动复查中ꎬ 已经开始从政治、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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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组织、 经济上清查 “四不清” 的问题ꎮ 这次复查实际上成为全区开展

“大四清” 运动的试点ꎮ

同时ꎬ 从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开始ꎬ 县以上国家机关开展整顿干部队伍工作ꎬ

全区县以上机关参加 “四清” 开展整顿的干部共 ７１１８ 人ꎮ 属于敌我性质的

人ꎬ 将其集中到试验田参加劳动ꎬ 检查问题ꎻ 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干部ꎬ 调

回机关边工作边检查ꎬ 待问题查证清楚后再作处理ꎮ

１２ 月ꎬ 按照省委指示ꎬ 地委召开县、 区、 公社三级干部会议ꎬ 整顿公

社、 区两级领导核心和干部队伍ꎮ 会议贯彻中央、 国务院关于面上工作指示

和省委十二月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精神ꎬ 地委转发了雅安县召开羌江区的

区、 社两级干部会议试点经验ꎮ 会议动员干部认真 “洗手洗澡”ꎬ 彻底揭发

政治上、 思想上、 组织上、 经济上 “四不清” 问题ꎬ 对揭发出来的地富反

坏分子、 蜕化变质分子、 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按政策严肃处理ꎬ 所有

“四不清” 的干部应退赔ꎮ 全区 １８２ 个公社除名山县 “打歼灭战” 的 ７ 个公

社以外ꎬ 其余分两批召开三级干部会议ꎮ 第一批有 １６ 个区 ９２ 个公社ꎬ 参加

会议的区、 社干部 ８５４ 人ꎬ 配备工作干部 ３００ 人左右ꎬ 骨干 １５０ 多人ꎬ 占到

会总人数 ２０％左右ꎮ 这次会议为后来全区开展 “大四清” 运动作了铺垫ꎮ

在社教运动期间ꎬ 为了克服官僚主义、 转变机关作风和干部的工作作

风ꎬ 地委及各县县委开办了 １６ 个试验田ꎬ 其中地委开办 ２ 个ꎬ 地县合办 １

个ꎬ 各县县委开办 １３ 个ꎬ 共 ３２０ 亩ꎻ 组织 ３００ 多名干部参加试验田劳动ꎬ

收获粮食 １５ ２ 万斤ꎬ 收获皮棉 １５４４ 斤ꎮ 试验田的开办ꎬ 收到较好的效果ꎬ

为领导干部正确领导和指挥农业生产提供了决策依据ꎮ
这次 “小四清” 运动是一次以阶级教育、 阶级斗争为纲ꎬ 发动、 组织、

依靠贫下中农开展 “四清” 斗争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运动ꎮ 运动步

骤大约分三个阶段: 第一ꎬ 开好各级干部会议ꎬ 做好干部的 “洗手洗澡”

工作ꎬ 团结 ９５％以上干部ꎮ 工作组帮助公社党委ꎬ 运用 “揭盖子、 找根子、

查上当、 放包袱” 的方法ꎬ 逐级开会ꎬ 教育社队干部层层带头 “洗手洗

澡”ꎮ 认真访贫问苦ꎬ 扎根串连ꎬ 使干部自觉地把 “洗手洗澡” 和发动群众

工作结合起来ꎮ 第二ꎬ 认真进行 “四清”ꎬ 深入开展社史、 村史、 家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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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教育ꎬ 充分发动组织贫下中农ꎬ 树立贫下中农威信ꎬ 团结 ９５％以上群

众ꎬ 达到干群团结的目的ꎮ 在干部 “洗手洗澡” 以后ꎬ 进行一次清账目、

清工分、 清仓库、 清财物的 “四清” 运动ꎮ 清理时间是大队从 １９６１ 年下半

年、 生产队从 １９６２ 年算起ꎬ 清好一批公布一批ꎬ 群众审查一批ꎬ 再退赔兑

现ꎮ 在 “四清” 基础上ꎬ 对群众进行爱国、 爱社、 爱集体的 “三爱” 教育ꎬ

号召公物还家ꎬ 解决贫下中农困难户的问题ꎮ 第三ꎬ 开展对生产经营管理中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ꎬ 打击 “四大自由” (即自留地、 自由

出工、 自由投肥、 自由市场)、 单干风、 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活动ꎬ 建立健

全各种组织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制度ꎬ 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ꎬ 开展农

副业增产运动ꎮ 这次运动是土地改革运动以来干部群众受教育最深刻的一次

运动ꎮ

以 “小四清” 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ꎬ 通过认真清理公款公物和

粮食及物品ꎬ 查处了干部多吃多占ꎬ 超支挪用ꎬ 挥霍浪费等问题ꎬ 查清了一

批重大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案件ꎬ 解决了干群方面的突出问题ꎬ 教育了群

众ꎬ 挽救了干部ꎬ 贯彻了勤俭办社、 民主办社方针ꎬ 堵塞了生产经营管理中

的许多漏洞ꎬ 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ꎬ 制止了农业生产的单干风ꎬ 打击了阶

级敌人的公开破坏和复辟活动ꎬ 遏制了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之风ꎬ 进一步巩

固了集体经济ꎬ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ꎮ

四、 “大四清” 运动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 中共中央印发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

的一些问题» (即 “二十三条” )ꎬ 规定城市和农村的社教运动一律简称为

“四清” 运动ꎬ 并将 “四清” 的内容界定为 “清政治、 清经济、 清组织、 清

思想” (后来称为 “大四清” )ꎬ 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 “是解决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矛盾”ꎬ 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ꎮ

“二十三条” 的颁布成为社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ꎮ 雅安地委又在全区

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大四清” 运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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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达贯彻 “二十三条”
中央 “二十三条” 的下发ꎬ 标志着全国 “大四清” 运动的序幕已经拉

开ꎮ 地委按照省委的部署ꎬ 于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１７ 日召开各县县委、 区委和公社

党委书记会议ꎬ 主要传达学习 “二十三条” 和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精

神ꎬ 会议听取芦山县仁加公社横溪生产队改进劳动组织和评工记分办法的情

况报告及雅安县孝廉公社三级干部制订立功计划和立功补过计划的情况报

告ꎬ 一致通过了 «关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个学 “大树”ꎬ 赶 “大渡” 的

比、 学、 赶、 帮运动的决定»ꎮ 地委决定在全区开展比、 学、 赶、 帮活动ꎬ

调动干部群众参加春耕生产高潮的积极性ꎮ 会议明确规定ꎬ 凡是划田地到

户、 包产到户ꎬ 大量侵占集体土地、 山林、 竹木、 副业的ꎬ 都是单干活动ꎬ

必须坚决予以纠正ꎬ 应一律收回集体ꎮ 对于搞所谓 “天上归集体、 地下归自

己”ꎬ “夏天归集体、 冬天归自己”ꎬ 私开乱种蚕食集体土地ꎬ 以及其他一切

损公利私的行为ꎬ 虽不带单干的帽子ꎬ 但违反 “六十条” 规定ꎬ 仍然是两

条道路斗争的反映ꎬ 应加以纠正ꎮ 对社员群众要进行正面教育ꎬ 收回侵占集

体的生产资料ꎬ 不批判斗争ꎬ 不作经济退赔ꎮ

中央 “二十三条” 规定 “四清” 的重点 “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ꎮ “二十三条” 的精神迅速传达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后ꎬ
对基层干部来说ꎬ 思想上承受的压力要比 “前十条” “后十条” 颁布时小

得多ꎮ 地委在贯彻中央 “二十三条” 的过程中ꎬ 开始纠正 １９６４ 年下半年

“四清” 运动 “打歼灭战” 中的一些过 “左” 的做法ꎬ 肯定干部的大多数

是好的和比较好的ꎮ 提出要尽快把基层干部解放出来ꎬ 让他们自觉 “洗澡

下楼”ꎬ 主动 “放下包袱”ꎻ 把运动由工作队领导ꎬ 改为逐步实行群众、

干部、 工作队 “三结合”ꎻ 工作方法上要走群众路线ꎬ 不搞 “人海战术”ꎮ

地委要求ꎬ 各级干部要积极工作、 抓好春耕生产ꎮ “四清” 工作要落实在

工农业生产建设上ꎬ 把能否增产作为判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败的标准

之一ꎮ
(二) “大四清” 运动的部署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底召开的省委全委会议认为ꎬ 如果对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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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清理ꎬ 让其继续掌握领导权ꎬ 不仅达不到运动的目的ꎬ 而且还会遗患无

穷ꎮ ６ 月ꎬ 西南局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若干问题的决定»ꎬ 规定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和冬季农闲期间ꎬ 采取以公社为

作战单位ꎬ 以大队为支点ꎬ 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帮助干部 “洗澡下楼”ꎬ 尽快

把他们解放出来ꎮ 在人口分散和农忙期间ꎬ 则以大队为作战单位ꎬ 但交代政

策、 统一思想认识、 部署工作等应尽可能以公社为单位进行ꎮ

６ 月 １８ 日ꎬ 地委在向省委上报的 «关于第二批农村 “四清” 运动部署

的报告» 中指出ꎬ 全区第二批农村 “四清” 运动在名山县新店区、 百丈区

进行ꎬ 计划安排为 ４ 个月时间ꎮ
６ 月 ２６ 日ꎬ 地委提出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规划意

见»ꎬ 对全区开展运动进行安排部署ꎮ 地委指出: 这次运动要按照中央

“二十三条” 规定和西南局及四川省委指示ꎬ 整个运动要以阶级斗争和两

条道路斗争为纲ꎬ 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核

心ꎮ 特别是县、 社、 大队三级党组织领导核心ꎬ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ꎬ 启发

干部自觉革命ꎮ 二是解决 “四不清” 问题ꎮ 所有干部参加劳动ꎬ 放手发动

群众ꎮ 三是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阶级队伍ꎬ 使之成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依靠力量ꎮ 在建立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时ꎬ 要让原来被错划为中农或

其他成分的归入贫下中农队伍ꎬ 建立各级贫协领导核心ꎮ 四是正确解决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问题ꎮ 斗争的矛头要对准党内那些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支持他们的公开的或暗藏的敌人ꎬ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阵地ꎬ 同时运动中要抓好生产建设ꎬ 做到运动、 生产 “双丰收”ꎮ 这次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在省委工作团的协助下ꎬ 分期分批 “打歼灭战”ꎬ

计划每年利用冬春和夏秋之间农事较闲季节各搞一期ꎬ 每期四个月左右

(加上总结整训共五个月)ꎬ 时间初步定为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ꎬ

整个社教运动分 ６ 期基本搞完ꎬ 覆盖全区 １８２ 个公社ꎬ １１１１ 个大队ꎬ ６８５９

个生产队ꎬ 计 ８２ ４ 万人口ꎮ 名山、 雅安、 汉源三个县是全区粮食和经济

作物重点县ꎬ 地处交通沿线ꎬ 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和备战工作的任务较大ꎬ

要先搞ꎮ 具体安排: 第一、 二期从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ꎬ 完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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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 ２２ 个公社 (占全区公社总数 １２ ０８％)ꎬ １２２４ 个生产队ꎬ １４ ８ 万人ꎮ
第三期从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ꎬ 完成雅安县 ２７ 个公社 (占全区公

社总数 １４ ８４％)ꎬ １１７５ 个生产队ꎬ １６ ６３ 万人左右 (农村 １１ ８ 万ꎬ 城关

镇 ４ ８３ 万人)ꎮ 第四期从 １９６６ 年 ４ 月至 １０ 月ꎬ 完成汉源县 ４１ 个公社

(占 ２２ ５３％)ꎬ １６４８ 个生产队ꎬ １９ ８７ 万人ꎮ 第五期从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ꎬ 完成荥经县、 天全县 ４６ 个公社 (占 ２５ ２７％)ꎬ １５０９ 个生产

队ꎬ １５ ８ 万人ꎮ 第六期从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至 １１ 月ꎬ 完成石棉县、 芦山县、 宝

兴县 ４６ 个公社 (占 ２５ ２７％)ꎬ １２８４ 个生产队ꎬ １６ ６ 万人ꎮ 全区社教工作

团队伍ꎬ 计划保持在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人左右 (正式团员 １２００ 人左右ꎬ 大学生、
工农积极分子 ６００ 人左右)ꎬ 每期平均一个公社有工作团正式团员 ５０ 人左

右ꎬ 每个大队 ５~ ６ 人ꎬ 基本适应运动需要ꎮ 工作团成员的轮换不超过三分

之一ꎬ 要训练提高工作团干部ꎬ 集中力量打好 “歼灭战”ꎮ
地委强调ꎬ “四清” 要清政治、 清思想、 清组织、 清经济全面抓ꎮ 在清

经济方面ꎬ 主要是清理发生在 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６２ 年间的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等

不劳而获的行为ꎮ 在干部退赔时间的界定上ꎬ 对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集团的

主要分子和惯犯ꎬ 以及少数情节恶劣ꎬ 民愤很大的从 １９６１ 年下半年算起ꎮ
对一般情况的干部多吃多占、 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等经济不清的问题ꎬ 只要

认真检讨后可既往不咎ꎮ 地委要求ꎬ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ꎬ 要采取边破边立、
边整边建ꎬ 巩固成果ꎮ 在基层干部中培养和树立民主作风ꎬ 批评与自我批评

作风ꎬ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ꎮ 要切实整顿好党的组织ꎬ 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发展

一批新党员ꎬ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ꎮ 要整顿并健全生产大队和生

产队的队委会、 共青团、 妇女、 民兵、 治安保卫等组织ꎮ
７ 月 １７ 日ꎬ 地委在 «关于地专所属机关单位 “四清” 运动的规划» 中

指出: 全区地专所属机关单位 ８５ 个ꎬ 有 ２６７９ 名机关干部ꎬ 属不再进行 “四
清” 运动的一类 (好的) 单位 ６６ 个ꎬ 有 ２０５５ 名干部ꎮ 属二、 三类 (比较

好的、 差的) 的单位 １９ 个ꎬ 有 ６２４ 人ꎬ 从现在起到明年底要全部搞完 “四
清”ꎮ 地委要求凡是参加运动的单位一定要按照 “二十三条” 的要求认真开

展ꎬ 不再参加运动的单位要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ꎬ 坚持 “四个第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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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作风”①、 促进机关革命化ꎮ 关于驻雅的中央、 省属 １６ 个单位ꎬ ３４１０ 人ꎬ
报请中央和省委决定后再派工作队开展运动ꎮ

(三) “大四清” 运动的展开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ꎬ 全区在名山县城关区 ７ 个公社进行的第一期 “四清” 运

动复查工作ꎬ 实际上是按照中央 “二十三条” 的规定ꎬ 将其作为全区开展

第一期 “大四清” 运动的试点ꎬ 由此而拉开了全区 “大四清” 运动的序幕ꎮ
这期运动直到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结束ꎮ 从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开始ꎬ 全区第二期农村 “大
四清” 运动在名山县百丈区、 新店区的 １５ 个公社ꎬ １３４ 个大队ꎬ ８１９ 个生产

队开展ꎬ 有 ２３４１３ 户ꎬ ９８２８０ 人参加ꎬ 到 １０ 月底结束ꎮ
为了加强对全区的 “四清” 运动的领导ꎬ 地委专门成立 “四清” 领导

小组ꎬ 由秦长胜、 王泽民、 张愚汉、 孟庆和、 闫桂芳 ５ 人组成ꎬ 秦长胜任组

长、 王泽民任副组长ꎮ 之后ꎬ 经省委批准ꎬ 成立由樊正师任团长ꎬ 贺志宽、
刘征鹏、 王明义任副团长的雅安专区社教工作团ꎮ 全区共组织 １２０９ 人的社

教工作团ꎬ 经短期集训后深入到名山县农村开展 “四清” 运动ꎮ 运动从宣

传、 贯彻中央 “二十三条” 入手ꎬ 自始至终注意放手发动群众ꎬ 教育基层

干部ꎬ 进行政治、 思想、 经济、 组织四个方面的清理ꎬ 解决干部 “四不清”
的问题ꎻ 以整党建党为核心ꎬ 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核心ꎬ 全县有 １６７ 个生产队

建立党小组ꎬ 发展农村党员 ５７８ 人ꎬ 使每个生产队都有党员ꎬ 党员总数占农

村总人口 １ ７％ꎻ 各级普遍建立贫协组织ꎬ 加入贫下中农协会的人数占贫下

中农成年人的 ８０％左右ꎮ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中旬ꎬ 名山县召开首届贫下中农代表

大会ꎬ 正式成立名山县贫下中农协会ꎮ 贫协会的成立ꎬ 标志着名山县的 “四
清” 运动进入尾声ꎮ 通过 “四清” 运动ꎬ 激发出了全县人民的革命热情和

生产积极性ꎬ 广大干部、 群众发扬大寨精神ꎬ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冬季生

产ꎬ 为农业的增产增收奠定了基础ꎮ １９６５ 年ꎬ 名山县农副业均获得较大幅

度增产ꎬ 粮食增产 ２４ ６％ꎬ 猪只增加 １６ ６％ꎬ 耕牛增加 ５ ８％ꎬ 特别是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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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个第一” 指的是: 人的因素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 活的思想第

一ꎮ “三八作风” 指的是: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ꎻ 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ꎮ



“天上归集体ꎬ 地下归自己” 的错误做法后ꎬ 使豆类作物获得了更大幅度的

增产ꎬ 全县大豆产量 １５４ 万多斤ꎬ 增产 ３ ２ 倍ꎮ 地委在名山县开展的两期

“大四清” 运动ꎬ 为指导全区开展 “大四清” 运动提供了试点经验ꎮ

全区开展的第一、 二期 “四清” 运动结束后ꎬ 地委根据在名山县开展

“四清” 运动的试点经验ꎬ 按照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规划意

见»ꎬ 安排在雅安县进行第三期 “四清” 运动ꎮ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ꎬ 地委从名山

县抽调大批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ꎬ 组成 １５００ 多人的社教工作团ꎬ 参加到地

委成立的雅安社教工作团中ꎬ 开赴雅安县上里、 中里、 下里 ３ 个公社搞 “四

清” 运动ꎬ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结束ꎮ 之后ꎬ 雅安县其余公社相继开展 “四清”
运动ꎮ

１９６６ 年 ２ 月底ꎬ 地委在 «关于加强 “四清” 工作团情况和第四批 “四

清” 运动的初步安排意见» 中指出: 目前全区 “四清” 工作团共组织 ３２９８

人ꎬ 其中省派 １１９３ 人ꎬ 地、 县共派 ２１０５ 人ꎮ 为了充实 “四清” 工作团力

量ꎬ 地委决定专、 县两级抽调 ９００ 人ꎬ 工作团总人数达到 ４１９８ 人ꎬ ４ 月初培

训上岗ꎬ 开赴汉源县开展工作第四期 “四清” 运动ꎮ 要求雅安专区社教工

作团ꎬ 继续完成第三期雅安县羌江区和地级工交、 财贸、 文卫、 农林、 水气

系统的 “四清” 工作ꎮ
３ 月 １１ 日ꎬ 省委召开地、 市委书记工作会议ꎬ 部署农村 “四清” 运动ꎮ

会议要求第三期农村 “四清” 运动预计 ５ 月结束ꎬ 第四期运动准备到年底完

成ꎮ 全省的 “四清” 运动争取在 １９６８ 年以前完成ꎮ

５ 月ꎬ 中共雅安社教工作团委员会在 «关于雅安县四清运动的总结报

告» 中指出: 作为全区第三期农村 “四清” 的雅安县 “四清” 运动从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份开始到今年 ５ 月结束ꎬ 历时 ６ 个多月ꎮ 这期运动ꎬ 基本上解决干

部 “四不清” 的问题ꎬ 重点整治了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ꎻ 全县组

建了各级贫下中农协会ꎬ 参会人数占贫下中农总数的 ８０％左右ꎻ 运动结合整

党ꎬ 发展了党组织ꎻ 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ꎬ 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新高潮ꎮ

在 “大四清” 运动中ꎬ 地委经过调查发现ꎬ 全区约 １３％左右的公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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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地存在各种形式的单干ꎮ 单干活动的主要形式: 一是私人大量砍伐国

家和集体的材木ꎬ 有的甚至放弃农业生产ꎬ 弃农经商ꎻ 有的把滥砍乱伐、 贩

卖木材作为主要职业ꎬ 这是山区单干活动最主要特点ꎮ 汉源县富庄公社 ４２

个生产队ꎬ 有 １３ 个队滥砍乱伐国家林木ꎬ 占 ３０ ９％ꎮ 宝兴县盐井公社一大

队三队ꎬ １９５７ 年共有林木 ５９３ 亩ꎬ 现在除被 １３ 户侵占 ２８３ 亩以外ꎬ 其余 ３１０
亩被伐光ꎮ 二是农业生产上划田划地到户ꎬ 包工包产到户ꎬ 四固定到作业组

以及大量侵占集体耕地等ꎬ 用做假账、 假分配等办法掩饰单干活动ꎮ 因此ꎬ

国家、 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ꎬ 出现严重两极分化ꎬ 石棉县、 宝兴县反映已

有雇工剥削现象ꎮ 针对以上情况ꎬ 地委在全区开展纠正农村单干的运动ꎮ 在

纠正山区单干运动中ꎬ 地委按省委规定将国有林管理起来ꎬ 配好护林员ꎬ 收

回属于国家或集体的林木ꎬ 切实解决好国家和集体的山林、 竹木问题ꎻ 在农

业上严肃处理了雇工剥削问题ꎬ 纠正了单干倾向ꎬ 坚定了干部群众走社会主

义道路的决心ꎮ
雅安专区的 “大四清” 运动ꎬ 认真按照省委的部署和地委 “四清” 运

动规划如期进行ꎮ 进入 １９６６ 年ꎬ 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ꎬ 思想

文化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ꎬ 党内出现的矛盾也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

临ꎬ 政治斗争气氛逐步浓厚起来ꎮ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地委召开工作会议ꎬ
参加会议的有专、 县、 区、 公社领导和专、 县两级有关部门负责人 ４５０ 人ꎮ

会议组织学习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 «人民日报» 元旦献词

和 «红旗» 杂志刊登的 «政治是统帅ꎬ 是灵魂» 的元旦社论ꎮ 讨论在新形

势下如何突出政治ꎬ 以阶级斗争、 两条道路为纲的问题ꎻ 如何进一步 “学大

寨” 的问题ꎬ 力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ꎬ 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主要指标的问

题以及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问题ꎬ 并组织参观全国学大寨先进集体———汉源县

大树公社ꎮ 会议要求各级干部要向汉源县大树公社的刘福银和富泉公社的白

然友学习ꎬ 学习他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ꎬ 用毛泽东

思想统帅一切ꎬ 一不怕苦、 二不怕累ꎬ 十年如一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ꎬ 哪里

艰苦就到哪里参加劳动的革命精神ꎮ ２ 月ꎬ 地委作出 «关于在全区党的基层

组织中认真推广和学习中坝、 大渡河两个先进党支部经验的决定»ꎬ 指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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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县大树公社中坝大队党支部和石棉县农场公社大渡河大队党支部是全区基

层支部工作中的两面红旗ꎮ 要求全区农村党支部ꎬ 一要学习他们突出政治ꎬ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ꎬ 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ꎻ 二要学

习他们狠抓阶级斗争ꎬ 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ꎻ 三要学习他们依靠贫下

中农ꎬ 发挥妇女、 共青团的作用ꎻ 四要学习他们加强党支部自身建设ꎬ 抓革

命、 促生产ꎮ 全区争取在两三年时间把 ２０％ ~ ３０％的党支部建成先进党

支部ꎮ

地委按照省委工作会议部署ꎬ 仍根据 “四清” 运动的规划安排落实ꎬ

并强调在 “四清” 运动中要突出政治ꎬ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运动的开展ꎬ 掀

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ꎮ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组织地、

县委常委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安排意见»ꎬ 要求县以上领导干部认真学习 «论

十大关系» «矛盾论» «实践论» 和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ꎬ

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ꎬ 以学习来指导好 “四清” 运动ꎮ 同时要求一把

手必须亲自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ꎬ 实行十天深入基层参加劳动ꎬ 两天学习ꎬ

三天工作的 “五、 十制” 工作制ꎬ 每月向地委汇报一次学习情况ꎮ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２６ 日ꎬ 地委召开第三十五次全体 (扩大) 会议ꎬ 主要讨论全区 “四

清” 运动的安排意见和关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规划ꎬ 大春栽插ꎬ 牲畜饲养ꎬ 以

及 “比、 学、 赶、 帮” 运动的进展情况ꎮ

(四) 从 “大四清” 转入 “文化大革命” 运动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通知» (即 “五一六通知” )ꎮ ５ 月 ２３ 日ꎬ 省委发出 «关于组织学习

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通知»ꎬ 对全省

学习 “五一六通知” 进行初步部署ꎮ “五一六通知” 的下发ꎬ 标志着 “文化

大革命” 的开始ꎬ 但中央并没有宣布 “四清” 运动结束ꎬ 省委决定将 “四

清” 运动与 “文化大革命” 结合进行ꎮ

５ 月 ２４ 日ꎬ 地委批转地委 “四清” 领导小组 «关于全区 “四清” 运动

的安排意见»ꎮ 要求: 一、 全区 “四清” 运动仍采取统一组织力量打歼灭战

的办法ꎬ 分期分批进行ꎮ 二、 各县财贸、 工交、 文卫、 城镇的 “四清” 运

８５２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动结合面上 “四清” 同时进行ꎮ 县委领导核心的整顿也应结合 “四清” 运

动ꎬ 广泛发动群众ꎬ 征求意见ꎬ 认真搞好ꎮ 三、 专、 县属厂矿企业的 “四

清” 运动由工交系统组织工作分团ꎬ 分期分批进行ꎮ 驻雅的中央、 省属厂矿

企业待与上级研究后再作安排ꎮ 四、 正在进行 “四清” 运动的机关和文化

单位应把 “文化革命” 作为 “四清” 的主要内容结合进行ꎮ
６ 月ꎬ 全区第四期 “四清” 运动在汉源县开展ꎮ 汉源县大树公社是全国

大寨式先进单位ꎬ 全省学习的标兵ꎮ 为了慎重起见ꎬ 地委于 ６ 月 ２５ 日提出

«关于在大树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ꎬ 要求在社教运动中要注意几

个问题: 第一、 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主题ꎬ 认真解决好四项工作ꎮ
一是建立贫下中农组织ꎻ 二是大揭阶级斗争盖子ꎬ 矛头要对准党内坚持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ꎻ 三是抓好整党ꎬ 发展新党员和培养新生力量工作ꎬ 建

立各级党的领导核心ꎬ 解决好 “四不清” 的问题ꎻ 四是要搞好生产经营管

理ꎬ 落实好 “三五” 时期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问题ꎮ 第二、 社教

工作队要少而精ꎬ 对省、 地著名先进人物的组织处理要慎重ꎬ 并报省委审

批ꎮ 第三、 大树公社的社教运动由地、 县工作团直接掌握ꎮ ６ 月 ３０ 日ꎬ 省

委批准成立中共汉源县 “四清” 工作团总团委员会ꎬ 王绍虞任书记兼任总

团团长ꎬ 贺志宽、 张愚汉、 刘振邦任副书记兼任总团副团长ꎮ 汉源县的 “四
清” 运动按照地委规划于 ６ 月正常进行ꎮ

７ 月 １ 日ꎬ 省委发出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部署的补充通知»ꎬ 要

求省、 市级机关的 “文化大革命” 凡未进行 “四清” 的ꎬ 应和 “四清” 运

动结合进行ꎻ 县级机关正在进行 “四清” 和新开展 “四清” 运动的ꎬ 可以

把 “文化大革命” 与 “四清” 运动结合进行ꎮ 由于 “文化大革命” 运动异

常迅猛地发动起来ꎬ 全国的动乱局面迅速形成并不断升级ꎬ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ꎬ 遵

照中央指示ꎬ 各地的 “四清” 工作团撤销ꎬ 所有工作人员回原单位和本地

区参加 “斗、 批、 改”ꎮ 雅安专区原定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全面完成 “四清” 运

动的规划ꎬ 因此而未能继续实施下去ꎬ 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 “文化大革

命” 运动在全区范围内迅猛展开ꎮ

从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ꎬ 国家历经了农村社教运动、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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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五反” 运动、 “小四清” “大四清” 运动等 ４ 年多时间的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ꎬ 党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ꎬ 围绕 “防修反修” 这个主题ꎬ 狠抓 “两
条路线斗争”ꎬ 防止 “资本主义复辟”ꎬ 到全面发动 “文化大革命” 运动等

一系列 “左”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ꎬ 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

难探索前进的曲折历程ꎮ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

群众运动ꎬ 尽管它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

用ꎬ 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ꎬ 使 “左” 的错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ꎮ
总的来说ꎬ 在这 ４ 年多的时间里ꎬ 一是国家经济调整基本上在正常进

行ꎬ 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ꎬ 初步积累起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物

质基础ꎻ 二是党的基层组织在运动中进一步得到锻炼ꎬ 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

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ꎻ 三是运动对转变干部作风ꎬ 发扬勤政廉政的优良作

风ꎬ 密切干群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ꎻ 四是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

的人才ꎬ 同时ꎬ 为党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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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

１９６６ 年ꎬ 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ꎬ 胜利完成三年国民

经济的调整任务ꎬ 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ꎬ 一

场长达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 爆发了ꎮ 这场全国性的 “文化大革命”ꎬ 实际

上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ꎬ 它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ꎬ 由毛泽东发动和

领导的ꎬ 被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ꎬ 给党、 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

造成严重灾难的十年内乱ꎮ

毛泽东发动这场 “文化大革命” 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维护

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ꎮ 面对当时社会主义各国

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ꎬ 毛泽东认为ꎬ 世界上绝大多

数共产党、 工人党变成修正主义了ꎬ 中国也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

险ꎮ 加之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ꎬ 把调整中出现的一些事

物当成资本主义ꎬ 把党内与他不同的意见视为修正主义ꎮ 他认为过去几年的

农村 “四清”、 城市 “五反” 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ꎬ 都不能解决问题ꎬ 只

有采取 “文化大革命” 这种极端形式ꎬ 公开地、 全面地、 由下而上地发动

广大群众ꎬ 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ꎬ 把所谓被 “走资派篡夺了的

权力” 夺回来ꎬ “避免出修正主义”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ꎬ 维护党的纯洁性

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ꎮ 尽管十年 “文化大革命” 使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ꎬ 但是我们党、 人民民主政

权、 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ꎮ 历史再次证明ꎬ 中国人民是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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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ꎬ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ꎮ

随着这场政治 “风暴” 的突如其来ꎬ 雅安地区很快被卷入 “文化大革

命” 之中ꎬ 并迅猛地掀动起来ꎮ 延续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ꎬ 雅安各项工作

受到巨大的破坏ꎬ 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的挫折ꎮ 然而ꎬ 全区人民在雅安地

方党组织的带领下ꎬ 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ꎬ 对 “左” 倾错误和

极左思潮不同程度、 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ꎬ 使 “文化大

革命” 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ꎬ 在工农业生产、 文化科技、 交通城建等

各个领域ꎬ 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就ꎬ 缓慢地推动着雅安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发展ꎮ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和全面展开

“文化大革命” 最初是从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ꎮ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

上海 «文汇报» 发表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 一文①ꎬ 这件

事成为 “文化大革命” 发动的 “导火线”ꎮ 到 １９６６ 年初ꎬ 由其引发的政治

批判逐渐扩及全国ꎮ ５ 月 ４ 月至 ２６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

开ꎮ １６ 日ꎬ 会议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即 “五一六通

知” )ꎮ “五一六通知” 要求全党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ꎬ 彻底揭

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 ‘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ꎬ 彻底批

判学术界、 教育界、 新闻界、 文艺界、 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ꎬ 夺取在

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ꎮ 而要做到这一点ꎬ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 政府

里、 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ꎬ 清洗这些人ꎬ 有些则

要调动他们的职务ꎮ” 通知还提出 “混进党里、 政府里、 军队里和各种文化

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ꎬ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ꎬ 一旦时机成熟ꎬ 他

们就会要夺取政权ꎬ 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ꎮ 这些人物ꎬ 有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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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们识破了ꎬ 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ꎬ 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ꎬ 被培养为我

们的接班人ꎬ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ꎬ 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ꎬ 各级党

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ꎮ” 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ꎬ 成立

以陈伯达为组长ꎬ 康生为顾问ꎬ 江青、 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

组 (简称 “中央文革小组” )ꎮ ８ 月 １ 日至 １２ 日ꎬ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

开ꎮ 会议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简称 “十六条” )ꎮ «十六条» 指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ꎬ 是整党内那些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ꎮ “五一六通知” 和 “十六条” 两个文件ꎬ 是指导

“文化大革命” 的纲领性文件ꎬ 表明 “左” 倾错误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

导地位ꎬ 标志着 “文化大革命” 在全国的全面发动和展开ꎮ

一、 地委对开展 “文化大革命” 的部署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７ 日ꎬ 省委向各地、 州委发出通知ꎬ 阐明文化革命运动的意

见ꎬ 指出当前正在全国进行的 “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ꎬ “是我国社会主义

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ꎬ “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头等重

要的大事”ꎬ “是关系世界革命前途的一件大事”ꎬ 专区报纸必须予以充分报

道ꎬ 要转载 «人民日报» «四川日报» 的重要批判文章ꎬ 还要发表自己写的

批判文章ꎮ “五一六通知” 发表后ꎬ 省委于 ５ 月 ２３ 日发出 «关于组织学习中

央五月十六日通知ꎬ 展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通知»ꎬ 要求全

省各地学习 “五一六通知”ꎬ 认真地把 “文化大革命” 抓起来ꎮ

５ 月 １４ 日ꎬ 地委召开常委会ꎬ 对雅安专区 “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开展

进行研究部署ꎬ 决定由地委常委刘恩负责这一运动ꎮ ５ 月 １７ 日ꎬ 地委宣传

部发出 «关于贯彻中央、 西南局、 四川省委关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

命的有关事项的通知»ꎬ 指出ꎬ 根据地委指示ꎬ 认真组织全区所有工人、 农

民、 机关干部、 学校小学及以上教师和高中生ꎬ 以及初中毕业班学生积极参

加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ꎮ 首先要组织学习解放军报社论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ꎬ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千万不要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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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阶级斗争»ꎬ 发动大家自学报上公布的有关批判文章ꎬ 提高识别能力、 思

想水平和觉悟程度ꎬ 在此基础上组织座谈ꎮ 工厂、 机关、 学校要办墙报、 板

报ꎬ 积极参加批判斗争ꎮ 工厂、 农村要积极组织模范人物座谈ꎬ 并向报社投

稿ꎬ 声讨邓拓、 吴晗、 廖沫沙①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ꎮ 农村可联系地、 富、
反、 坏的破坏言行讨论批判ꎮ 其他系统只限于批判报上公布点名的反面人

物ꎮ 要求各级党委、 专区各大单位 (大口) 把握领导好这一运动ꎬ 当成一

个重大的政治任务ꎬ 积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参加这场斗争ꎮ
５ 月 ２４ 日ꎬ 地委根据中央精神ꎬ 要求厂矿、 企业、 事业单位、 服务单

位、 基本建设单位和县以下农村的 “文化大革命”ꎬ 按 “四清” 部署进行ꎻ
正在进行 “四清” 运动的机关和文化单位ꎬ 结合开展 “文化大革命”ꎮ ６ 月

５ 日ꎬ 地、 县委召开紧急动员大会ꎬ 行署专员贺志宽作传达动员报告ꎬ 宣布

雅安地、 县 “文化大革命” 正式开始ꎮ 为了加强对全区 “文化大革命” 的

领导ꎬ 地委于 ６ 月 ２１ 日报请省委ꎬ 成立由地委委员、 宣传部长张长级为组

长的地委文化革命小组ꎮ ７ 月 ４ 日ꎬ 省委批示ꎬ 雅安地委文化革命小组由秦

长胜 (地委书记)、 张长级、 慕开华 (地团委书记) ３ 人组成ꎬ 秦长胜任组

长ꎮ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省委又发文ꎬ 雅安地委文化革命小组由潘传贤 (地委副书

记)、 张长级、 周忠信 (地委秘书长) ３ 人组成ꎬ 潘传贤任组长ꎬ 免去秦长

胜的组长职务和慕开华的组员职务ꎮ 按照地委的要求ꎬ 全区各县及参加运动

的部门、 单位的文化革命小组随之相继成立ꎮ
从地委的初步部署看ꎬ 地委是在对 “文化大革命” 不完全理解ꎬ 也不

可能完全理解的情况下ꎬ 仍然按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做法来安排的ꎬ 批判范围

基本上没有超出意识形态领域ꎮ 地委当时主要是全力抓工农业生产、 抗旱和

“四清” 工作等ꎮ 天全县由于水稻虫害面积还在扩大ꎬ 县委尚未具体研究开

展 “文化大革命”ꎻ 荥经县机关的 “文化大革命” 运动计划放在秋收后进

行ꎻ 汉源县结合 “四清” 安排开展 “文化大革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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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和全面展开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中旬ꎬ 雅安地区的 “文化大革命” 首先在地专机关、 文化

单位和学校开展起来ꎬ 主要是组织声讨批判北京的 “三家村” 黑店ꎮ 紧接

着ꎬ 全区各县ꎬ 地属厂矿、 企事业、 文卫等单位先后也积极行动起来ꎬ 召开

各级党委会ꎬ 安排本地、 本单位的 “文化大革命”ꎮ 同时ꎬ 迅速组织广大干

部、 职工学习有关 “文化大革命” 方面的社论、 文章ꎬ 领导干部带头作动

员报告会ꎬ 讲解 “文化大革命” 的重要性及其意义ꎬ 有组织、 有领导地召

开小型座谈会、 出墙报、 办黑板报、 贴大字报等形式展开声讨批判ꎮ 专区工

会、 妇联、 共青团专门邀请先进人物进行座谈ꎻ 文化馆、 广播站、 电影院向

群众宣传 “文化大革命”ꎬ 介绍批判材料ꎻ 学校把批判 “三家村” 的文章作

为学生的作文课ꎮ 雅安中学、 雅安农机修理厂还分别召开近千人的声讨 “三

家村” 的大会ꎬ 批判邓拓等 “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罪行ꎮ 这样ꎬ 一个群众

性的声讨批判邓拓等 “黑帮”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 的浪潮在雅安

形成ꎮ 但此时的学习批判声势不大ꎬ 主要还是在学校、 文化单位ꎬ 批判范围

没有超出意识形态领域ꎬ 批判还是表态性、 跟随性的ꎬ 大字报也较少ꎬ 宝兴

县邮电局 ５ 天中只贴出大字报 ２ 张、 小字报 １５ 张ꎮ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至 ６ 月 １０ 日ꎬ 省委召开扩大的全体委员会议ꎬ 学习和

讨论 “五一六通知” 和西南局 «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ꎬ 坚决

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ꎬ 对全省的 “文化大革命” 进行了全面

的、 具体的、 认真的部署ꎮ ６ 月初ꎬ 雅安开始进入 “大发动、 大集会、 大游

行、 大宣传、 大揭发ꎬ 同时准备批判重点” 阶段ꎮ 专、 县两级分别召开有机

关干部、 厂矿职工、 学校师生参加的群众动员大会ꎬ 号召大家积极投入到这

场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中来ꎮ ６ 月 ５ 日ꎬ 地委在雅安县朝阳街人民广场

召开万人大会ꎬ 动员开展 “文化大革命” 运动ꎮ 地委副书记贺志宽在大会

上作动员讲话ꎬ 号召以大字报形式揭露批判 “反党、 反社会主义” 的人和

事ꎬ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ꎬ 开展批判斗争ꎮ 大会根据中央、 西南局和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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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ꎬ 强调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ꎻ 开展

运动的重点单位是 “县以上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ꎮ 要揭发地委和地专

各单位领导干部的问题ꎬ “所有领导干部ꎬ 都要敢于革命ꎬ 敢于放手发动群

众ꎬ 敢于领导ꎬ 敢于引火烧身”ꎬ 要求 “运动中不准整群众、 不准整学生”ꎮ

６ 月 １１ 日ꎬ 名山县委召开 “文化大革命” 动员大会后ꎬ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游行ꎮ 经过不同形式的动员宣传ꎬ “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ꎬ 贴了许多大字报ꎬ

揭发了不少问题”ꎮ ６ 月 ５ 日ꎬ 雅安中学贴出大字报 １００ 多张ꎬ 地委动员大

会后的第二天猛增到 １１００ 多张ꎮ ７ 日ꎬ 部分群众在雅安朝阳街口贴出大字

报ꎬ 给地委、 雅安县委提意见ꎮ 雅安县到 ６ 月 １１ 日止ꎬ 全县共贴出大字报

３５２５ 张ꎬ 其中属于拥护中央决定的 １２３０ 张ꎬ 声讨驳斥的 ８０４ 张ꎬ 揭发 “牛

鬼蛇神” (指 “走资派” ) 的 ９８０ 张ꎬ 其他 ５１１ 张ꎮ

６ 月 ９ 日、 １２ 日地委电话会后ꎬ 各县按照地委的指示精神ꎬ 一是继续深

入发动群众ꎬ 抓重点单位 (主要是文教部门)ꎻ 二是主要精力抓生产ꎮ 天全

县委 ６ 个常委分工ꎬ ２ 个抓 “文化大革命”ꎬ ４ 个主要抓生产ꎻ 荥经县确定只

在驻城关的单位搞ꎬ 其他单位只学习文件ꎻ 名山县安排文卫单位ꎬ 每天半天

学习、 半天工作ꎬ 其他单位白天办公ꎬ 晚上学习 ３ 个小时ꎮ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１８

日ꎬ 地委召开会议ꎬ 雅安中学、 雅安川剧团等单位汇报开展 “文化大革命”
的情况ꎮ 会议认为ꎬ 雅安中学在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ꎬ 运动健康ꎬ 发展深

入ꎮ 贴出大字报 １８００ 多张ꎬ 揭发出 “反动诗歌” １３ 首ꎬ 重要人物 ５ 人ꎮ 积

极分子 １５ 人ꎬ 中间状态的 ２５ 人ꎬ 文化革命队伍逐步形成ꎻ ３５３ 个高中学生

中ꎬ 左派 ６５ 人ꎬ 占 １８％ꎻ 新的领导核心正在形成ꎮ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７ 月 ３ 日ꎬ
地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召开各县中学 “文化革命” 碰头会ꎮ 各县在汇报中

称ꎬ 前一段时间已 “揭发出党内外一批较明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

想的人”ꎮ 会后ꎬ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ꎬ 一是成立专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

组ꎬ 各县成立工作组ꎮ 二是在 ７ 月 １２ 日集中地、 县搞文化革命的工作组干

部进行了整训ꎮ 三是从 ７ 月 １５ 日起ꎬ 利用暑假集中全区中学教师及部分毕

业班学生 (每班 ３ 至 ５ 人)ꎬ 在雅安中学集中进行 “文化大革命”ꎬ 参加教

师 ４０９ 人ꎬ 高中和初中三年级学生代表 ２５０ 余人ꎮ 集训期间ꎬ 被划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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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 的教师遭到批判ꎮ 与此同时ꎬ 地专机关各大口也以 “集训队” 的形

式ꎬ 组织干部、 职工开展 “文化大革命”ꎮ

在运动发动阶段ꎬ 为了领导各单位的 “文化大革命”ꎬ 地委将学校 “四

清” 工作组改为 “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ꎮ 地、 县委还仿照中央向各大中专

院校派出工作组的做法ꎬ 向参加运动的单位和区内中等学校派出工作组

(队)ꎬ 雅安、 石棉、 宝兴三县的县委副书记分别在中学进行蹲点ꎬ 摸索经

验指导运动ꎮ 但不久ꎬ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ꎬ 派往学校的工作组很快撤了

回来ꎮ 工作组撤走后ꎬ 各学校建立文化革命代表会和筹委会ꎬ 在筹委会领导

下进行 “文化大革命”ꎮ ８ 月上旬ꎬ 地专机关参加运动的干部 ９７６ 人ꎬ 按

７ ∶ １左右比例ꎬ 共选出 １４５ 人为 “文化革命职工代表”ꎬ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

不同层级的文化革命小组ꎮ

在大揭发阶段ꎬ 地委为下一阶段的大批判作准备ꎬ 要求全区按照 “四

清” 运动的做法ꎬ 对单位干部、 职工认真进行排队ꎬ 排出左派、 右派、 中间

派ꎬ 或按一、 二、 三、 四类 (即好的、 比较好的、 问题多的、 性质严重的)

排队ꎮ “四类” 属于是 “敌我矛盾ꎬ 基本是阶级异己分子ꎬ 蜕化变质分子”ꎮ

６ 月 １３ 日ꎬ 名山县委对县级机关 ６２９ 名干部摸底排队ꎬ 排出左派 ３０９ 人ꎬ 右

派 ３１ 人ꎬ 占干部总数的 ４ ９％ꎮ ７ 月 ２２ 日ꎬ 地委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对地专

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共 ９ 个单位 (大口) 的 ２２６５ 名干部进行排队ꎬ 一、 二、

三类干部占 ９４ ７％ꎬ 四类占 ５ ３％ꎮ

从 ７ 月底开始ꎬ 全区各单位先后转入对 “重点分子” 的批判斗争ꎮ ８ 月

８ 日ꎬ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 “十六条” 公布ꎬ 明确提出要斗垮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ꎬ 批判资产阶级的 “反动学术权威”ꎬ 批判资产阶级和一

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ꎬ 促使揭发批判再次升级ꎮ 同时ꎬ 大中学校红卫兵组

织和有些机关、 厂矿其他革命组织的迅速建立ꎬ 也促使了社会上斗、 批、 改

的迅猛开展ꎮ 一时间ꎬ 大字报铺天盖地ꎬ 从机关、 学校贴到公共场所和大街

小巷ꎬ 处处是空前规模的大鸣、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 (简称 “四大” )
的场面ꎮ 绝大多数人或主动、 或违心地被裹挟到揭发、 批判的行列之中ꎬ 掀

起了批判斗争的高潮ꎮ ８ 月中旬ꎬ 雅安中学等十几个中等学校联合组织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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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大的斗争大会ꎮ 到 ８ 月中旬ꎬ 参加运动 (包括地专机关在内) 的 １０ 个单

位 (大口) ２９２６ 名干部职工ꎬ 共贴出大字报 １１３９６２ 张ꎬ 平均每人 ３９ 张ꎮ
１８７０ 人被点名ꎬ 占 ６３. ９％ꎬ 其中 １３ 名地委常委中有 ８ 人被点名ꎮ 在干部职

工排队中ꎬ 三类 ３９６ 人ꎬ 占 １３ ５％ꎻ 四类 １６３ 人ꎬ 占 ５ ６％ꎮ 在 １７ 级和副县

级以上干部 １７０ 人中ꎬ 三类 ３６ 人ꎬ 占 ２１. ２％ꎻ 四类 ２４ 人ꎬ 占 １４ １％ꎮ 在四

类人员的 １６３ 人中ꎬ “正在批判” 的 ５０ 人ꎬ 已 “斗臭斗垮” 的 ２１ 人ꎮ 这段

时间ꎬ 地委根据上级指示ꎬ 除组织学习 “十六条”、 中央领导讲话和 «人民

日报» «红旗» 杂志有关社论文章外ꎬ 还在机关干部、 厂矿职工、 街道居民

中作工作ꎬ 说服干部、 工人、 农民不要到街上和学校去参加学生辩论ꎻ 不准

调工人、 农民、 红卫兵保卫机关ꎻ 对革命师生在 “文化大革命” 中出现的

问题ꎬ 一律按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ꎬ 一律不准出手打人ꎮ
“文化大革命” 初期ꎬ 地委成立两套班子ꎬ 一个班子侧重抓 “文化大革

命”ꎬ 一个班子侧重 “抓革命ꎬ 促生产”ꎮ 各县、 各部门单位的 “文化大革

命”ꎬ 按照地委的部署开展ꎬ 处于可控状态ꎬ 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基本上

能正常进行ꎮ ６ 月 ２３ 日ꎬ 名山县以太平 (今红星) 公社为中心的 ８ 个公社

遭受严重的冰雹和暴雨灾害ꎻ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２８ 日ꎬ 芦山县、 宝兴县发生百年

罕见的特大洪灾ꎬ 芦山县死亡 １１ 人ꎮ 地、 县委领导都亲临前线指挥ꎬ 紧急

动员干部群众投入抗洪抢险战斗ꎬ 大力开展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和生

产自救ꎬ 取得了抗洪抢险斗争的胜利ꎮ ８ 月 １５ 日ꎬ 荥经斑鸠井煤矿发生瓦

斯爆炸ꎬ 造成 ４０ 多人烧伤的重大事故ꎮ 地委高度重视ꎬ 立即派出医护人员

奔赴现场进行抢救ꎬ 专署领导亲自到医院主持召开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ꎬ 要

求在地委统一指挥下全力做好伤员的抢救工作ꎮ ９ 月中旬ꎬ 地委还在地专机

关中抽调一大批干部ꎬ 下乡组织 “三秋” 工作ꎮ 当年全区农业生产获得大

丰收ꎬ 粮食增产一成以上ꎬ 工业 １ 至 ８ 月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１ ５％ꎮ 然

而ꎬ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兴起和造反派组织的建立ꎬ 雅安局势很快急转直

下ꎬ 朝着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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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规模的批判与揭发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 ５ 日ꎬ 毛泽东发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ꎬ 不

点名地指责刘少奇ꎬ 明确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ꎮ 这张大字报如

«人民日报» 社论所说ꎬ “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ꎮ １０ 月 ５

日ꎬ 根据林彪建议ꎬ 中央军委、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ꎬ 宣布取消 “军队院校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ꎬ “必须把那些束

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ꎮ 同日ꎬ 中共中央把这一 “紧急指示” 转发全

党ꎬ 认为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ꎬ 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ꎮ 这实际上是

号召 “踢开党委闹革命”ꎬ 使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开来ꎬ 造反狂潮全

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ꎮ 为了进一步克服运动的 “阻力”ꎬ １０ 月ꎬ 中央召开以

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ꎮ 这次会议是继 ５ 月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８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ꎬ 对 “文化大革命” 进行的再一

次发动ꎮ 当时毛泽东估计 “文化大革命” 再搞 ５ 个月或更长一点时间就可以

结束ꎬ 但是ꎬ 这样的群众运动一经发动起来ꎬ 就很难在时间、 范围和方式上

加以控制ꎮ 会后ꎬ 声势浩大的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风暴在全国掀

起ꎮ 进入 １１ 月ꎬ 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猛烈冲击下ꎬ 雅安原来以

学校教师和红卫兵为主的 “文化大革命” 横向发展ꎬ 迅速扩大到工交企业、

财贸部门和广大农村ꎮ 对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批判ꎬ 使社会上更多的

群众加入造反派ꎬ 造反派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冒出ꎬ 造反派的队伍很快扩展到

社会各个层面ꎬ 成分也越来越复杂ꎮ 地委、 专署机关内部也出现了几种群众

造反组织ꎬ 当时称为 “后院起火”ꎮ

１１ 月下旬ꎬ 在成都 “炮轰西南局、 火烧省市委” 的形势下ꎬ 雅安街头

也打出 “打倒李 (井泉) 廖 (志高) 在雅安的代理人ꎬ 解放全雅安” “炮

轰雅安地委ꎬ 打到秦长胜” “舍得一身剐ꎬ 敢把皇帝拉下马” 等大幅标语ꎬ

地、 县党政机关受到造反派冲击ꎮ 地委、 专署领导干部特别是地委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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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ꎬ 被称为 “走资派” 或被认为是忠实地执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ꎬ 分

别被红卫兵组织和群众造反组织所挟持控制ꎬ 进行揪斗、 游街ꎬ 被 “打得落

花流水ꎬ 人仰马翻”ꎮ 这时ꎬ 地委从 “文化大革命” 当初的组织者变成了斗

争对象ꎬ 党的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负责人ꎬ 大部分或被批斗ꎬ 或被 “挂起

来、 靠边站”ꎬ 各级党政机关普遍陷入瘫痪、 半瘫痪状态ꎬ 党的基层组织活

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ꎮ 地委主要领导为了避免被挟持和控制甚至批

斗ꎬ 先后从地委机关转移到地区公安处、 荥经县、 天全县、 芦山县、 宝兴

县ꎬ 甚至到乡村躲避ꎮ 地、 县机关各单位、 各部门的领导ꎬ 甚至乡村小学校

长ꎬ 大多被当作 “走资派” 被揪斗ꎬ 有的被戴高帽、 挂黑牌、 抹黑手、 背

稻草人 (内装沉重的石头) 游街示众ꎮ 在这种混乱局势下ꎬ 绝大多数单位、

部门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ꎬ 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ꎮ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草
案) » (简称 «农村十条» )ꎬ 改变了原来的县以下各级仍按 “四清” 部署

进行ꎬ 要求 “把 ‘四清’ 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的规定ꎮ 至此ꎬ “文化

大革命” 在雅安城市乡村全面开展起来ꎮ 学校停课ꎬ 工厂停工ꎬ 机关停止工

作ꎬ 在 “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正确” 的喧嚣声中ꎬ 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蜂

拥而起ꎬ 大字报、 大标语遍布城乡各地ꎬ 在 “革命无罪ꎬ 造反有理” 的大

旗下ꎬ 层层揪斗所谓的 “走资派”ꎬ 各级领导干部一律被靠边站ꎮ
«农村十条» 和之前 １２ 月 ９ 日 «工业十条» 的发布ꎬ 是造成全国大乱

局势的又一个严重步骤ꎮ 处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一大批自 “文化大革命”

开始以来尚能坚持工作的领导干部ꎬ 从工厂车间主任到农村生产队长ꎬ 也被

纷纷打倒ꎬ 大多受到冲击ꎬ 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已经十分困难ꎮ 到 １９６６ 年

底ꎬ 经过 ７ 个多月的发动ꎬ “文化大革命” 终于以难以阻挡之势全面展开了ꎮ

四、 “红卫兵” 运动的兴起和破 “四旧” 行动

红卫兵ꎬ 最早是在北京中学生中成立的狂热的青少年 “革命造反” 组

织ꎮ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底ꎬ 北京清华附中十几名高年级学生自发集会ꎬ 成立全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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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卫兵组织ꎮ ６ 月初ꎬ 北京其他中学也先后建立起类似的学生组织ꎮ ６ 月ꎬ
清华附中红卫兵连续贴出一论、 再论、 三论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的大字报ꎬ 并将 “一、 二论” 及信托江青转给毛泽东ꎬ ８ 月 １ 日ꎬ 毛泽东复

信ꎬ 对他们的行动表示 “热烈的支持”ꎬ 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全文印发这两

张大字报ꎮ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ꎬ 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ꎬ “造反有理” 的口号传

遍全国ꎬ 进而发展成为 “文化大革命” 一段时期的 “最强音”ꎮ ８ 月 １８ 日ꎬ 在

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百万人 “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ꎬ 毛泽东身着

绿色军装ꎬ 臂戴红卫兵袖章ꎬ 向手持 «毛主席语录»、 高唱 “造反有理” 的红

卫兵挥手致意ꎬ 第一次检阅红卫兵ꎮ 此后ꎬ 红卫兵组织从中学扩展到大学ꎬ 在

全国各地普遍建立ꎬ 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ꎮ

８ 月中旬ꎬ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传到雅安后ꎬ 集中在

雅安中学停课 “闹革命” 开展 “文化大革命” 的部分学生ꎬ 成立雅安地区

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ꎮ 随后ꎬ 雅安地、 县两级各中等学校ꎬ 直至农村中学ꎬ
纷纷建立起红卫兵组织ꎮ

红卫兵运动的内容最初主要是破 “四旧” (即 “十六条” 中所指出的

“剥削阶级的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旧习惯” )ꎮ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

卫兵以后ꎬ 在林彪、 江青等人煽动下ꎬ 北京和全国各地红卫兵由校园 “杀向

社会”ꎮ ８ 月中下旬ꎬ 雅安红卫兵组织刚刚建立ꎬ 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

热爱ꎬ 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炽热追求ꎬ 红卫兵便冲出校园ꎬ 涌上街头ꎬ 走向社

会ꎬ 以高昂的激情参与到 “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 旧文

化、 旧风俗、 旧习惯ꎬ 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 新文化、 新风俗、 新习惯ꎬ
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 的行动中去ꎮ 这些红卫兵幼稚而狂热ꎬ 单

纯又盲从ꎬ 没有基本的法制意识ꎬ 也不受任何法制约束ꎬ 在 “造反有理”

的驱使下ꎬ 以简单、 粗暴、 蛮横的行动ꎬ “打碎” “砸烂” “火烧” 一切他们

认为是带有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 修正主义的东西ꎬ 横扫一切他们认定的

“牛鬼蛇神”ꎮ 红卫兵四处清查抄家ꎬ 收缴文物字画ꎬ 焚烧古典著作ꎬ 损毁

文物古迹ꎬ 拆除庙宇寺院ꎮ ９ 月ꎬ 芦山县城北街天主堂被查抄关闭ꎬ 搜走神

衣 ７６ 件ꎬ 供具 ３５ 件ꎬ 经书 １６７ 本ꎮ 据载: 石棉县翼王亭ꎬ “１９４２ 年ꎬ 为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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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 １８６３ 年 ６ 月在大渡河覆败蒙难而建立遇十年浩

劫ꎬ 翼王石达开被戴上 ‘叛徒’ 帽子ꎬ 亭垮碑毁ꎬ 变为废墟”ꎮ 名山县 “蒙

山之寺庙ꎬ 古来凡数十处ꎬ 始建于汉在 ‘文革’ 期间ꎬ 复遭破坏ꎬ 现

仅存永兴寺、 静居庵、 天盖寺等庙宇ꎮ 名胜罹劫ꎬ 文物毁损ꎬ 令人惋惜ꎮ”①

破 “四旧” 行动ꎬ 使大量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籍和具有历史价

值的文物遭受到严重破坏ꎬ 造成了空前的文化浩劫ꎮ

不仅如此ꎬ 红卫兵还取缔一切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ꎬ 干预限制群众衣

着发型ꎬ 禁穿 “奇装异服”ꎬ 禁理 “怪发型”ꎬ 不准妇女烫头发、 留长辫、

穿裙子ꎬ 不准男人留胡须、 穿管裤ꎬ 封闭茶馆ꎬ 甚至要求车辆沿 “左” 行

驶ꎬ 造成全区社会混乱ꎮ 从 ９ 月开始ꎬ 全区城乡大搞 “一片红”ꎬ 凡是所谓

带 “封、 资、 修” 色彩的地名、 街名、 店名、 商标等ꎬ 一律更改为具有所

谓革命意义的名称ꎮ 雅安城内的文定街、 武安街被改为 “红星路” “反帝

路”ꎻ 宝兴县盐井、 硗碛、 五龙 ３ 个人民公社ꎬ 分别被改名为 “反帝、 长征、

东风” 人民公社ꎻ 汉源县将皇木、 红花两个公社合并改为 “向阳人民公

社”ꎻ 名山区现在的 “前进、 建山、 红星、 解放” 乡镇名称ꎬ 均是在 １９６６

年分别由 “回龙、 横山、 太平、 月岗” 人民公社改名而来ꎮ 破 “四旧” 是

对文化的一场浩劫ꎬ 虽然破 “四旧” 的参与者并不全都是红卫兵ꎬ 然而它

却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ꎮ

伴随着红卫兵运动而兴起的ꎬ 是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ꎮ ８ 月下旬ꎬ 北京

红卫兵停课闹革命走出北京ꎬ 要把 “文化大革命” 火种撒向全国各地ꎮ ９ 月

５ 日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 «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 中等学校

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ꎬ 由国

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ꎮ 全国各地红卫兵蜂拥而上到北京 “取经”ꎬ 进

而发展为全国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到北京或到其它地方的大规模串连ꎮ 从 ８

月 １８ 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到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

红卫兵 ８ 次ꎬ 人数总计达 １ꎬ ３００ 万人ꎬ 创造了世界检阅史上的奇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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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月 ９ 日ꎬ 省委发出通知ꎬ 成立四川省革命师生、 学校教职工代表赴北

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工作小组ꎮ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雅安组织 “革命师生赴京代表

团”ꎬ 其中雅安县 ２２４ 人、 名山县 １６０ 人、 宝兴县 ４０ 人、 芦山县 ３０ 人、 汉

源县 ８０ 人ꎬ 共 ５３０ 多人前往北京ꎬ 于 １８ 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对全国

红卫兵的第五次检阅ꎮ １９ 日、 ２０ 日ꎬ 雅安 “革命师生赴京代表团” 学习参

观首都大专院校大字报ꎬ 下旬返回雅安ꎮ １１ 月开始ꎬ 不管是城镇学校的还

是农村学校的ꎬ 雅安绝大多数红卫兵都投入到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ꎬ 成千上

万地涌向成都、 重庆、 北京等大城市ꎮ 入冬以后ꎬ 雅安城镇、 农村大中学校

的红卫兵又掀起徒步串连高潮ꎬ 纷纷加入全国性的大串连活动ꎮ 雅安是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重点革命老区之一ꎬ 留下了许多诸如 “强渡大渡河”

“翻越夹金山” 等革命遗址遗迹ꎬ 自然也成为红卫兵向往和大串连的地方ꎮ

红卫兵大串连时ꎬ 雅安各县接待不少来自全国各地串连 “重走长征路” 的

红卫兵ꎮ 芦山县调拨专款ꎬ 在 １９３５ 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的芦阳、 太平

两地设置红卫兵接待站ꎬ 接待各地红卫兵大串连的食宿ꎻ 汉源县富林接待站

在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３１ 日短短 １２ 天的时间里ꎬ 接待外地红卫兵 １２４７ 人ꎮ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 中央发出 «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后ꎬ 红卫兵外出串

连才渐渐平息ꎮ “大串连” 不仅造成交通混乱、 物资供应紧张ꎬ 工农业生产

受到直接影响ꎬ 而且使个人崇拜、 “怀疑一切” “炮打一切” 的极左思潮在

全国迅速扩散开来ꎮ

除了 “破四旧” 和大串连ꎬ 红卫兵最普遍、 最激烈的 “革命行动”ꎬ 就

是在继续开展大鸣、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的同时ꎬ 批斗所谓 “执行了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 的人物ꎮ 文化教育界、 党政机关的许多人ꎬ 被当作 “黑帮

分子”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ꎬ 被

抄家、 批斗ꎬ 受到侮辱、 殴打和迫害ꎮ 红卫兵运动是 “文化大革命” 的特

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ꎬ 它既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ꎬ 也给青年人自

身带来了巨大的伤害ꎮ
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同时ꎬ 小学也开始建立红小兵组织ꎮ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 ４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草案) »ꎬ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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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可以组织红小兵”ꎮ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发布 «关于批转

北京香厂路建立红小兵组织的通知»ꎮ 和全国各地一样ꎬ 雅安城镇、 农村小

学普遍建立红小兵组织ꎬ 取代少先队组织ꎮ 由于年龄所限ꎬ 红小兵主要是参

加 “停课闹革命”、 批斗教师、 学雷锋等活动ꎬ 其对社会的冲击远比红卫兵

为小ꎬ 大多数年龄较大的红小兵后来逐渐加入了红卫兵ꎮ 直到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决议ꎬ 少年儿童组织仍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

名称ꎬ 撤销红小兵ꎮ

五、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与 “三忠于、 四无限” 运动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在 “文化大革命” 前就已蔚然兴起ꎮ “文化

大革命” 开始后ꎬ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逐渐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ꎮ

１９６６ 年 ７ 月 ３ 日ꎬ «人民日报» 发表 «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

众运动空前高涨» 的文章ꎬ 指出: “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群众运

动ꎬ 正以人类历史上空前、 宏伟的巨大规模ꎬ 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深入地蓬勃

发展”ꎬ “ ‘读毛主席的书ꎬ 听毛主席的话ꎬ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这

已经成为我国广大工农兵和人民群众共同的行动口号”ꎮ ８ 月ꎬ 中共八届十

一中全会公报提出ꎬ “对毛泽东同志著作ꎬ 带着问题学ꎬ 活学活用ꎬ 学用结

合ꎬ 急用先学ꎬ 立竿见影ꎬ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按: 时称林彪的 “三十字

方针” )ꎬ 是行之有效的ꎬ 普遍适用的ꎬ 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ꎮ

“文化大革命” 初期ꎬ 雅安地区也和全国一样ꎬ 各机关学校、 厂矿、 企

事业单位、 农村人民公社ꎬ 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正在广泛深

入地发展ꎬ 出现了一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ꎮ ７、 ８ 月份ꎬ 各县

分别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ꎬ 集中学习

毛主席著作ꎬ 交流活学活用的经验ꎮ １０ 月ꎬ 地委发出通知ꎬ 要求把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ꎮ 之后ꎬ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

入新高潮ꎮ 为了满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需求ꎬ 全国各地大

量发行 «毛泽东选集» «毛主席语录»ꎮ 为做好 «毛主席语录» 发行工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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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县成立毛主席著作发行领导机构和办公室ꎮ 地区在雅安城关镇召开万人

庆祝大会ꎬ 冒雨游行ꎬ 载歌载舞热烈庆祝 «毛主席语录» 的发行ꎮ 两三天

内ꎬ 省里分配给雅安的 ２５０００ 册 «毛主席语录»ꎬ 全部送到了广大工农兵群

众手中ꎮ 地委决定由专区印刷厂立即大量赶印 «毛主席语录» 和 «为人民

服务» «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 «反对自由主义» ４ 篇文章的单行本ꎬ 陆

续发给全区群众人手一册ꎮ

地委要求ꎬ 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要热烈响应中央、 西南局和省委的号

召ꎬ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ꎬ 真正做到把毛泽东思想印在脑子里ꎬ 溶化在

血液中ꎬ 落实在行动上ꎮ 地专各机关进行大动员、 大组织、 大宣传ꎬ 迅速行

动起来ꎬ 表决心ꎬ 定制度ꎬ 坚持天天读毛主席的书ꎬ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ꎮ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３０ 日期间ꎬ 名山县由县委领导挂帅ꎬ 抽调近千人组成宣传大军ꎬ

手拿毛主席像ꎬ 扛着红旗ꎬ 带上毛主席著作、 语录和林彪指示及 «人民日

报» «解放军报» 社论ꎬ 敲锣打鼓ꎬ 奔赴农村大队、 生产队ꎬ 以分片包干和

全面行动两种形式ꎬ 组织召开党团员会、 干部会、 群众会ꎬ 深入田间、 工

地、 院坝和夜校进行广泛宣传ꎬ 使受教育面达 ９５％左右ꎮ 名山县仅在这一次

毛泽东思想的集中宣传活动中ꎬ 出售毛主席像 ５１５６ 张ꎬ 发行毛主席著作

５５６６９ 册ꎮ 学校、 机关、 厂矿、 企事业单位的室内室外ꎬ 场镇街道ꎬ 公共场

所ꎬ 四处可见悬挂的语录牌和毛主席的画像ꎬ 随处可见刷写的毛主席语录ꎮ

在农村ꎬ 广大干部和社员无论是在田间地头劳动ꎬ 还是在搞农田基本建设ꎬ

都做到身不离毛主席的书ꎬ 嘴不离毛主席的话ꎬ 心不离毛泽东思想ꎬ 行动不

离毛主席的教导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ꎬ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 “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

著作的群众运动ꎬ 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后ꎬ 学习毛主席著作、 学习毛泽

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掀起新一轮高潮ꎮ 在雅安ꎬ “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过象现

在这样的大普及、 大传播ꎬ 特别是广大工、 农、 兵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的运动空前高涨ꎬ ‘读毛主席的书ꎬ 听毛主席的话ꎬ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ꎬ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蔚然成风”ꎮ “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ꎬ 怀着对伟

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 无限信仰、 无限崇拜、 无限忠诚的阶级感情ꎬ 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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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ꎬ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ꎬ 认真 ‘斗私、 批修’ꎬ 无限

忠于毛主席ꎬ 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ꎬ 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ꎮ “进一

步锤炼 ‘三忠于’ 的红心ꎬ 创 ‘三忠于’ 的业绩ꎬ 作 ‘三忠于’ 的战士ꎬ
攀 ‘三忠于’ 的高峰”ꎮ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地革委在第二次全委 (扩大)
会议报告中指出ꎬ 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ꎬ 先后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

想学习班 ５０００ 多期ꎬ 参加学习的有 ２７０ 多万人次ꎬ 发行 «毛泽东选集» ２０
余万册ꎬ «毛主席语录» ９０ 多万册 (按: 当时雅安全区总人口约 ９０ 万人)ꎮ
到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ꎬ 全区毛主席光辉著作的发行量是 “文化大革命” 前 １７ 年总

和的 １２ 倍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作出 «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哲

学著作的决定»ꎬ 并在 １２ 月 １５ 日的 “今冬明春主要工作意见” 和 １９７１ 年的

主要任务中强调ꎬ 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ꎬ 特别要认真

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ꎬ 认真改造世界观ꎬ 搞好

思想革命化、 组织革命化和思想科学化ꎻ 认真开展 “创四好、 争五好” 的

群众运动ꎬ 以思想革命化促进工农业生产大发展ꎮ 为了总结经验ꎬ 不断前

进ꎬ 再接再厉ꎬ 继续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ꎬ 掀起活学活用毛

主席光辉哲学著作的新高潮ꎬ 推动全区学哲学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ꎬ 地革委

核心小组于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上旬召开全区领导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讲

用会 (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如何学习运用毛主席著作来解决实践中

的问题)ꎬ 并在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２３ 日召开的地革委核心小组扩大会上ꎬ 要求今

年一季度ꎬ 最迟第二季度ꎬ 从县到基层要层层开好 “讲用会”ꎬ 并有计划地

逐步推广家庭 “讲用会”ꎮ
为了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ꎬ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５ 日至 １７ 日ꎬ

地革委召开雅安地区首届 “三代” 大会 (即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代表ꎻ “四好”① 单位代表ꎻ “五好”② 个人代表)ꎮ 地革委主任董崇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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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四好” 即政治思想好、 三八作风好、 完成任务好、 生活管理好ꎮ
“五好” 即政治思想好、 三八作风好、 技术革新好、 完成任务好、 勤俭节约参加劳

动好ꎮ



«关于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创 “四好” 群众运动新高潮的报

告»ꎬ 总结交流全区军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创 “四好” 争 “五好” 群众

运动的经验ꎬ 表彰先进ꎬ 树立典型ꎮ 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ꎬ 这样的 “三

代会”、 “积代会” (积极分子代表)、 “先代会” (先进代表)ꎬ 地、 县、 公

社多次召开ꎬ 有的一年召开一次或两年召开一次ꎬ 有些县甚至在一年内就召

开过两次ꎮ 芦山县在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和 １２ 月分别召开了首届和第二届的 “活学

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ꎮ 地、 县两级还积极组织 “活学活用毛

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讲用团”ꎬ 到乡镇、 机关、 学校巡回作报告ꎮ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ꎬ 学习毛泽东思

想是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员应当做的事ꎬ 这一点无可非议ꎮ 但林

彪正是利用这一点ꎬ 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ꎬ 一步步地把学习毛泽东

思想变得庸俗化ꎬ 把人民对毛泽东的朴素感情和正常赞颂演变为一场席卷全

国的个人崇拜ꎮ 他鼓吹道ꎬ “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ꎬ 学了马上

可以用ꎬ 好好学习ꎬ 是一本万利的事情”ꎻ “毛主席的话ꎬ 水平最高ꎬ 威信

最高”ꎻ “句句是真理ꎬ 一句顶一万句”ꎮ 在他的授意下ꎬ 解放军总政治部于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出版 «毛主席语录» 一书ꎮ 于是ꎬ “读毛主席的书ꎬ 听毛主席的

话ꎬ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的口号响彻祖国大地ꎬ 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运动

逐步地被推向全国ꎬ 到 “文化大革命” 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ꎮ

实事求是地看ꎬ “文化大革命” 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ꎬ 在

激发群众革命斗志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ꎮ 各地利用政治夜校、 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等文化阵地ꎬ 把教读毛主席语录与识字、 学文化相结合ꎬ 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扫除农村文盲工作的发展ꎬ 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ꎮ

整个 “文化大革命” 期间ꎬ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基本上朝着

两个方面发展ꎮ 一方面ꎬ 在一片理论学习的繁荣景象后面ꎬ 不断发展着的形

式主义、 实用主义以及弥漫整个社会的应付和谎言ꎻ 另一方面ꎬ 作为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强大生命力ꎬ 是任何形式的庸俗化、 形式化都无

法束缚和压抑的ꎮ 越来越多的勤于学习、 勇于思考的人们ꎬ 带着 “文化大革

命” 使他们困惑不解的一系列问题ꎬ 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孜孜学习ꎬ 苦苦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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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ꎮ 这种学习逐渐使他们把那些肢解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ꎬ 使之庸俗化、

简单化的做法和形式ꎬ 与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ꎬ

真正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ꎮ 这种理论上的觉醒ꎬ 为广

大党员、 干部、 群众识别、 抵制 “左” 的错误和极左思潮ꎬ 结束 “文化大

革命” 准备了理论基础ꎮ 邓小平在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曾说: “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

义、 毛泽东思想ꎮ 我们同林彪、 ‘四人帮’ 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ꎬ 就是反对

他们伪造、 篡改、 割裂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ꎮ 我们粉碎了 ‘四人帮’ꎬ 使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ꎬ 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ꎮ 我

们坚持的和要当作指南的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ꎬ 或者说是由

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ꎮ 至于个别的论断ꎬ 无论马克思、 列宁和毛泽

东同志ꎬ 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ꎮ 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

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ꎮ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ꎬ 但是这丝毫不排

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ꎻ 而尊敬ꎬ 当然不是迷信ꎬ 不是把他当作神”ꎬ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旗帜ꎬ 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ꎮ

第二节　 “全面夺权” 与 “三支两军”

１９６７ 年初ꎬ 上海造反派的 “一月夺权” 引发全国性的 “全面夺权”ꎬ 导

致 “天下大乱”ꎮ 全面夺权使各级党政失去了应有的权威ꎬ 难以正常工作ꎬ

出现了几近失控的局面ꎮ 为了维持起码的生产、 社会秩序ꎬ 以保障造反派顺

利地从 “走资派” 手中夺权ꎬ 毛泽东决定派军队介入地方工作ꎮ

一、 “一月夺权” 与党政机关瘫痪

从 １９６７ 年上海的 “一月风暴” 开始ꎬ “文化大革命” 进入所谓 “全面

夺权” 的新阶段ꎮ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６ 日ꎬ 在张春桥、 姚文元策划下ꎬ 以上海国棉

十七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等为头目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 “打倒上海市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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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ꎬ 命令市委、 市人委机关停止工作ꎬ 夺取上海市的党政大权ꎬ 开创了全

国夺权先例ꎬ 刮起所谓 “一月风暴”ꎮ 毛泽东大力支持这个夺权行为ꎬ 并给

予高度评价ꎬ 把它看作是贯彻 “文化大革命” 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

有效方式ꎮ １ 月 １６ 日ꎬ «红旗» 杂志发表评论文章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

来»ꎬ 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

权ꎬ 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ꎬ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ꎬ 即无产阶级

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ꎮ” １ 月 ２２ 日ꎬ «人民日报» 发表题为 «无产阶级革命

派大联合ꎬ 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的社论ꎬ 号召 “展开全国全面

的夺权斗争ꎬ 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ꎮ 从上海夺权开始ꎬ
全国掀起夺权的狂风ꎮ 继上海之后ꎬ 仅在一月份之内ꎬ 山西、 青岛、 贵州、

黑龙江等地造反派组织先后宣布夺取省 (市) 委、 省 (市) 人委的党政财

文领导权ꎬ 并得到中央的认可ꎮ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下旬ꎬ 雅安红卫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第五次检

阅返回后ꎬ 分裂成对立的两派ꎮ 此时ꎬ 雅安各单位群众纷纷成立造反组织ꎮ

１１ 月下旬ꎬ 雅安街头出现 “舍得一身剐ꎬ 敢把皇帝拉下马”ꎬ “炮轰×××ꎬ

打倒×××” 等大幅标语ꎬ 地、 县委机关受到造反派冲击ꎬ 造反派把领导干部

当作执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 “走资派” 进行揪斗ꎬ 戴高帽子游街ꎮ
在全国 “打倒一切” “全面夺权” 风暴的席卷下ꎬ 雅安造反派组织纷纷夺取

各级党政领导大权ꎮ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雅安造反派组织宣布夺取地委、 专

署的领导权ꎮ １ 月 ２３ 日、 ２４ 日、 ２５ 日、 ２６ 日ꎬ 雅安、 天全、 石棉、 芦山、

汉源县委、 县人委的领导权接连被造反派组织夺取ꎮ ２ 月中旬ꎬ 荥经县委、
县人委的领导权被造反派组织夺取ꎮ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名山县委、 县人委的领导

权被造反派组织夺取ꎮ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ꎬ 宝兴县委、 县人委的领导权被造反派组

织夺取ꎮ 与此同时ꎬ 雅安各机关、 单位、 学校、 厂矿以及农村的区、 公社、

生产大队、 生产队也随之被造反派组织夺了权ꎮ 芦山县芦阳公社 ２２ 个生产

队ꎬ 有 １６ 个生产队被夺权或被半夺权ꎮ 在夺权一浪高过一浪的狂潮下ꎬ 五

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争相占领党政机关ꎬ 抢夺公章、 查抄档案、 扣押以致绑架

领导干部ꎬ 为所欲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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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夺取各级党政的领导权ꎬ 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激烈的夺权与反夺权

的派系斗争ꎮ １ 月 ２６ 日ꎬ “芦山县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总部” (简称 “联

总” ) 夺取芦山县委、 县人委的领导权ꎮ ２７ 日ꎬ “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芦山分

团和芦山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战斗司令部” (简称 “联战司” ) 成立ꎬ

即宣布 “联总” １ 月 ２６ 日的夺权是假夺权ꎬ 又进行反夺权ꎮ 同日ꎬ 石棉县

造反组织 “红色革命造反军” 夺走石棉县委、 县人委公章大印ꎬ 接管党政

机关办公室和查封大量档案材料的夺权行动ꎬ 激起 “工农联盟司令部” 在

农村的 “革命造反派” 的强烈反对ꎬ 组织两万多名 “红农兵” 进城反夺权ꎬ

造成两派之间激烈争斗ꎬ 酿成闻名全川的石棉 “一二七” 事件ꎮ

“全面夺权”ꎬ 使派性斗争愈演愈烈ꎬ 无政府主义急剧膨胀ꎬ “打砸抢抄

抓” 冲突不断ꎬ 动乱升级蔓延ꎮ 全区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陷入瘫痪ꎬ 公

安、 检察、 法院等司法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ꎬ 一些工矿企业处于停产或

半停产状况ꎬ 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ꎮ 领导干部靠边站ꎬ 一般干部和工勤

人员以 “亲信、 爪牙、 黑干将” 被株连ꎬ 广大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ꎬ 党

长期依靠的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ꎮ

二、 军队 “支左”

随着 “全面夺权” 风暴的迅速蔓延ꎬ 全国动乱升级ꎬ 各地局势几近失

控ꎮ 为了制止混乱局面ꎬ 稳定局势ꎬ 维持基本的生产、 社会生活秩序ꎬ 支持

造反派顺利从 “走资派” 手中夺权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

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的指示ꎬ 于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出 «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ꎮ ３ 月 １９ 日ꎬ

中央军委又发出 «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 支农、 支工、 军管、 军训任务的

决定»ꎮ 按照决定ꎬ 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陆续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投入 “三支两

军” ( 支左、 支工、 支农和军管、 军训)ꎬ 直接介入地方 “文化大革命” 的

夺权斗争ꎬ 并且承担起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的任务ꎮ

雅安军分区、 雅安驻军按照中共中央决定ꎬ 奉命支左ꎬ 介入地方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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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ꎮ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下旬后ꎬ 成都军区、 成都空军指挥所、 雅安驻军 ７７９０
部队、 ７８５２ 部队、 陆军第 ３７ 军医院、 雅安军分区、 各县武装部 (驻军) 陆

续奉命派出大量干部战士到各单位执行 “三支两军” 任务ꎮ ２ 月ꎬ 雅安驻军

支左办公室成立ꎮ 在地区党委、 专区人委瘫痪后ꎬ 到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雅安地区

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这段时期ꎬ 雅安驻军支左办公室担负着维护雅安地区社

会秩序、 制止武斗派性争端等任务ꎮ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ꎬ “三支两军” 的中心就是支左ꎬ 即军队要支持地方

的 “革命左派”ꎬ 支持 “文化大革命”ꎮ 支左的主要形式是对党政领导机关ꎬ

广播、 报纸等宣传单位ꎬ 以及银行、 粮食和公安、 检察、 法院、 国防重点工

厂等重要部门实行军事管制ꎻ 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 中专学校ꎬ 对

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等ꎮ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天全县人民武装部奉命于零时起ꎬ

接管天全县人民银行和城厢粮站ꎮ ２８ 日ꎬ 雅安县人民武装部奉命支左ꎬ 开

始介入雅安县地方的 “文化大革命” 运动ꎮ ２ 月下旬ꎬ 雅安驻军 ７７９０ 部队

接管雅安县广播站ꎬ ７８５２ 部队对 “三线” 工厂二九一总厂实行军管ꎮ ２ 月

２１ 日ꎬ 雅安驻军发布 «告雅安人民书»: 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团结起

来ꎬ 联合起来ꎬ 为共产主义夺权ꎬ 为无产阶级夺权ꎮ 然而ꎬ 军队接管后ꎬ 支

左首先面临着谁是 “左派” “支持谁” 的问题ꎮ 中共中央的决定并没有具体

明确ꎬ 只规定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边ꎬ 坚决支持和

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ꎬ 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ꎮ 凡是真正

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ꎬ 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

们ꎮ ５ 月 ８ 日ꎬ 雅安驻军支左办公室在人民广场召开 “坚决响应毛主席伟大

号召ꎬ 支持革命左派” 大会ꎮ 由于雅安两大派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是左派组

织ꎬ 都希望得到解放军的支持ꎬ 从而使军队支左处于两难境地ꎮ 军队的介

入ꎬ 加剧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斗ꎬ 对立更加严重ꎬ 局势更加复杂ꎮ 同时ꎬ

由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 成都军区副政委刘结挺把矛头指向

雅安驻军ꎬ 通过他所操纵的办事机构给雅安驻军施加压力ꎬ 提出支一派ꎬ 压

一派ꎬ 从而造成雅安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冲突ꎬ 军队也很快成为造

反派攻击的对象ꎬ 以至后来发展到揪斗、 殴打军队干部ꎬ 冲击驻军和地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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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部ꎬ 抢劫武器ꎬ 直至爆发武斗ꎮ 军队支左目的在于控制动乱局势ꎬ 使运动

有领导地进行下去ꎬ 但动乱却始终没有控制下来ꎮ

８ 月 ２５ 日ꎬ 发生造反派组织武斗人员围攻四川农学院学生宿舍楼和教学

实验楼ꎬ 打砸抢烧医药公司的暴行ꎬ 解放军支左部队前去制止ꎬ 避免了更大的

损失和事态的发展ꎬ 但支左部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ꎮ １２ 月ꎬ 雅安武斗升级ꎬ
开始使用枪支武器ꎬ 造成人员死亡的悲剧ꎮ 支左部队为扭转这种局势ꎬ 积极配

合成都军区ꎬ 做两派头头的工作ꎮ 由于造反派头目们言而无信ꎬ 出尔反尔ꎬ 从

成都回到雅安又继续武斗ꎮ 雅安武斗前后长达 ３ 年ꎬ 在支左部队的努力下ꎬ 先

后达成 ７ 次停火协议ꎮ 后来ꎬ 雅安支左办公室遵照毛泽东关于促进革命的大联

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指示ꎬ 进行革命宣传和制止武斗、 收缴武器等工作ꎮ 经过长

达两年之久的艰苦细致的多方面的工作ꎬ 雅安地区的两大派组织逐渐走向革命

的大联合ꎬ 武斗基本停止ꎬ 局势趋于稳定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ꎬ 雅安地区地、 县相

继成立革命委员会ꎮ 革命委员会中军队支左人员大都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副

主任和委员ꎮ 支左办公室积极参与主持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和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的工作ꎬ 直接组织和领导雅安地区的 “斗批改” 运动ꎮ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ꎬ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发出 «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

意见的通知»ꎬ 并附 «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ꎬ 要求在已建立党委

的地方和单位ꎬ 撤销和撤出 “三支两军” 的机构和人员ꎮ 根据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和四川省委、 成都军区有关指示精神ꎬ “三支两军” 工作已完成它

的历史使命ꎬ 雅安支左办公室撤销ꎬ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结束军管ꎬ 除规定参加地、

县党委的军队干部仍留在地方工作和个别转业后分在工厂工作外ꎬ 其余 “三
支两军” 人员逐步撤回所在部队ꎮ

军队支左ꎬ 持续时间之久ꎬ 范围之广ꎬ 影响之深ꎬ 在我军历史上都是

空前的ꎮ 总的来说ꎬ 被派出执行 “三支两军” 任务的部队指战员ꎬ 对稳定

雅安地区局势ꎬ 维护社会稳定ꎬ 减少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作

出了贡献ꎮ 但由于 “三支两军” 在总体上是执行 “文化大革命” “左” 的

错误思想ꎬ 使得这项工作不能不发生许多错误ꎬ 也给部队建设及与地方关

系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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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月镇反”

“二月镇反” 是在 “文化大革命” 动乱之初ꎬ 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

“文化大革命”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偏激做法ꎬ 同时又是维护党的领导ꎬ 维

护社会稳定的一种强烈愿望的体现ꎮ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底至 ２ 月中旬ꎬ 成都发生造反派持续围攻成都军区机关事

件ꎮ 针对这一事件ꎬ ２ 月 １７ 日ꎬ 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签发 «中央军委给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 (史称 “二一七信

件” )ꎬ 要 “造反兵团” 和 “八二六” 自觉执行中共中央 «关于不得把斗

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和军委的八条命令ꎬ 不要围堵、 冲击军区ꎬ 不要干

涉军队行动自由ꎮ 同时警告造反派组织的头头ꎬ 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

令ꎬ 继续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ꎬ 冲击军区机关ꎬ 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

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ꎮ 针对 “二一七信件”ꎬ “八二六” 发出 «紧急动员

令»ꎬ 号召成员 “针锋相对ꎬ 以牙还牙ꎬ 以血还血ꎬ 血战到底”ꎮ ２ 月 １９ 日

起ꎬ 全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大规模收容审查组织围攻成都军区的造反派头头

和骨干分子ꎮ ２ 月 ２８ 日和 ３ 月 ２ 日ꎬ 省公安厅分别发布 «关于坚决镇压反革

命活动的布告» 和 «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ꎮ 四川各地公安机

关协调解放军ꎬ 依靠广大群众ꎬ “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ꎬ “坚决取缔反革命

组织”ꎮ 史称四川的 “二月镇反”ꎮ

２ 月 １７ 日ꎬ 雅安驻军执行中央军委 “二一七信件” 指示精神ꎬ 奉命对

雅安群众造反派组织的部分头目按 “反革命分子” 予以拘留、 逮捕ꎮ ２０ 日ꎬ

雅安驻军配合地方公安、 检察、 法院ꎬ 对打、 砸、 抢严重的一些造反派头目

按 “反革命分子” 拘留、 逮捕 ５０ 余人ꎮ ２４ 日ꎬ 芦山县政法机关召开大会ꎬ

宣布逮捕 “联战司” 骨干成员 １６ 人ꎮ ２６ 日ꎬ 汉源县人民武装部宣布对县公

安局、 检察院和法院实行军事管制ꎬ 当日全城戒严ꎬ 拘捕造反组织的头目

４７ 名ꎻ ２８ 日ꎬ 解散造反组织 １５３ 个ꎮ ２ 月 ２７ 日ꎬ 天全县人武部将 “天全红

造司” “成工造 １１５ 分团” “学鲁迅造反队” 等宣布为 “右派组织” 或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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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组织”ꎬ 逮捕拘留 ２６ 人ꎬ 解散群众组织ꎬ 勒令大小头目自首登记ꎮ ３ 月

４ 日ꎬ 名山县拘捕 ３０ 余人ꎮ “二月镇反” 将人民内部矛盾视为敌我矛盾ꎬ 在

一定程度上更加激化了两派之间矛盾ꎬ 助长了两派之间严重的对立情绪ꎮ
在四川 “二月镇反” 的同时ꎬ 北京发生了 “二月抗争”① 事件ꎮ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ꎬ 谭震林、 陈毅、 叶剑英、 李富春、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等一批

老革命家ꎬ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做法进行激烈的批评和抗争ꎬ 力图纠

正 “文化大革命” 的 “左” 倾错误ꎮ 四川的 “二月镇反” 正好与北京的

“二月抗争” 相呼应ꎮ 尽管 “二月镇反” 大量抓捕人是不恰当的ꎬ 但反映了

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对 “文化大革命” 错误做法的不满、 批评、 抵制和反

对ꎬ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是力图纠正 “文化大革命” 极左错误的具体体现ꎮ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 １ 日ꎬ 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ꎮ ６ 日ꎬ 中央

军委发布经毛泽东批准的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ꎮ 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ꎬ 不

准随意捕人ꎬ 更不准大批捕人ꎬ 对已违反的ꎬ 要立即改正ꎮ ５ 月 ７ 日ꎬ 中共

中央下达 «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 «决定» 共有十条ꎬ 简称 “红十

条” )ꎬ 完全否定 “二月镇反”ꎬ 并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 ２ 月下旬以来ꎬ
支持了保守组织ꎬ 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ꎬ 大量逮捕革命群众ꎬ 在

“支左” 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ꎻ 并宣布撤销刘少奇、 邓小平的追随者李

井泉的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职务ꎬ 由张国华、 梁兴初、 刘结

挺、 张西挺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简称 “省革筹” )ꎮ ５ 月 ２３
日ꎬ 省革筹、 成都军区发出学习、 宣传、 贯彻执行和勇敢捍卫 «中共中央关

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的通告ꎬ 提出要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 干

部、 群众平反ꎬ 各组织之间要加强团结ꎬ 坚决制止武斗ꎬ 要拥政爱民ꎬ 抓革

命促生产ꎮ 雅安驻军、 各县武装部或公安局根据中央和省军区的精神ꎬ 从 ４
月上旬陆续对在 “二月镇反” 中逮捕的造反组织骨干予以释放ꎮ ４ 月 １３ 日ꎬ
天全县人武部发出 «平反公告»ꎬ 对宣布为 “右派组织” 和 “反革命组织”
的群众组织进行平反ꎬ 处理被捕人员所写的材料ꎬ 释放被捕人员ꎬ 恢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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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ꎮ ５ 月 ８ 日ꎬ 雅安驻军在人民广场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ꎬ 为在 “二
月镇反” 中被打成 “反革命” 的革命群众组织、 革命干部、 革命群众平反ꎬ
并宣布 “雅安工人造反兵团” (简称 “雅工造” )、 “红卫兵成都部队雅安

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 “红成雅造司” ) 为革命组织ꎬ “雅安产业军” 为

“保守组织”ꎮ 以后ꎬ 省革筹和成都军区先后于 ６ 月 ２０ 日、 ７ 月 ６ 日、 ７ 月 １０
日和 ８ 月 １７ 日分别发出 “二月镇反” 的平反公告和平反善后工作意见ꎮ 在

７ 月 １０ 日发出的 «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的意见»
中还特别强调ꎬ “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文革小组五月三十日批转雅安驻

军关于平反工作的四点体会ꎬ 各地应仿照执行”ꎬ 并要求 “在 ７ 月 ２５ 日以

前ꎬ 要把平反工作基本搞完”ꎮ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 省革筹和成都军区又发出 «关
于做好 “二月镇反” 平反善后工作的意见»ꎬ 再一次对 “平反善后” 工作作

出详细规定ꎮ
随着对 “二月镇反” 的彻底否定ꎬ 加之北京老一辈革命家的 “二月抗

争” 被江青等人诬为 “二月逆流” 而受到严厉批判ꎬ 全国上下掀起反击

“二月逆流” 的浪潮ꎮ “在四川ꎬ ‘二月逆流’ 就是 ‘二月镇反’ꎬ 在雅安就

表现为镇压了以 ‘雅安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ꎮ”①

被释放平反的这些人ꎬ 他们在全区内上串下联ꎬ 掀起一股大抓 “二月镇反”
的 “黑干将” “刽子手” “变色龙” “小爬虫” “黑后台” 的逆流ꎬ 冲击党政

机关ꎬ 查封焚烧材料ꎬ 变本加厉地揪斗迫害曾经支持和参与过 “二月镇反”
的党政领导、 政法干部和所谓保皇组织的群众ꎮ 被取缔的造反组织又纷纷恢

复、 改组ꎮ 这些组织以 “受迫害最深最革命” 自居ꎬ 与不同观点的派别斗

争日趋激化ꎮ 围绕拥护或反对省革筹领导人的不同观点ꎬ 出现了以 “雅安工

人造反兵团 (自称为 ‘红十条派’ ) ” 和 “红卫兵成都部队雅安造反总司

令部 (被称为 ‘反红十条派’ ) ” 为首的两大派ꎬ 形成严重对立的局面ꎬ
矛盾不断加深ꎬ 进而发展至大规模的武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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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雅安武斗

雅安的武斗规模之大ꎬ 动用武器之先进ꎬ 持续时间之长ꎬ 破坏程度之严

重ꎬ 在四川乃至在全国都是有名的ꎮ 雅安的武斗不仅使工农业生产遭受重大

损失ꎬ 而且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ꎮ
(一) 武斗的形成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下旬ꎬ 成都接连发生武斗流血事件ꎮ 此后ꎬ 四川武斗开始不

断升级ꎮ ７ 月ꎬ 武汉发生 “七二○” 事件①ꎬ 又称武汉事件ꎮ 林彪、 江青

一伙借机煽动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ꎮ ７ 月 ２２ 日ꎬ 江青在对河南代表团讲话

时公开表示赞成 “文攻武卫”ꎬ 次日 «文汇报» 公开发表 “文攻武卫” 的口

号ꎮ ８ 月 ７ 日ꎬ 谢富治提出 “彻底砸烂公、 检、 法”ꎬ 全国整个公、 检、 法

系统处于瘫痪状态ꎮ 之后ꎬ 在中央文革的煽风点火下ꎬ 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发

生大规模武斗ꎬ 由此出现 “文化大革命” 开始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 社会

灾难最严重的阶段ꎮ
在四川省革筹副组长刘结挺、 张西挺的鼓动和在其他地区武斗的影响

下ꎬ ７ 月下旬ꎬ 雅安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 “雅安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和

“红卫兵成都部队雅安造反总司令部” 开始发生武斗ꎮ ８ 月 ２５ 日ꎬ 四川农学

院发生 “流血事件”ꎬ 学院化学实验室贵重药品、 精密仪器被抢走ꎬ 大量教

学设备、 教学用具、 教室门窗被砸碎、 打烂ꎬ 学生宿舍遭抢劫ꎬ 人事档案被

抢走ꎮ
雅安武斗之初ꎬ 造反派使用的只是棍棒、 钢钎、 刀矛之类的器械ꎮ 进入

８ 月份ꎬ 造反派相继成立 “文攻武卫指挥部”ꎬ 组建 “武斗队”ꎮ 如荥经县造

反派 “武斗指挥部” 设有司令、 政委、 参谋长、 秘书、 训练 “武斗人员”
总负责人等职位ꎬ 配有通讯班、 警卫班、 煤矿排、 城关排、 其他单位排等建

制ꎮ 造反派的信条是 “有人有枪便是王”ꎮ 为了达到武装自己的目的ꎬ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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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８ 月开始ꎬ 多次组织人员抢夺解放军驻雅部队、 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和军

需物资ꎮ 到 １２ 月ꎬ 造反派抢夺武器达到了高峰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雅安武斗

期间被抢夺的武器装备共计一万余件ꎮ 造反派组织除抢夺武器和军需物资

外ꎬ 还大肆抢劫各地物资部门的国家物资ꎮ １２ 月 ２ 日晚ꎬ 雅安工人造反兵

团出动千余人ꎬ 持凶器攻打、 抢劫专区医药公司和制药车间ꎬ ４ 次用抢劫的

酒精和汽油焚烧医药公司大楼ꎮ

(二) 武斗全面升级

造反派抢劫武器后ꎬ 雅安武斗迅速升级ꎮ “武斗队” 在雅安城区内占据

地盘ꎬ 封锁要道ꎬ 修筑据点工事ꎬ 设置关卡障碍ꎬ 或以工厂为阵地ꎬ 把工厂

“干打垒” 房屋作为碉堡楼ꎮ 他们使用手枪、 步枪、 冲锋枪、 机枪ꎬ 甚至大

炮、 毒气瓶、 火焰喷射器等武器ꎬ 互相射击ꎬ 武装对峙ꎬ 制造血腥恐怖的流

血事件ꎬ 武斗双方被打死 ２００ 余人ꎬ 打死无辜群众 ５０ 多人ꎬ 人民群众的生

命受到极大的威胁ꎮ 雅安武斗期间ꎬ 雅安林运处库房及办公大楼、 朝阳街五

金公司门市部、 雅安县文化馆、 上海饭店、 东大街及华兴街百货公司、 专署

大众路宿舍等数百间房屋相继被武斗人员纵火烧毁ꎬ 大批财物被毁损ꎬ 大量

国家物资被抢夺ꎬ 仅粮食就被抢 ２７ 万多公斤ꎬ 致使国家财产遭受到严重损

失ꎮ 雅安武斗涉及全区多县镇及农村部分乡村ꎮ
雅安武斗一直延续到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才告结束ꎮ 武斗给全区人民造成了极

其深重的灾难ꎮ

雅安发生大规模武斗的主要原因ꎬ 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风点

火ꎬ 支持武斗ꎬ 以及刘结挺、 张西挺的直接纵容和挑动ꎮ 雅安武斗之前ꎬ 刘

结挺、 张西挺多次派人来雅安煽动武斗ꎬ 策划在名山、 荥经等地抢夺人民解

放军的武器装备ꎬ 搞 “文攻武卫”ꎬ 并通过成都的一些单位送来武器弹药ꎮ

挑起雅安大规模武斗之后ꎬ 又煽动专区各县搞 “武装支雅”ꎬ 甚至鼓吹 “武

装支雅” “比志愿军出国还光荣”ꎮ 同时ꎬ 造反派之间错综复杂矛盾的升级ꎬ

也是形成雅安大规模武斗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各派之间因为维护私利ꎬ 扩张势

力ꎬ 纠纷和冲突不断ꎬ 直到酿成残酷的武斗ꎮ 参与武斗的群众又各自都认为

对方是反对毛主席的ꎬ 应该通过武斗ꎬ 誓死捍卫毛主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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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武斗的逐渐平息及恶劣影响

雅安是武斗的重灾区ꎮ 对于雅安武斗的情况ꎬ 连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

青都感到惊讶ꎬ 说雅安那个地方很小ꎬ 人很少ꎬ 武斗还那么凶ꎮ 大规模武斗

使一些工厂停产ꎬ 学校停课ꎬ 商店关门ꎬ 交通阻断ꎬ 物资供应紧缺ꎬ 党政机

关工作基本瘫痪ꎬ 军管会不能正常行使职权ꎬ 打砸抢抓事件时常发生ꎮ 连国

防工厂新安仪器厂ꎬ 武斗期间大部分职工都被迫离厂ꎬ 有的回老家ꎬ 有的投

奔亲友ꎬ 有的躲进部队ꎬ 近 ８００ 人的工厂剩下不到 １００ 人ꎮ 广大人民群众生

活在困苦与恐慌之中ꎬ 期望武斗早日结束ꎮ 四川的武斗ꎬ 引起中央的高度重

视ꎬ 成都军区、 省革筹和雅安军分区及各县武装部为制止武斗进行了艰苦的

努力ꎮ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３ 日和 ２４ 日ꎬ 中央连续发出两个制止武斗的布告ꎬ 即

“七三” “七二四” 布告ꎮ 要求立即停止武斗ꎬ 无条件交回武器装备ꎬ 解散

一切专业武斗队ꎬ 拆除据点、 工事、 关卡ꎬ 无条件交回抢去的现金物资ꎬ 立

即恢复中断的交通ꎮ 省革委和成都军区于 ７ 月 ２６ 日、 ８ 月 ３１ 日分别发出

«关于迅速掀起学习、 宣传中央 “七三布告” 高潮的通知» 和 «进一步深入

学习、 宣传、 贯彻中央 “七三布告” 和 “七二四布告” 的决定»ꎬ 号召全省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两个布告ꎬ 停止武斗ꎬ 打击各种破坏活动ꎮ

“七三” “七二四” 布告在雅安的贯彻落实收到较好的效果ꎮ 雅安的两

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ꎬ 纷纷上交武器ꎬ 拆除工事ꎬ 解散武斗专

业组织ꎬ 有力地制止了武斗ꎮ 但是ꎬ 武器和国家物资的收缴并不彻底ꎬ 武器

散流于社会ꎬ 以至在以后的 “一打三反” 运动中还收缴了不少武器弹药ꎮ

这些武器被一些群众组织的人所控制ꎬ 持械行凶ꎬ 武斗时断时续ꎮ 为此ꎬ 地

革委于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１ 日再次发出关于清理武斗期间失散物资的通知ꎬ 要求

各级革委会对武斗期间各单位被借走、 强占和损失的国家财产、 物资认真进

行清理上报ꎮ 对抢夺国家财产、 物资事件要严肃处理ꎬ 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

在武斗期间向单位借走的钱、 粮、 商品要进行清理归还ꎮ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 ８ 日ꎬ

地革委又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 “七二三布告” “八二

八战备命令” 的意见ꎬ 要求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实行按系统、 按行业、 按部

门、 按单位的大联合ꎬ 任何另立山头、 重拉队伍的行为都是非法的ꎬ 令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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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ꎻ 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斗争ꎬ 解散各种武斗队ꎬ 撤除一切武斗据点ꎬ 彻底

上交一切武器ꎬ 如有违抗ꎬ 要强制缴械ꎮ 对于破坏交通、 拦劫车辆、 破坏通

讯、 冲击人民解放军并阻碍进行战备的行为ꎬ 必须追查惩办ꎮ 对本地区、 本

单位存在的 “老大难” 问题要根据 “命令” 和 “七二三” 布告精神积极加

以解决ꎬ 决不允许有任何违抗命令、 破坏党纪国法的现象存在ꎮ 同时ꎬ 地革

委根据省革委的安排ꎬ 组织地、 县各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分期分批参加中央和

省革委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ꎬ 以克服资产阶级派性ꎬ 增强无产阶级党

性ꎻ 克服无政府主义ꎬ 增强纪律性ꎮ 各县也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收缴社会散

藏武器的工作ꎬ 武斗逐渐平息ꎬ 社会局势才趋于稳定ꎮ

“文化大革命” 的动乱ꎬ 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ꎬ 特别是 １９６７ 年下半年

开始的武斗ꎬ 使雅安工农业生产明显遭到破坏ꎮ １９６７ 年、 １９６８ 年连续两年ꎬ

雅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严重下滑ꎮ １９６７ 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 ２ ４７

亿元ꎬ 比上年减少 １ ２％ (按 １９８０ 年不变价计)ꎮ １９６８ 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完

成 ２ ０５ 亿元ꎬ 比 １９６７ 年减少 １７ ０％ꎬ 是继 １９６７ 年下降之后ꎬ 连续第二年

大幅度下降ꎬ 仅相当于 １９６６ 年的 ８２ ０％ꎬ 比 １９５７ 年的 ２ １９ 亿元还少ꎮ 其

中工业总产值完成仅 ０ ４４ 亿元ꎬ 比上年减少 ４０ ５％ꎬ 相当于 １９６６ 年的

５９ ５％ꎬ 低于 １９５５ 年的 ０ ５ 亿元ꎮ 农业总产值完成 １ ６１ 亿元ꎬ 比上年减少

６ ９％ꎮ 粮食总产 ２５ ５５ 万吨ꎬ 比上年减少 １０ ７％ꎬ 低于 １９５７ 年的 ２６ ７３ 万

吨ꎮ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上年减少 １３５ ２％ꎬ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减少

２９ ９％ꎮ 全区人口出生率却高达 ５０ ４２％ꎬ 大大高于全国 ３０ ７５％的水平ꎮ

１９６８ 年这一年雅安国民经济大滑坡的情况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ꎬ 给全区工

农业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度困难ꎮ

第三节　 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１９６７ 年上海 “一月革命” 之后ꎬ １ 月 ３１ 日ꎬ 全国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

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ꎮ ３ 月ꎬ «人民日报» «红旗» 杂志发表 «论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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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三结合» 的社论ꎬ 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

单位ꎬ 必须实行革命的 ‘三结合’ 的方针ꎬ 建立一个革命的、 有代表性的、

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ꎮ 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ꎮ”

社论要求各地应及时建立起有革命干部、 军队干部、 群众组织代表 “三结

合” 的领导班子以行使权力ꎮ 此后ꎬ 革命委员会成为 “文化大革命” 期间

各级政权机关的名称ꎮ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红旗»
杂志 (简称 “两报一刊” ) 发表 «革命委员会好» 社论ꎮ ３１ 日ꎬ 四川省革

命委员会 (简称 “省革委” ) 宣告正式成立ꎬ 这是全国成立的第 ２４ 个省级

革命委员会ꎮ 至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 ５ 日ꎬ 经过持续 ２０ 个月 “全面夺权” 的动乱和

反复ꎬ 全国 (除台湾省外) ２９ 个省、 市、 自治区革委会相继成立ꎬ 这标志

着 “文化大革命” 的夺权任务已基本完成ꎬ 实现了所谓 “全国山河一片

红”ꎮ 为此ꎬ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于 ９ 月 ７ 日发表社论ꎬ 称这是 “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ꎬ “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

斗、 批、 改的阶段”ꎮ 在此前后ꎬ 雅安地、 县两级和各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

会也相继建立ꎮ

一、 地、 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全面夺权” 后ꎬ 地委、 专署及其办事机构陷入瘫痪状况ꎮ

３ 月 ６ 日ꎬ 雅安军分区党委根据省革筹和成都军区指示ꎬ 按照 “抓革命、 促

生产” 的方针ꎬ 成立以军队为主的雅安专区生产委员会ꎬ 组织指挥全区工农

业生产ꎮ 生产委员会由 ８ 人组成ꎬ 雅安军分区副司令员席学周任主任委员ꎬ

张愚汉、 王纯仁任副主任委员ꎮ 生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政工办公室、 农林

办公室、 财贸办公室、 工交办公室、 文卫办公室等机构ꎮ 随后各县也成立了

相应的机构ꎮ ３ 月 １１ 日ꎬ 专区生产委员会即行使权力ꎬ 并发出紧急通知ꎬ
要求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ꎬ 响应毛主席 “抓革命、 促生产” 的号召ꎬ

抓好农业小春管理和大春备耕ꎬ 抓积肥、 造肥ꎮ 城镇居民、 机关、 企事业单

位、 学校、 群众团体、 部队立即行动起来ꎬ 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群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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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积肥造肥运动ꎮ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雅安专区生产委员会改为雅安专区

生产指挥部ꎬ 将 “政工办公室” 改为 “政治办公室”ꎬ 并增设 “下乡上山知

识青年工作办公室”ꎮ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ꎬ 赴京参加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四川班) 的雅

安造反派组织两大派代表ꎬ 在北京全面达成大联合的协议ꎮ 此后ꎬ 各县和基

层革命委员会接连建立ꎮ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 省革委批准解放军雅安驻军支左领导

小组 «关于建立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ꎬ 以 (１９６８) ３１０ 号文同

意建立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ꎮ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 (简称 “地

革委” ) 正式成立ꎮ 地革委由 ６５ 名委员 (暂缺 ２５ 人) 组成ꎬ 其中军队代

表 １０ 人 (暂缺 １ 人)ꎬ 占 １５％ꎻ 革命干部代表 １６ 人 (暂缺 １１ 人) 占 ２５％ꎻ

革命群众代表 ３９ 人 (暂缺 １３ 人)ꎬ 占 ６０％ꎮ 常委由 ２３ 人 (暂缺 ５ 人) 组

成ꎮ 张示心 (雅安驻军 ７７９０ 部队政委) 任主任委员ꎬ 董崇仁 (雅安军分区

司令员)、 刘子波 (７７９０ 部队副参谋长)、 张愚汉、 姚青、 龙呈祥、 梁先国、
骆何氏 (女) 等 ７ 人任副主任委员 (暂缺 ２ 人)ꎮ 地革委下设办事组、 政工

组、 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ꎮ 地革委成立后ꎬ “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ꎬ

原地、 专行政业务机构ꎬ 分别建立临时的斗、 批、 改和业务领导班子ꎬ 在地

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搞好本单位的斗、 批、 改和进行业务工作ꎮ” 此

后ꎬ 根据工作的需要ꎬ 对地革委进行增补调整ꎮ １２ 月 ７ 日ꎬ 省革委通知ꎬ

张示心因工作调动ꎬ 地革委主任由董崇仁担任ꎮ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 经省革

委批复增补席学周、 谢殿举为地革委副主任ꎮ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增补杜天

胜 (雅安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锡峰 (军委三局副政委)、 秦长胜、 王泽民、
李林 ５ 人为地革委副主任ꎻ 免去姚青地革委副主任职务ꎮ

经省革委批准ꎬ 从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天全县建立革命委员会ꎬ 到 １１ 月雅安县

革命委员会成立ꎬ 雅安地区 ８ 个县全部成立了县级革命委员会ꎮ 此外ꎬ 中

央、 省驻雅厂矿、 企事业、 学校单位也普遍建立革命委员会ꎬ 地、 县机关和

较小的单位则纷纷成立革命领导小组ꎮ 到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ꎬ 全区 １８２ 个公社

(除一个公社外)、 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６ 日ꎬ 四川农学院土化六四级一班和牧六四级二班ꎬ 分别经雅安地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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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批准成立革命领导小组ꎮ 除荥经县外ꎬ 其余 ７ 个县的革委会主任都由县人

民武装部领导担任ꎬ 区、 社革委会主任由区、 社武装部长担任ꎬ 地属及以上

企事业主要单位革委会主任则由雅安驻军、 雅安军分区领导或军宣队领导担

任ꎮ 至此ꎬ 雅安地区全部完成 “夺权斗争”ꎬ 实现了 “全区山河一片红”ꎮ

从 “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发动到建立地、 县革命委员会ꎬ 是 “文化大

革命” 最混乱的时期ꎬ 大批党政干部被打倒ꎬ 党政机关处于瘫痪或半瘫痪ꎬ

工农业生产秩序遭受严重破坏ꎬ 社会生活陷入混乱状态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８ 日ꎬ 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ꎬ 通

过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和 «告全区人民书»ꎬ 宣布从地革委成立之日起ꎬ
雅安地区党、 政、 财、 文一切权力归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ꎮ «决议» 提出ꎬ

要迅速实现全区的革命大联合和 “三结合”ꎬ 迅速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起

来ꎻ 深入持久地开展大批判运动ꎬ 彻底批判 “二月逆流” 和为 “二月逆流”

翻案的邪风ꎻ 认真抓紧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ꎻ 抓好整党建党工作ꎻ 搞好

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ꎻ 做好 “拥军爱民” “拥军优属” 工作ꎬ

支持并做好 “三支” “两军” 工作ꎻ 做好今冬明春的农村工作ꎬ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ꎮ «决议» 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 “文化大革命”

“左” 倾思潮浓厚色彩ꎬ 但也是雅安专区自 １９６７ 年 “一月夺权” 以来一个

比较全面的工作安排ꎬ 对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工农业生产秩序有一定的积极

作用ꎮ

革委会建立之初ꎬ 实行的是军队、 群众和干部的三结合ꎬ 其中所谓群众

组织代表大都是造反派的领导人ꎬ 地方干部又刚刚获得 “解放”ꎬ 顾虑多ꎬ
有的还陷入派性ꎬ 很难发挥大的作用ꎬ 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是军队干部ꎮ 在革

委会内部ꎬ 由于派性干扰严重ꎬ 使得革委会的许多工作无法正常进行ꎮ 然而

各级革委会的成立ꎬ 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雅安地区 “文化大革命” 前

期的大动乱局面ꎬ 填补了雅安地区政府权力的真空半真空状态ꎬ 承担起领导

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ꎬ 使各项工作有可能逐步恢复和展开ꎮ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１ 日ꎬ 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修正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若干规定的决议» 决定ꎬ “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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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ꎮ 而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 １９８０ 年才撤销ꎮ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ꎬ 接四川省 (１９７８) ２５ 号文件通知ꎬ 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奉命取消ꎬ 改

设雅安地区行政公署 (简称 “地区行署” 或 “行署” )ꎮ
“革命委员会” 完全是 “文化大革命” 的产物ꎬ 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

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ꎬ 它是以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党政领导

体制为前提ꎬ 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正常的缺少生命力的临时性的畸形

机构ꎬ 因而它不可能完全承担起管理社会、 经济、 文化、 人民生活等方面的

职能ꎮ

雅安地区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情况简表

县名 省革命委员会批文时间 召开成立大会时间 主　 任

天全县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 ５ 日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周世运

名山县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高福奎

宝兴县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２ 日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 李永海

芦山县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孟贵德

汉源县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 陈种田

石棉县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任建业

荥经县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姚　 青

雅安县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阎宝珊

注: 各县革命委员会主任ꎬ 除荥经姚青外ꎬ 均为各县武装部领导ꎮ

二、 地、 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的建立

“文化大革命” 持续一年多来ꎬ 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ꎮ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ꎬ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发文要求ꎬ 在革命委员会中成立党的核心

小组ꎬ 在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ꎬ 来实现党的组织领导ꎮ 为了加强党的核心领

导ꎬ 更好地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ꎬ 按照中央指示精

神ꎬ 地革委于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常委会ꎬ 拟建立 “中共雅安地区革命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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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核心领导小组”ꎮ ２８ 日ꎬ 地革委向省革委提出请示报告ꎮ ６ 月 １３ 日ꎬ 中

共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 (简称 “地革委核心小组” ) 成立ꎮ
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由董崇仁、 席学周、 张治平 (７８５２ 部队副政委)、 王金

洲、 张愚汉、 李林、 谢殿举 ７ 人组成ꎮ 组长董崇仁ꎬ 副组长张愚汉、 谢殿

举、 席学周、 张治平ꎮ 之后ꎬ 根据工作需要又对人员进行过调整ꎮ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２ 日ꎬ 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 (简称 “省革委核心领导小

组” ) 同意ꎬ 增补边克 (军分区政委)、 杜天胜 (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锡

峰 (军委三局副政委)、 钱光祖 (陆军 ３７ 医院政委) ４ 人为地革委核心小组

成员ꎬ 边克任副组长ꎮ 地革委核心小组是党在雅安地区的权力机构ꎬ 在地委

未恢复之前ꎬ 行使着地区党委职权ꎬ 对雅安地区党、 政、 军、 群的工作实行

“一元化” 领导ꎮ
在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建立后ꎬ 经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批准ꎬ 雅安各县

相继建立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ꎬ 名山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

建立ꎬ 组长高福奎ꎬ 副组长李鸿雁ꎻ 荥经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建立ꎬ 副组

长张福才ꎻ １１ 月ꎬ 雅安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建立ꎬ 组长阎宝珊ꎬ 副组长

李洪发ꎻ 芦山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建立ꎬ 组长孟贵德ꎬ 副组长付长海ꎻ 宝

兴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建立ꎬ 组长李永海ꎬ 副组长李来明ꎻ １２ 月ꎬ 汉源

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建立ꎬ 组长陈种田ꎬ 副组长刘振邦、 张秀波ꎻ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 天全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建立ꎬ 组长周世运ꎬ 副组长郭琳、 迟绍

义、 周秀士ꎻ 石棉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建立ꎬ 组长任建业ꎬ 副组长袁洪

卿、 解峰ꎮ 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代替原县委行使职权ꎬ 革委会核心领导小

组与革委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ꎮ
各级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建立后ꎬ 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根据中共中央关

于召开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通知和省委的部署ꎬ 即着手在全区开展各级党组

织的重建和筹备各级党代会的工作ꎮ

三、 贯彻 “一二二五” 批示

从 “文化大革命” 开始到 １９６９ 年ꎬ 四川一直处于动乱之中ꎬ 而 １９６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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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的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并未稳定四川形势、 解决四川

问题ꎮ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批判所谓 “二月逆流” 的问题ꎬ 刘结挺、

张西挺在四川借批判 “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ꎬ 把他们之前就已发起的

“反复旧”① 运动推向高潮ꎬ 把矛头指向各级革命委员会、 人民解放军和干

部、 群众ꎬ “打棍子、 扣帽子”ꎬ 继续残酷迫害一批领导干部ꎬ 在各级革委

会中扶植他们的势力ꎮ 雅安各级革委会也被迫开展 “反复旧” 运动ꎬ 提出

当前革命大批判的重点是批判 “二月逆流” 和为 “二月逆流” 翻案的邪风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地革委在雅安广场召开批判 “二月逆流” 和为 “二月

逆流” 翻案的群众大会ꎬ 批斗地委书记、 副书记等地区领导ꎮ 之后ꎬ 全区大

批领导干部被批判、 被揪斗ꎬ 军队干部和很多革委会也受到冲击ꎬ “发生了

毒打革委会成员、 解放军指战员、 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事件ꎬ 使不少基层

革委会处于瘫痪状态ꎬ 革命和生产遭到严重损失”ꎬ 已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单

位也再次分裂ꎮ 有些单位还成立 “反复旧指挥部” “反复旧联络站”ꎬ 一些

厂矿的生产再次遭受严重影响ꎬ 使刚刚趋于好转的形势又一次发生反复ꎮ 党

的九大后ꎬ 省革委和成都军区否定了 “反复旧” 运动ꎬ 地革委及各县革委

会通过各种会议ꎬ 对 “反复旧” 运动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ꎮ

为了解决四川问题ꎬ 尽快结束四川动乱局势ꎬ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中共中央在北京专门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ꎬ 并于 １２ 月 ２５ 日发出

«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成都军区党委 ‹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

告› 的批示» (即 “一二二五” 批示)ꎮ 这个批示认为ꎬ 在解决四川问题会

议上揭发出的刘结挺、 张西挺的错误是存在的ꎬ 并从人事上对四川省级领导

班子进行调整ꎮ 在北京会议上ꎬ 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出ꎬ 刘结挺、 张西挺是个

野心家ꎬ 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ꎮ

按照省革委和成都军区的安排ꎬ 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 雅安驻军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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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领导小组于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中旬召开扩大会议ꎬ 传达贯彻中央 “一二二五”
批示ꎬ 部署从 ３ 月下旬开始ꎬ 按照中央 “先军队、 后地方” 和 “先党内、

后党外” 的指示精神ꎬ 逐级召开革委会会议或 “三结合” 会议ꎬ 传达 “一

二二五” 批示ꎬ 一边学习宣传 “一二二五” 批示ꎬ 一边进行思想和组织整

顿ꎮ 会后ꎬ 全区各级迅速抽调干部、 军队人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ꎬ 分赴

工厂、 农村、 机关、 团体、 学校、 街道ꎬ 广泛宣传落实 “一二二五” 批示ꎮ

在传达中特别强调依靠军队ꎬ 加强团结ꎬ 结合调整领导班子ꎬ 在各级革委会

内建立好由党员组成的领导小组ꎮ ５ 月 ８ 日至 １５ 日ꎬ 地革委召开包括军队干

部 ２４７ 人在内的 １０３８ 人参加、 历时 ８ 天的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ꎮ 会议的中

心是贯彻省革委第三次全委会精神ꎬ 总结前段工作ꎬ 进一步掀起全面落实中

央 “一二二五” 批示的新高潮ꎮ 会议分 ３ 个阶段进行: 首先ꎬ 传达省领导张

国华、 梁兴初和李大章在省革委第三次全委会上的讲话ꎬ 领会讲话精神ꎬ 加

深对中央 “一二二五” 批示的理解ꎻ 其次ꎬ 联系本地区、 本单位实际ꎬ 畅

谈传达、 贯彻 “一二二五” 批示以来的大好形势ꎬ 总结交流经验ꎻ 第三步ꎬ

找差距ꎬ 添措施ꎬ 讨论今后如何全面落实中央 “一二二五” 批示ꎮ 会议认

为ꎬ 中央 “一二二五” 批示是解决四川问题的钢领性文件ꎮ 与会人员通过

联系雅安实际ꎬ 揭发批判刘结挺、 张西挺的严重错误ꎬ 和回顾刘、 张严重错

误所造成的巨大危害ꎬ 加深了对四川、 雅安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ꎮ 一些原来

支持刘结挺、 张西挺的 “不服气” 和反对刘、 张的 “翘尾巴” 人员ꎬ 也表

示要 “一碗水端平”ꎬ 克服派性ꎬ 增强团结ꎬ 只有对刘、 张的错误批得深ꎬ

批得透ꎬ 中央的 “批示” 才能落实得了ꎮ 会议通过对照检查ꎬ 各单位共找

出差距 ６８６ 条 (按各小组讨论时所提出的差距条数计算)ꎬ 概括起来主要有:

狠抓阶级斗争ꎬ 贯彻中央 “一二二五” 批示和中央 ３、 ５、 ６ 号文件 (中共

中央关于 “一打三反” 运动的 ３ 个文件) 结合得不够ꎻ 联系本地区、 本单

位实际ꎬ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不够ꎻ 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抓得不够等 ７ 个 “不够”ꎮ 针对差距ꎬ 增添 ６２２ 条措施ꎬ 狠抓中央在 “一二

二五” 批示中提出的 “信心足、 姿态高、 步子稳、 方法细” “十二字” 方

针ꎻ 狠抓革命大批判ꎻ 狠抓领导班子建设等 １３ 个 “狠抓” 的贯彻落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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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 雅安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在学习、 贯彻中央 “一二

二五” 批示的同时ꎬ 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ꎬ 认真落实干部政策ꎬ 解放干

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ꎮ 截至 ５ 月 １７ 日ꎬ 地、 县两级机关原有省管、 地管干

部 ９５８ 人ꎬ 已解放 ９０７ 人ꎬ 占 ９４ ７％ꎻ 正在审查的 ４３ 人ꎬ 占 ４ ５％ꎻ 群众意

见较大尚未解放的 ８ 人ꎬ 占 ０ ８％ꎮ 已解放的 ９０７ 人中ꎬ 结合进各级领导班

子的 ５３４ 人ꎬ 占 ５８ ９％ꎻ 已安排工作的 ２４８ 人ꎬ 占 ２７ ３％ꎻ 其他安排工作的

１２５ 人ꎬ 占 １３ ８％ꎮ 在解放干部的基础上ꎬ 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组织整顿ꎮ

经省革委批准ꎬ 地、 县革委会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进行调整、 “补台” ( “补

台” 就是将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和不同观点的 “群众造反组织” 头头补充

进入革委会) 工作ꎻ 地属厂矿、 企事业单位及各基层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

也陆续进行整顿ꎬ 充实健全领导班子ꎮ

雅安对刘结挺、 张西挺严重错误的揭发批判ꎬ 一直到 １９７１ 年ꎬ 始终是

“斗、 批、 改” 大批判的主要内容之一ꎮ 机关、 厂矿、 城市、 农村写批判文

章ꎬ 出批判专栏ꎬ 深入批判刘结挺、 张西挺所散布的 “受压最深最革命论”

“造反派领导一切论” “全面复旧论” “党员落后论” “武斗有理有功论”ꎬ

以及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ꎬ 划分 “革” 与 “保”ꎬ 划分 “红十条派” 与

“反红十条派” “挑动群众斗群众、 分裂两大派” 等ꎮ 同时ꎬ 联系 “刘、 张

把黑手伸向雅安”ꎬ 多次 “派出他们所操纵的办事机构人员到雅安”ꎬ “煽动

策划雅安武斗”ꎬ “把矛头指向雅安驻军ꎬ 给雅安驻军施加压力ꎬ 支一派ꎬ

压一派”ꎬ 向造反派 “灌输 ‘受压就是左派’ ” 等进行集中、 深入的揭发批

判ꎮ 截至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ꎬ 名山县为彻底批判刘结挺、 张西挺错误ꎬ 召开

大中小批判会 ７４２９ 次ꎬ 批判发言 １４２５１ 人ꎬ 写出批判文章 ６５７１ 份ꎬ 办大批

判专栏 ３５１ 期ꎬ 受教育户 ３６９５２ 户、 ９７０２０ 人次ꎮ 通过学习贯彻中央 “一二

二五” 批示和揭批刘结挺、 张西挺ꎬ 解决了部分干部中的 “怨气、 泄气、

不服气” 等思想ꎬ 改变了长期以来 “两派群众打内战ꎬ 革命干部靠边站ꎬ

阶级敌人闹翻案ꎬ 资本主义大泛滥” 和 “一不斗、 二不批、 三不改ꎬ 生产

停顿ꎬ 粮煤减产” 的局面ꎬ 社会局势和工农业生产逐渐好转ꎮ 同时ꎬ 进一步

巩固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 “三结合”ꎬ 完善了各级革委会ꎬ 基本上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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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刘结挺、 张西挺一派掌权的错误ꎬ 为整党建党在组织上作了准备ꎮ

第四节　 “斗、 批、 改” 运动的全面展开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 ８ 日ꎬ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决定» 提出: “在当前ꎬ 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ꎬ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 ‘权威’ꎬ 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

识形态ꎬ 改革教育ꎬ 改革文艺ꎬ 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

筑ꎬ 以利于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ꎮ” (后被简称为 “斗、 批、 改” )ꎮ “文

化大革命” 初期ꎬ 由于各地忙于 “造反” “夺权”ꎬ 在派别林立ꎬ 武斗频繁ꎬ

“天下大乱” 的情况下ꎬ “斗、 批、 改” 的任务无法进行ꎮ “三结合” 革命委

员会成立后ꎬ 局势相对稳定ꎬ “斗、 批、 改” 运动又被提到议事日程ꎮ 党的

九大前ꎬ 毛泽东曾经提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ꎬ 大批判ꎬ 清理阶级

队伍ꎬ 整党ꎬ 精简机构ꎬ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ꎬ 下放科室人员ꎬ 工厂里的

斗、 批、 改ꎬ 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①ꎮ 毛泽东希望通过 “斗、 批、 改”

运动ꎬ 达到他的 “天下大治” 的设想ꎬ 并打算经过一年左右的 “斗、 批、

改” 和落实政策ꎬ 结束 “文化大革命”ꎮ 但是ꎬ “斗、 批、 改” 最初是作为

“文化大革命” 的目的提出来的ꎬ 本身就是 “左” 倾错误方针的表现ꎮ 通过

“斗、 批、 改”ꎬ 实际上是把 “文化大革命” 的 “左” 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

具体化ꎬ 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ꎬ 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 ７ 日ꎬ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发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社论ꎬ 指出 “文化大革命” 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

“斗、 批、 改” 的阶段ꎮ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ꎬ 党的九大向工、 农、 商、 学、 政、

军、 民各方面、 各单位都提出了 “斗、 批、 改” 的任务ꎬ “斗、 批、 改” 运

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ꎮ 雅安地、 县革委会建立后ꎬ 相继成立了 “斗、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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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领导小组ꎮ 于是ꎬ 全区的 “文化大革命” 运动全面进入 “斗、 批、 改”
阶段ꎮ

一、 “大批判” 的继续

“大批判” 一直伴随着 “文化大革命” 的全过程ꎮ 随着 “文化大革命”

的发展ꎬ 揭发出的 “革命” 对象不断增多ꎬ “大批判” 的内容愈加丰富ꎮ 进

入 “斗、 批、 改” 阶段的 “大批判”ꎬ 内容和形式较之 “文化大革命” 初期

有了进一步发展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地革委、 雅安驻军在人民广场召开 “进一步掀起大

学习、 大宣传、 大贯彻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高潮的誓师大会”ꎮ

从此ꎬ 全区各级、 各单位开展对 “修正主义路线” 的大批判ꎬ 矛头直指刘

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ꎮ 在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和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地革委第一、
二次全委会上ꎬ 以及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全区第一季度的工作部署中ꎬ 地革委都提

出要 “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ꎮ “大批判” 的内容主要有: 一是批判

所谓 “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ꎬ 及其 “在四川

和雅安的代理人李井泉、 廖志高等一小撮同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 和

“反党、 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ꎬ 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上的

反动理论和修正主义流毒”ꎮ 先后批判所谓的 “黑 «修养» (即刘少奇 «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 ) ” “黑六论” (即阶级斗争熄灭论、 驯服工具论、 公私

熔化论、 入党做官论、 党内和平论、 群众落后论)、 “利润挂帅”、 “物资刺

激”、 “分数挂帅” 等许多正确的东西ꎻ 二是批判所谓 “二月逆流” 和为

“二月逆流” 翻案的 “邪风”ꎬ 当时认为ꎬ “ ‘二月逆流’ 在雅安地区的集中

表现就是 ‘二月镇反’ꎬ 为 ‘二月逆流’ 翻案邪风在雅安地区的集中表现就

是反对 «红十条» ”ꎻ 三是批判 “资产阶级反动的 ‘多中心即无中心

论’ ”ꎬ 即批判当时存在的各派、 各部门、 各单位以自我为中心和否定革委

会一元化领导的认识与做法ꎮ

随着 “斗、 批、 改” 的全面铺开ꎬ “大批判” 进入全盛阶段ꎬ 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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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 “大批判开路”ꎮ 各级各部门纷纷成立大批判常设机构ꎬ 组织大批判写

作组ꎬ 开辟大批判专栏ꎬ 组织召开批判会ꎬ 单位批判会、 院坝批判会、 家庭

批判会、 广播批判会等ꎬ 到处是革命大批判的战场ꎬ 部队战士、 工厂工人、

农村贫下中农、 机关干部、 商店营业员、 学校师生ꎬ 纷纷登场ꎬ 口诛笔伐ꎬ

大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ꎮ 荥经县革委要求全县各级ꎬ 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

判ꎬ 挖出阶级敌人ꎬ 予以狠批并揭深、 批透、 斗倒、 斗臭ꎮ 名山县各级革委

会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ꎬ 举办以批判 “二月逆流” 为重点的学习班 ２００ 多

期ꎬ 参加学习的有 １ 万多人次ꎻ 召开彻底批判 “二月逆流” 的誓师大会和各

种批判大会 ３００ 多次ꎬ 参加人数近 ２０ 万人次ꎮ 此外ꎬ 县上还专门组织 “高

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ꎬ 彻底批判 ‘二月逆流’ ” 专题广播节目进行播放ꎮ

在 “左” 的思想与理论指导下ꎬ “大批判” 总体上是错误的ꎮ 这种 “以

阶级斗争为纲” 的 “大批判”ꎬ 彻底否定了建国 １７ 年来在政治、 经济、 文

化、 教育、 科技、 卫生等各项事业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ꎬ 搞乱了人们的思

想ꎬ 给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ꎮ “大批判” 中ꎬ 地革委还强调ꎬ “大批判”

要 “对准叛徒、 特务、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 富、 反、 坏、

右分子ꎬ 现行反革命分子等ꎮ 要把革命大批判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整党建

党等一系列斗、 批、 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ꎬ 使得大批干部、 群众遭受到无

情打击和迫害ꎮ

二、 “清理阶级队伍”

“斗、 批、 改” 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 “清理阶级队伍” (简称 “清

队” )ꎮ 其清理对象ꎬ 一方面是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 “叛徒、 特务、 走资

派以及地、 富、 反、 坏、 右分子ꎬ 反动学术权威” ( 简称 “九种人” )ꎻ 另

一方面则是群众组织里的 “坏头头” “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ꎮ “清理阶级

队伍” 的目的是所谓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ꎬ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ꎬ 省革委发出 «关于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意

见»ꎬ 要求各级革委会 “把清理阶级队伍当作全部斗、 批、 改任务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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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任务来抓”ꎮ 按照省革委和成都军区的部署ꎬ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地革委在召

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ꎬ 确定将 “认真抓紧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作

为当前的主要任务ꎮ 强调 “在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ꎬ 必须要充分发动群

众ꎬ 依靠群众ꎬ 体现群众专政的威力”ꎻ “必须把充分发动群众和加强专案

调查研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ꎻ 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ꎬ 认真执行

党的政策ꎬ 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ꎬ 打一场 ‘人民战争’ꎬ 把混在广大群

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ꎮ 芦山县革委在 «关于做好清理阶级

队伍工作» 中强调: 清理阶级队伍ꎬ 开展对敌斗争ꎬ 是一场严肃的、 尖锐

的、 激烈的阶级斗争ꎬ 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ꎬ 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ꎮ 清理

阶级队伍的领导权ꎬ 必须牢牢掌握在无限忠于毛主席ꎬ 忠于毛主席革命路

线、 政治可靠的坚定的左派手中ꎮ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 地革委成立 “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ꎬ 负责指导、

协调、 联系清理阶级队伍事宜ꎮ 同时要求各级革委会迅速抽专人成立 “清理

阶级队伍办公室”ꎬ 由一名革委会副主任负责领导进行ꎮ 全区 “清队” 工作

分两批进行ꎮ 名山、 芦山等县和一部分单位在宣传贯彻 “七二三” “七

二四” 布告的基础上开始 “清队” 工作ꎬ 其余县和大多数单位是在 １９６９ 年

１、 ２ 月份才全面展开ꎮ “清队” 工作一般经历两个高潮ꎬ 而较早开展的单位

则经历三个高潮ꎬ 即: １ 月ꎬ 学习、 宣传、 贯彻毛主席 “清理阶级队伍ꎬ 一

是要抓紧ꎬ 二是要注意政策” 的最新指示是一个高潮ꎻ ４ 月ꎬ 开展学习北京

“六厂二校”① 经验的群众运动ꎬ 又是一个高潮ꎻ 党的 “九大” 以后ꎬ 深入

传达、 学习、 贯彻 “九大” 精神ꎬ 则是第三个高潮ꎮ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７ 日至 １３ 日ꎬ 地革委、 雅安军分区在名山县召开全区抓革

命、 促生产誓师大会ꎬ 重点对农村 “清理阶级队伍” 工作进行总结和安排ꎮ

１０３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

① “六厂二校”ꎬ 指北京针织总厂、 北京北郊木材厂、 北京新华印刷厂、 北京二七机车

车辆厂、 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 北京化工三厂以及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ꎮ 为了指导各条战线

的 “斗、 批、 改”ꎬ 毛泽东亲自抓了 “六厂二校” 的典型ꎮ １９６８ 年下半年至 １９７０ 年间ꎬ “六
厂二校” 几乎提供了 “斗、 批、 改” 的所有主要经验ꎮ



指出ꎬ 当前农村 “斗、 批、 改” 的中心是认真抓好清理阶级队伍ꎬ 清理阶

级队伍的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ꎬ 挖出了一批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ꎻ 在全区

１８２ 个公社中已有 １７０ 个公社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ꎬ 占 ９３ ４％ꎮ 但进展

有快有慢ꎬ 甚至有的是无声无息ꎬ 必须抓紧在春耕大忙以前做出显著成效ꎮ

名山县革委、 名山县中峰公社革委会在会上介绍了 “清理阶级队伍” 工作

的经验ꎮ

针对一些地方在 “清队” 工作中存在乱揪乱斗的现象ꎬ ２ 月 ２８ 日ꎬ 地

革委发出通知ꎬ 强调进行 “斗、 批、 改” 的地方ꎬ 要认真注意政策ꎬ 如有

偏差ꎬ 要立即纠正ꎻ 在 “清队” 中如发生打人、 挂黑牌、 游街等现象要迅

速加以制止ꎮ ３ 月 １０ 日ꎬ 雅安县革委会召开全县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ꎬ

各机关、 厂矿、 企事业单位革委会负责人 １００ 人参加会议ꎬ 主要是学习政

策ꎬ 找差距ꎬ 鼓干劲ꎬ 把今后的 “清理阶级队伍” 工作进一步推向新高潮ꎮ

到 ８ 月上旬ꎬ 从全区的开展情况来看ꎬ 农村比城镇搞得好ꎬ 工厂比机关

搞得好ꎮ 搞得好的单位占 ２５ ７％ꎬ 搞得一般的单位占 ５０ ５％ꎬ 搞得差的单位

占 １７ ０％ꎬ 还没有开展的单位占 ６ ８％ꎮ 地革委认为ꎬ 搞得好的单位ꎬ 主要

是能够排除曾经出现的所谓 “反复旧” 活动和资产阶级派性、 无政府主义

思潮、 反革命经济主义邪风以及 “一风吹”、 搞翻案活动等各种干扰ꎬ 进一

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 “大联合” 和革命的 “三结合”ꎮ 而这是认真搞好

“斗、 批、 改”ꎬ 搞好 “清理阶级队伍” 最根本的一条经验ꎮ 搞得差一些或

还没有开展的单位ꎬ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ꎬ 其中有的是在执行政策上ꎬ 没有严

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ꎬ 混淆了阶级阵线ꎬ 或者发生违法乱纪ꎬ 刑讯逼

供ꎮ 有的是有畏难情绪ꎬ 不愿搞 “清队” 工作ꎬ 认为搞 “清队” 工作危险ꎬ

不如抓生产ꎬ 抓生产犯了错误事小ꎬ 搞 “清队” 犯了错误是政治问题ꎮ 有

的则认为 “大联合” 还不巩固ꎬ “端平” 成了主要矛盾ꎬ 求稳怕乱ꎬ 着急的

不是 “清队”ꎬ 而是如何稳定局势ꎮ 为此ꎬ 全区各地相继举办 “清理阶级队

伍”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ꎬ 传达学习毛主席 “清理阶级队伍ꎬ 一是要抓紧ꎬ
二是要注意政策” 的最新指示ꎬ 批判 “清队” 中存在的 “求稳怕乱” “等待

看望” 的思想ꎬ 依靠 “经过两年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 决心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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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骨干ꎬ 放手发动群众ꎬ 打一

场 ‘清理阶级队伍’ 的人民战争”ꎮ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１９ 日ꎬ 荥经县革委

召开县、 区、 公社 (镇) 和企事业单位革委会成员共 ３５８ 人参加的毛泽东思

想学习班ꎬ 专题研究 “清队” 工作ꎮ 在为期一年的 “清队” 工作中ꎬ 全县

先后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２５８１ 期ꎬ 参加学习班的人数达

１１９８４７ 人次ꎮ 名山县从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底ꎬ 举办 “清队” 学习

班 ３６１５ 期ꎬ 受教育 １７５６１０ 人次ꎮ 其余各县和单位也层层举办各类人员参加

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ꎬ 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ꎮ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 ７ 日ꎬ 地革委在 “清理阶级队伍” 情况的报告中称: 自贯

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一系列指示以来ꎬ 结合我区实际ꎬ 发动和

依靠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ꎮ 名山县在 ４ 个多月 “清队” 中ꎬ 查

出叛徒 ９ 人ꎬ 特务 ３８ 人ꎬ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８ 人ꎬ 没有改造好和漏网的地

主 ５２ 人ꎬ 富农 ２３ 人ꎬ 反革命 ３０１ 人ꎬ 坏分子 ２６ 人ꎬ 右派分子 １６ 人ꎬ 现行

反革命分子 １３８ 人ꎬ 共 ８５１ 人ꎮ 芦山县在半年的 “清队” 工作中ꎬ 已揭出敌

情线索 １２２５ 人 (其中农村 １０７９ 人ꎬ 机关 １４６ 人)ꎬ 已批斗 ９１５ 人 (其中农

村 ７４９ 人ꎬ 机关 １２１ 人)ꎻ 宝兴县揪出叛徒、 特务、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ꎬ 没

有改造好的地、 富、 反、 坏、 右派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 ７４２ 人ꎮ 各地普遍

认为ꎬ “清队” 工作的广泛开展ꎬ 镇压了敌人ꎬ 保护了群众ꎬ 进一步巩固了

无产阶级专政ꎬ 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ꎬ 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

三结合ꎬ 全区各地革命、 生产形势一片大好ꎮ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９ 月 ３ 日ꎬ 地革委召开全区 “清理阶级队伍” 工作

会议ꎮ 这次会议采取 “一竿子插到底” 的办法ꎬ 县、 区、 公社和专属以上

厂矿、 学校、 机关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和主管 “清队” 工作的负责人共 ４７０ 人

参加会议ꎮ 会议着重学习贯彻省革委 «关于发动群众ꎬ 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

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指示»ꎬ 学习省革委 “清队” 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和

“六厂二校”、 省内先进单位的经验ꎬ 对照检查前段时期 “清队” 工作的情

况ꎬ 研究进一步把 “清队” 工作搞彻底ꎬ 加快全区 “斗、 批、 改” 进程的

措施ꎮ 名山县、 芦山县、 运输公司十六队、 汽车修理厂、 雅安师范学校、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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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火炬公社等单位介绍了 “清队” 工作的经验ꎮ 地革委强调ꎬ 要加强组

织领导ꎬ 集中力量ꎬ 把 “清理阶级队伍” 的工作抓紧、 抓细ꎬ 搞到底ꎬ 不

获全胜ꎬ 决不收兵ꎮ 这次会议进一步推动全区了 “清队” 工作的深入开展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在全区 ８ 县厂矿、 学校、 企事业单位中ꎬ 挖出 “叛徒、 特

务、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没有改造好的地、 富、 反、 坏、 右分子和现行反革

命分子 ６５１３ 人ꎬ 同时还破获了一些隐藏较深的反革命组织”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地革委成立定案审批小组ꎬ 负责全区 “九种人”

的审查定性处理工作ꎮ 定案审批日常工作由地革委 “斗、 批、 改” 办公室

承办ꎮ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 芦山县革委 “清队” 办公室在 «关于机关、 学校

清队定案处理复查情况» 中称: 遵循毛主席 “要过细地做工作ꎬ 要认真注

意政策” 的伟大教导ꎬ 对机关学校的定案工作ꎬ 进行了复查ꎮ 芦山县的清队

工作ꎬ 由于省革委个别领导人的严重错误的影响ꎬ 揪得多ꎬ 定得少ꎬ 全县共

揪斗 １４３９ 人ꎬ 据初步分析属于九种人的约占三分之一ꎬ 截至贯彻中央 “一

二二五批示” 时止ꎬ 定案处理放包袱 ６３８ 人ꎬ 占揪斗总数的 ４９ ３％ꎬ 尚有

８０１ 人尚未定案ꎬ 其中有 １３８ 人已查清报县未审批ꎻ 有一部分的问题是可以

查清定案的ꎬ 只是工作没有抓紧ꎮ 这些应抓紧调查定案处理ꎬ 以便将 “消极

因素变为积极因素”ꎮ

在 “清队” 运动中ꎬ 虽然要求注意扩大教育面ꎬ 缩小打击面ꎬ 严格区

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ꎬ 但运动本身是在 “左” 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ꎬ 运

动所要求的 “稳、 准、 狠” 原则实际上搞的是冤、 假、 错案ꎬ 扩大了打击

对象ꎬ 使许多干部群众再次蒙受冤屈ꎮ “清队” 和紧接着开展的 “一打三

反” “一批双清” 运动的遗留问题ꎬ 直到 “文化大革命” 后期ꎬ 用了好几年

的时间ꎬ 才完成了平反昭雪的工作ꎮ

三、 “一打三反” 运动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ꎬ

指出: “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ꎬ 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ꎻ 国内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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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也乘机蠢动ꎬ 遥相呼应ꎮ 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ꎮ 因

此ꎬ 要在全国 “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ꎬ 必须坚决地稳、 准、 狠地予

以打击”ꎮ ２ 月 ５ 日ꎬ 中共中央又发出 «关于反对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的指

示» 和 «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时称 “中共中央 〔１９７０〕 “３、 ５、 ６

号文件” )ꎬ 由此在全国开始了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ꎬ 反对贪污盗窃、 投

机倒把、 铺张浪费” 的 “一打三反” 运动ꎮ 按照四川省革委的部署ꎬ “一打

三反” 要和 “清理阶级队伍” 结合起来ꎮ 因此ꎬ “一打三反” 是 “清理阶级

队伍” 的继续ꎮ

为了搞好全区的 “一打三反” 斗争ꎬ 地革委成立 “一打三反” 领导小

组ꎬ 并下设办公室ꎬ 县以上单位也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ꎬ 负责 “一打三反”

工作ꎮ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 地革委、 雅安军分区在 «关于宣传中共中央

(７０) ３ 号、 ５ 号、 ６ 号文件精神提纲» 中指出ꎬ 贯彻落实 “中央 ３、 ５、 ６ 号

文件”ꎬ 是落实战备ꎬ 进一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需要ꎬ 是狠抓对敌斗争ꎬ 狠

抓斗、 批、 改的需要ꎮ 通过这场斗争ꎬ 要坚决击退阶级敌人妄图配合帝、

修、 反在政治上的反扑和经济领域里的猖狂进攻ꎻ 要 “使三个文件精神家喻

户晓ꎬ 人人皆知ꎬ 打一场围剿反革命分子ꎬ 反对贪污盗窃、 反对投机倒把、

反对铺张浪费的人民战争”ꎮ
５ 月 １３ 日ꎬ 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 雅安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发出 «关于

进一步贯彻中央三、 五、 六号文件的意见» (简称 «意见» )ꎬ 明确 “一打

三反” 是 “我区当前各项任务的中心”ꎬ 各级革委会、 军管会、 军宣队要进

一步放手发动群众ꎬ 在全区范围内掀起 “一打三反” 运动的新高潮ꎻ 要把

“一打三反” 同贯彻中央 “一二二五批示” 和 “清理阶级队伍” 紧密结合起

来ꎮ 各级领导要抓好典型ꎬ 指导好面上的工作ꎮ «意见» 强调ꎬ 在整个运动

过程中ꎬ 必须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ꎬ 把革命大批判贯穿于运动的始终ꎬ 要召

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ꎬ 将揭发出来的问题ꎬ 进行分类ꎬ 梳成辫子ꎬ 展开系统

批ꎬ 专题批ꎻ 将揪出来的阶级敌人ꎬ 上挂黑主子ꎬ 下打活靶子ꎬ 把阶级敌人

批倒批臭ꎬ 把资本主义批深批透ꎮ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ꎬ 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和大贪污盗窃犯、 大投机倒把犯ꎬ 对不同的罪犯予以不同的处理ꎮ 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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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 是关、 是管ꎬ 都要搞得很准ꎬ 必须罪证确凿ꎬ 判处得当ꎻ 批斗对象要报

经县一级革委会、 军管会批准ꎻ 对各级革委会成员ꎬ 群众要求停职、 撤职、

揪斗的ꎬ 必须报送材料ꎬ 按审批权限ꎬ 经过批准ꎻ 凡需拘、 捕、 判和摘、 戴

政治帽子的ꎬ 都要经过审批ꎻ 凡涉及到重大问题的ꎬ 都必须按规定请示报

告ꎬ 不得自作主张ꎬ 擅自处理ꎮ
雅安 “一打三反” 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ꎮ 第一阶段ꎬ 进一步宣传中

央指示ꎬ 广泛深入发动群众ꎬ 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ꎬ 抓好各级

骨干的培训工作ꎬ 深入开展 “忆苦思甜” “忆苦思权” 的阶级教育ꎬ 开好活

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ꎬ 迅速提高骨干和群众的阶级觉悟ꎬ 激发他们对敌

斗争的热情ꎮ 第二阶段ꎬ 深入开展 “四大” (大检举、 大揭发、 大批判、 大

清理)ꎮ 采取背靠背与面对面检举揭发相结合ꎬ 群众检举揭发与专案调查核

实相结合的方法ꎮ 适时召开对敌斗争大会ꎬ 如宽、 严大会ꎬ 公判大会等ꎮ 第

三阶段ꎬ 结合斗、 批、 改进行思想建设ꎻ 结合 “清队”ꎬ 认真整顿财贸队伍

和各级组织ꎬ 通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行制度建设ꎮ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下旬ꎬ 天全县在 “一打三反” 运动中ꎬ 组织各机关、 厂矿、

学校、 企事业单位ꎬ 各公社进行学习培训ꎬ 先后培训骨干积极分子 ３６２６ 人ꎮ

通过学习毛主席 “犯了错误则要改正ꎬ 改正得越快越好” 的教导ꎬ 以及中

央 ３、 ５、 ６ 号文件ꎬ 使大多数同志放下包袱ꎬ 轻装上阵ꎬ 一致团结对敌ꎮ 据

统计ꎬ 有 １００７ 人放下了政治、 经济包袱ꎬ 共交待出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粮

食 １５０４７ 公斤ꎬ 现金 １５１５７ 元ꎮ 同时ꎬ 摸清了敌情ꎬ 揭发出敌情线索 １１４８

件ꎮ 芦山县革委为了尽快铺开 “一打三反” 运动ꎬ 以最大的决心、 最坚决

的态度贯彻落实中央 ３、 ５、 ６ 号文件ꎬ 加速 “斗、 批、 改” 步伐ꎬ 遵照毛主

席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ꎬ 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中得到解决” 的伟大教

导ꎬ 于 ７ 月 ６ 日至 ８ 月 １０ 日举办了财贸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ꎮ 学习中ꎬ

揭发出各种问题 ５２１ 件ꎬ 其中属于政治问题重大线索 １７ 件ꎬ 贪污盗窃、 投

机倒把现金 ２８７１７ 元ꎬ 粮食 (票) ２１５７６ 斤ꎬ 布票 １８０ 尺ꎬ 已有 １２１ 人坦白

交待ꎮ

针对一些基层单位和公社出现 “ ‘一打三反’ 没有形成中心”ꎬ “运动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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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清清” 等问题ꎬ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地革委发出通知ꎬ 充实 “一打三反”
领导机构ꎬ 进一步加强工作领导ꎬ 地革委 “一打三反” 领导小组增至 １２ 人ꎬ

由董崇仁任组长ꎬ 秦长胜等 ４ 人为副组长ꎮ 同时ꎬ 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 雅

安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在 １２ 月 １５ 日的今冬明春工作安排中和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召

开的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上ꎬ 反复强调要把 “一打三反” 和 “清
队” 工作抓紧抓好ꎮ 为了深入推进 “一打三反” 运动ꎬ 地革委在全区 “一

打三反” 和 “清队” 工作会上提出 “好” “一般” “差” 的单位排队标准ꎬ

要求各级进行不同层级的单位排队ꎻ 组织地区检查组ꎬ 对 “一打三反” 和

“清队” 工作进行检查和督促ꎬ 并形成调查报告ꎬ 以文件形式下发学习ꎮ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和 ５ 月 ２２ 日ꎬ 地革委两次通报荥经县开展 “一打三反” 的

工作经验ꎮ 宝兴县 “一打三反” 运动进入高潮期间ꎬ 县革委核心小组 ６ 个成

员中ꎬ 有 ５ 人在抓运动ꎬ 县属各单位、 厂矿、 公社的一、 二把手都在抓运

动ꎮ 一个多月时间ꎬ 全县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 １９１６ 期ꎬ 召开大型的宽、 严

大会 ３ 次ꎮ 各项工作紧密结合 “一打三反” 来安排ꎬ 上下左右内外一齐发

动ꎬ 采用集中人员、 时间、 领导ꎬ 打歼灭战和抓重点单位ꎬ 抓重点人ꎬ 抓重

要问题的 “三抓” 办法ꎬ 抓了 ４ 起大案、 ４２ 起积案的侦破工作ꎮ ３４ 个县属

单位和农村公社中ꎬ 运动搞得好的 １１ 个ꎬ 一般的 １５ 个ꎬ 差的 ８ 个ꎻ 农村

３１２ 个生产队中ꎬ 好的占 ３７％ꎬ 一般的占 ４９％ꎬ 差的占 １４％ꎮ 县粮食局揭发

出硗碛公社的 “地下粮站” 和盐井公社一个隐瞒 ２０ 多年的民社党县党部筹

委委员等重大政治案件 ９ 起ꎮ

经过 “一打三反” 运动ꎬ 全区挖出一批暗藏的阶级敌人ꎬ 破获一批长

期积压的案件ꎬ 依法惩办一批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贪污盗窃、 投机

倒把以及流氓集团的首犯ꎮ 到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全区 ８ 县和地属单位在

“一打三反” 运动中ꎬ 揭发、 查实所谓反革命集团 ２７ 个ꎬ 历史和现行反革命

分子 １１９０ 人ꎮ 在查处 “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 方面ꎬ 共查实现金 １３２ ５

万元ꎬ 粮食 (票) １２２ ９ 万斤ꎬ 布匹 (票) １０ ６ 万尺ꎮ 按省革委党的核心

小组定案处理意见规定的 “凡投机倒把牟取暴利、 贪污盗窃金额 １０００ 元以

上的ꎬ 一般定为大贪污盗窃犯、 大投机倒把犯” 的定案标准ꎬ 全区有 １ 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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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３４５ 人ꎬ ５ 千以上的 ３０ 人ꎬ 万以上的 １０ 人ꎮ 共收缴现金 ３９ １ 万元ꎬ 粮

食 (票) ４４ ６ 万斤ꎬ 布匹 (票) １ ２ 万尺ꎬ 以及手表、 自行车、 收音机等

物资若干ꎮ 收缴武斗期间散遗民间的轻、 重机枪等枪支 １５２ 支ꎬ 子弹 ３ ７ 万

发ꎬ 以及手榴弹、 大炮等武器ꎮ 补收税款 ２ １ 万元ꎬ 收罚款 ０ ３ 万元ꎮ

“一打三反” 运动ꎬ 是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

的群众运动ꎮ 尽管在运动中强调 “注意掌握政策和斗争策略”ꎬ “严格区分

不同性质的矛盾” 等ꎬ 但由于 “左” 的指导思想的影响ꎬ 捕风捉影、 无限

上纲的做法仍然较为普遍ꎬ “逼供信” 的情况时有发生ꎮ 运动中ꎬ 一些地方

出现所谓 “核实定案工作跟不上”ꎬ “基层单位领导同志对退赔抓得不紧ꎬ

有的对退赔政策界限不清” 等情况ꎬ 从全区现金、 粮、 布的退赔来看ꎬ 分别

仅为应缴数的 ２９ ５％、 ３６ ３％和 １１ ３％ꎮ 这说明人们对 “一打三反” 运动产

生厌倦情绪了ꎮ

四、 “一批双清” 运动

在开展 “一打三反” 的同时ꎬ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清查 “五一六” 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ꎬ 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 “五一六”

分子进行清查ꎮ 所谓 “五一六” 反革命集团ꎬ 是指 “文化大革命” 初期ꎬ

在北京出现的一个名叫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的组织ꎬ 后被江青等人定

性为反革命组织ꎮ １９６８ 年ꎬ 中共中央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 “五一六” 专

案小组负责清查工作ꎮ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中央文革成员接见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四川班

时ꎬ 江青指责四川一些老红军、 老干部、 老地下党员支持或参加的群众组织

为 “三老会”ꎬ 并说ꎬ “三老会反动得很ꎬ 要坚决镇压”ꎮ 因而ꎬ 在四川一个

被称为 “三老会” (老红军、 老干部、 老党员) 的 “反动” 组织也在这期间

被捏造出来ꎮ １９７１ 年 ２ 月ꎬ 省委召开 “批清” 工作会议ꎮ 会议认为ꎬ “五一

六” 和 “三老会” 是两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ꎬ 他们的势力遍及全川各个部

门、 各条战线ꎮ 于是ꎬ 全省以批判极左思潮ꎬ 清理 “五一六” 和 “三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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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的 “一批双清” 运动随即开始ꎮ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５ 月 ２２ 日ꎬ 地革委举办 ３４８ 人参加的 “地革委机关斗、 批、

改学习班”ꎮ 学习班后期转入批极左思潮ꎬ 列举极左思潮在雅安的表现ꎬ 摆

问题ꎬ 谈危害ꎬ 把问题梳成辫子ꎬ 进行专题批判ꎬ 开始了雅安的 “一批双

清” 运动ꎮ ６ 月 ７ 日至 ９ 日ꎬ 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ꎬ 传达部署

狠批极左思潮ꎬ 深挖 “五一六” 反革命阴谋集团、 反动组织 “三老会” 和

把全区 “一打三反” “清队” 运动推向纵深发展ꎮ 会议决定ꎬ 全区 “一批双

清” 运动大体分三个步骤ꎮ 第一步ꎬ 做好组织、 材料准备ꎮ 原各级 “一打

三反” 领导小组充实加强力量ꎬ 党委一、 二把手要亲自抓ꎬ 做到人员、 精

力、 时间三集中ꎬ 地、 县要搞好试点ꎬ 培训一批积极分子作为骨干ꎻ 材料准

备主要抓重大事件ꎬ 抓重点人ꎬ 抓反革命罪行ꎮ 第二步ꎬ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

判ꎮ 用 “四大” 的方法ꎬ 狠批极左思潮、 “五一六” 反革命集团和反动组织

“三老会” 的严重罪行ꎮ 第三步ꎬ 揭发检举ꎬ 批判斗争ꎮ 经过调查、 核实ꎬ
领导机关批准ꎬ 开展批判斗争ꎻ 最后ꎬ 根据政策规定ꎬ 分别处理ꎮ 运动的重

点ꎬ 城市与农村ꎬ 城市为主ꎬ 重点放在文化系统ꎬ 大专院校ꎬ 机关、 厂矿、

企事业单位和县所在地ꎮ 农村主要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正面教育ꎬ 批

判极左思潮ꎮ 如果发现 “五一六” “三老会” 分子的重大线索ꎬ 结合 “一打

三反” 运动ꎬ 按政策处理ꎮ 政策上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ꎬ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ꎬ 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顽固的敌

人ꎮ “一批双清” 中要与揭发刘结挺、 张西挺紧密结合ꎬ 与 “一打三反” 紧

密结合ꎮ
６ 月 １３ 日ꎬ 荥经县召开常委会ꎬ 研究部署开展批判极左思潮、 清查

“五一六” 和 “三老会” 工作ꎮ 会议认为ꎬ 开展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 “五一

六” 反革命集团和反动组织 “三老会” 的工作ꎬ 是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ꎬ

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ꎮ 通过这项工作ꎬ 对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 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具有重大意义ꎮ
８ 月 ６ 日ꎬ 雅安县革委决定ꎬ 在全县开展批判极左思潮ꎬ 清查 “五一六”ꎬ

深挖 “三老会” 工作ꎮ 宝兴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发动全县人民批斗 “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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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四川的头子ꎬ “三老会” 的后台刘结挺、 张西挺ꎬ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内ꎬ 召开各种批判大会 １２８７ 次ꎬ 参加人数 ２２４１７ 人ꎮ
８ 月 １０ 日ꎬ 地革委、 雅安县革委和雅安驻军联合在人民广场召开狠批

极左思潮、 清查 “五一六” 反革命集团和 “三老会” 反动组织的动员大会ꎬ
地县机关、 单位、 厂矿、 学校和街道居民等近 ２ 万人参加大会ꎮ 之后ꎬ 地、
县属机关、 单位的 “一批双清” 运动相继开展起来ꎮ 全区各中小学采取暑

期集中办学习班的形式开展 “一批双清” 运动ꎮ 到 １９７２ 年初ꎬ 全区 “一批

双清” 运动绝大部分单位进入第一阶段ꎬ 少数进入第二阶段ꎻ 在农村结合

“清队” 和 “一打三反”ꎬ 对群众进行 “一批双清” 的正面教育ꎮ 宝兴县在

“一批双清” 运动中ꎬ 全县被怀疑为 “一批双清” 对象的 ２０７ 人ꎮ
“一批双清” 运动是林彪、 江青借清查 “五一六” “三老会”ꎬ 将反对他

们一伙的干部、 群众ꎬ 强加罪名ꎬ 横加迫害ꎮ 其实ꎬ 在雅安根本不存在什么

“五一六” “三老会”ꎮ 但在当时派性严重的情况下ꎬ 清查随意化ꎬ 打击对象

扩大化ꎬ 再次伤害了一批老干部和无辜群众ꎬ 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负责人座谈会的代表时说: “问
题搞清楚了ꎬ 是林 (指林彪) 支持的ꎬ 搞了一个什么 ‘五一六’ꎬ 打倒一切

”ꎮ 按照中央解放干部的指示精神ꎬ 开始着手给在 “一打三反” 和 “一
批双清” 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落实政策ꎮ 此后ꎬ 雅安一直在进行落实

政策的工作ꎬ 直到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ꎬ 地委扩大会在部署落实政策问题时还强调ꎬ
要加快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步伐ꎬ 要求全区在五一节前ꎬ 按照纠正 “一批双

清” 错误的三条标准ꎬ 对被错清的人和事做好善后处理工作ꎮ
“一批双清” 运动是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 错误指导思想下进行的ꎬ 实

际上是 “清队” 和 “一打三反” 运动的继续ꎮ “一批双清” 运动ꎬ “把这场

自 １９６７ 年下半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清查再次推向高潮”ꎬ “连续不断的 ‘清
理’、 ‘打击’、 ‘清查’ 运动ꎬ 使刚刚经历了 ‘天下大乱’ 的人们又置身于

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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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 是 “文化大革命” 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在 “斗、 批、 改” 阶

段进行所谓 “教育革命”ꎬ 突出表现在对中小学原有办学模式和大专院校原

有招生模式的 “革命” 上ꎮ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 ７ 日ꎬ 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后称为 “五七” 指示) 中提出: 学生 “以学为主ꎬ 兼学别样”ꎬ “学制要

缩短ꎬ 教育要革命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ꎮ «十六条» 也提出ꎬ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ꎬ 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

法”ꎬ “学制要缩短ꎬ 课程设置要精简” 等ꎬ 成为 “文化大革命” 中办学的

方针ꎮ 雅安专区的教育革命ꎬ 涉及教育领域的领导体制、 办学模式、 学校布

局、 专业设置、 教材教法、 师资队伍和学生组织等方面内容ꎮ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联合发出

«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ꎮ 次日ꎬ «人民日报» 刊载 «工人阶级

必须领导一切»ꎬ 引述毛泽东指示: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ꎬ
参加学校中全部斗、 批、 改任务ꎬ 并且永远领导学校ꎮ 在农村ꎬ 则应由工人

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ꎮ” 雅安在 １９６８ 年学校陆续复课后ꎬ

学校普遍成立三结合 (革命学生、 革命职工、 革命干部) 的革命委员会或

革命领导小组ꎬ 实行 “三结合” 的领导体制ꎮ １９６８ 年下期起ꎬ 工人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 (简称 “工宣队” ) 进驻城镇中、 小学ꎬ 负责学校工作ꎻ 在农

村ꎬ 则由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 (简称 “贫管会” ) 管理学校ꎮ 至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ꎬ 全区有 ２０ 所小学派驻工宣队ꎬ 成员 ５２ 人ꎻ ６１１ 所小学成立贫管会ꎬ 成

员 ２２０２ 人ꎮ １９７７ 年冬起ꎬ 陆续撤销各中、 小学 “工宣队” “贫管会”ꎮ

为了贯彻省革委 “教育革命座谈会” 精神ꎬ 推动雅安教育革命普遍开

展ꎬ 地革委于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９ 日召开全区教育革命座谈会ꎬ 学习党

的九大文件和毛主席教育革命理论ꎬ 传达省革委 “教育革命座谈会” 精神ꎬ

组织参观天全、 名山县的 ５ 个教育革命先进社、 队ꎮ 会议提出: (一) 必须

立即组织一个坚强的教育革命领导班子ꎬ 把教育革命切切实实地抓起来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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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教育革命是新事物ꎬ 要把教育革命列入议事日程ꎬ 在县革委政工组内

增设学校组或在县革委领导下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ꎬ 并有常委以上的负责

同志分管教育革命工作ꎮ 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要从革命造反派中选拔ꎬ 要以

工农兵为主体ꎬ “权” 一定要掌握在工农兵手中ꎮ (二) 用毛泽东思想发动

群众ꎬ 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的人民战争ꎮ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意识形

态领域里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ꎬ 要开展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

判ꎬ 彻底摧毁封、 资、 修的教育路线ꎮ (三) 正确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

策ꎮ 工人阶级、 贫下中农进驻学校以后ꎬ 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学校的学生、 教

员、 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ꎬ 对违反知识分子

政策的错误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ꎬ 同时要做好下放教师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思

想政治工作ꎮ 为了保证工人阶级、 贫下中农牢牢掌握文权ꎬ 永远领导学校ꎬ

会议要求ꎬ 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大队管理和城市中、 小学实行定厂办校后ꎬ 人

权、 财权交给厂、 社管理ꎻ 立即派出足够数量的产业工人、 贫下中农进驻管

理学校ꎬ 建立以工人阶级、 贫下中农为主体的、 有革命师生参加的教育革命

领导机构ꎬ 建立工农兵兼职讲师团ꎬ 实行三结合备课、 讲课ꎻ 教师下放大队

可原则上就地下放ꎬ 插队落户ꎻ 对学校的兴办布点ꎬ 招生、 分配等一系列问

题都要有自己的规划ꎻ 要面向工农兵ꎬ 不能办成子弟学校ꎮ
自省、 地 “教育革命座谈会” 以后ꎬ 全区教育革命运动迅速发展ꎬ 学

校、 学生数猛增ꎮ 短短几个月ꎬ 芦山县公办小学由原 ７９ 所增至 ９１ 所ꎬ 汉源

县公办小学由原 ２３５ 所增至 ２９４ 所ꎬ 天全县公办小学由原 １００ 所增至 １３４ 所ꎮ

天全县的梅岭公社民主团结大队有 ８ 个生产队ꎬ 原只有小学 １ 所ꎬ 一下增为

４ 所ꎮ 小学附设初中班ꎬ 更如雨后春笋ꎬ 全区已办起 ２１２ 个班ꎮ 农民子女入

学人数大大增长ꎬ 芦山县 １９６８ 年有学生 ７０１２ 人ꎬ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增至 ９４９０ 人ꎬ

净增 ２４７８ 人ꎬ 增长 ３５％ꎻ 天全县 １９６８ 年有学生 １０３０７ 人ꎬ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增至

１３６２０ 人ꎬ 净增 ３３１３ 人ꎬ 增长 ３２％ꎻ 名山县已做到读小学不出大队ꎬ 读初中

不出公社ꎬ 有的读初中也不出大队ꎬ 入学学生与 １９６８ 年比ꎬ 约增加 ４０００ 人

左右ꎮ

在教师队伍经过清理整顿之后ꎬ 全区各县陆续将公办校下放厂社ꎬ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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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工农兵再教育ꎮ 到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ꎬ 全区 ４１３ 所农村公办小学有 ２７０ 所下放

到大队ꎬ １８ 所中学有 ６ 所将大部分教师下放到农村ꎻ 城镇中、 小学有 １７ 所

试行定厂管理、 定厂办校或厂、 社区街道联合办校ꎮ 工人、 贫下中农接管学

校后ꎬ 按 “五七” 指示办学ꎬ 中学三分之一时间学文ꎬ 三分之一时间学

军ꎬ 三分之一时间学工、 学农ꎻ 中小学校按军队连排编制编设教学班ꎻ 红卫

兵、 红小兵组织代替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ꎬ 地革委针对半年来全区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问题ꎬ 提出今

后的教育工作意见: 一是加强工宣队、 贫宣队的自身建设ꎬ 提高工人、 贫下

中农用毛泽东思想领导、 管理学校的水平ꎻ 二是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ꎬ 加强

组织纪律性教育ꎬ 使学生在德、 智、 体各方面都得到发展ꎻ 三是正确贯彻党

对知识分子的政策ꎬ 坚决纠正歧视教师的各种言行ꎻ 四是整顿充实和提高教

师队伍ꎬ 继续做好中、 小学教师下放工作ꎻ 五是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ꎬ 抓

紧全区各类学校的布局和规划ꎮ
随着全区教育事业迅猛发展ꎬ 农村小学普遍戴上初中帽子ꎬ 城镇初中普

遍戴上高中帽子ꎬ 学生大量增加ꎬ 特别是初中班学生增长更快ꎬ １９７０ 年全

区增加小学生 ２１５００ 人ꎬ 中学生 ２１２００ 人ꎬ 而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却赶不上教

学的需要ꎮ 以名山县 １９６９ 年统计为例ꎬ 全县中小学共 ８２２ 个班ꎬ 有公办教

职工 ８２３ 人ꎬ 按小学每班 １ ３ 人、 中学 ２ ５ 人计相差很大ꎮ 而且预计 １９７０

年ꎬ 名山县将增加小学生 ４５００ 人ꎬ 中学生 ３８２７ 人ꎬ 增加约 ２８０ 个班ꎬ 教师

缺乏的现象十分严重ꎮ 所以ꎬ 不少学校出现初中班教师由小学教师担任ꎬ 有

的是由初中生教初中班ꎬ 教师教学水平迅速下降ꎬ 严重影响中小学教育事业

的发展ꎮ 针对这种情况ꎬ 地革委提出ꎬ 通过在工农中组织兼职或专职的讲师

团ꎬ 在表现好的农村知识青年、 复员转业军人和精简机构的干部中选拔ꎬ 以

及教师归队来充实教师队伍ꎬ 并采取在职学习和离职轮训的办法培训教师ꎬ

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ꎮ １９７１ 年 ２ 月ꎬ 地革委决定由雅安师范学校负责培训

初中公、 民办教师ꎮ 第一期培训 ２２０ 名ꎬ 培训时间半年ꎬ 开设毛泽东思想教

育课、 语文、 数学、 工业基础知识 (或理化知识)、 农业基础知识、 外语等

课程ꎮ ３ 月 ２３ 日ꎬ 地革委又发文招收教师 ４００ 名 (时称 “掺沙子” )ꎬ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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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退伍军人 １００ 名ꎬ 地属以上厂矿工人 ３０ 名ꎬ 农村贫下中农知识青年 ２７０
名ꎬ 由雅安师范学校短训 ３ 个月后ꎬ 暑期到达教学工作岗位ꎮ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ꎬ «红旗» 杂志发表文章提出学校 “开门办学” 后ꎬ 学校普

遍办工厂、 农场ꎬ 建立教学、 生产、 科研三结合的教学体系ꎮ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ꎬ
全区中、 小学推行 “两办” “两挂” (校办工厂、 农场ꎬ 学校与工厂、 农村

公社挂钩) 的学校有 ６７０ 所ꎮ １９７４ 年发展到 ６９１ 所ꎬ 占 ４３％ꎮ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ꎬ
全区教育革命座谈会提出举办 “五七 “学校ꎬ １９７６ 年全区开办 １８ 所 “五
七” 学校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７９ 年ꎬ 又相继停办)ꎮ 按照 “学制要缩短” 的指示ꎬ
小学四二制 (初小 ４ 年ꎬ 高小 ２ 年)、 中学三三制 (初、 高中各 ３ 年) 被废

止ꎬ 从 １９７０ 年起ꎬ 全区小学均改为五年一贯制ꎻ 农村中学改为二二制 (初、
高中各 ２ 年)ꎬ 城镇中学改为三二制 (初中 ３ 年ꎬ 高中 ２ 年)ꎮ 同时ꎬ 改革教

学课程ꎬ 停止使用 “文化大革命” 以前编写的学生教材ꎬ 一律改用 “以阶

级斗争为纲” 作为指导思想编写的教材ꎬ 取消应有的专业知识课ꎬ 改设

“学工学农课” “ 勤工俭学课” “军体课” “革命文艺课” 等ꎮ 在大力宣扬

“白卷英雄”①ꎬ “交白卷就是反潮流”ꎬ 就是向 “资产阶级教育” 宣战等的

影响下ꎬ “读书无用论” 盛兴ꎬ 学生不可能真正学到应掌握的科学文化

知识ꎮ
改革招生制度也是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ꎮ 雅安初、 高中招生废除升

学考试制度ꎬ 改为推荐与选拔的办法ꎮ １９７２ 年大、 中专恢复招生ꎬ 实行群

众推荐、 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ꎬ 招收 “工农兵学员”ꎮ 这种新

的招生制度被认为是 “对近现代教育体制中招生制度的一次革命ꎬ 是工农兵

占领教育阵地的伟大创举”ꎮ 其实ꎬ 这种招生办法ꎬ 根本达不到为国家建设

培养人才的目的ꎮ
“文化大革命” 期间开展的所谓 “教育革命”ꎬ 违背了教育自身发展规

律ꎬ 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ꎬ 造成了 “文化大革命” 以后相当一

段时间内国家建设人才的断档ꎬ 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一场严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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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张铁生在 １９７３ 年大学招生考试中ꎬ 物理化学考卷仅得 ６ 分ꎬ 他在考卷背面写了一

封信ꎬ 提出自己上大学的愿望并批评通过文化考试招生的做法ꎮ



坏ꎬ 其后果难以估量ꎮ

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ꎬ 全国处于动乱之中ꎬ 经济、 文化、 教育、 科技

等受到严重冲击和影响ꎮ 由于大、 中专和普通初、 高中学校 “停课闹革

命”ꎬ 停止招生ꎬ 工厂基本不招工ꎬ 商业和服务行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ꎬ 因

而城镇初、 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ꎬ 也无法安置分配工作ꎮ 到 １９６８ 年ꎬ 积

压在校的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８ 届初中和高中 (俗称 “老三届” ) 众多的毕业

生的分配安置ꎬ 就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ꎬ 毛泽东发出号

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ꎬ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ꎬ 很有必要ꎬ 要说服城里

的干部和其他人ꎬ 把自己初中、 高中、 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ꎮ 来一个

动员ꎬ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ꎮ” 同月 ２５ 日ꎬ «人民日报» 发表社

论指出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具有 “反修防修” “缩小三大差别” (工农差别、

城乡差别、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的重大政治意义ꎮ 全国各地积极响

应毛泽东的号召ꎬ 在很短的时间内ꎬ 不顾具体条件地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

农村、 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ꎬ 一度震撼全国、 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ꎬ 便以

上山下乡这一形式悄然消失了ꎮ 雅安随即也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高潮ꎮ
雅安专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ꎬ 在 “文化大革命” 前就开始了ꎮ 早在

１９５８ 年ꎬ 雅安就接收安置来自成都的城镇下乡人员包括知识青年 (简称

“知青” ) １５００ 人ꎮ １９６４ 年到 “文化大革命” 前的 １９６６ 年初ꎬ 全区动员安

置城镇下乡青年 １７６ 人ꎬ 创办了 ３ 个农场ꎬ 计划动员 ４２０ 人ꎬ 实际完成安置

４６０ 人ꎬ 全部在农场ꎮ 进入 “文化大革命” 后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演变成

为一场政治运动ꎬ 并作为 “ ‘斗、 批、 改’ 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文
化大革命” 初期ꎬ 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点燃了下乡知识青年的革命激情ꎬ

纷纷返回城镇 “闹革命”ꎬ 很短时间里ꎬ 雅安境内的知青农场一一解体ꎬ 昔

日由他们双手开垦出来的大片农场杂草丛生ꎬ 一片荒芜ꎮ 为了做好逗留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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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返回农村劳动ꎬ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１３ 日ꎬ 地区召开

雅安专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工作会议ꎬ 传达省革筹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工作座

谈会精神ꎬ 学习中共中央 １０ 月 ８ 日的紧急通知和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的指

示ꎬ 总结雅安几年来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经验和教训ꎬ 讨论关于坚

持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方向、 形势和任务ꎮ 会议提出ꎬ 当前首先要做好动员

逗留在城镇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迅速返回农村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的工作ꎬ 各县要把这项工作认真抓起来ꎬ 由一负责同志分管ꎬ 并立即建立

县、 区、 社 (镇) 各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ꎬ 有安置任务的生产

大队、 生产队要有人分管这项工作ꎬ 要尽快召开县级工作会议ꎬ 迅速把工作

开展起来ꎮ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成立由军队干部、 群众组织代表和地方干部组成的

“雅安专区生产委员会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ꎮ ２６ 日ꎬ 专区生产委

员会发文ꎬ 通知各县建立县、 区、 公社各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ꎮ

１９６８ 年毛泽东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的指示发出后ꎬ 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的运动便大规模展开ꎮ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ꎬ 地革委发出 «关于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工作安

排意见»ꎬ 要求各县革委会、 人民武装部要把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

工作ꎬ 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ꎬ 列入议事日程ꎬ 认真抓紧、 管好ꎮ 同时将省

革委分配来的成都市知青 １００００ 名ꎬ 雅安地区经初步摸底可动员下乡 ６０００

名的任务分配到各县ꎮ 其中名山县、 汉源县各 ２４００ 名ꎬ 天全县、 荥经县各

１４００ 名ꎬ 芦山县 １２００ 名ꎬ 石棉县、 宝兴县各 ６００ 名ꎮ ４ 月 ２４ 日ꎬ 地革委又

发出 «关于动员城镇人员上山下乡的工作意见»ꎬ 从政治意义、 动员对象、
安置原则、 经费标准、 领导宣传五个方面作了具体安排ꎮ 各县按照 «意见»

中提出的思想准备、 组织准备、 物资准备三个方面积极开展工作ꎮ 一是举办

农村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ꎬ 热情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ꎮ 二

是落实县、 社、 队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 县革委由一名副主任主管这项工

作ꎬ 成立领导小组ꎬ 建立办事机构ꎻ 公社革委会也指定一名副主任负责ꎬ 组

织 ３ 至 ５ 人的专门班子ꎻ 大队直接由革委会 (领导小组或斗批改组) 负责ꎻ

生产队由 ３ 至 ５ 人组成领导小组ꎬ 负责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ꎬ 安置、 教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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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ꎬ 推选贫下中农同知识青年开展 “一帮一” “一对红” 活动ꎮ 三是

做好充分的物资准备ꎮ 随着下乡知青数量的迅速增加ꎬ 知青安置由农场安置

为主变为插队落户为主ꎬ 落实好知青住房ꎬ 逐步修建集体居住生产队公房或

分散入户ꎬ 备齐家具、 农具ꎬ 按规定划给自留地ꎮ １１ 月ꎬ 地革委再次发出

通知ꎬ 在一月、 四月 «意见» 的基础上又进行补充ꎬ 并要求将 １９６６ 级至

１９６８ 级三届中学毕业生中应下乡而未下乡的ꎬ 尽快动员到农村去ꎻ 现有的

办事机构不固定的应固定起来ꎮ １９６９ 年底ꎬ 全区实际共接收安置成都知青

３２４８ 人ꎬ 被分别安排在名山、 荥经、 汉源、 天全、 芦山、 宝兴 ６ 县ꎻ 动员安

置本区知青 ２５６２ 人在雅安、 石棉两县ꎮ 从 １９６９ 年起ꎬ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

成常态性的工作ꎬ 雅安几乎每年都在接收、 动员、 安置知识青年下乡ꎬ 对象

主要是成都市和雅安专区城镇的初、 高中毕业生ꎬ 以及 １９６６ 至 １９６９ 级已满

１６ 周岁的城镇高小毕业生ꎮ 到 １９７６ 年底ꎬ 雅安先后共接收、 动员安置知青

２４８３６ 人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ꎬ 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要十

分重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ꎬ 一年要认真抓几次ꎮ 雅安各级党委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精神和省革委的贯彻意见ꎬ 从 １９７０ 年起ꎬ 地革委每年都要召开几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ꎬ 发文布置当年上山下乡工作ꎬ 统筹解决下乡知

青在吃、 住、 用、 医及招工、 经费使用等问题ꎬ 并在每年春节前布置一次全

区范围内的检查、 慰问活动ꎮ 为了加强知青的管理教育ꎬ 从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开

始ꎬ 各县 “知青分办” 按 ５ 至 ７ 人配齐工作人员ꎻ 社、 队建立由干部、 贫下

中农、 知青代表组成的 “三结合” 再教育小组ꎻ 生产队由一名贫下中农担

任知青的政治辅导员ꎻ 坚持上下结合ꎬ 做到政治上有人抓ꎬ 生产上有人教ꎬ

生活上有人管ꎮ １９７１ 年ꎬ 地革委通报肯定芦山县中林公社对知青 “再教

育”ꎬ 开展 “一学ꎬ 二忆ꎬ 三批ꎬ 四讲ꎬ 五评” 的好经验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雅安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ꎬ 地

委副书记李林任组长ꎬ 负责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领导和安置工作ꎮ 从

１９７４ 年起ꎬ 全区学习 «人民日报» 推荐的湖南株州市的经验ꎬ 厂、 社挂钩ꎬ

集体安置知青到社队农场、 茶场ꎮ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 １０ 月ꎬ 地革委两次发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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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作意见强调ꎬ 各级党委必须加强知青工作的领导ꎬ 抓好计划、 物资、 对

口 “三落实”ꎻ 加强对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和培养使用工作ꎬ 发挥他们在

“农业学大寨” 运动中的积极作用ꎻ 解决好知青的吃、 住、 药、 用等方面的

实际问题ꎻ 坚持集体安置形式ꎻ 坚决打击阶级敌人摧残迫害、 腐蚀毒害知青

的行为ꎬ 保护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ꎮ 各县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ꎬ 第一书

记亲自抓ꎬ 主管书记具体抓ꎻ 稳定工作人员ꎬ 按下乡人数抽调带队干部下

去ꎬ 安置知青 １００ 人以上的区、 社配备一名专职干部ꎻ 在还没有条件办场、

队的社队ꎬ 大量建立 “知青点”ꎮ “知青点” 一般建在生产队ꎬ 有的由大队

集中或分片建立ꎮ 荥经县安靖公社当年创办的 “五四” 青年队ꎬ 受到肯定

而被推广ꎮ

广大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ꎬ 在农村 “广阔天地” “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 中不断成长ꎬ 涌现出一大批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先进

典型ꎮ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ꎬ １９７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３ 日ꎬ 雅安地区召开有 ４３３ 名知青参加的知识青年代表大会ꎮ 大会表彰奖

励知青先进个人 ４２０ 人ꎬ 先进集体 ８０ 个ꎬ 优秀知青代表在会上发言交流经

验ꎬ 会议一致通过了 «雅安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倡议书»ꎬ 组织

全体代表参观了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ꎮ 这是雅安地区知青史上唯一的一次

知青代表盛会ꎮ

到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ꎬ 雅安全区历年来由国家拨给知青安置经费 ８２９ ５ 万元ꎬ

修建下乡知青住房 １０２５４ 间 (不含借住的公房、 私房)ꎬ 配备各级知青专职干

部 ６８ 人ꎬ 雅安当地派出带队干部 ８７ 人ꎬ 集体安置的知青场 ３７ 个ꎬ 知青队 １
个ꎬ 知青点 ４５６ 个ꎮ 从 １９６９ 年到 １９７８ 年ꎬ 全区 ８ 个县 １７０ 个公社共接收安置

２５２４０ 名知识青年插队落户ꎬ 其中有 １８０ 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ꎬ ４５００ 多人加

入共青团组织ꎻ 有 ８０００ 多人分别担任基层干部、 “五员” (即宣传员、 卫生

员、 民校教员、 保管员、 科学技术推广员) 等工作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ꎬ 全国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ꎬ 并妥善安置知识青年的回城和

就业问题ꎮ 此后ꎬ 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城市ꎬ 有部分知青在农村结婚 “落

户”ꎬ 留在农村ꎬ 到 １９７８ 年雅安尚有下乡知青 １１９７ 人ꎮ 同年ꎬ 地区决定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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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知青下乡ꎬ 重点转向安置知青回城就业ꎬ 成都知青由成都市负责ꎬ 雅安主

要解决本地区下放的知青ꎮ 为此ꎬ 地区动员地、 县两级企业、 机关兴办 “大

集体” 和 “劳动服务公司”ꎬ 并下拨扶持资金ꎬ 广开安置门路ꎬ 从而先于全国

安置完知青回城就业ꎬ 给雅安的知青运动划上了句号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ꎬ 虽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ꎬ 支援了农村建设ꎬ 使

知识青年接受了贫下中农的教育ꎬ 得到了锻炼ꎮ 但是ꎬ 这一运动却中断了青

年学生的正常学业教育ꎬ 造成了人才成长的断层ꎬ 加重了国家和家长、 农民

的负担ꎬ 给社会遗留下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ꎮ

七、 “五七” 干校与干部下放劳动

１９６６ 年ꎬ 毛泽东在 “五七指示” 中提出ꎬ 要把解放军以及工农兵学商ꎬ

党政机关都办成学政治、 学军事、 学文化ꎬ 又能从事生产的 “大学校”ꎮ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７ 日ꎬ 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 “五七指示” 发表两周年时ꎬ 把

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ꎬ 在安庆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ꎬ 定名为 “五七” 干

校ꎮ 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做法ꎮ １０ 月 ５ 日ꎬ «人民日报» 刊登 «柳河 “五

七” 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的报道ꎬ 并在编者按中引述毛泽

东的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ꎬ 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ꎬ 除

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ꎮ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ꎮ” 此后ꎬ 全国各地

党政机关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ꎬ 纷纷在农村办起 “五七” 干校ꎮ 党政机

关、 高等院校、 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 教师、 专家、 文艺工作者等知识

分子被下放到农村ꎬ 到 “五七” 干校参加体力劳动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地革委第一次全委会上提出ꎬ “认真执行毛主席精

简机构ꎬ 干部下放劳动” 的指示ꎻ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 地革委在 «１９６９ 年第

一季度工作部署» 中又提出ꎬ “下放干部ꎬ 兴办 ‘五七’ 干校”ꎮ 随后ꎬ 地

区 “五七” 干校在名山县公安农场建立ꎮ ２ 月 ２１ 日ꎬ 地革委批示成立雅安

地区东方红 “五七” 干校革命委员会ꎬ 潘传贤任主任ꎮ 地革委在批示中称:

雅安地区东方红 “五七” 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ꎬ 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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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ꎬ 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ꎬ 是 “红十条” 的伟大胜利ꎬ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支” “两军” 工作的巨大成就ꎮ “五七” 干校全体成

员要以毛主席的 “五七” 指示为指针ꎬ 以抗大为榜样ꎬ 站在阶级斗争、 生

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ꎬ 把自己培养成能上能下ꎬ 能

“官” 能民ꎬ 亦工亦农ꎬ 能文能武的共产主义新人ꎬ 把雅安地区东方红 “五
七” 干校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ꎮ 实际上ꎬ 干校主要是安置

“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ꎬ 特别是所

谓 “有问题” 的干部ꎬ 将他们下放劳动 “学习”ꎮ 对所谓 “犯有严重错误”

或 “群众意见较大” 的 １８ 名干部 (其中有 ６ 名地级干部)ꎬ 分别安排到

“五七” 干校和工厂进行劳动锻炼ꎬ 使他们重新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ꎬ 这

为后来将他们解放出来安排使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ꎮ

全区各县先后办起 “五七” 干校ꎬ 大批县、 区、 社干部、 机关工作人

员、 公检法人员等被送到 “五七” 干校劳动锻炼ꎮ 芦山县 “五七” 干校设

在升隆公社五星村的涌泉寺ꎬ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中旬ꎬ “联战司” 将公检法部分干

部 “扫地出门”ꎬ 下放到 “五七” 干校劳动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ꎬ 天全县在县农

场建立 “五七” 干部学校ꎬ 首批下放干部 ８６ 人ꎻ 宝兴县在灵关通司坪建立

“长征五七干校”ꎬ 首批下放县、 区、 社干部 ２２３ 名ꎬ 另有 ５０ 多名被揪出的

“坏人” 也在此 “劳动改造”ꎮ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ꎬ 汉源县把 “五七” 干校建在丰

厚公社中心村汉源县师范校内ꎬ 集中了县委、 县人委各科室办人员ꎬ 农业

局、 林业局科技人员ꎬ 医务人员等 １７０ 多人ꎻ ２ 月ꎬ 名山县改国营农场为

“五七” 干校ꎬ 将县级机关部分干部和公检法机关全体人员集中劳动ꎬ 举办

“彻底砸烂公检法学习班”ꎮ 截至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ꎬ 全区共有 １１８８ 名干部先后下

放到 “五七” 干校劳动ꎮ

下放到 “五七” 干校的人员大体分三种情况: 一是单位撤销ꎬ 人员全

部下放到干校ꎻ 二是革命委员会成立后ꎬ 机关精简ꎬ 部分人员下放到干校ꎻ

三是被单位以轮训形式派出ꎮ “五七” 干校实行组织军事化、 劳动集体化ꎬ
管理按营、 连、 排、 班编制ꎬ 营设立党委ꎬ 连队建立党支部ꎬ 一般设有炊事

班、 医务组ꎮ 进入 “五七” 干校的 “学员”ꎬ 除学习时事政治外ꎬ 还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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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集体生产劳动ꎮ
这一时期ꎬ 省革委在名山县百丈水库和蒙山国营茶场分别建立两个省级

“五七” 干校ꎬ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省革委在名山县百丈成立 “五七” 干校

革委会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６ 日ꎬ 省革委核心小组决定撤销蒙山 “五七” 干校ꎬ

将其与眉山湾丘 “五七” 干校合并ꎻ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 省委发出 «关于变

更百丈水库领导小组的通知»ꎬ 决定省百丈 “五七” 干校领导的百丈水库改

由省水利局领导ꎬ 而百丈水库的可耕土地仍由百丈 “五七” 干校继续使用ꎮ

“五七” 干校的开办ꎬ 使大批机关、 事业单位的干部、 知识分子经受了

体力劳动的锻炼ꎬ 但同时ꎬ 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却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

工作之外ꎬ 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无法从事科研工作ꎬ 荒废了专业ꎬ 造成了人

才使用的极大浪费ꎬ 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重大损失ꎮ “五七” 干校也

被一些造反派利用ꎬ 借 “斗、 批、 改” 迫害、 打击干部ꎬ 成为排除异己的

场所ꎮ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ꎬ 国务院发出 «关于停办 “五七” 干校有关问题的通

知»ꎬ “五七” 干校才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ꎮ

“文化大革命” 中的 “斗、 批、 改” 运动ꎬ 还包含了文艺革命、 医疗卫生

革命以及工厂管理革命、 商业革命等涉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所有领域和部

门ꎮ “斗、 批、 改” 运动在全盘肯定 “文化大革命” 的前提下ꎬ 把 “左” 倾

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ꎬ 其结果是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ꎬ 使党内矛盾和社会

矛盾继续紧张ꎬ 在许多方面继续制造着混乱ꎮ 但同 “文化大革命” 初期 “天

下大乱” 时的情况比较ꎬ 社会秩序还是逐步有所好转ꎮ 毛泽东本想通过 “斗、

批、 改” 运动胜利地结束 “文化大革命”ꎬ 但事实上 “文化大革命” 并没有因

此而结束ꎮ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ꎬ 林彪事件发生后ꎬ “斗、 批、 改” 很少再被提及ꎮ

第五节　 国家三线建设与大规模备战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ꎬ 中国周边局势急剧动荡ꎮ 东面ꎬ 台湾蒋介石集团

在美国的支持下ꎬ 趁大陆出现暂时经济困难ꎬ 不断进行军事骚扰ꎬ 大肆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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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攻大陆ꎮ 南面ꎬ １９６２ 年美国对越南的战争逐步升级ꎬ 将战火烧到了中

国边界ꎮ 西面ꎬ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印度军队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ꎬ
中国军队被迫进行反击ꎬ 中印边界出现军事对峙ꎮ 北面ꎬ 中苏两党之间的矛

盾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ꎬ 苏联在中蒙边界陈兵百万ꎬ 将战略导弹直指中国ꎮ
此外ꎬ 美国与中国周边的不少国家和地区结成反华同盟ꎬ 建立军事基地ꎬ 对

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ꎮ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ꎬ 国家的战略方针不得不发生

重大改变ꎬ 在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ꎮ １９６４
年 ５、 ６ 月间ꎬ 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备战ꎮ 他指出ꎬ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ꎬ 就有战争的危险ꎮ 必须立足于大打、 早打、 打原子弹战

争ꎬ 要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国内建设ꎮ “三五” 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

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ꎬ 要搞一、 二、 三线①的战略布局ꎬ 加强三线建设ꎬ 防

备敌人的入侵ꎮ 一线要搬家ꎬ 不仅工业交通部门的企业要搬ꎬ 大学、 科学

院、 设计院都要搬ꎮ 中央三线建设的决策ꎬ 标志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重

点ꎬ 由以大力发展农业、 提高人民生活为中心ꎬ 转向到以增强国防实力为中

心的战备轨道ꎬ 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随即轰轰烈烈展开ꎮ １９６９ 年ꎬ 中苏在珍

宝岛发生武装交火ꎬ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用核打击消灭中国内地核基地的计

划ꎬ 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ꎮ 面对再次的战争威胁ꎬ 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

“打一场恶仗” 的号召ꎬ 于是ꎬ “备战、 备荒、 为人民” 的口号响彻天南地

北ꎬ 全民备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ꎮ 在 “文化大革命” 动乱中受到冲击的

三线建设重新大规模、 高速度地展开ꎬ 出现了继 １９６５ 年以来的又一次高潮ꎮ

一、 三线建设在雅安的展开

三线建设是以战备为中心ꎬ 大规模开展国防、 科技、 工业、 能源和交通

２２３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① 所谓一、 二、 三线ꎬ 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ꎮ 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省市ꎻ 三线指

云、 贵、 川、 陕、 甘、 宁、 青、 豫西、 晋西、 鄂西、 湘西等 １１ 个省区ꎻ 一、 三线之间为二

线ꎮ 三线又有大小之分ꎬ 西南、 西北为大三线ꎬ 中部及沿海地区省、 区的腹地为小三线ꎮ 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ꎬ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下册ꎬ 中共党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第一版ꎬ ６９０ 页ꎮ



等基本建设ꎬ 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ꎮ 整个三线建设分为建设和调

整改造两大阶段ꎮ 建设阶段从 １９６４ 年到 １９７８ 年ꎬ 横贯 ３ 个五年计划ꎬ 国家

累计投入资金 ２０５２ 亿元 (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 ３９％)ꎬ 投入人力高峰时

达 ４００ 多万ꎬ 建设项目 １１００ 多个ꎮ
从 ６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一大批国家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在西南地区建设ꎬ

西南成为三线建设的主战场ꎮ 为了加强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ꎬ 根据中共中央

的决定ꎬ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成立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ꎮ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 中共

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ꎮ 四川因其具有独特的历

史条件、 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因素ꎬ 而成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省

份ꎮ 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ꎬ 山峦连绵ꎬ 水系发

达ꎬ 又是川 (四川) 藏 (西藏)、 川 (四川) 滇 (云南) 的交通要道ꎬ 具

备三线建设项目 “靠山、 分散、 隐蔽” 的布点条件ꎬ 是三线建设理想的选

址迁移地区之一ꎮ 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７０ 年ꎬ 中央第三机械工业部 (航空工业部)、
第五机械工业部 (兵器工业部) 所属 ６ 个军工企业先后迁建雅安ꎮ １９７０ 年ꎬ
周恩来指示: “雅安几个厂不大ꎬ 但战略意义大ꎬ 要早日建成投产”ꎬ “上半

年一定要建成”ꎮ① 雅安人民不负重托ꎬ 与三线建设者一道艰苦创业ꎬ 为国

家三线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ꎮ
(一) 支援三线建设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四川省委下发 «关于积极支援国家重点建设有关分

片挂钩问题的通知»ꎬ 要求各地区组织有关部门ꎬ 成立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

组ꎬ 有关县要成立支援重点建设小组ꎬ 负责做好支援劳动力ꎬ 供应地方建筑

材料和生活物资ꎬ 加强企业外部保卫等工作ꎮ 按照省委要求ꎬ 雅安地委于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成立重点建设办公室和雅安地区重点建设领导小组ꎬ 负责统一

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区支援三线建设事宜ꎮ 随后ꎬ 雅安、 汉源、 石棉、 天全、
荥经等县也相继成立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ꎬ 配合支援国家三线建设任务ꎮ
雅安作为国家三线建设在四川的主要地区之一ꎬ 其主要任务是承接国家 ６ 个

３２３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

① 中国航空工业史丛书: «国营第一七四厂厂史» (１９６５—１９８４)ꎬ 国营第一七四厂厂

史编辑办公室ꎬ 第 ３７ 页ꎮ



军工企业内迁建设和乐 (山) 西 (昌) 公路修建ꎮ 为此ꎬ 地委、 专署组织

调动各方力量ꎬ 从物资、 劳力、 运输、 后勤服务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ꎮ

１ 参与配套公路建设ꎮ 为了适应成昆铁路建设和攀钢基地建设的需要ꎬ

省委决定大力改造川滇、 乐西两线ꎮ 按照省上配合国家重点项目成 (都)

昆 (明) 铁路建设的要求ꎬ 雅安相应成立专区铁路建设支援委员会 (简称

“支铁委” ) 和汉源县乐西公路指挥部ꎮ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ꎬ 汉源县乐西公路指

挥部抽调专县两级干部 ５２ 人ꎬ 组织精强力壮民工 １９９２ 人ꎬ 其中汉源县 １４６６

人、 天全县 ５２６ 人ꎬ 经过 ８ 个多月的奋战ꎬ 于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底完成修建、 整修

乐西公路富林至蓑衣岭段 ８６ 公里、 皇木经越西至大渡河 ３１ 公里ꎬ 共 １１７ 公

里的第一期工程任务ꎮ 在此期间ꎬ 修建、 整修了夹 (江) 雅 (安)、 汉

(源) 乌 (斯河)、 石 (棉) 泸 (定) 等公路ꎮ 这些公路的修建ꎬ 对沟通雅

安与攀枝花、 乐山、 自贡等三线建设重要地区的联系ꎬ 积极支援国家的三线

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２ 提供后勤保障服务ꎮ 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成昆铁路ꎬ 于 １９５２ 年

开始进行勘测工作ꎮ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定加快成昆铁路的修

建ꎬ 并把它作为西南三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ꎮ 铁道部铁路局七处、 铁道部

大桥局、 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等单位ꎬ 承担着成昆铁路雅安境乌斯河地区近

１６ 公里的铁路施工建设ꎮ 同年下半年ꎬ 有 ６ 个施工单位 ６０００ 余名工人先期

抵达汉源ꎮ 为了保障铁路建设所需后勤物资ꎬ 雅安专区 “支铁委” 在全区

统一调剂ꎬ 平衡安排ꎬ 从地方建筑材料、 三类物资、 市场物资、 生活供应、

劳动力调配等方面支援成昆铁路建设ꎮ 截至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ꎬ 供应铁路、 公路

部门杂竹 ６３ 万斤ꎬ 锄把、 锹把等 ２ ３ 万根ꎬ 抬杠 ２５００ 根ꎬ 抬筐 １８００ 个ꎬ 扁

担 ３９００ 根ꎬ 藤帽 ２３８５ 顶ꎬ 风箱 ８６ 个ꎬ 山草 ４２ 万斤ꎬ 麦草 ２０ 万斤ꎬ 引火柴

２２ ３ 万斤ꎮ 投资 ８ ６ 万元ꎬ 在皇木、 马托各建成一个 １００ 万斤粮仓ꎬ 在乌斯

河迁建一个容量 ３０ 万斤粮仓ꎮ １９６４ 年ꎬ 汉源县粮食部门运往皇木、 马托施

工地点大米 ８０ 万斤ꎬ １９６５ 年又供应粮食 ３８０ ４５ 万斤ꎬ 食油 ３ ７ 万斤ꎬ 花生

１ 万斤ꎬ 肉类 ２５ ４２ 万斤ꎬ 粉条 ３ ５６ 万斤ꎬ 新蛋 ０ ８４ 万斤ꎬ 蔬菜 １８４ 万斤ꎮ

同时ꎬ 将全县砖、 瓦、 石灰、 煤炭统一纳入计划生产ꎬ 计划销售ꎬ 除保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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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民用和其他重点建设项目外ꎬ 到 １９６５ 年底ꎬ 供应铁路部门杂竹 ６５ ４９
万斤ꎬ 房草 ７９ 万斤ꎬ 黄席 ０ ６８ 万张ꎬ 草垫 ２ ２４ 万床ꎬ 箩筐 ０ ６１ 万个ꎬ 土

箕 ３ ３５ 万个ꎬ 安全帽 １ ２４ 万顶ꎬ 棕制品 １ ８８ 万件ꎬ 青砖 ３２ ５２ 万匹ꎬ 青瓦

８２ ８２ 万匹ꎬ 石灰 ５５０ 吨ꎬ 煤炭 ８４２ 吨ꎬ 供应三类物资总金额 ３１ 万余元ꎮ 荥

经县供应省交通厅公路工程一处树条 ３ 万多根ꎬ 杂竹 ６ 万斤ꎬ 晒席 ６２０ 床ꎬ
房草 ３０ 万斤ꎬ 各类工具把 ６０００ 根ꎬ 青砖 １ 万匹ꎬ 锹锄 ４００ 把ꎬ ８ 磅铁锤 ４００

个ꎬ 元钉 ３６００ 斤ꎬ 元丝 １１００ 斤ꎬ 电器设备材料价值 ５６０ 元ꎬ 各种木工用具

６６３ 件ꎬ 纱布 １５０ 尺ꎬ 安全用布 ２０ 多尺ꎬ 以及粮食、 油料和副食品ꎮ 仅

１９６５ 年ꎬ 雅安专区 “支铁委” 为乌斯河至金口河、 川滇西线雅安至石棉段

公路工程建设ꎬ 解决青砖 １７７ 万匹ꎬ 茨竹 １６ 万斤ꎬ 小原木 ３０００ 立方米ꎬ 竹

子 ２０ 万斤ꎻ 修建临时房屋 ２ ５ 万平方米 (其中永久性建筑 ４０００ 平方米) 及

大量工棚ꎻ 提供 １８０ 匹驮马饲料 ２８ 万斤ꎻ 帮助解决粮食仅铁路局七处就达

２３６ ５ 万斤ꎬ 清油 ２ ４ 万斤ꎮ 汉源县委、 县政府在工程建设附近公社划出土

地种植蔬菜ꎬ 专门供应筑路队伍ꎮ 另外ꎬ 专区 “支铁委” 在长河坝、 茅头

马各设立银行、 邮电一个点ꎬ 设立新华书店流动服务组ꎬ 开办理发、 缝纫、

修理等服务店ꎮ 在汉源县乌斯河成立综合贸易商店ꎬ 设立 ５ 个服务网点ꎬ 配

备 ６２ 名工作人员ꎮ 雅安、 荥经、 汉源、 石棉等县确定专人ꎬ 负责施工单位

过往人员的食宿接待安排ꎬ 仅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份就接待人员 １ ４ 万人ꎮ

３ 支援内迁企业建设ꎮ １９６５ 年后ꎬ 陆续从外地迁入雅安一批三线建设

重点企业ꎮ 针对这些企业人员多ꎬ 设备好ꎬ 技术力量强ꎬ 迁厂时间紧ꎬ 建厂

要求高的情况ꎬ 雅安各级党政极为重视ꎬ 从建厂征用土地、 抽调劳动力、 提

供基建材料等都予优先保证ꎬ 积极协助配合做好迁入企业的选址和本地企

业、 单位的搬迁工作ꎮ 按照省计委、 经委的通知要求ꎬ 地委、 专署将雅安钢

厂、 通用厂分别移交给三线建设重点军工企业ꎮ 同时ꎬ 搬迁专区物资局仓

库、 专区农机厂、 农机修配厂 (供应站)、 雅安县机械厂、 县水电局等单

位ꎬ 确保了迁建企业的用地ꎮ 同时ꎬ 雅安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要求区

内各建材生产单位ꎬ 优先供应和保证三线建设企业建筑施工材料ꎮ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至 ７ 月ꎬ 分配给三线建设重点企业青砖 ２６６ 万块ꎬ 青瓦 ７４ 万匹ꎮ 雅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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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组织六七百人ꎬ 为迁建单位生产卵石、 碎石 ８２００ 立方ꎻ 多营等公社

抽调大量船只ꎬ 生产河沙 １８００ 立方ꎬ 其中细沙 １３００ 立方ꎬ 粗沙 ５００ 立方ꎬ

从而加快推进了迁建企业基建速度ꎮ 此外ꎬ 针对三线建设企业水电供应矛盾

突出的问题ꎬ 地委、 专署积极动员落户雅安的部分三线建设企业进行联合投

资ꎮ 在兵器工业部和航空工业部以及省委的大力支持下ꎬ 对 １９５８ 年修建的

雅安周公河水电站通过技改、 增容ꎬ 将当初装机 １７２０ 千瓦的电站ꎬ 技改后

总装机容量达到 ５４４０ 千瓦 (４×１３６０)ꎬ 完成与之相配套的高压输、 变电等

工程及其相关设备设施ꎬ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投产使用ꎮ 同时ꎬ 地委、 专署还主动协

调国家和省上的重点建设单位ꎬ 投资扩建改造雅安自来水厂ꎬ 日供水量由以

前的 ５０００ 吨扩大到 １５０００ 吨ꎬ 保证了三线建设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ꎮ

(二) 三线建设在雅安的重点企业

根据中央三线建设的决策ꎬ 国家采取迁建、 新建、 改建等形式ꎬ 从

１９６５ 年开始ꎬ 一批国家重点军工企业在雅安选址布点、 开工建设ꎮ 到 １９７０
年ꎬ 中央第五机械工业部 (兵器工业部) 所属的国营二二六厂ꎬ 第三机械

工业部 (航空工业部) 所属的国营二九一厂、 国营二四一厂、 国营一七四

厂、 国营三二○七厂、 国营三○五厂等 ６ 家军工企业陆续从天津、 陕西、 重

庆等地全部或一分为二地迁入雅安ꎮ
此外ꎬ 在三线建设期间ꎬ 中央建材部对四川石棉矿、 新康石棉矿等重要

原材料工业项目进行了较大投资规模的技术改造ꎮ 水电部第七工程局楠桠河

分局于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开工修建石棉楠桠河三级电站ꎬ 装机 ３ 台ꎬ 总容量 １２ 万

千瓦ꎬ 电站总投资 ２０９２１ 万元ꎮ 四川省邮电局在雅安投资新建七○二厂 (四
川省邮电器材厂)ꎬ 专业生产传输设备ꎬ １９７１ 年开始试制晶体管、 电容器和

滤波器等电子元件ꎬ １９７２ 年试制成功第一铁三路载波机ꎮ

三线建设时期ꎬ 国家在雅安的投资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ꎮ １９６５

年至 ７０ 年代末ꎬ 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到 ４９８９０ 万元ꎬ 其中中央投资拨款占

６０ ８１％ꎬ 四川省投资拨款占 ８ ９１％ꎬ 两者合计占 ６９ ７２％ꎬ 是 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６４ 年中央和省在雅安基本建设投资拨款 ２６１４ 万元的 １３ ３ 倍ꎮ 在国家三线

建设的带动下ꎬ 雅安中小型工业企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ꎬ 技术装备水平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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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ꎬ 工业生产能力大为提高ꎮ
国家三线建设ꎬ 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的国防工业ꎬ 提升了反击大规模侵略

战争的能力ꎬ 建成了巩固的战略后方ꎬ 为预防战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ꎮ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战备高潮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ꎬ 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ꎬ 造成

严重流血事件ꎮ ６ 月和 ８ 月ꎬ 新疆裕名县的塔斯提地区和铁列克地区又因苏

军入侵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ꎮ 此后ꎬ 中苏关系急剧恶化ꎮ 苏联在中国北方陈

兵百万ꎬ 甚至进行核恐吓ꎮ 加之党的九大前后ꎬ 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

化ꎬ 更加促使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 严重性作出估计ꎮ ４

月 ２８ 日ꎬ 毛泽东发出 “要准备打仗” 的指示ꎮ ６ 月至 ９ 月间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召开一系列战备会议ꎬ 研究制订作战方案ꎮ ８ 月 ２７ 日ꎬ
中央成立人民防空领导机构ꎬ 全国随即普遍修建防空工程ꎮ ８ 月 ２８ 日ꎬ 中

央发布命令ꎬ 要求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ꎮ 由此ꎬ 全国性的战备工作很

快进入高潮ꎮ

９ 月 ８ 日ꎬ 地革委提出 «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８２８” 命令的意

见»ꎮ «意见» 指出: (１) 各级革委会首先要学好命令ꎬ 领会精神ꎬ 广泛宣

传ꎬ 做到家喻户晓ꎮ 坚决响应毛主席 “提高警惕ꎬ 保卫祖国ꎬ 要准备打仗”
的号召ꎬ 高度树立敌情观念ꎬ 做好反侵略战争的思想和物质准备ꎮ (２) 加

强军民团结ꎬ 军政团结ꎬ 共同对敌ꎬ 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ꎮ (３) 克服派

性ꎬ 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ꎬ 强制解散一切派性组织和各种武斗队ꎮ (４)

对破坏交通ꎬ 拦劫车辆ꎬ 破坏通讯ꎬ 冲击人民解放军并阻碍进行战备的行

为ꎬ 必须追查惩办ꎬ 决不允许有任何违抗命令、 破坏党纪国法的现象存在ꎮ

(５) 各县要加强对贯彻 “８２８” 命令的领导ꎬ 要制订贯彻 “命令” 的有效

措施ꎬ 大力支援前线ꎮ ９ 月至 １１ 月ꎬ 地、 县相继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ꎬ

召开会议ꎬ 部署战备工作ꎮ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名山县召开防空领导小组会议ꎬ 要

求教育群众 “要准备打仗”ꎬ 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ꎻ 抓紧训练群众性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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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队伍ꎻ 积极组织群众挖防空洞、 防空壕ꎻ 做好反空投、 反空降和疏散人

口的方案ꎮ 到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 雅安城区驻雅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学校ꎬ 即已

构筑防空洞 ９３ 个ꎬ 可容纳 ４０００ 人ꎮ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 地革委、 雅安军分区根据省革委、 成都军区的 “交

通战线 １０ 条备战措施”ꎬ 提出具体实施意见ꎬ 要求全区立即展开交通战线的

备战工作ꎮ 一是各有关单位对职工进行交通运输战备教育ꎮ 二是成立地、 县

两级备战运输指挥部ꎬ 负责组织、 指挥各项备战运输工作ꎮ 三是组织战备运

输 “地方军”ꎬ 机关、 厂矿、 企业单位的汽车一律征用ꎬ 组成 “雅安地区备

战汽车运输团”ꎬ 实行军事化管理ꎮ 四是各县指挥部迅速将所属车船、 民间

运输工具进行整顿ꎬ 组成地方 “游击队”ꎬ 担任具体的运输任务ꎮ 五是加强

干线公路养护和车辆维修ꎬ 组织防空、 防特、 突击抢险队伍ꎮ ６ 月ꎬ 根据上

级指示ꎬ 雅安各级成立战备小组ꎮ 雅安军分区遵照毛泽东 “打起仗来ꎬ 要组

建地方部队ꎬ 小县一个营ꎬ 中县二个营ꎬ 大县一个团” 的指示和上级的部

署ꎬ 整顿和恢复武装基干民兵组织ꎬ 配发部分武器 (３ 至 ４ 人配 １ 支枪)ꎮ

到 ８ 月底ꎬ 各县相继组建民兵战备营 (１９７３ 年、 １９７９ 年分别调整改编为民

兵独立营、 民兵独立团)ꎬ 组织民兵进行防空专业演练ꎮ １９７１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１０ 日ꎬ 地革委、 雅安军分区召开雅安地区军粮工作及全民办后勤会议ꎬ 传

达全国军粮会议及省军粮工作及全民办后勤会议精神ꎬ 总结交流全区全民办

后勤的经验ꎬ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ꎮ 会议提出ꎬ 要加强建立物资储备网、 医疗

救护网、 交通运输网、 通讯联络网、 军工生产网等工作ꎻ 要在全区迅速掀起

一个全党抓战备、 全民办后勤的热潮ꎬ 把雅安地区建设成为祖国可靠的战略

后方基地ꎮ

１９７１ 年ꎬ 雅安被列为四川省 １４ 个重点防空城市之一ꎮ 为了加强防空工

作ꎬ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和雅安军分区党委决定ꎬ 地区战备领

导小组办公室和人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ꎬ 组成由地委书记董崇仁为组

长的战备人防小组ꎮ 之后ꎬ 各厂矿、 企事业单位、 学校相继成立战备人防小

组ꎬ 或指定专人管理这项工作ꎮ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 地革委、 雅安军分区又

发出 «关于当前战备人防工作的安排意见»ꎬ 要求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战

８２３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备思想宣传教育工作ꎬ 全面落实毛主席 “要准备打仗” 的指示ꎻ 打一场构

筑防空工事的人民战争ꎬ 争取在今年内全区 ５０％左右的城镇人口有隐蔽的地

方ꎬ 雅安县要结合城镇建设ꎬ 迅速作出打通苍坪山隧道和建羌江第二大桥工

程的规划ꎻ 组建好防空专业队伍ꎬ 抓好人防工作ꎻ 各县要搞好定期的军训和

人防战备工程ꎬ 进一步健全各县各系统的战备人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ꎮ ３

月 ２７ 日ꎬ 地革委、 雅安军分区传达省人保组电话紧急通知ꎬ 要求各级各单

位加强保卫工作ꎬ 密切注意敌人的破坏活动ꎬ 确保首脑机关和重要目标的安

全ꎮ 从本月 ２８ 日起ꎬ 各县革委、 人民武装部、 公安机关、 军管会ꎬ 以及厂

矿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ꎬ 立即进入一等战备状态ꎬ 未接上级通知ꎬ 不得自行

解除 (４ 月 ５ 日通知ꎬ 当晚 ２０ 时ꎬ 由一等战备转入平时战备)ꎮ

根据全党抓战备ꎬ 全民办后勤的部署ꎬ 雅安地区围绕战备ꎬ 积极开展一

系列相关工作ꎮ 如战备广播、 新闻宣传的工作部署ꎻ 进行反修战备、 爱国主

义、 人民战争和光荣传统等内容的教育活动ꎻ 修建战备粮仓ꎻ 加强战备保密

工作等ꎮ 这次大规模的战备ꎬ 对国内以及雅安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ꎮ 在

特殊的历史情况下ꎬ 一方面ꎬ 紧张的空气和一系列加强战备的坚决措施ꎬ 对

抑制武斗、 平息动乱和社会政治的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ꎬ 锻炼了人民群众抵

御外来侵略的能力ꎬ 从大局上配合了国家政治和战略上的需要ꎮ 另一方面ꎬ

紧张的气氛又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ꎬ 使正在进行的 “一打三反”
和 “一批双清” 运动造成大量冤假错案ꎬ 在一定程度上也浪费了大量的人

力、 物力和财力ꎮ

第六节　 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

从 “踢开党委闹革命” 到 “全面夺权” 引发的持续动乱ꎬ 使地方各级

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ꎮ 为了恢复党的组织并发挥作用ꎬ 中共中央于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发出 «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ꎬ 要求各地认真开

展整党建党ꎬ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ꎬ 并按照 “九大” 通过的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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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规定ꎬ 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ꎬ 建立各级党委ꎮ 雅安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在

开展 “整党建党” 的基础上ꎬ 从 １９７０ 年底开始ꎬ 着手进行召开地、 县两级

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ꎮ

一、 “整党建党”

“整党建党” 是对被 “文化大革命” 冲击而停止过组织生活数年之久的

中共党员和党组织进行的整顿和重建ꎮ 鉴于 “文化大革命” 动乱已经持续

了一年多时间ꎬ 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ꎬ 为了使党组织得以恢复并发挥作

用ꎬ 从 １９６７ 年起ꎬ 毛泽东多次提出整党的问题ꎮ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毛泽

东针对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 «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

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 指出: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ꎬ

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

织ꎮ”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来被称为 “五十字建党方针”ꎮ １１ 月 ５ 日ꎬ 毛泽

东又提出: “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ꎬ 才能朝气蓬勃ꎮ 不清除废料ꎬ

不吸收新鲜血液ꎬ 党就没有朝气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ꎬ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

定指出: “必须执行毛主席的 ‘五十字建党方针’ 和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ꎬ

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ꎮ 毛泽东的两次指示ꎬ 既是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ꎬ

又是这次整党的一个主要内容ꎮ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 月 １ 日ꎬ 省革委召开整党工作座谈会ꎬ 作出 «用

毛主席的伟大建党纲领整党» 的会议纪要 (简称 «纪要» )ꎬ 对全省整党建

党工作进行全面部署ꎮ 但是ꎬ 这个 «纪要» 是在省革委领导人刘结挺、 张

西挺的操纵下制定的ꎮ 因此ꎬ 在整党的指导思想上ꎬ 提出要以 “决心把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时为 ‘造反派’ 的称谓) 作

为骨干”ꎬ 明确提出要由造反派领导整党ꎻ 谁能入党ꎬ 谁不能入党要由造反

派说了算ꎻ 要纳入一批 “造反派” 进入党员队伍ꎮ «纪要» 对全省开展整党

建党的具体步骤进行了安排ꎮ

地革委按照中央决定和省革委部署ꎬ 着手安排雅安的整党建党工作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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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成立整党办公室ꎮ ２ 月 ８ 日至 １３ 日ꎬ 地革委召开整党工

作座谈会ꎬ 传达贯彻省革委整党工作座谈会精神ꎬ 会议作出 «关于贯彻省革

委整党工作座谈会的安排意见»ꎮ 要求: (一) 传达好会议精神ꎬ 培训好骨

干ꎮ (二) 搞好试点ꎬ 取得经验ꎬ 指导全面ꎮ 除了抓好省的试点县天全县的

试点工作外ꎬ 地区决定在雅安汽车运输公司进行整党试点ꎬ 还将在农村选择

一个公社 (或大队) 进行试点ꎮ 各县应该在那些清理阶级队伍较早、 阶级

阵线基本分明的单位ꎬ 分别各选择一个厂矿、 企事业、 公社 (或大队) 进

行试点ꎮ 专属以上厂矿应选择一个车间进行试点ꎮ (三) 选配好整党领导班

子ꎬ 基层整党领导小组应由优秀的非党造反派、 原有的优秀党员、 党员干部

组成ꎬ 新鲜血液至少占三分之一ꎮ (四) 在整党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

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ꎮ (五) 首先进行思想整顿ꎬ 然后再进行组织整顿ꎮ

(六) 整党中要警惕复旧ꎬ 反对复旧ꎮ 会议强调ꎬ 清理阶级队伍到了深入的

时候ꎬ 就要把整党工作交叉起来进行ꎬ 适时地转入整党工作ꎻ 整党工作的具

体步骤、 作法、 政策界限等ꎬ 要根据省革委的 «纪要» 和有关指示进行ꎮ

雅安的整党工作于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底开始进行ꎬ 先搞试点ꎬ 然后放权分期

分批进行ꎮ 这次整党作为 “斗、 批、 改” 的一个重要阶段ꎬ 按照省革委

«纪要» 精神ꎬ 取消党的领导ꎬ 由造反派掌握整党领导权ꎬ 或由非党群众参

与领导 (芦山县革委整党办公室主任为非党人员)ꎬ 实行开门整党ꎬ 党员过

关ꎬ 群众把关ꎮ 整党工作以 “革命大批判” 开始ꎬ 批判刘少奇的 «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 (时称 “黑修养” )ꎬ 批判 “阶级斗争熄灭论” “驯服工具论”

“党内和平论”ꎻ 以批判 “二月逆流” 为突破口ꎬ “上挂黑主子ꎬ 下打活靶

子”ꎬ 党员 “斗私批修”ꎬ 划线站队ꎬ 使一些党员受到迫害ꎮ 全区按 “黑纪

要” 整党的单位ꎬ 出现 “武装保卫入党” “武斗有功入党” 等怪现象ꎬ 有的

坏人乘机混入党内ꎬ 对党员进行阶级报复ꎬ 破坏党的领导ꎬ 损害党的形象ꎬ

造成了极坏的影响ꎮ 在这次整党中ꎬ 荥经县城关公社同心大队ꎬ ８ 名党员就

有 ７ 名被 “吐故”ꎮ 由于他们把大批不同观点的群众和党政领导干部排斥在

外ꎬ 不让参加党员组织生活和党组织的活动ꎬ 受到广大党员的强烈反对和抵

制ꎮ 农村基层因正进行清理阶级队伍ꎬ 没有全面铺开整党ꎬ 只在部分公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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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党试点工作ꎮ 中共中央 “一二二五” 批示下达后ꎬ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省革委

政工组通知各地暂停整党建党工作ꎮ

为了消除这次整党造成的严重后果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根据中央和省

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的指示精神ꎬ 于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长达

２６ 天的整党建党工作会议ꎬ 传达贯彻中央 “四川虽然整党开展较早ꎬ 但由

于条件不成熟ꎬ 受资产阶级派性干扰严重ꎬ 问题很多ꎬ 需要重整” 和省革委

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精神ꎬ 总结前段开展整党的经验教训ꎬ 否定了前段时间

在部分基层组织中进行的 “以派划线” 的整党ꎬ 重新部署全区的整党建党

工作ꎬ 联系地区实际情况ꎬ 统一了 “吐故纳新” 的政策界限和具体做法ꎮ
会后ꎬ 从 ７ 月中旬开始ꎬ 地、 县两级分别在农村公社和工厂车间 ９ 个单位 ３０

个支部中进行整党建党试点工作ꎮ 汉源县的试点选在富泉公社建全大队ꎬ 名

山县的试点选在红光公社二大队ꎬ 荥经县的试点选在太平公社齐心大队ꎮ 试

点期间ꎬ 地、 县两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一、 二把手亲自抓ꎬ 分管领导亲自

蹲点指导ꎬ 因而大多数试点单位都搞得较好ꎬ 取得了经验ꎬ 为整党建党的全

面铺开创造了条件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和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 地革委党的核

心小组两次召开扩大会议ꎬ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会的

通知» (﹝ １９７０ ﹞ ５７ 号) 文件ꎬ 学习传达全省整党建党试点经验ꎬ 并对全

区全面展开整党建党工作进行部署ꎮ 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中旬开始ꎬ 在全区农村

和厂矿企事业单位相继开展整党建党工作ꎬ 到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底ꎬ 全区已有

８９ ５％的基层单位开展整党建党ꎬ 有 ６０％的农村人民公社建立新的党委ꎮ 进

展较好的名山县ꎬ 有 ８１ ３％的建立党支部 (其中农村占 ９４％)ꎬ ２２ 个公社已

全部建立新的党委ꎻ 进展较慢的雅安县ꎬ 已有 ７７ ５％的农村大队建立支部ꎬ

达到中央 (１９７０) ５７ 号文件规定要求ꎮ 地属以上部分厂矿企业也召开党代

表大会或党员大会ꎬ 建立了新的党委ꎮ 全区整党建党于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底结束ꎮ

在整党建党运动后期ꎬ 全区根据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中共中央关于整团

建团工作的通知» 和省委部署ꎬ 按照整党建党的模式ꎬ 开展了整团建团

工作ꎮ

这次整党建党ꎬ 使一度瘫痪的党的基层组织重新建立起来ꎬ 加强了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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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化领导ꎬ 党的各级组织与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得以恢复ꎬ 对抵制和

反对 “文化大革命” 以来各种错误ꎬ 遏制造反派势力ꎬ 稳定局势ꎬ 尽快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发挥了相应作用ꎮ 整党建党中较为突出的工作是 “解放”

干部ꎬ 即在 “文化大革命” 前期被打倒或 “靠边站” 的一些老干部被重新

启用ꎮ 但是ꎬ 由于这次整党运动是在 “左” 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ꎬ 问题很

多ꎮ 一方面将一些久经考验、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党政领导干部被当作 “废
料” “吐故” 了ꎬ 开除出党或不予恢复组织生活ꎻ 另一方面却又将个别不符

合入党条件的所谓 “文化大革命” 中涌现出来的 “先进分子” 当作 “新鲜

血液” “纳新” 进党内ꎬ 甚至有的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ꎮ 其结果是造成了党

内思想上的极大混乱ꎬ 组织上的严重不纯ꎬ 使党的肌体受到了损害ꎮ 因此ꎬ

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 无政府主义、 争权夺利、 大

闹派性、 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严重侵蚀和损害ꎬ 不可

能得到根本的解决ꎬ 所以ꎬ 这次整党并不能真正促进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

设和作风建设ꎮ

二、 县级党组织的恢复

经过前一段整党建党工作ꎬ 基层党组织得到了恢复ꎬ 从思想上、 组织上

为全区各级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创造了条件ꎮ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２３ 日ꎬ 地

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ꎬ 要求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ꎬ 开好地、 县

党员代表大会ꎬ 选举建立新的党委ꎮ 会后ꎬ 各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迅速展开

筹备工作ꎮ ４ 月 １５ 日ꎬ 中共名山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ꎬ 选举产生了中共

名山县第四届委员会ꎬ 率先在全区恢复建立党的县级地方组织ꎮ 到 ５ 月 １２

日ꎬ 雅安地区其余各县的党代表大会陆续召开ꎬ 并按新党章规定ꎬ 选举产生

出新一届县委ꎬ 各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工作即告终止ꎮ 全区 ８ 县共选出新

县委委员 ２１１ 人ꎬ 侯补委员 ４０ 人ꎬ 共 ２５１ 人ꎬ 较上届 ２２３ 人增加 １２ ６％ꎮ 其

中上届委员 ８７ 人ꎬ 占 ３４ ７％ꎻ 新选入的委员 １６４ 人ꎬ 占 ６５ ３％ꎮ 其中军队

代表 ４６ 人ꎬ 占 １８ ３％ꎻ 革命干部 １１３ 人ꎬ 占 ４５ ０％ꎻ 工人、 贫下中农、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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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知识分子、 其他劳动者 ９２ 人ꎬ 占 ３６ ６％ꎮ 妇女委员 ４１ 人ꎬ 占 １６ ３％ꎻ 少

数民族委员 ８ 人ꎬ 占 ３ ２％ꎮ ８ 个县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共 ８７ 人ꎬ 较上届常务

委员 ８１ 人增加 ７ ４％ꎮ 其中ꎬ 上届常务委员 ３４ 人占 ３９ １％ꎬ 新选入常务委

员 ５３ 人占 ６０ ９％ꎮ 军队代表 ３０ 人占 ３４ ５％ꎬ 干部代表 ４５ 人占 ５１ ７％ꎮ 出

席 ８ 县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 ２３３６ 人ꎬ 占党员总数的 １１ ４％ꎻ 较上届代表

１４７４ 人ꎬ 增加 ５８ ５％ꎻ 列席代表 ４２２ 人ꎮ

各县党代会ꎬ 以党的 “九大” 精神为指导思想ꎬ 高举 “九大” 团结胜

利的旗帜ꎬ 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攻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党的

建设的教导ꎬ 学习 “九大” 政治报告、 新的党章以及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ꎬ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ꎻ 听取、 讨论和通过了

各县革委核心小组所作的工作报告和有关决议ꎻ 会议以路线斗争为纲ꎬ 用一

分为二的观点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ꎬ 特别是革委会成立以来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ꎬ 肯定了成绩ꎬ 找出了差距ꎬ 提高了觉悟ꎬ 明确了任

务ꎬ 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ꎮ 天全县党代会在报告中说ꎬ 中国共产党天全

县第四届代表大会ꎬ 是在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ꎬ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取得伟大胜利ꎬ 贯彻落实党的 “九大” 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

务ꎬ 贯彻落实中央 “一二二五” 批示和 “３、 ５、 ６” 号文件取得显著成绩的

大好形势下召开的ꎬ “一切胜利都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

利”ꎮ 宝兴县党代会在报告中提出今后的奋斗目标是: 举旗抓纲学大寨ꎬ 苦

战四年粮食产量上纲要ꎬ 一人一头猪ꎬ “四五” 期间修通两条路ꎬ 治好一条

河ꎬ 办好 １０ 个厂ꎬ 粮食四千万 (斤)ꎬ 用最大的努力尽快改变宝兴县经济落

后面貌ꎮ 在大会期间ꎬ 各县遵照毛主席关于反骄破满的 “一二八” 重要

指示ꎬ 普遍开展了一场 “反对骄傲自满、 提倡谦虚谨慎” 的自我教育运动ꎮ

名山县在新县委的第一次全委会上作出了 «关于加强学习ꎬ 认真读书的决

定»ꎻ 汉源县委在第一次全委会期间ꎬ 深入到社、 队ꎬ 参加生产劳动ꎬ 进行

调查研究ꎬ 切实改进领导作风ꎬ 向思想革命化迈出了第一步ꎮ
至此ꎬ “文化大革命” 以来被冲击瘫痪的各县县委全部恢复工作ꎮ 各县

所属厂矿、 学校、 人民公社等基层党组织也先后撤销中共核心小组ꎬ 恢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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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或党支部ꎬ 恢复后的党组织机构仍与革委会合署办公ꎮ

雅安地区各县恢复重建中共组织情况简表

单　 位 成立大会时间 省批文时间 第一书记 书　 记

中共名山县委 (第四届)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高福奎 尹宾汤

中共石棉县委 (第四届)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任建业 解　 峰

中共天全县委 (第四届)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周世运 周秀士

中共汉源县委 (第四届)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３ 日 (未设) 陈种田

中共芦山县委 (第四届)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尤振海
康　 华
孟贵德

中共宝兴县委 (第四届)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刘庶光 侯瑞生

中共荥经县委 (第四届)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张福才 黄克建

中共雅安县委 (第三届)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３ 日 李鸿义
肖　 林
樊正师

三、 中共雅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根据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 «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ꎬ

原作为省委派出机关的地区一级党委ꎬ 也要破例召开党代表大会ꎬ 选举建立

新的地委ꎮ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ꎬ 研究部署召开地区首次

党代会的有关工作ꎬ 接着发出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雅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

会的通知»ꎮ 指出ꎬ 召开雅安地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ꎬ 建立新地委ꎬ 是全区

广大军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ꎮ 在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ꎬ 成立大会

筹备办公室ꎬ 着手对宣传、 起草 «报告» 等工作进行准备ꎮ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４

月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又两次召开扩大会议ꎬ 进行开门整风ꎬ 从思想上为

地区党代会的召开做准备ꎮ 经过前一阶段的整党建党和近半年的准备ꎬ 到 ５

月上旬ꎬ 全区已有 ９０％以上的基层单位进行整党建党ꎻ 有 ７０％的人民公社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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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的党委ꎻ 地属以上部分厂矿已建立新的党委ꎻ 全区 ８ 县通过召开党代表

大会ꎬ 建立了新的县委ꎮ 地、 县、 社和厂矿企事业单位的 “三代会” “积代

会” 也相继召开ꎮ 此时ꎬ 召开雅安地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时机已基本

成熟ꎮ

５ 月 １８ 日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向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提交 «关于召

开中国共产党雅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ꎬ 建立新地委的请示报告»ꎬ 汇报雅

安首次党代会的准备情况ꎮ «报告» 称ꎬ 全区经过整党建党ꎬ 基本具备了中

央提出的召开党代会的 ５ 个条件ꎬ 并提出中国共产党雅安地区第一届委员会

的组成方案ꎬ 由 ３４ 名正式委员、 ９ 名候补委员组成ꎬ 较上届增加 ２２ 人ꎮ 其

中妇女委员 ８ 人ꎬ 占 １８ ６％ꎻ 不脱产的 １４ 人ꎬ 占 ３２ ６％ꎮ

经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批准ꎬ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７ 月 ３ 日ꎬ 中国共产

党雅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雅安召开ꎮ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应到 ６００ 人ꎬ

因公因病请假 ３１ 人ꎬ 实到代表 ５６９ 人ꎬ 占应到代表的 ９４ ８％ꎬ 列席代表 ４９
人ꎬ 代表着全区 ２５０００ 余名党员ꎮ 代表中ꎬ 工人代表 １０４ 人ꎬ 占 １７ ３％ꎻ 军

队代表 １２０ 人ꎬ 占 ２０ ０％ꎻ 贫下中农代表 ２０４ 人ꎬ 占 ３４ ０％ꎻ 革命干部代表

１３４ 人ꎬ 占 ２２ ３％ꎻ 革命知识分子代表 １３ 人ꎬ 占 ２ ２％ꎻ 其他劳动者代表 ２５

人ꎬ 占 ４ ２％ꎮ 其中妇女代表 １０２ 人ꎬ 占 １７ ０％ꎮ 少数民族代表 ６ 人ꎬ 占

１ ０％ꎮ 大会的主要议程: 一、 听取审议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的工作报告ꎻ

二、 选举产生中共雅安地区第一届委员会ꎮ

大会由王锡峰致开幕词ꎬ 秦长胜致闭幕词ꎮ 董崇仁代表地革委党的核心

小组向大会作题为 «高举 “九大” 团结胜利的旗帜ꎬ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

阔步前进» 的工作报告ꎮ 报告分四部分: 一、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ꎻ 二、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ꎻ 三、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

进ꎻ 四、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ꎬ 团结起来ꎬ 争取更大的胜利ꎮ 报告 “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旗帜ꎬ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ꎬ 以阶级斗争为纲ꎬ 用 ‘一分为二’

的观点ꎬ 总结了雅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ꎬ 特别是地革委成立以

来ꎬ 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本经验ꎬ 肯定了成绩ꎬ 找出了差距ꎬ 提出

了今后的战斗任务”ꎮ 会议提出ꎬ 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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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ꎬ 增强无产阶级党性ꎬ 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ꎻ 继续完

成党的 “九大” 和九届一中、 二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战斗任务ꎬ 全面贯彻落

实中央 “一二二五” 批示ꎬ 深入开展批修整风ꎬ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

的教育ꎻ 认真搞好斗、 批、 改ꎬ 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ꎻ 加强党对经济工

作的全面规划和统一领导ꎬ 抓好工农业生产ꎬ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ꎻ 提

高警惕ꎬ 保卫祖国ꎬ 进一步做好战备工作ꎮ 会议强调ꎬ 要加强和维护党的一

元化领导ꎬ 搞好各级领导班子团结ꎬ 保证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的贯彻执

行ꎬ 保证党的领导的实现ꎮ 大会按照党章规定ꎬ 充分发扬民主ꎬ 经过酝酿协

商ꎬ 选举产生由 ３８ 名委员、 ７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雅安地区第一届委员

会ꎮ 新一届地委建立后ꎬ 原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停止工作ꎮ

７ 月 ３ 日下午ꎬ 中共雅安地区第一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ꎬ 选举

并报经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 ７ 月 ２４ 日批准同意ꎬ 产生常务委员会和第一书

记、 书记、 副书记ꎮ 常委由董崇仁、 秦长胜、 杜天胜、 王泽民、 李林、 丁如

锁、 王锡峰、 李鸿仪、 吕尚俊、 席学周、 曾荃珍 (女)、 谢世杰等 １２ 人组

成ꎬ 董崇仁为第一书记ꎬ 秦长胜为书记ꎬ 杜天胜、 王泽民、 李林为副书记ꎮ

此后ꎬ 根据工作需要ꎬ 地委领导班子成员进行过调整ꎮ 地委第一届委员会第

一次全委会为贯彻落实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ꎬ 毛泽东要求全党 “进行一次

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以及高中级干部要 “认真看书学习ꎬ 弄通马

克思主义” 的批示ꎬ 讨论通过了 «关于加强学习ꎬ 认真读书的决议»ꎮ 号召

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ꎬ 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ꎬ 带头

认真读马列的书ꎬ 读毛主席的书ꎬ 要持之以恒ꎬ 坚持数年ꎬ 使我们在理论水

平上提高一大步ꎻ 不管工作多忙ꎬ 时间多紧ꎬ 任务多重ꎬ 都要把学习马列主

义、 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ꎬ 做到狠抓根本不转向ꎬ 紧跟照办不走

样ꎻ 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ꎬ 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ꎬ 反

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ꎬ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真改造主观世界ꎻ 各级党

委都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ꎬ 建立中心学习组ꎬ 坚持 “天天读” “讲用会”
“小整风” 等制度ꎮ

这次地、 县两级党代会ꎬ 从工作报告的起草、 修改ꎬ 到大会代表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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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委员候选人的产生ꎬ 都经过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的反复酝酿、 协商ꎮ 在

此基础上提出地、 县委委员候选人ꎬ 并报经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后ꎬ 才

提交代表大会ꎬ 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ꎬ 因而选举时都比较顺利ꎮ 汉源县党代

表大会的 «工作报告»ꎬ 经过上下 ４ 次讨论才定稿ꎮ 雅安县的代表在讨论新

县委候选人名单时说ꎬ 大家对候选人表示满意ꎬ 满意在是按照接班人 “五

项” 条件和选拔干部 “三条” 标准挑选出来的①ꎬ 满意在执行了军、 干、

群ꎬ 老、 中、 青两个 “三结合” 的原则ꎬ 满意在新班子候选人的协商提名ꎬ

既充分发扬民主ꎬ 又高度集中ꎬ 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ꎮ

地区党代会是在党的 “九大” 后召开的ꎬ 由于 “九大在思想上、 政治

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ꎬ 而这次党代会的指导思想又是 “高举

‘九大’ 团结、 胜利的旗帜”ꎬ 因而不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 “文化大革

命” 以来持续的错误ꎬ 以扭转各县 “文化大革命” 以来的混乱局势ꎮ 但是ꎬ

这次大会贯彻中央提出的 “抓革命ꎬ 促生产ꎬ 促工作ꎬ 促战备” 的方针ꎬ

对具体工作提出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ꎮ 如 «工作报告» 强调ꎬ 要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规划和统一领导”ꎬ 号召 “全面完成 １９７１ 年国民

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ꎬ 迅速改变我区经济落后的状况”ꎬ 提出 “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ꎬ 各级党委要面向农村ꎬ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农业”ꎬ 实行

科学种田ꎬ 扩大复种指数、 旱涝保收、 稳产高产田 (地)ꎻ 进一步搞好农机

修造ꎬ 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都要大力为农业生产服务ꎮ 工业上要迅速把钢

铁、 煤炭等原材料生产突上去ꎬ 积极发展 “五小” 工业ꎮ 财贸工作要坚决

贯彻 “发展经济ꎬ 保障供给” 的方针ꎬ 积极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ꎮ 这些措

施对纠正经济工作中 “左” 的倾向ꎬ 对雅安地区局势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社会

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ꎮ 在经过 “文化大革命” 中期的动乱后ꎬ 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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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１９６４ 年五、 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ꎬ 毛泽东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ꎬ 即必

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 执行民主

集中制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ꎮ 林彪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提出的培养和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 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ꎬ 忠于毛主席ꎬ 忠于毛泽东思想ꎻ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ꎬ 密切联系群众ꎻ 有

革命干劲ꎮ



的历史时期召开的雅安地区第一次党代会ꎬ 使从 １９６６ 年底瘫痪以至中断的

中共雅安地委正式恢复ꎬ 党组织重新成为领导核心ꎬ 为雅安地区经济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ꎮ

四、 群团组织的恢复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ꎬ 雅安地区原有的省工会雅安专区办事处、 省妇

联雅安专区办事处、 共青团雅安地委等人民群众团体组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

冲击ꎮ 在 １９６７ 年 “一月风暴” 夺权的影响下ꎬ 各群团组织瘫痪ꎬ 干部下放

到 “五七” 干校劳动ꎬ 各级共青团、 工会、 妇联都停止了活动ꎮ １９７１ 年ꎬ

中国共产党雅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ꎬ 新一届党委的成立ꎬ 为群团组织

的恢复创造了条件ꎮ 地区党代会提出ꎬ 要在整党建党工作的基础上ꎬ 有计

划、 有领导地搞好整团建团工作ꎬ 把各级共青团组织办成用毛泽东思想培育

共产主义新人的学校ꎮ 要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ꎬ 重视培养选拔妇女干部ꎬ

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ꎮ 同时ꎬ 在地革委内

设置青年工作组、 妇女工作组、 工会工作组ꎬ 并着手恢复建立共青团、 妇

联、 工会组织机构ꎮ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 ６ 日至 １１ 日ꎬ 共青团雅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雅安召开ꎬ

５０５ 名共青团代表出席会议ꎮ 会议选举产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雅安地区委

员会ꎬ 选举韩思忠为团地委书记ꎬ 胡林英、 傅志康、 刘先珍为副书记ꎮ 会议

一致通过了大会筹备小组向大会所作的题为 «在全区青年中深入进行思想和

政治路线教育ꎬ 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奋斗» 的工作报告ꎮ 大会

号召全区共青团员、 广大青年站在时代的最前列ꎬ 坚强勇敢地为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而奋斗ꎮ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 日ꎬ 雅安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雅安召开ꎬ 出席大

会的代表 ７００ 人ꎮ 大会通过了 «全区妇女团结起来ꎬ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

勇前进» 的工作报告ꎬ 选举产生雅安地区妇女联合会ꎮ 张淑琼被选为地区妇

联主任ꎬ 田永凤、 孙素芳、 陈芙蓉、 赖敏被选为副主任ꎮ 大会要求全区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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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的代表ꎬ 加强学习ꎬ 相互团结ꎬ 交流经验ꎬ 取长补短ꎬ 为推动全区妇女

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作出贡献ꎮ 大会号召全区各级妇女组织要充分发挥妇女在

“三大革命” 斗争中的 “半边天” 作用ꎮ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 ６ 日至 １３ 日ꎬ 雅安地区工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ꎬ

７００ 名代表参加会议ꎬ 选举产生委员 ５８ 名ꎬ 常委 １６ 名ꎬ 正式成立 “雅安地

区总工会”ꎮ 在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１３ 日的 “雅安地区总工会” 第一届第一次全委

会上ꎬ 选举产生主任 １ 人ꎬ 副主任 ５ 人ꎮ

中断多年的群团组织恢复重建后ꎬ 重新成为党组织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

纽带ꎮ 各群团组织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开展工作ꎬ 为维护全区正常的工作秩

序ꎬ 以及在组织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节约、 劳动竞赛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ꎮ

第七节　 从 “批陈整风” 到 “批林批孔”

在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ꎬ 林彪集团

和江青集团进行了一场明争暗斗的抢夺国家最高权力的较量ꎮ 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陈伯达等在会上配合林彪所鼓吹的 “天才论”ꎬ 煽动在宪法中设立国家

主席ꎬ 目的是让林彪当国家主席ꎮ 毛泽东制止了这个提议ꎬ 并于 ８ 月 ３１ 日

写了 «我的一点意见»ꎬ 严厉批评陈伯达等林彪集团的几个核心人物ꎮ ９ 月 ６

日会议结束时ꎬ 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ꎮ 此后ꎬ 全党开始进行 “批陈整

风” 运动ꎮ “九一三” 事件后ꎬ 在全党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 “批林整风”

和 “批林批孔” 运动ꎮ

一、 “批陈整风” 运动

根据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要高级干部读几本哲学书的号召ꎬ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ꎬ 中央发出 «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ꎬ 要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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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等 ６ 本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的书ꎬ 学习 «实践论» 等 ５ 本

毛泽东的书ꎮ ２５ 日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作出 «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

著作的决定»ꎬ 要求立即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 «实践

论» «矛盾论» 等 ５ 篇哲学著作的高潮ꎬ 并强调要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ꎬ 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ꎬ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ꎬ 认认真真

地把毛主席哲学著作学好ꎮ 从 １９７０ 年底至 １９７１ 年上半年ꎬ 全区开始大规模

的学哲学、 批先验论和路线教育运动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

示»ꎬ 指出: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ꎬ “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ꎬ 煽风点火ꎬ 制

造谣言ꎬ 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ꎬ 进行分裂党的活动”ꎬ 全会 “揭露了陈伯达

反党、 反 ‘九大’ 路线ꎬ 反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

行ꎬ 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 野心家、 阴谋家的面目”ꎬ “中央决定将毛

主席 «我的一点意见» 一文印发给你们”ꎮ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ꎬ 党中央又发

出 «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ꎬ 同时中央作出部署ꎬ 首先在党的领导机

关开展 “批陈整风” (对外称 “批修整风” ) 运动ꎬ 然后将运动逐级发展到

全党ꎮ “批陈整风” 运动由上而下地开展起来ꎮ ３ 月ꎬ 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

成都军区党委召开长达半个月的扩大会议ꎬ 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ꎬ 对

全省的 “批陈整风” 运动进行部署ꎮ

３ 月 ８ 日至 １４ 日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ꎬ 遵照中央

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精神ꎬ 召开历时 ７ 天的扩大会议ꎮ

按照传达范围和要求ꎬ 军队干部 ９２ 人、 地方干部 ６６ 人共 １５８ 人参加会议ꎬ

“这次会议有关内容ꎬ 仅限于到会同志知道ꎬ 任何人没有传达任务”ꎮ 会议

的重点主要是学习和批陈ꎮ 会议学习毛泽东 «我的一点意见» 和 “开展批

陈整风时ꎬ 重点在批陈ꎬ 其次才是整风”① 的指示ꎬ 传达中央规定的 １２ 个

文件ꎮ 会议采取学、 批、 划和边学、 边议、 边批、 边划的方法ꎬ 在批陈时以

学与议结合ꎬ 大会与小会结合ꎬ 理论与实际结合ꎬ 批陈与批刘、 张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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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ꎬ 揭发和批判大野心家、 大阴谋家、 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反党ꎬ 反九大路

线ꎬ 反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ꎬ 痛斥陈伯达的反动

“唯心论” “先验论” 等论点ꎬ 剥了陈伯达的所谓 “老革命” “天才理论家”

“一贯紧跟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的功臣” “小小的老百姓” “小小的小学

生” 等画皮ꎮ 通过学习批判ꎬ 认清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ꎬ 从政治上、 思想

上、 理论上、 组织上与陈伯达划清了界线ꎬ 初步肃清了其影响ꎮ 这次会议仅

仅是个初步的批判ꎬ 批得还不深ꎬ 揭得也差ꎬ 待进一步 “批陈整风” 时ꎬ

继续深入学习ꎮ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３ 日ꎬ 地革委核心小组和军分区召开扩大干部会

议ꎬ 行政 １８ 级 (军分区和驻军团级) 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３８８ 人参加会议ꎮ
会议学习毛泽东 «我的一点意见» 和有关文件ꎬ 分组分系统揭发批判陈伯

达反革命罪行ꎬ 同时进行开门整风ꎬ 给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 雅安军分区党

委提出意见 ８５０ 余条ꎬ 帮助领导反 “骄” 破 “满”ꎬ 整顿思想ꎬ 整顿作风ꎮ

４ 月 ２９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

知»ꎬ 要求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ꎬ 向全体党员传达陈伯达的问题ꎮ ５

月上旬ꎬ 全省各市、 地、 州开始传达中共中央 «通知» 和省革委核心领导

小组有关指示ꎬ 进一步掀起批陈整风运动的新高潮ꎮ

５ 月中旬、 ６ 月上旬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县委相继召开扩大会议ꎬ
开展 “批陈整风”ꎮ 全区分两批、 １０ 个点进行ꎬ 参会 ２０４２ 人 (其中 “三支”

“两军” 人员 １９２ 人)ꎮ 第一批为地革委机关、 地属以上单位和芦山、 宝兴、

石棉县ꎻ 第二批为雅安、 名山、 天全、 荥经、 汉源县ꎮ 每个点分学习、 批

判、 整风三个阶段进行ꎬ 一般为 １７ 天ꎬ 即用 ５ 至 ６ 天时间学习ꎬ ７ 至 ８ 天时

间批判ꎬ ４ 至 ５ 天时间整风ꎮ 在学习阶段ꎬ 重点学习毛泽东 «我的一点意

见» 和 “进行一次思想路线教育” 等指示以及中央有关文件ꎮ 在批判阶段ꎬ

采用 “三带头” (领导带头ꎬ 解放军同志带头ꎬ 参加过省、 地扩大会议的同

志带头) 和 “五结合” (读书与批陈ꎬ 理论与实际ꎬ 揭发与批判ꎬ 批陈与批

刘、 张ꎬ 大会与小会结合) 的方法ꎬ 采取 “四批” (理论联系实际批ꎻ 上挂

下联批ꎻ 路线分析批ꎻ 小组人人批ꎬ 中组重点批ꎬ 大会集中批ꎬ 大、 中、 小

会结合批) 等方式ꎬ 列陈罪状ꎬ 撕陈画皮ꎬ 揭陈阴谋ꎬ 批陈 “三反” 言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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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陈黑 “论点”ꎬ 狠揭猛批了陈伯达反党夺权的滔天罪行ꎬ 把陈伯达的反革

命谬论从政治上、 思想上、 理论上批深批透、 批倒批臭ꎮ 通过批判ꎬ 广大干

部群众从政治上认清了这场斗争ꎬ 是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ꎬ 是你

死我活严重的政治斗争ꎬ 是当前全党的中心任务ꎻ 从理论上懂得了什么是唯

心主义的先验论ꎬ 什么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ꎬ 从思想上划清了两种根本对立

的认识论的界线ꎬ 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ꎬ 提高了 “认真看书学

习” 的迫切性ꎮ

全区在 “整风” 时ꎬ 开展以 “反骄破满ꎬ 提倡谦虚谨慎” 为中心的思

想和工作作风的整顿ꎬ 从 ８ 个方面对无组织纪律ꎬ 无政府主义等不正之风ꎬ

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ꎬ 地、 县两级共提出 ３５００ 余条改进意见ꎮ ７ 月 ３ 日ꎬ 地

委一届一中全会作出 «关于加强学习ꎬ 认真读书的决议»ꎬ 提出要增强识别

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ꎬ 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ꎬ 各级党委要进一步认识到学习

的重要性、 迫切性ꎬ 不学习的危险性ꎬ 把认真看书学习与深入开展批修整风

紧密结合起来ꎮ 地委和各县委先后建立中心学习组ꎬ 制定学习计划ꎬ 建立学

习制度ꎮ １０ 月 ６ 日至 １５ 日ꎬ 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和地属单位 ４７０ 人参加的会

议ꎬ 会议按系统分为 ８ 个大组 ２５ 个小组ꎬ 分为 ４ 天学习、 ４ 天批判、 ２ 天整

风三个阶段ꎬ 继续深入进行 “批陈整风”ꎮ 在 “批陈整风” 运动中ꎬ 对党内

犯有严重派性错误的共产党员ꎬ 给予了党纪处分ꎮ “批陈整风” 运动与接着

开展的 “批林整风” 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ꎬ 对 “批林整风” 提供了一定的

经验ꎮ

二、 “批林整风” 运动

“批陈整风” 运动ꎬ 实际上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企图篡权所敲的警钟ꎬ

但并没有促使林彪及时悔改ꎬ 反而铤而走险ꎬ 最终导致自我毁灭ꎮ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ꎬ 林彪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ꎬ 仓皇乘飞机叛国外逃ꎬ

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即 “九一三” 事件)ꎮ “九

一三” 事件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ꎬ 客观上宣告 “文化大革命”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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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践的失败ꎮ
“九一三” 事件后ꎬ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中共中央按照 “内外有

别、 有步骤地传达” 的原则ꎬ 先后 ４ 次发出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９ 月 １８ 日ꎬ 通知传达到部省级以上高级干部ꎻ ２８ 日ꎬ 通知扩大到地师以上

党委ꎻ １０ 月 ６ 日通知文件发至县团级ꎻ ２４ 日ꎬ 通知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

传达ꎮ １０ 月 ６ 日ꎬ 中共中央 ６５ 号文件要求: “各级党委将传达、 讨论和揭

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ꎬ 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ꎮ 根据毛泽东的

指示ꎬ 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

传达至基层ꎬ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 “批林整风” 运动ꎮ
“批林整风” 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对林彪一伙阴谋抢班夺权、 制定 “５７１

工程纪要”、 策划杀害毛泽东主席、 发动反革命政变、 分裂党和国家、 叛国

外逃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ꎬ 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ꎻ 同时

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和他们宣扬的 “天才论” 等唯心史观和

形而上学观ꎮ 结合 “批林整风”ꎬ 周恩来提出批判极 “左” 思潮和无政府主

义ꎮ １０ 月 ４ 日至 １０ 日ꎬ 成都军区、 省委召开地、 师级以上干部会议ꎬ 传达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ꎮ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 ２９ 日ꎬ 省委召开各

市、 地、 州负责人会议ꎬ 研究部署向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传达林彪事件的中

央文件精神ꎮ 四川的批林整风运动完全是围绕中央部署进行的ꎮ 雅安按照中

央精神和省委部署ꎬ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 “批林整风” 运动ꎮ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地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ꎬ 传达贯彻中央 (１９７１) ６７、 ６８ 号

文件和省委扩大干部会议精神ꎬ 要求各级党委把传达中央文件作为当前头一

位的大事来抓ꎬ 搞好骨干培训ꎬ 组织力量集中进行传达ꎮ 各县和各单位于

１１ 月初召开党委扩大会ꎬ 研究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的步骤ꎮ 按照地委部署ꎬ

地、 县两级专门培训脱产干部农村宣讲员 １５２６ 人ꎬ 全区平均每个大队 １ ５

人ꎮ 从 １１ 月 １０ 日开始ꎬ 采取先党内后党外ꎬ 先骨干后群众ꎬ 由上到下ꎬ 逐

级传达ꎬ 由点到面ꎬ 逐步扩大ꎬ 大会宣讲ꎬ 小会补课的方法ꎬ 向广大革命群

众原原本本地宣读传达中央文件ꎮ 至 ２５ 日ꎬ 传达告一段落ꎮ 全区应听传达

６３１４３０ 人ꎬ 已听传达 ６２０４６２ 人ꎬ 占 ９８ ３％ꎬ 同时对全区小学中、 低年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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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００ 名学生进行了正面教育ꎬ 基本上做到普遍传达到广大群众ꎬ 家喻户晓ꎬ
人人皆知ꎮ 在传达过程中ꎬ 各级党委把传达中央文件当作头等大事来抓ꎬ 由

地、 县委领导带队ꎬ 分别深入到机关、 厂矿、 学校和农村ꎬ 分片包干ꎬ 协助

基层搞好传达贯彻ꎮ 在工矿企业ꎬ 根据班次或把几个星期天集中起来进行传

达ꎮ 在农村ꎬ 先以公社为单位ꎬ 向党员传达ꎬ 培训好骨干ꎬ 再以生产大队为

单位ꎬ 传达到群众ꎬ 由生产队组织讨论ꎮ 地、 县、 公社都有点ꎬ 边试点边开

展ꎬ 点面结合ꎬ 以点上的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ꎮ 在宣讲学习中ꎬ 着重宣传文

件的重要性ꎬ 抓住重点ꎬ 深刻领会文件精神ꎬ 重点讲这场斗争的性质 ( “两

个司令部斗争的继续” )、 罪恶目的 (分裂、 背叛、 改变、 颠覆、 复辟)、
林彪集团反党的政治纲领、 理论纲领和抢班夺权的核心问题ꎮ 通过传达学

习ꎬ 广大干部群众认清了这场斗争的过程和实质ꎬ 明确了林陈反党集团的政

治纲领、 理论纲领和抢班夺权这个核心ꎮ 广大党员、 干部、 群众在震惊困惑

之余ꎬ 纷纷对林彪集团的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ꎬ 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ꎬ
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ꎮ

为了推动 “批林整风” 运动的开展ꎬ 从 １２ 月起ꎬ 中共中央陆续下发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 的材料ꎬ 要求各地动员群众揭发批判

林彪集团的罪行ꎮ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地委提出全区干部从本月到明年 ６ 月的学习

安排ꎬ 指出学习要同批判林彪、 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行结合起来ꎬ 同加强党

的领导ꎬ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结合起来ꎮ 主要学习 «共产党宣言»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实践论» «矛盾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问题» 等 １７ 篇文章ꎬ 以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ꎬ 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

路线的自觉性ꎮ 从 １２ 月下旬开始ꎬ 地委在全区组织传达、 阅读和讨论中央

公布的材料ꎮ 按照地委的安排意见ꎬ 春节前后各县委召开县、 区、 社三级干

部会议ꎬ 组织宣传队ꎬ 培训宣讲骨干ꎮ 在试点的基础上ꎬ 公社召开生产队以

上干部会议ꎬ 进行传达、 讨论ꎬ 领会文件精神ꎬ 掌握思想武器ꎬ 批判林彪反

党集团的罪行ꎬ 认识 « “５７１ 工程” 纪要» 反革命纲领的实质ꎬ 明确批判的

内容ꎮ 然后广泛深入地向广大群众传达宣讲ꎬ 展开批判ꎮ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ꎬ 省委和成都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ꎬ 传达中央 ６ 月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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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整风” 汇报会精神ꎬ 和毛泽东关于 “批林整风”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及

中央文件ꎮ 之后ꎬ ８ 月中、 下旬ꎬ 雅安地委和各县委相继召开扩大会议ꎬ 部

署 “批林整风” 运动ꎮ 从地、 县抽调机关干部ꎬ 同农村公社脱产干部 (名

山县派出了 ６２６ 名教师) 深入到大队、 生产队向群众宣讲ꎬ 学习传达 «毛主

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

信» «我的一点意见»ꎬ 以及中发 (１９７２) ２４ 号文件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

革命政变斗争 (材料之三) »ꎬ 和 ２５ 号文件 «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 托派、

叛徒、 特务、 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审查报告» 等ꎮ 在深入

批林的基础上ꎬ 紧紧围绕 “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ꎬ 以毛主席提出的 “要搞

马克思主义ꎬ 不要搞修正主义ꎻ 要团结ꎬ 不要分裂ꎻ 要光明正大ꎬ 不要搞阴

谋诡计” 三条基本原则为纲ꎬ 克服 “批林整风” 已经搞得 “差不多了” 的

思想ꎬ 继续深入搞好 “批林整风” 运动ꎬ 纠正不正之风ꎬ 加强团结ꎬ 进一

步掀起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的新高潮ꎮ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地委

提出今冬明春农村继续深入开展 “批林整风”ꎮ 要向广大干部、 群众传达中

央有关批林整风的文件精神ꎬ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ꎻ 全面落实干部政策、

经济政策及其他各项政策ꎻ 加强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

设ꎬ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ꎮ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１８ 日ꎬ 地委召开扩大会议ꎬ
在学习和批林的基础上ꎬ 开展整风ꎬ 主要是帮助地委常委整风ꎮ 同时交流

“批林整风” 经验ꎬ 对进一步深入开展 “批林整风” 进行安排和部署ꎮ 会议

要求继续把 “批林整风” 当作今年的头等大事来抓ꎬ 党委一、 二把手要亲

自抓本单位、 本部门的 “批林整风” 运动ꎮ
８ 月 １９ 日ꎬ 地委作出 «关于农村继续进行批林整风ꎬ 促进 “农业学大

寨” 群众运动的工作部署»ꎮ 指出: 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同

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ꎬ 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将狠揭猛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

义路线与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结合起来ꎬ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

众ꎬ 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ꎬ 抓好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ꎬ 打击

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ꎬ 端正社会主义方向ꎮ 要求各级党委务必加强 “批林整

风” 运动的领导ꎬ 搞好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ꎬ 迎接党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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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ꎮ 随后ꎬ 地委派出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ꎬ 着重抓农

村 “批林整风” 运动ꎬ 着重批所谓 “资本主义倾向”ꎮ 如搞副业单干、 私人

开荒、 包产到户、 非法砍伐、 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 弃农经商、 聚众赌博ꎬ

一些社队又发动群众 “清理财务ꎬ 搞经济退赔” 等ꎮ

历时两年的 “批林整风” 运动ꎬ 通过一系列的纠 “左” 措施 (虽然全

局性的 “左” 倾错误不可能得到根本纠正)ꎬ 全区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较好

的发展势头ꎬ 但由于 “批林整风” 是在不能触及 “文化大革命” 根本错误

的前提下进行的ꎬ 因此 “批林” 只能是一些不得要领的形式主义ꎬ “整风”

也难以深入下去ꎮ

三、 “批林批孔” 运动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ꎬ 党的 “十大” 召开ꎬ “文化大革命” 进入第三阶段ꎮ “十

大” 继续了 “九大” 的 “左” 倾错误路线ꎬ 仍然强调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始终存在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的斗争ꎬ 要坚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ꎬ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ꎬ 号召 “继续搞好批林整风”ꎮ 此时ꎬ 周

恩来纠 “左” 的努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ꎬ 却引起了江青的嫉恨ꎬ 也引

起了毛泽东的担忧ꎮ 毛泽东认为ꎬ 纠 “左” 可能出现 “资本主义” 的 “复

辟倒退”ꎬ 出现 “修正主义”ꎮ 在 “批林” 中ꎬ 毛泽东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

来ꎬ 认为林彪的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ꎬ 都是 “尊孔反法” 的ꎮ 法家在历史

上是向前进的ꎬ 儒家是开倒车的ꎮ 于是ꎬ 毛泽东迅速把 “批林整风” 换成

“批林批孔”ꎬ 号召人民联系现实斗争ꎬ “评法批儒”ꎬ 挖出林彪集团的思想

根源ꎬ 目的是防止 “资本主义” 的 “复辟倒退”ꎬ 防止否定 “文化大革命”ꎮ

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的口号ꎬ 把矛头指向周恩来ꎬ 重点是批 “党内最大的

儒”ꎬ 妄图利用这场运动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ꎬ 实现他们 “组阁”
篡权的罪恶目的ꎮ 江青等人经过密谋策划ꎬ 组织编辑 «林彪与孔孟之道»

材料ꎬ 并于次年 １ 月 １８ 日经毛泽东批准ꎬ 作为中共中央 １９７４ 年 １ 号文件附

件转发全党ꎮ １９７４ 年 «人民日报» «红旗» 杂志和 «解放军报» 的元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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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把 “批孔” 作为 “批林” 的组成部分ꎮ 此后ꎬ “批林批孔” 运动便在全

国展开ꎮ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７ 日ꎬ 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ꎬ 传达中央关于开展

“批林批孔” 运动的一系列文件和省委扩大会精神ꎬ 讨论通过了 «关于开展

批林批孔斗争的安排意见»ꎬ 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 “批林批孔” 运动的领

导ꎬ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ꎬ 联系本地区、 本单位实际ꎬ 搞清楚两个阶级、 两

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ꎬ 把运动推向前进ꎻ 放手发动群众ꎬ 特别要注意

抓好 “工农兵” 的 “批林批孔”ꎻ 运动中要把握大方向ꎬ 团结 “两个百分之

九十五”ꎬ 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ꎮ 自此ꎬ 全区的 “批林整风” 运动变成为

“批林批孔” 运动ꎮ

全区 “批林批孔” 运动ꎬ 着重批判和解决以下五个问题: 一是批判林

彪宣扬孔子的 “克己复礼”ꎬ 解决正确对待 “文化大革命” 问题ꎻ 二是批判

林彪鼓吹 “生而知之” 的天才论和 “上智下愚” 的唯心史观ꎬ 解决尊重群

众的首创精神ꎬ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问题ꎻ 三是批判林彪贩卖的 “中庸” 之

道ꎬ 坚持马列主义的斗争哲学ꎬ 坚持党的原则ꎻ 四是批判林彪鼓吹 “劳心者

治人ꎬ 劳力者治于人”ꎬ “学而优则仕” 的思想ꎬ 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ꎬ

坚持 “五七” 道路ꎻ 五是批判林彪大搞两面派的处世哲学ꎬ 坚持无产阶级

党性ꎬ 坚持团结ꎮ 按照地委的部署ꎬ 地、 县委即组织宣讲团ꎬ 同时把农村工

作队变为宣传团ꎬ 到农村宣讲中央 １、 ２ 号文件ꎮ 地、 县、 公社三级相继召

开 “批林批孔” 动员大会ꎬ 通过有线广播将动员大会进行实况转播ꎮ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 ２ 日至 ８ 日ꎬ 雅安县委召开动员大会ꎬ 部署开展 “批林批孔” 群众运

动ꎮ 到 ２ 月 １９ 日ꎬ 全县已有 ２６ 个公社举办 “批林批孔” 学习班ꎬ 共有 ８１６６

人参加学习ꎮ ２ 月 ９ 日ꎬ 名山县召开县级机关、 厂矿、 企事业单位职工 １５００

多人参加的 “批林批孔” 大会ꎬ 并向全县实况转播ꎮ 各公社分别于 ２０ 日、

２１ 日召开 “批林批孔” 誓师动员大会ꎬ 共 ５２０００ 多人参加ꎮ ２ 月 １３ 日ꎬ 荥

经县组织召开万人参加的 “批林批孔” 动员大会ꎬ 传达中发 (１９７４) １ 号文

件和省委 «关于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意见»ꎬ 声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ꎮ

之后ꎬ 地、 县各系统各单位普遍以座谈会、 儒法斗争史报告会、 “批林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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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读书班、 骨干培训班、 农村办政治夜校等形式ꎬ 通过一学、 二批、 三

联、 四辅导、 五对比的方法ꎬ 进行批判ꎻ 以 «简报» 形式ꎬ 介绍、 交流开

展 “批林批孔” 的经验ꎮ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３ 日ꎬ 芦山县举办有 １７０ 人参加的第

二期 “批林批孔” 学习班ꎬ 进一步批判林彪鼓吹 “克己复礼”ꎬ 开历史倒车

的罪行ꎮ 同时ꎬ 为了密切配合 “批林批孔” 运动ꎬ 回击林彪反党集团恶毒

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ꎬ ５、 ６ 月间ꎬ 在全区各地农村还举行 «红灯记» «智

取威虎山» «沙家浜» 等革命样板戏影片的集中放映活动ꎬ 不断推动 “批林

批孔” 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ꎮ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 日ꎬ 地委召开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ꎬ 进一步提出 «放手

发动群众ꎬ 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意见»ꎮ 同时ꎬ 地革委召开第六次全委会和

全委扩大会议ꎮ 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在党委统一领导下ꎬ 放手发动群众ꎬ 把我

区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ꎮ 会议期间ꎬ 与会同志组织学习了毛主席、 党中央

关于 “批林批孔” 的重要指示ꎬ 狠批了林彪效法孔子 “克己复礼”ꎬ 复辟资

本主义的罪行ꎮ 会议认为ꎬ 要使全区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ꎬ 一是要认真看

书学习ꎬ 掌握思想武器ꎬ 联系实际深入开展 “批林批孔”ꎬ 把学、 批紧密结

合起来ꎬ 增强斗争的自觉性ꎻ 二是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ꎬ 放手发动群众ꎬ

认真搞好革命大批判ꎬ 把我区 “批林批孔” 运动引向纵深ꎻ 三是各级领导

机关要建立 “批林批孔” 办公室ꎬ 把 “批林批孔” 作为工作重点认真搞好ꎻ

四是要在 “批林批孔” 运动中加强政权机构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ꎬ 加强

无产阶级专政ꎬ 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ꎻ 五是要在运动中贯彻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方针ꎬ 使革命、 生产双丰收ꎮ
按照地委决定ꎬ 各级领导机关相继建立 “批林批孔” 办公室ꎮ 此后ꎬ

全区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基层再次掀起召开 “批林批孔” 大

会的热潮ꎮ

“批林批孔” 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ꎬ 无产阶级战

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ꎬ 要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ꎬ 把孔

孟之道批深批透ꎬ 必须掌握理论武器ꎬ 才能使 “批林批孔” 运动朝着深入、

持久的方向发展ꎮ 为此ꎬ 地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马克思理论队伍建设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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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 于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作出 «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意见»ꎬ
要求: 一是各级党委要下定决心ꎬ 切实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抓

起来ꎬ 使我区理论学习不断朝着深入、 持久的方向发展ꎻ 二是在斗争实践中

挑选、 培养一批路线觉悟高、 政治思想好、 业务能力强、 又能密切联系群众

的知识分子ꎬ 组建好理论队伍ꎻ 三是全党动手、 踏实工作ꎬ 造就一支宏大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ꎻ 四是各级党委一定要书记挂帅ꎬ 加强领导ꎬ 专人分管

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和提高ꎬ 带动全区的理论学习ꎮ 到 １９７４ 年底ꎬ

全区理论队伍已有 ２５０００ 人ꎮ

为了推动全区 “批林批孔” 运动的深入发展ꎬ １９７４ 年底ꎬ 地委组织

“批林批孔” 检查团ꎬ 用一个月的时间ꎬ 对地专机关ꎬ 地属以上厂矿、 学

校、 企事业单位的 “批林批孔” 运动ꎬ 从学习马列主义、 毛主席著作ꎻ 联

系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ꎬ 肃清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和影响ꎻ 落实政策ꎬ

认真解决 “清队” “一打三反” “整党建党” 工作中的遗留问题ꎻ 贯彻 “抓
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的方针ꎬ 努力完成 １９７４ 年的国民经济计

划ꎻ 学习和推广 “批林批孔” 典型经验等 ５ 个方面进行一次大检查ꎮ 在检查

中发现ꎬ 广大职工群众对林彪效法孔老二 “克己复礼”ꎬ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的罪行恨得咬牙切齿ꎬ 可是批判起来又说不上几句话ꎮ 为此ꎬ 地委提出要继

续加强全区理论队伍的建设与发展ꎬ 进一步搞好理论辅导ꎬ 深入推动 “批林

批孔” 运动的开展ꎮ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ꎬ 地委在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建设的规划» 中要求: (１) 农村每个生产队都要配备不脱产的理论队伍 ３

至 ５ 人ꎬ 机关、 学校、 厂矿、 企事业单位的理论队伍要占到职工总数的 ７％
~１０％ꎮ 地革委宣传组要配备理论干部 １０ 名ꎬ 县革委宣传组理论干部要达到

５~７ 名ꎬ 地级各部门要有一名理论干部ꎬ ３００ 人以上厂矿要有 １~ ２ 名ꎬ 千人

以上厂矿要有 ２~４ 名ꎮ 同时各公社要有一名副书记专管理论工作ꎮ (２) 理

论队伍要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ꎬ 要学习哲学、 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

主义三大马列主义理论基础ꎻ 要积极参加阶级斗争ꎬ 搞好革命大批判ꎻ 要辅

导群众的理论学习ꎬ 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ꎬ 认真推广小靳庄的经验ꎮ (３)

各级要加强对理论队伍的领导ꎬ 把理论队伍的建设纳入党委的议事日程ꎮ

０５３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４) 抓好理论队伍的思想建设ꎬ 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习和工作ꎮ
１ 月 ２７ 日ꎬ 地委在 １９７５ 年理论学习规划中ꎬ 提出主要学习 «人民日

报» 的新年献词ꎬ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ꎬ 新宪法和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

大会议上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 以及马克思、 列宁和毛主席的 ６ 本书———
«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与革命»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矛盾论» «实践论»ꎮ 要求密切联系自己的思想实

际边学习边批判ꎬ 做到理论学习与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紧密结合ꎻ 理论学习

要与研究历史ꎬ 批判孔孟之道相互结合ꎬ 以推动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革命ꎮ
２ 月 ８ 日ꎬ 地委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ꎬ 深入持久地开展 “批林批孔” 运动

的安排意见ꎬ 再次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抓好马克思、 列宁、 毛主席关于无产

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ꎬ 地、 县、 区、 社和厂矿、 企事业单位均应配备专职理

论干部ꎬ 大批资本主义ꎬ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ꎮ
全区各县按照地委的要求ꎬ 积极开展学习马克思、 列宁和毛主席著作的

群众运动ꎮ 在各级理论队伍的带领下ꎬ 广大党员、 干部和群众掌握了斗争的

武器ꎬ 紧密联系实际ꎬ 深入批判 «三字经»、 «女儿经»、 “反动谚语”、 “反
动对联” 和地主资产阶级的酒令等乌七八糟的 “黑货”ꎬ 从各个角落扫除孔

孟之道的 “垃圾”ꎮ 汉源九襄公社民主大队组织开展批判 «增广贤文»ꎬ 召

开批判会 ２１ 次ꎬ 写批判稿 ５２ 份ꎬ 办批判专栏 ９ 期ꎮ 在开展批判的同时ꎬ 许

多地方刮起 “割资本主义尾巴” 风ꎬ 把农民的自留地、 宅基地、 家庭副业

等都当作 “资本主义尾巴”ꎬ 严格加以限制和禁止ꎮ 有的把 “五匠” 个人外

出务工说成是 “个人发家致富”ꎬ “地下黑包工” 而加以批评、 惩罚ꎬ 甚至

批判ꎮ
在 “批林批孔” 运动中ꎬ 江青一伙在教育界制造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

事件ꎬ 大反所谓的 “复辟回潮”ꎬ 鼓吹 “白卷英雄”ꎬ 炮制 “河南马振扶公

社事件”①ꎬ 煽动学生 “反潮流”ꎬ “反教师”ꎬ 在全国掀起批判 “师道尊严”
“智育第一” 的浪潮ꎬ 致使全区 ８ 县陆续冒出程度不同的所谓 “反潮流”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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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ꎬ 造成教师不敢教ꎬ 学生不愿学的局面ꎮ “批林批孔” 运动的开展ꎬ 使雅

安刚刚稳定的政治局势再次出现动荡ꎮ 雅安各帮派头头在反 “复辟倒退”、

反 “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的口号下ꎬ 借揪 “复辟势力的代表”ꎬ 将矛头指向

地、 县革委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ꎬ 上下串动ꎬ 要求恢复 “文化大革命” 前

期的群众组织ꎬ 揪斗老干部ꎬ 拉山头ꎬ 甚至提出夺党委、 革委会的权ꎮ

由于受 “批林批孔” 运动的干扰ꎬ 雅安各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ꎬ 刚刚

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再度遭到破坏ꎬ 全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在 １９７４ 年出现

“文化大革命” 以来的第二次全面下降ꎮ １９７４ 年ꎬ 全区工农业总产值 ３ １ 亿

元ꎬ 比上年减少 ５ ８％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 １ ２ 亿元ꎬ 农业总产值 １ ８９ 亿元ꎬ

分别比上年减少 ９ ８％和 ３ ６％ꎮ 粮食总产量 ３２ ９ 万吨ꎬ 比上年减产 １ ７ 万

吨ꎬ 减少 ４ ９％ꎮ 全区人口总数却净增了 ３ ２３ 万人ꎬ 增长 ２７ ２％ꎬ 属建国以

来的第二个出生高峰年ꎮ “批林批孔” 运动ꎬ 在江青一伙煽动的所谓 “反潮

流” 的冲击下ꎬ 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

面又遭到严重挫折ꎮ

第八节　 贯彻实施全面整顿工作

１９７２ 年ꎬ 周恩来领导的整顿ꎬ 使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ꎬ 但

是 １９７４ 年的 “批林批孔” 运动使动乱再起ꎬ 国民经济的发展再一次严重受

挫ꎮ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ꎬ 毛泽东先后发出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ꎬ 要

安定团结ꎬ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即 “三项指示” )ꎮ １９７５ 年ꎬ 邓小

平在毛泽东、 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ꎬ 继而又同时主持党中央

日常工作ꎮ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ꎬ 以毛泽东的 “三项指示为纲”ꎬ 在全

国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工作ꎮ 他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ꎬ 明确

而且坚定地提出整顿的要求ꎬ 通过拨乱反正ꎬ 纠正 “文化大革命” “左” 的

错误造成的混乱局面和加快经济恢复发展的一系列措施ꎬ 逐渐显现出安定团

结的局面ꎬ 生产和经济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ꎬ 全面整顿取得显著成效ꎮ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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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地革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ꎬ 采取狠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潮ꎬ
整顿领导班子ꎬ 落实政策ꎬ 恢复和建立规章制度ꎬ 坚持按劳分配ꎬ 调动积极

性ꎬ 打击破坏活动等重点措施ꎬ 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ꎬ 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绩ꎮ

一、 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 地委在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点意见» 中提出:

各级党委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ꎬ 狠抓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ꎬ 解决好领导班

子存在的 “散、 软、 懒” 问题ꎬ 按照 “三要三不要” 的原则和 “安定团结”

的总方针ꎬ 把各级党委建成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坚强的战斗指

挥部ꎻ 坚持 “老、 中、 青” 三结合的原则ꎬ 安排老干部进班子ꎬ 积极选拔

和培养青年干部ꎬ 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建设ꎻ 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ꎬ 选

好 “班长”ꎬ 充实支部领导班子ꎬ 抓好党员的管理与教育ꎬ 严格党的组织生

活ꎻ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ꎮ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３ 月 １１ 日ꎬ 地委召开扩大会议ꎬ 率

先对地区领导班子进行整顿ꎮ 会议以 “小整风” 的形式ꎬ 讨论在全区范围

内掀起的学习马克思、 列宁、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情况ꎬ 对照检

查近一时期的思想和工作ꎬ 即对照检查城乡资本主义倾向在内部有什么表现

和反映ꎻ 对照检查资产阶级派性在班子内部的表现和反映ꎻ 对照检查县委班

子对当前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敢不敢抓、 敢不敢管的问题ꎮ ５、 ６ 月ꎬ

地委反复强调要抓紧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ꎬ 特别是着重抓好那些问题多

的领导班子的整顿ꎬ 增强无产阶级党性ꎬ 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ꎻ 要以

思想教育为主ꎬ 辅之以必要的组织整顿ꎻ 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ꎬ 改变有

些基层党的组织涣散ꎬ 纪律松弛ꎬ 战斗力不强的问题ꎮ 按照地委的要求ꎬ 各

县委、 地级各部门对那些搞不好团结的散班子ꎬ 不敢斗争的软班子ꎬ 不干工

作的懒班子ꎬ 采取果断措施ꎬ 该调整的调整ꎬ 该充实的充实ꎮ 同时ꎬ 各级各

部门、 各企事业单位在组织学习的基础上ꎬ 以中央文件精神ꎬ 对照检查本地

区、 本单位情况ꎬ 提出整改措施ꎻ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老工人政策ꎻ 加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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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ꎬ 搞好整顿ꎻ 关心群众生活ꎬ 确保安全生产ꎮ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ꎬ 荥经县委提出ꎬ 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ꎬ 切实解决

好有些搞不好团结的散班子、 不敢斗争的软班子、 不干工作的懒班子等问

题ꎮ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到雅安检查工作ꎬ 了解到荥经县

问题较多ꎬ 要求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ꎬ 彻底迅速地扭转荥经县的被动

工作局面ꎬ １８ 日ꎬ 地委常委、 地委办公室主任谢世杰奉调荥经ꎬ 主持县委、
县革委工作ꎮ １９ 日至 ２２ 日ꎬ 谢世杰徒步百余公里ꎬ 走访百里堰工地以及新

建等公社开展调研工作ꎮ 在领导班子的整顿中ꎬ 名山县委调整县委、 县革委

办事机构ꎬ 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ꎬ 县级直属机关设置由 “文化大革命”
前的 ５２ 个精简为 ２６ 个ꎬ 并抽调县级机关干部 ４６ 人充实基层领导班子ꎮ

通过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和 “小整风” 的开展ꎬ 教育了广大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ꎬ 解决了领导班子存在的思想路线不端正、 问题成堆ꎬ 形

不成坚强团结的领导核心ꎬ 以及 “软、 散、 懒” 等问题ꎬ 增强了各级领导

班子的团结和战斗力ꎬ 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ꎬ 为全区经济整顿的顺利开展

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证ꎮ

二、 农业的整顿

为了认真贯彻邓小平四川要树立 “农业第一” 的思想ꎬ 和要在几年内

把农业搞上去的指示①ꎬ 进一步贯彻落实 “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第一

位” 和工业支持农业等一系列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ꎬ 地委按照省委对农

业生产的部署ꎬ 提出地、 县委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ꎬ 坚持以粮为纲ꎬ 农、
林、 牧、 副、 渔全面发展的方针ꎬ 大搞开田改土ꎬ 计划今年开田改土 １０ 万

亩ꎬ 坚持改革耕作制度ꎬ 大力推广良种化栽培ꎬ 保证 １９７５ 年粮食总产 ７ ５
亿斤任务的完成ꎮ

第一、 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ꎬ 把工作的立足点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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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ꎬ 抓好农业生产这一根本ꎬ 把夺取农业丰收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

务ꎮ 为了保证完成 ７ ５ 亿斤的粮食总产任务ꎬ ７ 月初ꎬ 地委发出开展农业大

检查和积肥造肥运动的紧急通知ꎮ 各县、 区、 公社党委迅速贯彻地委通知精

神ꎬ 认真组织检查农业生产情况ꎬ 落实增产措施ꎬ 抓紧大春施肥和大春病虫

害的防治ꎬ 迅速掀起积肥造肥的群众运动ꎮ 地委由一名常委具体负责抓积肥

造肥运动ꎬ 各县、 地级各部门书记挂帅ꎬ 全党动员ꎬ 全民动手ꎬ 按期完成农

村人平 ２０００ 斤ꎬ 机关人平 ２００ 斤至 ３００ 斤的积肥任务ꎮ ８ 月 ２２ 日ꎬ 地委作

出关于今冬明春 “三分之一” 工作的安排意见ꎬ 要求全区今冬明春农村的

“三分之一” 工作由地、 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ꎬ 常委的三分之二ꎬ 各部

门负责同志的半数ꎬ 机关干部的三分之一人员参加此项工作ꎮ 地委还从各机

关、 厂矿、 企事业单位、 部队、 学校共抽调 １０００ 名干部组成农村工作团ꎬ

下到公社、 大队、 生产队开展工作ꎬ 整顿领导班子ꎬ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ꎬ 促

进农业生产大发展ꎮ
第二、 狠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ꎬ 改变农业面貌ꎮ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ꎬ 地委提

出ꎬ 要自始至终抓紧农田基本建设ꎬ 大搞小型水利工程设施ꎬ 确保 １９７６ 年

全区完成 ８ 万亩开田改土任务ꎮ 全区各地领导干部带头大干ꎬ 深入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第一线带头参加劳动ꎻ 城市、 乡村一齐动手ꎬ 组织干部群众参加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ꎮ 雅安县在 «１９７５ 年农田基本建设计划» 中提出: 改造低

产田 ０ ５７ 万亩ꎬ 坡改梯地 ０ ６５ 万亩ꎬ 地改田 ０ ２８ 万亩ꎬ 沿河造田 ０ ０５ 万

亩ꎬ 建条田 ０ ８ 万亩ꎻ 改造冬水田 ２ 万亩ꎬ 新增灌溉面积 １ 万亩ꎮ １１ 月ꎬ 雅

安县委在 “县级机关革命化” 措施中要求ꎬ 发扬革命精神ꎬ 星期日不休息ꎬ
参加农业生产劳动ꎬ 县、 区、 公社三级干部全年分别参加农业集体劳动 １００

天、 ２００ 天、 ３００ 天ꎻ 局一级单位领导要挂帅蹲点搞好一个大队ꎮ 在农田基

本建设中ꎬ 全区各地农村普遍建立常年性的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ꎬ 抽调 １５％

的劳动力ꎬ 以大队或联队组成ꎬ 开田改土ꎬ 建设 “大寨式的稳产高产农

田”ꎬ 或修建机耕道ꎮ 由于采取了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ꎬ 在平

坝地区大搞条田ꎬ 在中、 高山地区大搞开田改土和兴修水利ꎬ 截止 １０ 月份ꎬ

全区上阵劳力已达 ６２５００ 多人ꎬ 仅雅安、 天全、 名山三县建成条田 ４４５０ 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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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属以上单位和驻雅部队每天上阵参加条田化建设的人数多达 ５１００ 人ꎬ 一

周建成条田 ８００ 亩ꎮ 此外ꎬ 全区在堰渠、 塘坝和提灌等水利建设也得到较快

发展ꎮ 承担省属玉溪河水利工程建设重点任务的名山县ꎬ 县委于 ７ 月 ３ 日作

出 “玉溪河工程干渠、 支渠一起上ꎬ 抓干渠支渠” 的决定ꎬ 全面拉开全县

水利配套工程建设ꎮ 计划至 １９８０ 年ꎬ 建成支渠 ４ 条 ６８ 公里ꎬ 分支渠 ５ 条 ５７
公里ꎬ 灌溉千亩以上支渠 ２４ 条 １０７ 公里ꎻ 贯通全县水库、 山塘、 小型堰渠

６００ 处ꎬ 全长 ２３２ 公里ꎬ 形成 “大、 中、 小” 和 “引、 蓄、 提” 相结合的水

利灌溉网络ꎬ 全县控灌面积达 ９５％以上ꎮ 配套工程投资 ９０６ 万元ꎬ 投工 ５５０

万个ꎮ
第三、 抓以粮为纲ꎬ 多种经营ꎬ 全面发展ꎬ 壮大集体经济力量ꎬ 增加社

员收入ꎮ 全区各县相继制定出农业生产规划ꎬ 积极发展林业、 以养猪为主的

畜牧业和茶叶、 烟叶、 水果等农副业ꎮ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 雅安县革委印发

«１９７５—１９７７ 年农业生产规划»ꎬ 提出主要指标: １９７５ 年粮食产量达到 １ ２５
亿斤ꎬ １９７７ 年达到 １ ３７ 亿斤ꎬ 年均增长 ８ ３％ꎻ 粮食亩产 ７３０ 斤ꎮ １９７５ 年

油料产量达到 ２ １５ 万担ꎬ １９７７ 年达到 ２ ６ 万担ꎬ 年均增长 ７ ４％ꎮ １９７５ 年

茶叶产量达到 ２ ３ 万担ꎬ １９７７ 年达到 ３ ２ 万担ꎬ 年均增长 １３ ３％ꎮ １９７５ 年

底生猪存栏数 ９ ５ 万头ꎬ １９７７ 年底存栏数 １１ 万头ꎬ 年均增长 １１ ３％ꎮ 名山

县委在 «１９７６ 年至 １９８５ 年十年农业规划» 中拟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 １９７５

年—１９７７ 年ꎻ 第二步 １９７８ 年—１９８０ 年ꎻ 第三步 １９８１ 年—１９８５ 年ꎮ 总要求

是: 到 １９８５ 年粮食产量达到 ３ １ 亿斤至 ３ ４ 亿斤ꎬ 较 １９７４ 年增长 ７９ ８％至

９７ ２％ꎬ 年均递增 ５ ５％至 ６ ４％ꎬ 亩产 １２５１ 斤至 １３７２ 斤ꎻ 油料、 生猪、 耕

牛发展也有较大幅度增长ꎬ 并拟定了相应的增产措施ꎮ ９ 月 １６ 日ꎬ «中共中

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 发出后ꎬ 全区农村迅速掀起养猪热潮ꎮ 芦山

县委发文ꎬ 要求各公社党委组织大队、 生产队认真学习宝盛中坝 ６ 队的养猪

经验ꎬ 大力发展养猪业ꎮ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ꎬ 芦山县养猪领导小组召开集体养猪现

场经验交流会ꎬ 提出山区社队修建猪场ꎬ 快速发展全县集体养猪业ꎮ 名山县

拟定年终生猪存栏数力争一人一猪ꎬ 一亩七头猪ꎬ 实现亩施万斤肥计划ꎮ 天

全县提出全党大办农业ꎬ 全党总动员ꎬ １９７６ 年攻下粮食 １ 亿斤ꎬ 油菜 １０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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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ꎬ 生猪 １０ 万头ꎮ 此外ꎬ 雅安县大力发展茶业ꎬ 已有 ２３ 个公社建立起公

社领导的生产队联办茶场 １０ 个ꎬ 大队领导的联办茶场 ５９ 个ꎬ 茶园面积 １ ２

万亩ꎬ 占新开辟茶园的 ３０％ꎮ

第四、 大力推广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ꎮ 进一步完善各级农科推广站ꎬ

充实、 培训社队科技人员ꎮ 积极宣传推广双季稻和高产新品种ꎬ 提高复种指

数ꎬ 从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ꎻ 实行科学耕种ꎬ 科学施肥ꎬ 科学使用农药等ꎮ
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关于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和 “二十五年间ꎬ

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的指示精神ꎬ 地、 县委成立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ꎬ 提出在 １９８０ 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ꎬ 积极推进农业机

械化进程ꎮ 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ꎬ 改善了劳动条件ꎬ 劳动力进一步解放ꎬ

加快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步伐ꎬ 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ꎮ

三、 工业企业的整顿

工业企业整顿ꎬ 主要是对重点企业进行整顿ꎮ 除了抓领导班子建设ꎬ 全

区在工业企业整顿中着重抓企业管理ꎮ 地委、 地革委强调ꎬ 工业企业领导班

子ꎬ 要以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带头学ꎬ 带头干ꎬ 抓路线ꎬ 抓党委革命化ꎬ 对

照大庆经验ꎬ 找差距ꎬ 找问题ꎬ 找原因 ꎬ 迎头赶上ꎬ 坚持自力更生ꎬ 艰苦

奋斗ꎬ 勤俭办企业的方针ꎬ 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ꎻ 企业要抓好管理ꎬ 改革

不合理的规章制度ꎬ 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ꎬ 建立起岗位责任制、 考勤制

度、 经济核算制度等ꎬ 加强组织性、 纪律性ꎮ 并提出企业管理的重点是质量

和成本ꎬ 要按照经济技术指标全面组织和检查生产ꎬ 要狠抓增产节约ꎬ 迅速

扭转管理混乱、 拖欠上缴利润等不正常现象ꎬ 所有企业都要订出扭亏增盈计

划ꎮ 地委还强调ꎬ 要加强设备的检查、 维修ꎬ 提高设备完好率ꎻ 切实注意安

全生产ꎬ 对重大事故ꎬ 一定要追究、 处理ꎮ 雅安在整顿工业企业中ꎬ 还大搞

技术革新、 技术革命ꎬ 积极推广应用优选法ꎬ 在生产上取得了优质、 高产、

低消耗的可喜成绩ꎮ 地革委在 １９７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转发地区推广优选法领导小

组在全区开展推广优选法大会战的意见中指出ꎬ 推广优选法ꎬ 对于大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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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ꎬ 促进生产发展、 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计划ꎬ 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ꎬ 各

级党委要把 “推广优选法” 工作列入议事日程ꎬ 认真抓好用好ꎮ 全区工业

企业广泛开展革新改造ꎬ 挖潜协作活动ꎬ 努力降低生产成本ꎬ 增加工业产

量ꎮ 土法上马ꎬ 积极兴办日用工业品、 小化肥、 小煤窑、 小机械、 小水泥等

“五小” 地方企业ꎮ 围绕农业办工业ꎬ 采取扩散产品、 建立原料基地、 利用

边角余料和 “三废” 等办法ꎬ 积极帮助农村社队兴办工业ꎬ 帮助建立公社

农机修造厂ꎬ 提高了三级农机修造网的修配能力ꎮ 不少企业还充分利用边角

余料、 废旧废资、 修旧利废为社队企业解决了原料不足的问题ꎮ

通过对全区工业企业的整顿ꎬ 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ꎬ 生产状况迅速走向

正常化ꎬ 一些多年未见起色的老大难企业ꎬ 也开始出现了生机ꎮ

四、 改善城乡市场供应

为了认真落实中央各项经济政策和省委 «关于加强财贸工作的决定»ꎬ

地委强调ꎬ 要切实加强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和农村商业工作ꎬ 认真贯彻 “发

展经济ꎬ 保障供给” 的总方针ꎬ 抓好农产品的收购和调运工作ꎬ 进一步繁荣

和丰富市场ꎬ 改善肉、 禽、 蛋、 菜等副食品的供应状况ꎮ 按照城乡兼顾的原

则ꎬ 进一步协同有关部门促进轻工业和农副产品生产ꎬ 积极组织工业品下

乡ꎬ 努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供产ꎬ 畅通城乡物资交流ꎬ 活跃农村工业品市

场ꎮ 搞好外贸收购ꎬ 扩大出口ꎮ 抓好石油、 煤炭、 棉布等主要社会用品的供

应和社会节约ꎮ 抓好饮食服务工作ꎮ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ꎬ 芦山县根据省革委

(１９７５) ３４ 号文件精神ꎬ 成立芦山县供销合作社ꎬ 加强农业商业工作ꎬ 大力

支援农业生产ꎮ １２ 月下旬ꎬ 天全县委决定成立 “县革委会支农物资调运领

导小组”ꎬ 安排协调支农物资ꎬ 促进农业大干快上ꎮ 这一系列措施ꎬ 对繁荣

市场、 流通城乡商品、 回笼货币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雅安在进行工业、 农业、 商贸整顿的同时ꎬ 对文化、 教育、 科技、 卫生

等其他战线和行业也进行了整顿ꎮ

１９７５ 年ꎬ 由于全区各级全面贯彻邓小平关于 “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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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精神和一系列政策的制定与落实ꎬ 广大干部群众人心思治ꎬ 积极工

作ꎬ 努力生产ꎬ 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ꎬ 社会秩序逐步走向稳定ꎬ 扭转了

１９７４ 年国民经济全面下滑的局面ꎮ 这一年ꎬ 全区工农业生产总值完成了

３ ５５ 亿元ꎬ 比 １９７４ 年增长了 １４ ５％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比

１９７４ 年增长了 ２０ ０％和 １１ １％ꎮ 粮食和茶叶各比上年增长 ８ ２％和 ８ ４％ꎬ
大牲畜存栏数也有增长ꎮ 全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分别比上

年增长 ２８ ５％和 ５ ５％ꎮ 雅安经济社会全面整顿带来的积极变化ꎬ 充分证明

了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ꎮ １９７５ 年的全面整顿ꎬ 实际

上是开始系统地纠正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ꎻ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试验

和历史源头ꎬ 而 １９７８ 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 １９７５ 年经济整顿的延伸、 扩展和

深化ꎬ 不仅对中国 １９７５ 年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ꎬ 而且为中国

１９７８ 年以后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 可资借鉴和利用的历史经验ꎮ

第九节　 雅安经济的缓慢发展

“文化大革命” 时期ꎬ 尤其是到中后期ꎬ 随着各级革委会的建立和各级

党委的恢复ꎬ 形势趋于稳定ꎮ 雅安人民愈来愈对 “文化大革命” 动乱感到

反感ꎬ 希望安定团结ꎮ 不少党员干部虽然在动乱中遭到 “批斗”ꎬ 仍忠于职

守、 坚持工作ꎬ 有的刚从 “牛棚” 被释放ꎬ 即刻奔赴工作岗位ꎬ 有的一边

挨批斗ꎬ 一边克服重重干扰ꎬ 坚守工作、 生产第一线ꎮ 在全区人民的共同努

力下ꎬ 基本完成第三、 第四个五年计划ꎬ 国民经济得到了缓慢的发展ꎮ 全区

工农业总产值ꎬ 从 １９６６ 年的 ２ ５ 亿元提高到 １９７６ 年的 ３ ６５ 亿元ꎬ 提高了

４６％ꎬ 十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３ ９％ꎬ 高于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６６ 年年均增长率

２ ６％的 １ ３ 个百分点ꎮ 当然ꎬ 这些绝不是 “文化大革命” 的成果ꎬ 恰恰相

反ꎬ 是抵制 “文化大革命” 严重干扰而取得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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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业学大寨运动与农业的发展

１９６４ 年ꎬ 毛泽东发出 “农业学大寨” 的号召ꎮ 从此ꎬ 中国大地上掀起

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ꎮ “文化大革命” 中ꎬ “农业学大寨” 成

为党指导农村工作的总方针ꎮ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指引下ꎬ 雅安广大农民战

天斗地ꎬ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面貌ꎬ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ꎮ

(一) 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ꎬ 以前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ꎮ

农业合作社后ꎬ 大寨人不向国家伸手ꎬ 依靠集体力量ꎬ 自力更生、 艰苦奋

斗ꎬ 开山凿坡、 修造梯田ꎬ 使粮食亩产增长了 ７ 倍ꎮ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ꎬ «人民日

报» 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ꎮ 大寨人改天换地的创造精神ꎬ 受到党中央和毛

泽东的高度重视ꎮ １２ 月ꎬ 周恩来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

报告中指出: “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 思想领先的原则ꎻ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ꎻ 爱国家、 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ꎬ 都是值得大家学习的ꎮ”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下ꎬ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ꎮ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ꎬ 省革筹、 成都军区作出 «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ꎬ

坚决响应毛主席 “农业学大寨” 的伟大号召的决定»ꎮ １１ 月ꎬ 全省农业学大

寨会议在乐山地区召开ꎬ 会议号召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

新高潮ꎮ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ꎬ 由地革委副主任席学周领队ꎬ 参加省革委组织的

“四川农业学大寨学习班”ꎬ 并到大寨进行了参观学习ꎮ 学习结束后ꎬ 在全

区各级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学习ꎮ 地革委在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份的工作安排中ꎬ 明

确提出要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ꎬ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ꎮ ２ 月 ７ 日

至 １３ 日ꎬ 地革委、 雅安军分区在名山县召开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ꎮ 从此ꎬ

雅安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高潮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 雅安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在今

冬明春主要工作意见中提出 “广泛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ꎬ 掀起开田改

土、 兴修水利、 积肥造肥运动”ꎮ 此后ꎬ 在每年的 “今冬明春” 或 “年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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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安排” 中ꎬ 农业学大寨都是农村的主要工作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下旬ꎬ 地委为

贯彻省第二次党代会的 «决议»ꎬ 抽调 １８５０ 名干部ꎬ 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ꎬ 下到农村 ２９９ 个大队ꎬ 宣传学习山西省昔阳县大寨经验ꎬ 并在名山县城

西公社六、 七两个大队进行试点工作ꎮ

农业学大寨ꎬ 是 “文化大革命” 期间农业战线上的一项主要工作和常

年性工作ꎮ 为了抓好农业学大寨运动ꎬ 地委、 地革委多次召开专门会议ꎬ 下

发文件ꎬ 作出安排部署ꎮ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ꎬ 地委召开 ８００ 多人

的扩大会议ꎬ 学习贯彻省委 «关于彻底改变我省农业生产条件ꎬ 加快农业发

展速度的指示»ꎬ 总结全区 ２０ 多年来发展农业的经验教训ꎬ 制定雅安地区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 年农业发展规划ꎬ 提出 １９７５ 年要完成全区生产粮食 ８ 亿斤ꎬ

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三、 五年赶上昔阳的号召ꎮ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地委发

出的 «关于农村继续进行批林整风ꎬ 促进 “农业学大寨” 群众运动的工作

部署»ꎬ 要求各级党委务必开展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ꎬ 加强批林整风和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ꎬ 进一步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ꎬ 迎

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ꎮ

１９７５ 年 ９ 月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后ꎬ 地委于 ２２ 日发出 «关

于进一步掀起学大寨ꎬ 赶昔阳ꎬ 全党动手大办农业高潮的意见»ꎬ 强调学大

寨要学根本ꎬ 要对照大寨、 昔阳找差距添措施ꎬ 作出具体规划ꎬ 要动员各行

各业都来支援农业ꎬ 齐心协力打好农业总体战ꎮ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１１ 月 ８ 日ꎬ 地

委召开雅安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ꎬ 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ꎬ 部署雅安

地区的农业学大寨工作ꎮ 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ꎬ 各县

纷纷提出 “学大寨ꎬ 建大寨县” 的口号ꎮ 雅安县提出 “横下一条心ꎬ 拼命

干革命ꎬ 两年跨 «纲要»ꎬ 四年超千斤ꎬ 苦战五年建成大寨县”ꎻ 芦山县提

出 “三年大干ꎬ 一年决战ꎬ 四年建成大寨县”ꎻ 天全县提出 “横下一条心ꎬ

三年建成大寨县”ꎻ 名山县提出 “批修破满树雄心ꎬ 苦战两年建成大寨县”ꎻ

宝兴县提出 “学理论ꎬ 抓路线ꎬ 誓夺粮食五千万斤ꎬ 山水林路齐治理ꎬ 五年

建成大寨县” 等口号ꎮ 雅安县委派出县级机关大多数干部到农村社队搞

“农业学大寨”ꎮ 名山县委抽调 ５００ 名干部和积极分子ꎬ 会同地委组织的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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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成工作团ꎬ 分赴全县 ２２ 个公社ꎬ 全面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ꎮ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的 “全党动员ꎬ 大办农

业ꎬ 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的精神ꎬ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 地委批转 «地革委

国防工办、 工交组临时党委关于普及大寨县ꎬ 进一步做好支农转轨工作的意

见»ꎬ 指出: 一、 动员军工和工交战线的广大干部、 群众积极参加大办农业ꎬ
普及大寨县的运动ꎬ 树立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ꎮ 二、 把学大庆和学大寨结

合起来ꎮ 三、 实行厂社挂钩、 定点支援ꎮ 一是协助社队办好夜校ꎬ 帮助农民

学政治学技术ꎻ 二是轮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和抢种抢收ꎻ 三是帮助社队发展

农机事业和社队企业ꎻ 四是积极帮助社队运输农用物资ꎻ 五是利用厂矿三废

加工成肥料、 建材支援社队ꎮ 四、 工交部门和厂矿企业作计划ꎬ 办事情ꎬ 想

问题都要把 “农” 字放在第一位ꎬ 千方百计节约用地ꎬ 促进农业大发展ꎮ

五、 加强对支农工作的领导ꎮ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ꎬ 雅安各地大造革命舆论ꎬ 大力宣传大寨精神ꎬ 广泛

发动群众ꎬ 大打农业翻身仗ꎻ 领导干部带头大干ꎬ 深入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

带头参加劳动ꎻ 城市、 乡村一齐动手ꎬ 组织干部群众参加农田基本建设ꎬ 修

堰开渠ꎬ 筑堤防洪ꎬ 开田改土ꎬ 兴修水利ꎮ 宝兴县革委在向地革委报告召开

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情况中称ꎬ 全县近万名土改大军ꎬ 顶寒风、 冒冰雪ꎬ 战

斗在开田改土第一线ꎬ 截止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 完成坡改梯、 地改田、 恢复

河滩田地 １２０２ 亩ꎬ 平均每个生产队 ３ ８ 亩ꎮ

除开田改土ꎬ 兴修水利外ꎬ 雅安农村还土法上马大搞沼气ꎮ 从 １９７３ 年

试办沼气开始ꎬ 到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底ꎬ 全区建成沼气池 ３８７７ 个ꎬ 其中已产气

的 ２６９３ 个ꎬ 有 ２５ 个生产队基本实现了沼气化ꎮ 地革委要求各县切实加强领

导ꎬ 确定一位领导分管沼气工作ꎬ 认真执行山、 水、 林、 地、 田、 路、 气综

合治理的方针ꎬ 计划全区 １９７７ 年建沼气池 ３ 万个ꎬ 分期分批实现沼气化ꎮ

普及农村沼气ꎬ 实现沼气化ꎬ 对于解决农民生活问题ꎬ 改善农村卫生环境ꎬ

提升人民生活质量ꎬ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ꎮ
通过学大寨人ꎬ 走大寨路ꎬ 立大寨志ꎬ 兴大寨风ꎬ 创大寨业ꎬ 全区农村

涌现出一批批学大寨的先进社队ꎮ 汉源县大树公社是这一时期被树立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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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式先进单位ꎬ 全省学大寨的先进典型ꎮ 大树公社过去旱、 涝、 风沙 “三
害” 严重ꎬ 粮食亩产 ２００ 斤左右ꎮ 经过 １０ 年的艰苦奋斗ꎬ 大树人劈开 ２４ 重

大山ꎬ 打通林罗堰ꎬ 从 ６３ 里外的深沟引来 “幸福泉”ꎬ 建起汉源县第一座水

电站和电灌站ꎬ 灌溉面积由原来的 ８００ 亩扩大到 ９０００ 亩ꎻ 投工 １４０ 多万个ꎬ

搬石运土 １１７ 多万方ꎬ 改土造田ꎬ 大渡河滩成良田ꎬ 涌现出以毛桂芳为代表

的 “铁姑娘队”ꎮ 毛桂芳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ꎬ 受到彭真等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ꎮ １９６５ 年ꎬ 大树公社被国务院批准为 “全国大寨式先进公社”ꎬ 在北京举

办全国大寨式先进典型展览ꎮ 进入 “文化大革命”ꎬ 大树人在 “大寨精神”

的鼓舞下ꎬ 又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ꎬ 建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 ７０００
多亩ꎮ 此外ꎬ 名山县双河公社ꎬ 由于地处深丘ꎬ “山穷水薄人烟少ꎬ 粮低茶

稀荒山多”ꎮ 坚持学大寨数年后ꎬ １９７３ 年粮食平均亩产 １０１４ 斤ꎬ 茶叶总产

量 １６５０ 担ꎬ 实现了一人一猪ꎬ 成为全县粮茶双丰收、 “五业” 兴旺的学大寨

先进典型ꎬ 在出席 １９７４ 年全国茶叶会议上ꎬ 被评为发展茶叶生产的先进

典型ꎮ

雅安在 “文化大革命” 十年中的 “农业学大寨”ꎬ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ꎮ

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ꎬ 雅安人民学习大寨人战天斗地、 改田改土的做法ꎬ 进

行坡改地、 地变田ꎬ 出现了层层梯田满山坡的景象ꎬ 同时ꎬ 改造了一批下湿

田、 建设了一批高产稳产试验田ꎬ 对改变雅安农业的落后面貌ꎬ 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ꎮ 在水利基本建设方面ꎬ 雅安人民学习大寨开山引水ꎬ 筑塘修

堰ꎬ 兴修水利ꎬ 农业基础设施也有了较大的改观ꎬ 为全区农业的稳产、 增产

和后来农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ꎮ
(二) 农业生产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 期间ꎬ 雅安遵照中央 “全党大办农业” 的号召ꎬ 坚持把

发展农业放在首位ꎬ 认真落实 “以粮为纲ꎬ 多种经营ꎬ 全面发展” 的方针ꎬ

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ꎬ 积极推广科学种田ꎬ 大力提高粮食产量ꎬ 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全区农业生产的发展ꎮ
１ 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ꎬ 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ꎮ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６８

３６３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



年ꎬ 是全区农田水利建设的起步阶段ꎮ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 ８ 月ꎬ 雅安县大兴乡周

公渠扩建工程竣工ꎬ “八一” 堰动工修建ꎮ ７ 月ꎬ 石棉县东风堰动工修建ꎬ

天全县大桥坡堰扩建延伸ꎮ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ꎬ 名山县红光水库终期工程完成ꎮ 在

此期间ꎬ 在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牵头下ꎬ “两地、 四县” (即温江、 雅安两地

区ꎬ 芦山、 名山、 邛崃、 蒲江四县) 开始联合规划玉溪河水利工程ꎮ １９６９
年后ꎬ 在地委、 地革委的领导下ꎬ 全区人民积极响应全国 “农业学大寨”

“普及大寨县” 的号召ꎬ 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热潮ꎮ 一批灌溉万亩的水利工程

陆续开工建设ꎮ 汉源县的上游堰、 跃进堰、 东大堰续建动工ꎻ 汉源县的反修

堰、 团结堰ꎬ 石棉县的红旗堰ꎬ 芦山县的清思堰、 玉溪河芦山支渠ꎬ 雅安县

的细鳞滩堰ꎬ 名山县的悔沟水库新建动工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ꎬ 计划灌溉 ８６ 万亩

农田的省属大型水利工程玉溪河引水主体工程破土动工ꎬ 经过近十年的艰苦

奋斗ꎬ 于 １９７８ 年竣工ꎮ １９７５ 年ꎬ 竣工通水的水利工程有雅安县的 “八一”

堰ꎬ 天全县的东风堰ꎬ 宝兴县的小渔溪堰、 罗家沟堰ꎬ 名山县的万星渠倒虹

管等ꎮ 其中东风堰、 上游堰、 跃进堰、 红旗堰、 东大堰、 清思堰干渠总长

２００ 多公里ꎬ 有效灌溉面积 ６６００ 多公顷以上ꎬ 玉溪河名山、 芦山两县灌溉面

积 １ ２ 万公顷ꎮ 同时ꎬ 加强重点堤防工程建设ꎬ 如汉源县流沙河堤防、 王河

坝堤防ꎬ 雅安县干濠子堤防ꎬ 芦山县大川河堤防ꎬ 宝兴县舒家岩堤防等ꎬ 堤

防总长 １６１２８ 米ꎬ 修复造田 ７６１ ３ 公顷ꎬ 投劳 ３３３ ７ 万个工日ꎮ

随着农业学大寨ꎬ 建设大寨县运动的开展ꎬ 为了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的领导和规划ꎬ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 地革委成立由 １４ 人组成的、 以秦长胜为

总指挥的 “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ꎮ 随即ꎬ 各县也

建立相应的机构ꎬ 具体负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ꎮ 地革委强调ꎬ 要坚持把搞好

农田基本建设、 兴修水利作为农村工作的常年性的工作任务来抓ꎬ 要求各县

要积极组织工厂、 学校、 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当地的农田基本建设ꎮ 同时ꎬ 要

利用冬春两季ꎬ 发动和组织广大社员群众开展农田基本建设ꎬ 兴修水利ꎬ 改

土造田ꎮ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ꎬ 地委提出当年要开田改土 １０ 万亩ꎮ ４ 月ꎬ 雅安县作

出 «关于县级机关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安排意见»ꎬ 要求全县干部要定点参

加社队劳动ꎬ 每人每年帮助社队改土 ０ １ 亩ꎮ 年底ꎬ 全县农村掀起了兴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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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开田改土、 修筑机耕道、 开梯地种茶等农田基本建设高潮ꎮ
“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ꎬ 依靠国家和集体的力量ꎬ 加

强了农业基础设施ꎬ 为后来雅安粮食的稳产、 增产和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

保障ꎬ 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泽被后世、 惠及后人的水利工程ꎮ
２. 大力推广科学种田

按照中央 “自繁、 自选、 自留、 自用ꎬ 辅之以国家必要调剂” 的种子

工作方针ꎬ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ꎬ 地革委生产指挥组提出推广良种的工作意见ꎬ 在全

区农村开始繁育推广良种ꎮ 各县、 区、 社、 队分别确定专人抓良种推广工

作ꎮ 示范繁殖场和农业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积极投入为农业生产服务ꎬ 大搞

群选群育优良品种的科学实验活动ꎮ 每个公社都成立了实验小组ꎬ 大队、 生

产队建立了良种基地ꎮ 农业、 粮食部门密切配合ꎬ 妥善安排ꎬ 切实做好优良

品种和备荒种子的收购、 保管及余缺调剂工作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 地革委生产指

挥组制定实现农业增产的具体措施ꎬ 提出全面贯彻农业 “八字宪法”①ꎬ 实现

科学种田ꎮ 积极地、 因地制宜地改革旧的不合理的耕作制度ꎬ 积极推广优良

品种ꎮ ６０ 年代中期ꎬ 我区主要推广抗倒伏矮杆高产新品种ꎮ 到 ７０ 年代中

期ꎬ 开始推广杂交水稻高产新品种ꎮ 主要有南优系列ꎬ 即南优 １ 号、 ２ 号、
６ 号ꎬ 矮优 １ 号、 ２ 号ꎬ ２９ 南 Ａ×古 ２３３ 和冈朝 ２４ 杂种ꎬ 以及四川农学院研

制的珍珠矮、 珍广矮ꎮ 在同一块田试验: 南优 １ 号亩产达 １２２４ 斤ꎬ 南优 ２
号亩产达 １２６４ 斤ꎬ 矮优 １ 号亩产达 １１６８ 斤ꎬ ２９ 南 Ａ×古 ２３３ 亩产 １２４３ 斤ꎮ
农民群众说: “水稻产量要提高ꎬ 必须种杂交”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全区 ７８ 个公社、
１４０ 个大队、 ２０８ 个生产队和 ６ 个县农场ꎬ 以及地区农科所ꎬ 首次繁育、 制

种杂交水稻 ７６０ 亩ꎬ 制出杂交种 １５０００ 斤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全国广州会议决定在南方各省积极推广杂交水稻ꎮ 随后ꎬ 省

革委批转省农业局关于积极推广杂交水稻的报告ꎬ 提出: “今年打好基础ꎬ
明年大面积示范ꎬ 后年以后普及”ꎮ ４ 月 ２８ 日ꎬ 地革委在批转地区种籽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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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５８ 年ꎬ 在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ꎬ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实现我

国农业的高速发展ꎬ 必须抓好 “土、 肥、 水、 种、 密、 保、 管、 工” 等八个方面的工作ꎮ 这

八项措施被概括为 “农业八字宪法”ꎮ



室、 农业局关于杂交水稻推广意见的报告中指出ꎬ 计划本年示范 ２０００ 至

３０００ 亩ꎬ 繁殖 １２００ 亩ꎬ 制种 ２００００ 亩以上ꎬ 明年大面积种植杂交种 ４０ 万亩

以上ꎬ 繁殖 １２００ 亩ꎬ 制种 ３００００ 亩以上ꎮ 玉米良种推广ꎬ １９６５ 年试种部分

杂交玉米ꎬ 增产效果明显ꎬ 比本地种增产 ３０％ ~ ５０％ꎬ 有些还成倍增长ꎮ
１９６６ 年开始在区内配置四川农学院研制的双交 ７ 号和矮双苞成功后ꎬ 杂交

玉米良种逐步在区内得到推广ꎮ 小麦良种推广ꎬ 有雅安早、 大头黄、 繁 ６
等ꎮ 在畜牧业良种推广上ꎬ 有荣昌猪、 约克猪、 长白猪、 “巴南” 杂交猪、
雅南猪等ꎮ 为了适应科学种田的需要ꎬ ７０ 年代全区各县相继组建农业科研

所ꎬ 农村社、 队都配备有与农技推广工作相适应的农业科技人员ꎬ 并划出一

定的土地进行良种繁育试点示范种植ꎬ 确保了良种在全区的推广种植ꎮ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科学种田的推广ꎬ 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

展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全区农业总产值 ２ １５ 亿元ꎬ 比 １９６６ 年的 １ ７６ 亿元增长

２２ ２％ꎬ 年均增长 ２ ０ ％ꎻ 粮食总产 ３６ ４２ 万吨ꎬ 比 １９６６ 年的 ２８ ７ 万吨增

长 ２６ ９％ꎬ 年均增长率 ２ ４％ꎬ 超过前十年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６６ 年年均增长率

０ ９％的 １ ５ 个百分点ꎮ 生猪年末存栏数由 １９６６ 年的 ４１ １１ 万头增加到 １９７６
年的 ５１ ５６ 万头ꎬ 提高 ２５ ４％ꎻ 绵羊、 山羊存栏数由 ６ ８７ 万头增加到 １１ ３８
万头ꎬ 提高 ６５ ６％ꎻ 大牲畜存栏数由 １０ ３７ 万头增加到 １２ ３４ 万头ꎬ 提高

１９ ０％ꎻ 春茧达到 ０ ２６ 万担ꎬ 增长 ５４ ４％ꎻ 茶叶达到 ５ ８２ 万担ꎬ 增

长 ６５ １７％ꎮ

二、 工业学大庆运动与工业的发展

大庆ꎬ 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ꎮ １９６４ 年ꎬ 党中央

对全国工业战线提出 “工业学大庆” 的号召ꎬ 号召工人阶级学习大庆自力

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ꎬ 和 “三老” “四严” “四个一样”① 的良好作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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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 当老实人、 说老实话、 做老实事ꎻ 严格的要求、 严密的组织、 严肃的态度、 严

明的纪律ꎻ 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 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 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

场干工作一个样、 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ꎮ



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ꎬ 在一个时期内推动着全国工业生产的向前发展ꎮ
(一) 工业学大庆运动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ꎬ 国家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我国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

发现工业性油流ꎬ 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ꎮ 因为这时正

值国庆十周年前夕ꎬ 所以将这块油田命名为 “大庆油田”ꎮ 到 １９６３ 年底ꎬ 大

庆的建设者在困难的时候、 困难的地方、 困难的条件下ꎬ 完全依靠自力更

生、 艰苦奋斗ꎬ 经历 ３ 年多的艰苦会战ꎬ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ꎮ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９

日ꎬ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说: “他们用比较少

的投资、 比较短的时间ꎬ 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ꎬ 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

田ꎬ 建成了年产 ６００ 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ꎬ 而且比苏联先

进ꎮ” 自豪感溢于言表ꎮ ２ 月 １３ 日ꎬ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发

出号召: “要学习解放军、 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ꎮ 此后ꎬ 全国工业

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ꎮ
全区工交战线响应中央号召ꎬ 积极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ꎮ 地委要求工矿

企业认真学习大庆经验ꎬ 提出: 一是学习他们把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

合ꎻ 二是自始至终地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ꎬ 坚持高度革命

精神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ꎬ 坚持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ꎻ 三是

要认真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ꎬ 培养 “三老” “四严” “四个一样” 的

良好作风ꎻ 四是要大搞技术练兵ꎬ 大搞增产节约ꎬ 充分发扬政治、 生产技术

和经济民主ꎬ 领导干部亲临生产前线ꎮ 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广泛开展ꎬ 极大地

鼓舞了工矿企业广大职工的革命精神ꎬ 他们以大庆为榜样ꎬ 开展比学赶帮ꎬ
实行增产节约ꎻ 像大庆人那样吃大苦、 耐大劳ꎬ 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ꎻ 学

习大庆人、 争当五好职工ꎬ 掀起了一个个生产建设的新高潮ꎮ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ꎬ 工业学大庆运动仍然继续开展ꎮ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地革委发出 «关于抓革命、 促生产ꎬ 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 的通知ꎬ

要求各厂矿企业认真贯彻执行通知精神ꎬ 迅速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ꎬ 深入

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ꎬ 掀起抓革命、 促生产的新高潮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 地革委

生产指挥组在下达 １９７１ 年全区工业生产计划时强调ꎬ 要以工业为主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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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ꎬ 大力开展增产节约ꎬ 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精神ꎬ 建立健全合

理的规章制度ꎬ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ꎮ

在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过程中ꎬ 全区工交企业涌现出许多学大庆的先进

单位和先进典型ꎮ １９７０ 年ꎬ 国营二九一厂的机动车间加强班被雅安地区革

命委员会授予 “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ꎮ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ꎬ 宝兴县召开工业学大

庆经验交流会ꎬ 表彰宝兴县石棉矿 (邓池沟) 等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ꎮ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４ 月 １１ 日ꎬ 地委、 地革委召开雅安地区工业学大庆经验

交流会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１０４５ 人ꎮ 会议号召工业企业的广大干部职工要

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ꎬ 坚决贯彻毛泽东 “抓革命、 促生产” 和 “一定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ꎬ 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 的指示ꎬ 要大干快上ꎬ 加快社

会主义建设步伐ꎬ 拼命把生产搞上去ꎮ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ꎬ 四川省工业学大庆代表

会议上ꎬ 国营二九一厂机加车间 １１１ 组获 “四川省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 称

号ꎻ 三二○七厂的职工周廷海被评为工业学大庆的代表ꎮ
工业学大庆运动ꎬ 提高了工矿企业的经济效益ꎬ 促进了全区工业的发

展ꎬ 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向: 有的流于形式ꎬ 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ꎬ 刮风走过

场ꎻ 有的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ꎬ 生搬硬套大庆的做法ꎻ 有的企业不从本单

位的实际出发ꎬ 把铁人王进喜 “有条件要上ꎬ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话随意乱用ꎬ 不讲科学、 蛮干硬干ꎬ 违背客观规律ꎬ 在经济上造成了多方

面的损失等ꎮ 总的来说ꎬ 大庆的成绩和经验是值得肯定的ꎬ 工业学大庆运动

的作用和意义是值得肯定的ꎮ

(二) 工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 期间ꎬ 在国家三线建设的带动下ꎬ 雅安各级党委和政府

努力克服 “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干扰ꎬ 根据国家对发展地方 “五小” 工业

的政策和资金支持ꎬ 利用区域内云母、 石棉、 煤炭、 铅锌、 锰、 菱镁、 硫、

磷、 芒硝等丰富的矿藏资源ꎬ 积极发展 “五小” 工业ꎬ 陆续投资建成一批

厂矿企业ꎬ 基本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体系ꎮ
１. 大力发展 “五小” 工业ꎬ 投资新建一批中小型基础企业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ꎬ 地委、 专署在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工业生产规划的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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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ꎬ 以工业为主导ꎬ 大力发展 “五小” 工业ꎮ 预计到 １９７０ 年工业总产

值达到 １６２６ 万元ꎬ 是 １９６５ 年的 ３ ４ 倍ꎻ 原煤达到 ２２ 万吨ꎬ 化肥 ４ 万吨ꎬ 钢

０ １ 万吨ꎬ 生铁 ０ ３ 万吨ꎬ 锰矿石 ３ 万吨ꎬ 机制纸 ０ ２３ 万吨ꎬ 水泥 ０ ８ 万

吨ꎮ 预计 ５ 年投资 ２３１３ 万元ꎮ

为了实现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ꎬ 地委、 专署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扩大企

业规模ꎬ 大力兴办企业ꎮ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至 ９ 月ꎬ 雅安专区生产委员会先后批准

征用划拨一批土地ꎬ 用于四川石棉矿、 新康石棉矿、 雅安云母厂、 雅安化工

厂、 雅安造纸厂、 雅安农机厂、 雅安交通机械厂、 雅安专区红卫煤矿 (荥经

斑鸠井煤矿) 等企业的扩建ꎮ 同时ꎬ 将地属的雅安云母厂、 雅安交通机械

厂、 雅安化工厂、 雅安汽车配件总厂 (一七二厂) 等企业提档升级ꎬ 变更

为省属ꎬ 从而使这些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ꎮ 到 １９７１ 年ꎬ 地、 县属国营厂矿

企业增至 ２１ 个ꎬ 其中煤炭企业 ６ 个ꎬ 冶金企业 ２ 个ꎬ 化工企业 １ 个ꎬ 轻工

企业 ５ 个ꎬ 建筑及建筑材料企业 ４ 个ꎬ 其他类企业 ３ 个ꎮ 这些企业在以后的

发展中ꎬ 有的成为全区的骨干企业ꎮ

二是加大资金投入ꎬ 提高生产能力ꎮ 地委、 地革委采取自筹资金或向上

争取资金的办法ꎬ 加大对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的投入ꎬ 不断提高地方工

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ꎮ １９６７ 年ꎬ 共投入基本建设资金 ６１６ 万元ꎬ 其

中煤炭工业 ２３４ 万元ꎬ 化学工业 ２５０ 万元ꎬ 轻工业 ７３ 万元ꎬ 冶金工业 ２７ 万

元ꎬ 建筑、 建材工业 ３２ 万元ꎮ 另外还专项批拨 ５ 万元给雅安专区红卫煤矿

作为三号井的井巷基本建设资金ꎮ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ꎬ 投资 １９ ７ 万元的天全水泥

厂建成投产ꎮ ３ 月ꎬ 地革委向省上争取资金 １２０ 余万元ꎬ 用于雅安工业企业

的资金投资ꎬ 其中地区造纸厂 ７９ ８ 万元ꎬ 荥经泗坪水泥厂 ２０ ２ 万元ꎬ 天全

水泥厂 ２５ ３ 万元ꎮ １９７１ 年ꎬ 投资 ２０ 万元年产合成氨 ３０００ 吨的地区氮肥厂

投产使用ꎮ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ꎬ 地委常委办公会研究决定: 增拨基本建设 ３０ 万元

给柑子坪煤矿ꎻ 计划在年内建成 １８ 个区农机站ꎬ 每个站拨给 ２ 万元用于基

建ꎮ １２ 月ꎬ 地委常委又决定ꎬ 将向省上争取的基建预拨款 ２１０ 万元ꎬ 拨给天

全硫磺厂 ８１ 万元ꎬ 天全硝酸铵厂 ８ 万元ꎬ 其余重点用于雅安氮肥厂、 雅安

砖瓦厂、 荥经铁厂ꎬ 观花煤矿、 柑子坪煤矿等厂矿基本建设ꎮ 截止 １９７２ 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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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前五年ꎬ 全区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２９６４ 万元ꎬ 超过 “文化大革命” 前 ５
年总投资的 ７８ ６％ꎮ 新增固定资产总值达 １３１９ 万元ꎬ 占完成投资的 ４４ ５％ꎮ

建成和部分建成的主要项目有铁、 煤、 氮肥、 农机、 电站、 伐木等 ４０ 多个ꎬ

加快了地方工业的发展ꎮ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ꎬ 地委、 地革委决定将汉源锰矿由地县

合办改为地属企业ꎮ 同月ꎬ 省革委又批复同意ꎬ 兴建天全县年产 ３０００ 吨小

合成氨、 配产一万吨硝酸铵装置一套ꎬ 投资额度 １０００ 万元以内ꎬ １９７４ 年开

工建设ꎬ １９７５ 年投产ꎮ 至 １９７４ 年ꎬ 全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６４５８ 万元ꎬ 超

过前 １７ 年的总和ꎬ 建成和基本建成投产了一批 “五小” 项目ꎮ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ꎬ 地革委召开全区基本建设会议ꎬ 贯彻全国全省基本建设会议精神ꎬ 总结

交流抓革命、 促生产的经验ꎬ 进一步研究保投产、 保重点、 集中力量打歼灭

战ꎬ 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措施ꎮ 同时ꎬ 将地区荥经铁厂、 柑子坪煤矿、 观花

煤矿、 雅安纸厂、 红旗氮肥厂等 １０ 个厂矿企业列为重点建设项目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ꎬ 地革委在 «关于 “五五” 期间发展 “五小” 工业的初步

意见» 中ꎬ 提出 “五五” 期间发展地方工业的思路: 一是主要走老企业挖

潜翻番的路子ꎬ 通过技术革新改造、 填平补齐、 扩建等ꎬ 使老企业的生产能

力有较大提高ꎻ 二是重点发展一批 “五小” 工业ꎮ 预计五年需要国家投资

２６２８ ５ 万元ꎬ 所有新建、 扩建、 续建工程 １９８０ 年前达到和超过设计能力ꎬ
分别投产使用ꎮ 其中续建天全昂州煤矿、 名山柑子坪煤矿、 名山磷肥厂 ３

个ꎬ 扩建雅安观化煤矿、 地区红卫煤矿、 荥经铁厂、 地区氮肥厂、 宝兴水泥

厂、 雅安纸厂、 汉源瓷厂 ７ 个ꎬ 新建荥经氮肥厂、 汉源磷矿、 天全磷矿、 宝

兴钾肥厂、 雅安丝厂、 荥经通用机械厂 ６ 个ꎮ 到 １９８０ 年ꎬ 地、 县国营工业

企业数在 １９７５ 年 ２６ 个的基础上ꎬ 增加到 ３５ 个ꎻ 工业产值是 １９７５ 年的 ３ 倍ꎬ

达到 ３７９７ 万元ꎮ

到 １９７６ 年ꎬ 全区新建、 扩建、 迁建的工业企业数达到 ５４９ 个ꎬ 其中轻

工业 ３４３ 个ꎬ 重工业 ２０６ 个ꎬ 基本形成以机械、 建材、 化工、 能源、 轻工等

为主的工业体系ꎮ 工业品种由机制纸、 重革、 轻革、 皮鞋、 棉布、 石棉、 原

煤、 发电等ꎬ 逐步发展到拥有电力、 机械、 化工、 医药、 建材、 冶金、 煤

炭、 轻纺、 食品等 １０ 多个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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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贯彻 “抓革命、 促生产” 指示ꎬ 促进工业企业发展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地革委下达 １９６９ 年工业生产计划安排意见ꎬ 要求

全区工业企业要认真落实毛主席 “抓革命、 促生产” 的指示ꎬ 充分挖掘企

业内部潜力ꎬ 努力增加生产ꎬ 积极发展品种ꎬ 大力提高产品质量ꎬ 加强设备

维修工作ꎬ 主要产品的数量、 质量都要按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原则进行统

筹安排ꎮ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ꎬ 地革委在全区工业、 交通、 邮电、 财贸工作会议上ꎬ

要求组织更大规模的 “抓革命、 促生产” 运动ꎬ 更好地贯彻毛泽东 “发展

生产、 保障供给” 伟大方针ꎬ 各行各业要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ꎮ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地革委在全区农机工作会议上ꎬ 要求工交、 财贸系统认真落实会

议精神ꎬ 强化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ꎻ 加强企业管理ꎬ 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

度ꎻ 充分发动群众ꎬ 提高产品质量ꎻ 加强党的领导ꎬ 改进领导作风ꎮ 要按照

全国计划会议所规定的岗位责任、 考勤、 技术操作、 质量检验、 设备管理维

修、 安全生产、 经济核算七个制度和品种、 产量、 质量、 原材料燃料消耗、
劳动生产率、 成本、 利润七项经济指标ꎬ 迅速建立健全企业管理机构ꎬ 本着

“精简、 统一、 效能、 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 的原则ꎬ 分别根据企业的不同

情况ꎬ 建立必要的股、 室、 车间、 班组ꎬ 加强企业管理ꎮ 强调全区工交、 财

贸系统要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ꎬ 掀起一个抓革命、 促生产高潮和优质、 高

产、 低消耗的增产节约运动ꎬ 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ꎮ

在地委、 地革委的领导下ꎬ 广大工业企业的干部职工认真贯彻毛泽东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的指示ꎬ 排除干扰ꎬ 坚守生产ꎬ 深入

挖掘自身潜力ꎬ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ꎬ 雅安的工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发展ꎬ
在一些领域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ꎮ

电力工业方面ꎮ １９６６ 年ꎬ 周公河电站第一台机组投产ꎬ 供电范围扩大ꎬ

步入了正规的电力调度业务行道ꎮ 其后ꎬ 雅安市孔坪、 对岩等乡电站上网ꎮ

周公河电站第二、 三、 四台机组相继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７４ 年投产ꎬ 解

决了雅安、 名山的工业及电灌用电ꎮ 充分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优势ꎬ 陆续建

成一批小水电站ꎬ 到 １９７５ 年全区共有小水电站 ５１３ 处ꎬ 装机 ５３６ 台 １ ８３ 万

千瓦ꎬ 与 １９４９ 年装机 １６２ 千瓦比较ꎬ 增长了 １１３ 倍ꎮ 同时ꎬ 建成以雅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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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区内电网ꎮ
机械工业方面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四川雅安交通机械厂推出北京 ＢＪ－１３０ 汽车前

后桥总成ꎬ 投产批量生产ꎮ １９７５ 年ꎬ 率先研制成功气平差速器精段齿轮ꎬ

填补了西南片区一项空白ꎬ 汽车配件产值达 ２０７ ７ 万元ꎬ 占全厂工业产值的

５９ ５％ꎬ 开始走上以制造为主的发展道路ꎮ
医药工业方面ꎮ １９６９ 年ꎬ 雅安制药厂恢复生产ꎮ 到 ７０ 年代中期ꎬ 相继

研制开发出穿心莲、 板兰根、 当归、 柴胡、 鱼腥草和银黄注射液等中草药

剂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四川省医药公司将雅安制药厂定为四川唯一生产中草药针剂

的专业厂ꎬ 分期拨款 ７０ 多万元进行技改ꎬ 建成原料提取、 针剂、 中成药 ３
个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ꎬ 设计规模年生产中药针剂 ３０００ 万支ꎬ 常年生产有

３６ 个品种ꎬ 成为全国生产中药针剂产量较大的企业ꎮ

建材工业方面ꎮ １９６５ 年ꎬ 雅安云母加工厂由国家投资 ２８３ 万元ꎬ 改建厚

片、 薄片、 机修车间ꎬ 新建零件大楼和模具车间ꎬ 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ꎮ
１９６６ 年完成云母制品 ２５０ 吨ꎬ 实现利润 １０２９ ６ 万元ꎬ 达到 ６０ 年代的鼎盛时

期ꎮ １９６９ 年研制出新产品云母粉ꎬ １９７０ 年成功研制出云母纸和云母电热器ꎮ

先后建成云母纸、 云母粉、 云母制品、 云母电容器系统生产线ꎬ 生产 ５ 大

类、 ２４ 个品种、 ８５３ 个规格云母产品ꎮ １９７５ 年后ꎬ 云母产品陆续销往省外ꎬ
并进入国际市场ꎬ 销往美、 法、 德、 日及西班牙等 １２ 个国家和地区ꎬ 出口

数量逐年增长ꎮ

此外ꎬ 全区生铁、 氮肥、 发电机、 变压器、 水轮机、 水泵、 揉茶机、 生

丝、 食糖、 日用瓷器等 ２０ 多种产品从无到有ꎻ 发电量、 煤炭、 机制纸、 水

泥、 铁锅、 木材、 粉碎机等产品成倍、 成 １０ 倍增加ꎻ 造纸、 煤炭、 皮革、

食品等行业也不断发展壮大ꎬ 规模以上企业不断形成ꎮ

截至 １９７５ 年ꎬ 地属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为 ３７３８ ０９ 万元ꎬ 比 １９６５ 年的

１４０５ ３７ 万元增加 ２３３２ ７２ 万元ꎬ 增长 １６５ ９９％ꎮ 全部县属工业企业工业总

产值 １９７５ 年为 ３７２ ３８ 万元ꎬ 比 １９６５ 年的 １２２ ０１ 万元增加 ２５０ ３７ 万元ꎬ 是

１９６５ 年的 ３ 倍ꎮ 全区工业企业数由 １９６５ 年的 １７６ 个增至 ７０ 年代末的 ６９６

个ꎬ 职工人数由 ６ ２１ 万人增至 １０ ０３ 万人ꎬ 工业总产值 (不变价) 由 ８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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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至 ２５４３９ 万元ꎮ
“文化大革命” 期间ꎬ 全区工业总体规模不断扩大ꎬ 工业生产不断发

展ꎬ 虽然工业总产值增长缓慢ꎬ 但增速仍比 “文化大革命” 前十年快ꎮ

１９７６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 １ ５ 亿元ꎬ 比 １９６６ 年的 ０ ７４ 亿元翻了一番ꎻ １９６６ 年

至 １９７６ 年十年间ꎬ 年均 ７ ３％的增速ꎬ 是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６６ 年年均增速 １ ６％

的 ４ ６ 倍ꎻ 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ꎬ 从 １９６６ 年的 ２９ ６％ꎬ 提高

到 １９７６ 年的 ４１ １％ꎬ 提高了 １１ ５ 个百分点ꎬ 较之前 １０ 年有较大的增长ꎮ

三、 商贸经济的发展

在 “文化大革命” 中ꎬ 雅安地委、 地革委遵照毛泽东 “抓革命、 促生

产” 的指示精神ꎬ 在发展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同时ꎬ 注重城乡贸易ꎬ 促进物资

流通ꎬ 全区商贸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ꎬ 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提出 «贯彻执行全省边茶工作会

议精神的意见»ꎬ 要求各县产茶区乡、 茶场、 茶厂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

民群众ꎬ 大力发展茶叶生产ꎬ 增加产量ꎬ 扩大边茶货源ꎬ 以保证兄弟民族的

边茶供应ꎮ １２ 月ꎬ 地革委又发出通知ꎬ 要求各级商业、 物资部门克服 “重

城市、 轻农村的经营思想和作风”ꎬ 做到 “统筹兼顾、 全面安排”ꎮ 当年全

区茶叶产量和大牲畜存栏数比前两年均有增长ꎮ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９ 日ꎬ
地革委、 雅安军分区召开地区工交、 财贸工作会议ꎬ 强调要坚决贯彻 “发展

经济、 保障供给” 这一总方针ꎬ 提出各级财贸部门要大力支援农业生产ꎬ 全

面落实各项财贸任务ꎬ 生产资料部门要做好农具、 肥料、 农药、 药械和其他

生产资料的供应ꎬ 做到品种对路、 供应及时、 群众满意ꎮ 地区供销合作社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ꎬ 从什邡县引进晒烟品种ꎬ 全区种植面积约 ６０００ 亩ꎬ 农民

出售晒烟约 ３６０ 吨ꎮ 供销合作社在发展农村经济ꎬ 支持集体发展多种经营ꎬ
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方面ꎬ 充分发挥了城乡物资流通的主渠道作用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 地革委生产指挥组要求工业、 交通部门要真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农业

为基础的轨道上来ꎬ 财贸战线要积极支援农业ꎬ 发展生产、 保障供给ꎮ 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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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５ 月ꎬ 在下达农业生产计划时又强调ꎬ 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ꎬ 解决好农、
林、 牧、 副、 渔等行业的布局和粮、 棉、 油、 麻、 丝、 茶、 糖、 烟、 果、 药

等品种的布局ꎬ 做到相互促进ꎬ 全面发展ꎮ

十年来ꎬ 全区商贸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ꎬ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ꎬ 为全

区商贸经济的发展、 农民增收做出了积极贡献ꎮ 地区商业系统把组织产品收

购作为物资流通的起点ꎬ 通过收购ꎬ 安排其调拨与运输ꎬ 以及存储与销售ꎬ

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ꎮ 地区商业局是物资供应 “总开关”ꎬ 下属百

货、 五金、 石油、 煤建、 糖酒、 烟草、 食品、 蔬菜饮食服务、 储运九个分公

司和雅安肉联厂、 雅安酒厂两个商办工厂ꎮ 各县也都成立有门类比较齐全的

商业机构ꎮ 全区从事生产、 批发、 零售、 保管、 运输以及饮食服务的职工占

系统人员总数的 ９８ ３％ꎬ 他们辛勤地工作在商贸第一线ꎮ 地区供销合作社

１０００ 多个商业企业经营机构ꎬ 把支援农业生产作为首要任务ꎬ 经常组织农

产品进城ꎬ 工业品下乡ꎬ 不断扩大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销售ꎬ 区外到处争取

货源ꎬ 区内做好调剂ꎬ 在组织产品流通、 保证物资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ꎮ 另外ꎬ 雅安的对外贸易异常活跃ꎮ 地区外贸部门经营的品种有农副产

品、 畜产品、 皮革制品、 矿产品和机械产品五个大类ꎬ 共 ７７ 个产品ꎮ 其中ꎬ

茶叶、 皮鞋、 石棉、 云母等产品的盛名享誉海内外ꎮ
１９６６ 年全区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额为 ２６６５ 万元ꎬ １９７６ 年为 ３６４９ 万元ꎬ

累计增长 ３６ ９２％ꎬ 年均增长 ３ ２％ꎮ １９６６ 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 ７５７６ 万元ꎬ

１９７６ 年为 １１３３０ 万元ꎬ 累计增长 ４９ ５５％ꎬ 年均增长 ４ １％ꎮ

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ꎬ 是全区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

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ꎬ 克服频繁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取得的ꎬ 它充分显

示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ꎬ 在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旗帜下所凝聚起来

的巨大力量和聪明才智ꎮ 肯定这些成绩ꎬ 是说明不应该把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完全等同起来ꎬ 更不应该同这期间党

和人民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和努力完全等同起来ꎮ 毋庸置疑ꎬ 如果没有

“文化大革命” 的内乱和破坏ꎬ 雅安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还将会取得更大

的成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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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ꎬ 正当全面整顿工作初见成效时ꎬ 毛泽东听信 “四人帮”

的诬告ꎬ 错误地在全国发动了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ꎬ 受到全国

人民拥护的全面整顿工作由此而被中断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周恩来、 朱德、 毛泽东

相继逝世ꎬ “四人帮” 也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ꎮ １０ 月ꎬ 以华国锋、 叶

剑英、 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 “四人帮”ꎬ 持续长达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 运动至此结束ꎮ

一、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的开展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ꎬ 毛泽东是希望在肯定 “文化大革命” 的前提

下实现安定团结ꎬ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ꎮ 然而ꎬ 全面整顿的深入开展ꎬ 势必触

及 “文化大革命” “左” 的错误ꎬ 逐渐发展成为对 “文化大革命” 的比较系

统的纠正ꎮ 这种否定 “文化大革命” 的发展趋势ꎬ 被江青等人诬告为 “搞

翻案” 而猖狂反对ꎬ 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ꎮ 于是ꎬ 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ꎮ

１９７６ 年 １ 月中旬ꎬ 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ꎬ 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 “反

击右倾翻案风” 的有关指示ꎬ 和中央 ２３ 号、 ２６ 号文件ꎬ 研究开展 “反击右

倾翻案风” 问题ꎮ ２ 月中、 下旬ꎬ 全区各级党委将中央下发的 «打招呼的讲

话要点» 和 «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ꎬ 开始向广大党内

外群众传达ꎮ 可是ꎬ 各地对 “批邓” 反应冷淡ꎬ 表现出明显的抵触和反感ꎮ

为了帮助地方各级领导在思想上转好弯子ꎬ ３ 月 ３ 日ꎬ 中央接连发出 ４、 ５、

６ 号文件ꎬ 将毛泽东关于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谈话ꎬ 和华国锋 ２ 月

２５ 日在各省、 市、 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印发全国ꎮ 由此ꎬ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才在全国强行展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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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月中旬至 ４ 月ꎬ 雅安地、 县委先后分别召开常委扩大会ꎬ 学习传达中

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系列有关文件和指示ꎬ 进一步部署开展 “反击右倾翻案

风” 运动ꎮ 全区各地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ꎬ 培训理论辅导员ꎻ 举行 “声讨”
大会ꎬ 批判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的 “三项指示为纲” 的 “修正主义

纲领”ꎬ 批判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唯生产力论和折中主义诡辩论ꎬ “以
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ꎮ 但这时的批判还没有公开点名邓小平ꎬ 而代之

以的是 “那个党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ꎮ
４ 月 ５ 日ꎬ 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ꎮ 由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而引发的大规

模反对 “四人帮”ꎬ 要求纠正 “文化大革命” “左” 倾错误的抗议活动ꎬ 被

错误地定性为天安门 “反革命事件”ꎬ 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系列活动的总后

台ꎮ ８ 日ꎬ «人民日报» 刊登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一文ꎬ 并报

道中共中央 «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和 «关于华国锋同

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ꎬ 国务院总理的决议»ꎮ ９ 日ꎬ 中共中央电话通知ꎬ
要求各地立即召开群众大会ꎬ 宣读中央的两个决议ꎬ 进一步推进 “反击右倾

翻案风” 运动ꎮ ２８ 日ꎬ «人民日报» 发表 “梁效”① 的文章 «邓小平与天安

门广场反革命事件»ꎬ 开始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ꎮ 此后ꎬ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进入高潮ꎮ

雅安同全国各地一样ꎬ 普遍召开大规模的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群众大会ꎮ ５ 月 １６ 日ꎬ 地委在雅安人民广场召开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万人大会ꎬ 批判邓小平的 “三株大毒草”②ꎮ 之后ꎬ 地、 县机关、 基层各

级纷纷召开批判大会ꎬ 层层揪斗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投降派” “还乡

团”ꎮ ５ 月 １６ 日前后ꎬ 芦山、 雅安、 名山等县把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与纪念 “五一六通知” 发表 １０ 周年结合起来ꎬ 召开纪念大会ꎬ 举办歌颂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歌咏会等活动ꎮ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展开后ꎬ 雅安一些帮派头目ꎬ 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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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效”ꎬ “文化大革命” 期间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ꎮ
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

题»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ꎮ



１９７５ 年邓小平主持整顿中受到批判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ꎬ 趁机活动ꎬ
大造舆论ꎬ 蛊惑人心ꎬ 再次刮起所谓批 “走资派” 的歪风ꎮ 雅安街头上随

即出现 “走资派还在走” “反动派还在动” “揪右倾翻案急先锋” 等大幅标

语和大字报ꎬ 要地委 “转弯子”ꎬ 叫嚣 “你下台ꎬ 我上台ꎬ 弯子才算转过

来”ꎮ ３ 月 ８ 日ꎬ 汉源县大渡河水运处发生抢砸档案事件ꎻ 中旬ꎬ 芦山县

“群众组织” 的少数人要挟县委ꎬ 要求县委 “高抬贵手”ꎬ “突击入党”ꎬ

“突击提干”ꎬ 连续几天冲击县委机关ꎬ 致使机关秩序混乱ꎬ 无法正常工作ꎮ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雅安再次泛滥ꎮ 地、 县委领导顶住压力ꎬ 坚持原则ꎬ 在一

定程度上阻止了他们强行 “入党” “提干” 的企谋ꎮ ８ 月 ７ 日至 １５ 日ꎬ 地委

召开有地委常委、 地革委常委及各大组负责人、 在雅省革委委员参加的学习

讨论会ꎮ 学习中央文件ꎬ 讨论全区半年来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情

况ꎬ 提出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要统一到中央的路线、 方针、 政策上来ꎬ 把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运动进行到底ꎮ 然而ꎬ “文化大革命” 的长期

持续和几经反复ꎬ 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ꎬ 人

心思治ꎬ 人心思安ꎬ 经济发展ꎬ 生活有所改善ꎬ 尤其是有目共睹的 １９７５ 年

整顿带来的大好局面ꎬ 深得人心ꎬ 是大家所盼望的ꎬ 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

遍的迫切要求ꎮ 在联系本部门、 本单位实际进行批判时ꎬ 很多人对突如其来

的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ꎬ “认识不足ꎬ 理解不深ꎬ 领导不力”ꎬ “难以

理解” 等情况普遍存在ꎬ 实质上的 “批邓” 难以开展起来ꎮ 天安门事件被

定性为 “反革命事件” 后ꎬ 雅安广大机关干部和群众更是对国事忧心不安ꎮ

在此前后ꎬ 雅安各地也像全国其它地方一样ꎬ 出现了许多以 “总理遗言”
为主要内容的悼念周总理、 支持邓小平、 反对 “四人帮” 的传言、 传单、

信件及标语ꎬ 以此与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相抗衡ꎮ 从 ６ 月开始ꎬ 特别

是 ７ 月唐山大地震后ꎬ 包括雅安在內的四川也闹地震ꎬ 各级领导忙于防震ꎻ

７ 月、 ９ 月ꎬ 朱德委员长、 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ꎻ １０ 月ꎬ “四人帮” 垮台ꎬ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也随之渐渐淡出人们的政治视野ꎮ
１９７６ 年的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ꎬ 使 １９７５ 年整顿带来的好转形势

受到冲击ꎬ 雅安经济发展再度遭受严重影响ꎮ 全区工农业总产值比 １９７５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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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增长 ２ ８％ꎬ 为 “文化大革命” １０ 年间六年增长中最少的一年ꎮ 大牲畜存

栏下降 ３ ６％ꎬ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 １９７５ 年减少 ２４ ４％ꎮ 粮食总产量、 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也增幅甚微ꎬ 仅分别增长 ２ ２％和 ３ ２％ꎮ 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

响ꎬ 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几乎要全部凭票供应ꎮ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ꎬ 由于违反事实ꎬ 违背真理ꎬ 很不得人

心ꎻ 广大干部群众不同形式的抵制ꎬ 实际上显示了人民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党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和支持ꎮ

二、 粉碎 “四人帮” 与 “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 ９ 日ꎬ 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

要缔造者ꎬ 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ꎮ 当天下午ꎬ 全区各部门、

各单位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收听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中央

军委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ꎮ 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ꎬ 全区 １３０ 万

军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ꎮ 地、 县各机关、 部队、 厂矿、 企业、 商店、 农

村、 学校等所有单位ꎬ 连夜组织人员采摘松柏枝条ꎬ 自制花圈、 白花ꎬ 设置

灵堂ꎬ 以各种不同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之情ꎮ 悼念期

间ꎬ 地委、 各县委先后分别向党中央发出深切悼念毛泽东主席的唁电ꎮ ９ 月

１１ 日ꎬ 地委发出通知ꎬ 要求全区各级党委、 政府按中央的规定ꎬ 有领导、
有秩序地开展悼念活动ꎻ 要化悲痛为力量ꎬ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ꎬ 紧密地团结

在党中央周围ꎬ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ꎬ 拥护党的团结和统一ꎻ 全区干部和职

工要识大体顾大局ꎬ 坚守工作岗位ꎬ 抓革命、 促生产ꎮ 对于 “反革命政治谣

言”ꎬ 要及时揭露ꎬ 坚决追查ꎬ 打击制造者ꎻ 如果 “阶级敌人乘机制造反革

命事件”ꎬ 要采取果断措施ꎬ 坚决镇压为首者和幕后策划者ꎬ 对打、 砸、 抢

者要坚决实行镇压ꎮ
９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时ꎬ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隆重举行ꎮ 首都百万群众参加追悼大会ꎬ 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ꎮ 雅

安各地、 各单位同时组织收听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ꎬ 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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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后ꎬ 举行了规模浩大的游行ꎮ ９ 月 ２０ 日ꎬ 雅安数万军民在人民广场

举行隆重的悼念大会ꎮ ９ 月底ꎬ 地委根据省委 ２３ 日电话通知精神发出通知ꎬ

要求各级党委遵照毛主席关于 “按既定方针办” 的嘱咐ꎬ 坚持 “三要三不

要” 的原则ꎬ 深入学习党中央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以及华国锋

致的悼词ꎬ 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ꎬ 掀起抓革

命、 促生产的新高潮ꎻ 着重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ꎬ 组织干部深入

基层ꎮ

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毛泽东逝世的巨大悲痛之中时ꎬ “四人帮” 加紧了

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ꎮ １０ 月 ６ 日ꎬ 以华国锋、 叶剑英、 李

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ꎬ 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ꎬ 断然采取措施ꎬ 宣布对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ꎬ 毅然粉碎了 “四人帮” 反

党集团ꎬ 从危难中挽救了党ꎬ 挽救了国家ꎬ 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ꎬ 标

志着 “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结束ꎮ
１０ 月 ７ 日和 １８ 日ꎬ 中共中央分别以 (１９７６) １５ 号、 １６ 号文件的形式

发出 «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ꎬ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的决议通知»ꎬ 和 «关于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反党集

团事件的通知»ꎮ 中央 １６ 号文件通报了 “四人帮” 的罪行和毛泽东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以来对他们的批评ꎬ 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ꎬ 开展揭发批判 “四人帮”

的斗争ꎮ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ꎬ 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

“四人帮” 后召开的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精神ꎬ 和中央有关文件及省委常委扩

大会精神ꎮ 与会人员心情激动ꎬ 一致拥护党中央对 “四人帮” 的英明决策ꎬ
热烈欢呼粉碎 “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ꎬ 愤怒声讨 “四人帮” 反革

命的滔天罪行ꎮ

粉碎 “四人帮” 的消息在雅安传开后ꎬ 全区军民欢欣鼓舞ꎬ 奔走相告ꎮ

各县纷纷召开万人庆祝大会ꎬ 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ꎬ 高举 “拥护党中

央、 打倒 ‘四人帮’ ” 等口号标语牌ꎬ 敲锣打鼓ꎬ 燃放鞭炮ꎬ 欢庆粉碎

“四人帮” 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ꎮ

长达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 终于结束了ꎮ 这场运动 “根本不是 ‘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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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ꎬ 而只是乱了自己ꎬ 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 ‘天下大乱’ 达到 ‘天
下大治’ ”①ꎮ 从红卫兵 “踢开党委闹革命” 到 “全面夺权”ꎬ 从 “斗、 批、
改” “批林批孔” 到 “反击右倾翻案风”ꎬ 矛头对准的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

谓 “走资派”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ꎮ 进行这场所谓的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

阶级” 的革命ꎬ 给雅安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损失甚至倒退ꎮ 全区大批干部、
知识分子、 群众被打倒、 批斗ꎬ 遭受迫害ꎬ 蒙冤受屈ꎮ 人们的生产、 工作热

情低落ꎬ 科技进步缓慢ꎬ 经济效益大幅下降ꎬ 经济发展严重滞后ꎮ １９６６ 年

至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年间ꎬ 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了 ４６％ꎬ 人均工农业产值仅增

长了 １５ 元 (１９６６ 年为 ２７５ 元ꎬ １９７６ 年为 ２９０ 元)ꎮ 粮食总产量仅增长了

２７％ꎻ 人均产量 １９７６ 年为 ５７４ 斤ꎬ 比 １９６６ 年的 ６２１ 斤减少了 ４７ 斤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全区总人口 １２６ ７ 万ꎬ 比 １９６６ 年的 ９２ ２ 万增加了 ３４ ５ 万ꎮ 全区人均国

民收入 １９７５ 年为 １６７ 元ꎬ 比 １９６５ 年的 １９３ 元还低 ２６ 元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全区农

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６６ 元ꎬ 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ꎬ 甚至还有所下降ꎮ
实际上ꎬ 从 “文化大革命” 初期ꎬ 地委对运动秩序的维持与引导ꎬ 到

１９６７ 年的 “二月镇反”ꎬ 一直到 １９７５ 年各行各业的整顿ꎬ 和 １９７６ 年抵制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ꎬ 雅安的干部、 群众对 “文化大革命” 的 “左”
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ꎬ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ꎮ 他们出于对党、 对社会主义的热

爱和拥护ꎬ 忍辱负重ꎬ 仍然坚守在生产和工作岗位上ꎬ 尽其所能地维持工作

及生活秩序ꎬ 才使得这场运动的破坏受到一定的遏制ꎮ 实践证明ꎬ “文化大

革命” 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ꎮ 这场运动极大地损害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ꎬ 严重地影响了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ꎬ 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ꎬ 所以 “文化大革命” 必

须予以彻底否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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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ꎮ



第 四 章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ꎬ 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ꎬ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ꎮ 以

粉碎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 “四人帮” 的胜利为标志ꎬ 持续十年

的 “文化大革命” 宣告结束ꎬ 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ꎮ 但是ꎬ 由于

“文化大革命” 和长时期 “左” 倾错误在政治上、 思想上造成的混乱短时间

内一时难以消除ꎬ 指导思想上的 “左” 倾错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延续ꎬ “两
个凡是”① 错误方针的提出ꎬ 使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从总体上受到严重阻

力ꎬ 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ꎬ 中

央开始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的 “左” 倾错误ꎬ 及时、 果断地把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ꎬ 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

转折ꎬ 结束了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ꎮ
同全国一样ꎬ 雅安也是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的重灾区之一ꎮ 粉碎

“四人帮” 后ꎬ 地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ꎬ 积极开展揭发批判 “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的斗争ꎬ 彻底清查 “四人帮” 帮派体系及有牵连的人和事ꎻ 严

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ꎻ 认真开展整党

整风ꎬ 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ꎻ 着力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ꎻ 认真落实

党的政策ꎬ 平反冤假错案ꎻ 努力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ꎬ 积极探索

经济改革的道路ꎮ 经过两年努力ꎬ 全区安定团结的局面逐步形成ꎬ 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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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个凡是” 即: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ꎬ 我们都坚决维护ꎻ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ꎬ
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ꎮ



取得明显成绩ꎬ 为雅安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ꎮ

第一节　 揭发批判 “四人帮” 与清查帮派体系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ꎬ 使党和国家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

损失ꎬ 虽然 “文化大革命” 已结束ꎬ 但 “文化大革命” 积累遗留下来的许

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ꎬ “四人帮” 的帮派

势力依然存在ꎬ 有的帮派分子仍然掌握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ꎮ 因

此ꎬ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揭批 “四人帮” 的罪行ꎬ 清算他们的极

“左” 路线ꎬ 摧毁他们的帮派体系ꎬ 肃清他们的派系影响ꎻ 开展整党整风ꎬ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ꎬ 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ꎬ 为恢复国民经济和教育科学文化

事业创造条件ꎮ

一、 揭发批判 “四人帮” 罪行

“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ꎬ 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ꎬ 给党

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ꎮ 粉碎 “四人帮” 后ꎬ 党和

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ꎬ 清算 “四人帮” 的罪行ꎬ 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ꎬ

抓紧恢复国民经济ꎮ 为此ꎬ 党中央审时度势ꎬ 果断地迅速作出在全国范围内

深入开展揭批 “四人帮” 的重大决策ꎬ 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揭批 “四

人帮” 斗争的群众运动ꎮ

揭批 “四人帮” 的斗争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 «关于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反党集团事

件的通知»ꎬ 通报 “四人帮” 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ꎬ 号召全党团结起来ꎬ 对

“四人帮” 进行揭发和批判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ꎬ 中央

连续发出关于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ꎬ 揭

露批判江青等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ꎬ 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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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他们的极 “左” 路线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ꎮ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ꎬ 全国

各级党组织反复向广大党员、 干部和群众传达、 宣讲中央的文件精神ꎬ 传达

毛泽东批判 “四人帮” 的一系列批示ꎬ 阐明对 “四人帮” 斗争的性质、 意

义和党的政策ꎮ 全党、 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怀着对 “四人帮” 的无比仇恨ꎬ

积极投入揭批 “四人帮” 反革命罪行的斗争ꎮ 一场声势浩大的揭批 “四人

帮” 斗争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ꎬ 很快形成高潮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省委发出通知ꎬ 要求各级党委在全省城乡放手发动

群众ꎬ 开展对 “四人帮” 的大揭发、 大批判ꎮ 省委指出: １ 立即组织干部

和群众广泛深入地学习、 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ꎬ 着重学习

领会毛主席关于 “三要三不要” 的基本原则和批判 “四人帮” 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ꎬ 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性质ꎮ ２ 在全省城乡放手发动群众ꎬ 迅

速展开对 “四人帮” 反党集团的大揭发、 大批判ꎬ 声讨 “四人帮” 反党集

团ꎬ 彻底揭露他们的滔天罪行ꎮ ３ 认真执行中央 〔１９７６〕 １６ 号文件的方针、
政策ꎬ 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ꎬ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ꎬ

把斗争的锋芒对准王、 张、 江、 姚反党集团ꎮ

地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ꎬ 迅速在全区掀起揭发批判 “四人帮” 罪

行的群众运动ꎬ 有领导、 有步骤地发起揭批 “四人帮” 的三个 “战役”ꎮ
第一个 “战役” 是揭发批判 “四人帮” 搞分裂、 搞阴谋、 篡党夺权的

罪行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中共中央首先将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

元反党集团罪证 (材料之一) » 批转全党ꎬ 系统地公布 “四人帮” 篡党夺

权的阴谋和罪行ꎮ ２２ 日ꎬ «人民日报» 发表 « “四人帮” 的要害是篡党夺

权» 的社论ꎮ 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根据中央公布的 “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

的第一批罪证材料ꎬ 积极开展以揭批 “四人帮” 篡党夺权为中心的斗争ꎬ

很快形成揭批 “四人帮” 运动的高潮ꎮ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 ６ 日ꎬ 地委召开地属以上单位和部队 ５０００ 余名党员参加的

动员大会ꎬ 传达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ꎬ 揭发批判 “四人帮” 反

党集团的罪行ꎬ 号召全区人民迅速掀起学习、 宣传、 贯彻农业学大寨会议精

神和斗敌批资、 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ꎮ 动员大会上ꎬ 大家联系雅安实际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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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ꎬ 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出在 “四人帮” 横行期间ꎬ 雅安地区的极少

数人结成一股帮派势力ꎬ 妄图操纵雅安ꎬ 与 “四人帮” 紧密配合ꎬ 制造事

端ꎬ 干扰和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恶劣行为ꎮ 会上ꎬ 地委责成地委常委王兴

明作深刻检讨ꎮ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下旬ꎬ 王兴明在参加省委招生工作会议期间ꎬ 与

正在成都东方红宾馆 “造反” 的 “四人帮” 在成都、 重庆的黑干将黄廉、
周家喻、 邓兴国、 袁金亮、 杨志诚等人频繁来往ꎬ 并迫不及待地给雅安的几

个帮派骨干同伙写信ꎬ 鼓吹所谓成、 渝 “造反” 的大好形势ꎬ 雅安的那几

个帮派骨干专程赶到成都去串联 “取经”ꎮ 这些人返回雅安后ꎬ 随即开黑

会ꎬ 然后有预谋、 有组织、 有行动地层层揪所谓 “走资派” “吸血鬼”ꎬ 对

一些党组织领导人进行围攻、 毒打、 甚至簇拥游街ꎬ 妄图搞乱雅安局势ꎬ 达

到乱中夺权的目的ꎮ 王兴明则里应外合ꎬ 配合行动ꎮ 会上ꎬ 大家对王兴明的

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判ꎬ 对其本人给予了教育和帮助ꎮ

４ 月 ２０ 日ꎬ 地委在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学习 ‹毛泽东选集› 第五

卷的决定» 中指出: 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ꎬ 联系本单位实际揭批 “四人

帮” 反党集团罪行ꎬ 揭发批判雅安地区那几个紧跟 “四人帮” 干了大量坏

事的人ꎬ 坚决粉碎 “四人帮” 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ꎬ 肃清 “四人帮” 在各

个方面的流毒ꎮ 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ꎬ 把深入揭批 “四人帮” 同整

党整风ꎬ 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ꎬ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运动的领导ꎬ 一定要

把这件大事抓紧抓好ꎮ

在揭批 “四人帮” 的过程中ꎬ 全区各单位普遍开展大讲在 “文化大革

命” 中党和国家受其害、 单位受其害、 个人受其害的 “三大讲” 活动ꎬ 加

深对 “四人帮” 祸国殃民罪行的痛恨ꎬ 从政治上、 思想上、 组织上、 作风

上肃清 “四人帮” 的流毒和影响ꎮ 但是ꎬ 由于揭批 “四人帮” 运动所坚持

的指导思想仍然是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ꎬ 在中央召开的打招

呼会议上ꎬ 华国锋要求人们 “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正确对待群众、 正确

对待自己”ꎻ 要求 “继续批邓 (小平)、 反击右倾翻案风”ꎬ 人们的思想仍被

禁锢在 “两个凡是” 的框架之中ꎮ 所以ꎬ 当批判触及到 “文化大革命” 中

的许多错误问题ꎬ 也就难以深层次地继续下去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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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 “战役” 是彻底清查和揭发批判 “四人帮” 在四川的亲信刘结

挺、 张西挺及其帮派体系ꎬ 开展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打击资本主义势

力的猖狂进攻的 “双打” 斗争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６ 日ꎬ 中共中央发出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 (材料之二) »ꎬ 要求各级党委要大力

做好 «材料之二» 的传达和宣讲工作ꎬ 进一步发动群众ꎬ 深入揭发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ꎬ 为党的十届三中

全会处理 “四人帮” 的问题做好准备ꎮ

８ 月 ４ 日至 １１ 日ꎬ 地委召开常委会ꎬ 继而召开有县一级单位党委主要负

责同志 ２０３ 人参加的县委书记会议ꎮ 地委对照省委提出粉碎 “四人帮” 帮派

体系的要求ꎬ 通过大检举、 大揭发、 大批判ꎬ 挖出 “四人帮” 在雅安的帮

派体系ꎬ 并帮助各县和地区各单位对 “四人帮” 帮派头目及骨干分子逐个

进行具体分析、 甄别ꎮ 经过梳理ꎬ 全区属于 “四人帮” 的帮派头目、 骨干

分子ꎬ 除已依法惩办外ꎬ 尚有 １４７ 人ꎬ 占职工总数的 ０ ２６％ꎮ 于是ꎬ 地委决

定将其中 ２ 人进行离职审查ꎬ ２７ 人点名批判ꎬ ５２ 人组织参加学习班ꎬ 其余

６６ 人采用其他形式继续交代问题ꎮ 对于曾经积极参加过帮派活动的 ７８５ 人

进行批评教育ꎻ 对混进党内和领导班子的 １９ 人 (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

０ ６８％) 分别作出组织处理ꎮ
为了乘胜追击ꎬ 坚决、 彻底、 干净地粉碎 “四人帮” 的帮派体系ꎬ 地

委决定: 一是继续集中一段时间ꎬ 集中火力ꎬ 集中目标ꎬ 对准帮派头目、 骨

干和他们在党内的后台、 代理人ꎬ 要认真地揭、 坚决地批、 彻底地查ꎬ 搞清

罪行ꎮ 二是结合增强无产阶级党性ꎬ 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教育活动ꎬ 排除资

产阶级派性的干扰ꎬ 放手发动群众把派性批倒批臭ꎬ 使之成为过街 “老

鼠”ꎬ 人人喊打ꎬ 对存在派性而又坚持不改的领导干部ꎬ 要坚决采取组织措

施予以调整ꎮ 三是下决心解决那些问题多ꎬ 影响大的单位ꎮ 继续抓紧解决雅

安运输公司的帮派问题ꎬ 向雅安交通机械厂派驻工作组ꎮ 四是认真开展 “三

大讲” 活动ꎬ 从政治上、 思想上、 组织上彻底粉碎帮派体系ꎬ 把运动的重点

转到揭批 “四人帮” 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表现ꎬ 并肃清其流毒和影响ꎮ

在揭批 “四人帮” 罪行的同时ꎬ 省委于 ３ 月 ５ 日、 １８ 日两次作出批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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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地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ꎬ 围绕揭批 “四人帮” 这个中心任务ꎬ 放手

发动群众ꎬ 有领导、 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向资本主义势力大反攻的斗争ꎬ

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ꎮ 地委根据省委部署ꎬ 在全区开展了严厉

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ꎬ 严厉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第一轮 “双

打” 运动ꎬ 摧毁了 “四人帮” 的社会基础ꎬ 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ꎮ
第三个 “战役” 是揭发批判 “四人帮” 的极 “左” 路线及其在各方面

的表现ꎬ 从理论上、 路线上分清是非ꎬ 肃清流毒ꎮ ９ 月 ２３ 日ꎬ 中共中央发

出 «王洪文、 张春桥、 江青、 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 (材料之三) »ꎬ 要求各

地、 各部门从哲学、 经济、 政治等方面揭批 “四人帮” 反革命路线的极

“左” 实质及其各方面的表现ꎮ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２８ 日ꎬ 省委召开揭批 “四人

帮” 经验交流大会ꎬ 具体部署了深入揭批 “四人帮” 的第三个战役ꎬ 提出

要在政治上、 思想上、 组织上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ꎮ 之后ꎬ 全区开始揭

发批判 “四人帮” 的极 “左” 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ꎬ 主要是针对 “四
人帮” 流毒最广、 影响最深、 危害最大的 “唯生产力论” “两个估计” 和

“文艺黑线论” 进行系统批判ꎮ 各经济部门和工交系统ꎬ 突出批判 “四人

帮” 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 “唯生产力论”ꎻ 文艺界突出批判 “四人帮” 否

定党对文艺工作正确领导的 “文艺黑线专政论”ꎮ
在揭发批判 “四人帮” 进行的第三个 “战役” 期间ꎬ 地委根据省委的

统一部署开展第二轮 “双打” 运动ꎬ 对社会治安进行整治ꎬ 破获一批刑事

案件ꎬ 打击了一批流窜作案的罪犯ꎮ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下旬ꎬ 在继续深入开展打击

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的 “双打” 斗争中ꎬ
全区逮捕 ４９ 人ꎬ 拘留 ６ 人ꎬ 劳教 ７ 人ꎬ 戴反革命帽子 １ 人ꎬ 配合法院公判

处理各类罪犯 ５２ 人ꎻ 审查收容劳改逃跑犯、 惯偷、 流窜扒窃犯 ７ 人ꎻ 破获

政治案件 ４ 起ꎬ 破获刑事案件 １２２ 起ꎬ 破案率上升到 ５２ ３％ꎬ 重大刑事案件

侦破率达到 ９０％ꎮ 通过 “双打” 斗争ꎬ 清除了 “四人帮” 的社会基础ꎬ 彻

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帮派体系ꎬ 社会治安有了明显的好转ꎮ
揭发批判 “四人帮” 的群众运动一直持续到 １９７８ 年底ꎮ 全区揭批 “四

人帮” 罪行的三个 “战役”ꎬ 始终在地委的领导下顺利开展ꎮ 经过对 “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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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 的揭发批判ꎬ 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逐步澄清了被 “四人帮” 颠倒的路

线是非、 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ꎬ 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ꎬ 极大地

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ꎮ

二、 清查 “四人帮” 帮派体系

在 “文化大革命” 中ꎬ “四人帮” 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ꎬ 网罗亲

信ꎬ 培植骨干ꎬ 组织建立自己的帮派体系ꎮ 帮派分子和亲信骨干分散在许多

单位和部门ꎬ 成为推行 “四人帮” 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 “左” 路线的急先

锋ꎬ 有的甚至篡夺了部分领导权ꎮ 随着揭批 “四人帮” 运动的深入ꎬ 清查

“四人帮” 帮派体系及有牵连的人和事ꎬ 就成为这场斗争的重要内容ꎮ 在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清查工作要在

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ꎬ 各省、 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ꎬ 要根据情况ꎬ 争

取今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ꎬ 分期分批地基本查清ꎮ”

地委在揭批 “四人帮” 罪行的同时ꎬ 发动群众开展清查与 “四人帮”

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ꎬ 清查帮派骨干分子罪行的斗争ꎮ 地委成

立清查办公室ꎬ 深入开展对 “四人帮” 的揭、 批、 查运动ꎬ 即揭发 “四人

帮”、 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罪行ꎻ 批判 “四人帮”、 林彪一伙推行的极

“左” 路线ꎻ 清查 “四人帮” 帮派体系和有牵连的人和事ꎬ 清查 “文革” 中

“打砸抢” 分子和重大案件ꎬ 对帮派体系和帮派派性作坚决的斗争ꎮ

雅安地区的帮派体系ꎬ 秉承 “四人帮” 的旨意ꎬ 在 １９７６ 年毛泽东病重

期间和逝世前后ꎬ 配合 “四人帮” 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ꎬ 在雅安也掀

起一股 “突击提干、 突击入党” 的 “双突” 风潮ꎬ 在全区造成极坏的影响ꎮ

经过清理发现ꎬ 全区属于 “突击提干” 的计有 ２７ 人ꎬ 占全年提干总数的

７ １％ꎻ 属于 “突击入党” 的共有 ２８ 人ꎬ 占全年发展新党员总数的 ２ ６％ꎮ
雅安的 “四人帮” 帮派体系ꎬ 一方面把成都的 “四人帮” 帮派体系炮制的

成都市委 １８ 号、 ２２ 号文件ꎬ 和 “四人帮” 在四川的骨干黄廉、 周家喻、 袁

金亮等人的 “讲话” 等材料奉为 “经典”ꎬ 到处翻印、 传抄、 张贴ꎬ 并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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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领导干部接受他们的观点ꎻ 另一方面与 “四人帮” 在四川的干将邓

兴国、 周家喻以及杨志成、 袁金亮等人直接挂钩ꎬ 接受大搞 “双突” 的旨

意ꎬ 密谋策划ꎬ 紧锣密鼓地加紧推行 “挤进一个算一个” 的反动策略ꎬ 妄

图钻进各级领导班子ꎬ 以便取而代之ꎮ

“四人帮” 在雅安的爪牙ꎬ 大搞 “双突” 的形式和手段ꎬ 主要是大造

“双突” 的反革命舆论ꎮ 大肆散布 “造反不当官、 等于白求干 ( “白求干”ꎬ

俗语ꎬ 即白做的意思)ꎬ 当官不入党、 有权也难掌” 的谬论ꎻ 到处宣扬 “造

反派本身就是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党员” 等歪理邪说ꎮ 帮派分子内外勾结ꎬ

上下串通ꎬ 采取胡搅蛮缠ꎬ 胁迫领导的方式ꎬ 组织帮凶不断围攻、 纠缠领导

干部ꎬ 或者胁迫领导办什么 “转弯子学习班”ꎬ 有的还扬言要找对所谓 “不

转弯子” 的领导干部进行 “辩论”ꎬ 要把领导干部拉出来游街示众ꎬ 闹得各

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不得安宁ꎬ 甚至指名道姓地要求党委对其提拔重用ꎬ 发展

入党ꎮ 帮派体系渗入进党内和领导班子内的单位ꎬ 其帮派分子施行 “上面

要ꎬ 下面闹”ꎬ 互相呼应ꎬ 互相配合的反动策略ꎬ 把他们开会策划的 “组

阁” 名单和拼凑的班子拿出来逼迫领导提出讨论ꎬ 胁迫领导批准同意他们的

所谓方案ꎮ “四人帮” 的帮派体系大搞 “双突” 的恶劣行径ꎬ 受到各级党委

和广大党员、 干部、 群众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ꎮ 虽然他们搞的 “双突”
数量不大ꎬ 但其后果极为严重ꎬ 影响极为恶劣ꎬ 它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原则ꎬ 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ꎬ 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ꎬ 造成有些

党组织在组织上、 思想上和作风上的严重不纯ꎮ

截至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底ꎬ 全区共批判、 审查了 １３４ 人ꎮ 为最大限度地孤立

和打击极少数顽固帮派骨干ꎬ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６ 日ꎬ 地委按照省委关于

审定帮派骨干分子要 “从严掌握ꎬ 认定慎重、 准确” 的指示精神ꎬ 集体讨

论逐个审查了全区帮派骨干分子 ４９ 名ꎮ ３ 月 ８ 日ꎬ 地委对审定出的 “四人

帮” 帮派骨干分子分别提出处理意见并及时报告省委ꎮ ４ 月 １５ 日ꎬ 地委召

开会议ꎬ 专题研究粉碎帮派、 办帮派骨干转化学习班的问题ꎮ 地委决定: 对

属于打砸抢分子的作为 “双打” 对象进行打击ꎬ 该劳教的送去劳教ꎬ 该撤

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予以撤销ꎬ 该调离原单位的坚决调离ꎬ 该开除党籍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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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讨论通过报地委审批ꎬ 对一般的骨干分子交回原单位劳动做好转化工

作ꎬ 对重点对象集中起来办学习班ꎬ 进行批判审查ꎬ 继续做转化工作ꎮ

４ 月至 ８ 月ꎬ 地委清查办公室对地直机关及地级企业中原拟定为帮派骨

干分子的 ８ 名重点对象ꎬ 集中起来参加学习班ꎬ 对他们做思想转化工作ꎮ 这

些人中有原地革委常委 (运输公司革委会副主任) １ 人ꎬ 地属副局长 ２ 人ꎬ
地区机关局属科长 ２ 人ꎬ 一般干部 ３ 人ꎮ 这些人追随林彪、 “四人帮” 参与

篡党夺权阴谋活动ꎬ 陷得较深ꎬ 粉碎 “四人帮” 后ꎬ 仍然坚持错误ꎬ 省、

地委先后批准离职审查 １ 人ꎬ 点名批判 ３ 人ꎮ 经过反复交待和群众批判ꎬ 有

６ 人予以转化ꎬ 取得群众的谅解ꎻ 有 ２ 人交回原单位ꎬ 继续抓紧解决ꎮ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ꎬ “四人帮” 制造和煽动起来的派性ꎬ 造成了

干部队伍的严重混乱ꎮ 一些领导干部拉帮结派ꎬ 明争暗斗ꎬ 相互攻击ꎬ 不仅

在干部、 群众中产生很坏的影响ꎬ 而且也直接给工作和生产造成了严重损

失ꎮ 针对 “四人帮” 在党内搞帮派体系ꎬ 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ꎬ
地委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在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上要

彻底肃清 “四人帮” 的流毒ꎬ 坚决与派性作斗争ꎮ 在处理帮派体系问题上ꎬ

地委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ꎬ 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ꎬ 坚持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ꎬ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正确分析和处理具体问题ꎬ 以达

到增强党性、 杜绝派性ꎬ 团结起来向前看ꎬ 同心同德搞 “四个现代化” 的

目的ꎮ 对于大部分犯了一般政治错误的人ꎬ 说清了问题ꎬ 都及时予以解脱ꎻ

对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ꎬ 经过批评教育ꎬ 改正错误ꎬ 转变较好ꎬ 取得群众

谅解的ꎬ 一般免于处分ꎻ 对于一般的帮派分子ꎬ 经过彻底揭发批判ꎬ 交代问

题ꎬ 老实认罪的ꎬ 都给以改造的机会ꎻ 对一些进入领导班子的帮派分子ꎬ 一

律予以清除ꎻ 对于政治上搞动乱ꎬ 行为上有打砸抢ꎬ 经济上搞破坏的帮派分

子和进行投机倒把、 贪污盗窃ꎬ 触犯刑律的帮派骨干分子ꎬ 坚决予以打击ꎮ

地委在全区开展的揭发批判 “四人帮”ꎬ 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ꎬ 清查与

“四人帮” 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等一系列斗争ꎬ 取得了阶段性

胜利ꎮ

从粉碎 “四人帮” 至 １９７８ 年底两年多的时间里ꎬ 地委带领全区人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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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开展揭批 “四人帮” 运动ꎬ 摧毁了 “四人帮” 帮派体系ꎻ 开展 “双打”
斗争ꎬ 清除了 “四人帮” 的社会基础ꎬ 很快结束了动荡混乱局面ꎬ 恢复了

正常的社会秩序ꎬ 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ꎬ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ꎮ

三、 整党整风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在粉碎 “四人帮” 后的历史转折关头ꎬ 党面临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

乱积累下来的许多严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ꎬ 以及由于 “四人帮” 的干扰

破坏ꎬ 党内思想不纯、 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比较突出ꎮ 中共中央在统

一部署揭批 “四人帮” 运动的同时ꎬ 首先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问题ꎬ 充

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作用ꎬ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ꎬ 使各级政

权机关正常运转ꎬ 对稳定当时局势、 尽快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ꎮ 省委

在揭发批判 “四人帮”ꎬ 清除帮派体系的同时ꎬ 积极开展整党整风运动ꎬ 整

顿各级党组织ꎬ 调整各级领导班子ꎬ 党的建设逐步得到了加强ꎮ

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ꎬ 抓紧整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ꎬ 从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至 １９７８ 年底ꎬ 开展了一次时间长、 规模大、 涉及面宽的整党整

风运动ꎮ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至年底ꎬ 全区各县进行整风ꎮ 这次整风通过揭露矛盾ꎬ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进行思想交锋ꎬ 肃清了 “四人帮” 的流毒ꎬ 总结了

经验教训ꎬ 清除了各级领导班子里的帮派分子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地委又用两个多

月时间对县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思想整顿ꎬ 着重进行坚持无产阶级党性ꎬ 清除

资产阶级派性的教育ꎬ 解决干部在工作中怕犯错误ꎬ 精神不振等软、 散、 懒

的问题ꎮ 同时要求各级干部甩开膀子干革命ꎬ 大胆放手抓工作ꎮ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ꎬ 根据中央、 省委关于学习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的通知精神ꎬ 地委成立 “毛主席著作出版发行领导小组” 并发出通知ꎬ 要

求各县成立相应的机构ꎬ 切实做好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的发行工作ꎮ
４ 月 ２０ 日ꎬ 地委就学习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作出决定: 一是立即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一个学习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的学习高潮ꎻ 二是各级党

委要用一定的时间ꎬ 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ꎻ 三是有阅读能力的干部、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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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群众在一年内要通读一遍ꎬ 要根据形势、 任务有重点地选学有关文章ꎻ
四是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ꎬ 同深入揭批 “四人帮”、 整党整风、 改造世

界观结合起来ꎻ 五是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运动的领导ꎬ 一定要把这件大事

抓紧抓好ꎮ 各县和地级机关ꎬ 各企事业单位按照地委部署ꎬ 认真贯彻落实ꎮ

４ 月中旬ꎬ 天全县成立 “毛主席著作出版发行领导小组”ꎮ １５ 日ꎬ 在天全县

新华书店门市举行隆重发行仪式ꎬ 并用专车把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分

别送到永兴、 老场、 新场、 兴业等公社ꎬ 各公社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ꎮ 到 ９

月全县共发行 ２１５９５ 册ꎮ 县委提出县委中心组计划在一年时间内通读一遍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ꎬ 坚持每周二、 四半天的学习制度ꎬ 同时要求各单

位、 部门要加强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领导ꎬ 健全学习制度ꎬ 干部要以身作

则ꎬ 带头学、 带头用ꎬ 要培养学习骨干ꎬ 培训辅导员ꎬ 要在民兵、 青年、 妇

女、 群众中建立学习小组ꎬ 掀起群众性学习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的高

潮ꎮ ４ 月 ２８ 日ꎬ 名山县委作出安排ꎬ 要求全县要把学习 «毛泽东选集» (第
五卷) 作为一件大事来抓ꎬ 并恢复和健全县委中心学习组ꎬ 每周星期日集中

半天学习ꎬ 平时自学ꎬ 在 “七一” 前初步通读完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ꎮ

党的十一大以后ꎬ 地委按照中央 “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ꎬ 加强党的建

设ꎮ 抓纲治国ꎬ 首先要治党” 的指示ꎬ 结合揭批 “四人帮” 的斗争ꎬ 在全

区范围内逐步展开整党整风运动ꎮ ９ 月 ２２ 日ꎬ 地委在贯彻省委 “三秋” 干

部会议精神的意见中提出: 一是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宣传、 贯彻党的第十一次

代表大会精神作为重大任务抓紧抓好ꎻ 二是掀起揭批 “四人帮” 的新高潮ꎬ

解决好党内、 领导班子内的帮派问题ꎻ 三是结合揭批 “四人帮” 运动ꎬ 在

党内开展整党整风ꎬ 解决 “三个不纯” (即组织、 思想、 作风不纯)ꎬ 做到

“三个增强” (即增强无产阶级党性、 增强党的观念、 增强党的统一领导)ꎬ

“一个恢复和发扬” (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ꎻ 四是全力抓好

“三秋” (秋收、 秋耕、 秋种)ꎬ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ꎬ 做好农村收益分配ꎻ 五

是树立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思想ꎬ 深入基层ꎬ 深入群众ꎬ 调查研究ꎬ 不断解

决新问题ꎮ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ꎬ 地委决定: 从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１１ 月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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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ꎬ 全区结合揭批 “四人帮” 的第三个战役ꎬ 全面展开整党整风ꎮ 计划用

一个月时间ꎬ 对地委、 县委领导班子进行整风ꎮ 地委常委先搞 １０ 天的整风ꎬ

接着集中地区机关的党组成员 ２２３ 人ꎬ 基层领导骨干 １６７ 人帮助整风ꎮ 然后

先对财贸、 文卫、 政法等各大口临时党委ꎬ 各局党委 (党组) 进行整风ꎮ

为了严肃党纪党风ꎬ 在地委常委的整风会上ꎬ 个别派性较重的地委常委作了

自我检查ꎬ 与会同志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帮助ꎮ 在各大组、 局领导班子的

整风会上ꎬ 有派性的领导成员都分别作了自我批评ꎬ 对派性较为严重的 ２３

人进行重点帮助ꎬ 有 １７ 人基本讲清了问题ꎬ 认识较好ꎮ 这次集中整风震动

大、 教育深ꎬ 解决了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ꎮ 通过整风ꎬ 犯有错误的

大多数同志卸下了包袱ꎬ 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反对派性、 增强党性的教育ꎮ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 地委发出 «关于开展整党整风的安排意见»ꎬ 指出: 近几

年来ꎬ 由于 “四人帮” 及其帮派体系竭力破坏党的建设ꎬ 造成党的思想不

纯ꎬ 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ꎮ 这次整党整风的任务ꎬ 是要把被 “四人帮” 在

党的建设上搞乱了的思想是非、 路线是非、 理论是非纠正过来ꎬ 把各级党组

织建设好ꎮ 区、 县级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要全面开展整党整风ꎬ 农村公社

在 “党的基本路线” 教育运动中进行整党整风ꎮ 这次整党整风的重点: 一

是要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派性ꎬ 增强无产阶级党性ꎬ 克服无政府主义ꎬ 加强

党的集中和统一ꎻ 二是要解决党的作风问题ꎬ 重点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整

顿ꎬ 清除 “四人帮” 的影响ꎬ 提高政治觉悟和领导艺术ꎮ 在农村要结合党

的基本路线教育ꎬ 解决好农村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ꎮ 这次整党整风分期分

批安排进行ꎬ 计划 １９７９ 年底搞完ꎬ 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ꎬ 抓紧抓好ꎬ
一抓到底ꎮ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ꎬ 雅安地、 县委联合抽调 ３５０ 多名干部和农村积极

分子ꎬ 组成工作团ꎬ 分赴雅安县各公社ꎬ 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ꎮ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 ５ 日ꎬ 省委下发 «关于开展 “一批两整顿” 运动的几点意

见»ꎬ 指出ꎬ １９７８ 年工作的中心ꎬ 就是 “一批两整顿” (即ꎬ 深入揭批 “四

人帮”ꎬ 搞好整党整风ꎬ 搞好各条战线、 各个单位特别是企业和社队的整

顿)ꎬ 整顿社队、 整顿企业是基层开展整顿工作的主要内容ꎮ 明确提出揭批

“四人帮” 的伟大斗争是当前推动党的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ꎬ 整党整风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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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解决好领导班子的问题ꎮ 地委根据省委的意见ꎬ 提出要以整党整风为重

点ꎬ 抓住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ꎬ 认真解决 “三个不纯” 的问题ꎻ 整

顿企业、 整顿社队ꎬ 主要是整顿班子、 整顿队伍、 整顿管理、 整顿作风、 清

理和落实党的政策ꎮ 地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整党整风的领导ꎮ 经过整党

整风ꎬ 地委根据省委关于 “双突” 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的指示ꎬ 对 “双突”
党员作了妥善处理ꎬ 进一步加强了班子建设ꎮ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３１ 日ꎬ 地委集中各县县委常委 ９５ 人继续开展整风ꎬ 有关部

门负责人和区委书记 ７７ 人列席ꎮ 在这次整风中ꎬ 进一步考察了干部ꎬ 地委

常委会议一个县一个县地分析研究了县委班子ꎻ 按接班人的 “五条标准”
和老中青 “三结合” 的原则ꎬ 决定提拔 １２ 名优秀干部进入领导班子ꎬ 调离、

调整 ３ 名犯有错误的干部ꎬ 调换路线不正、 干劲不足、 长期搞不好工作的干

部ꎮ 之后ꎬ 各县按照地委要求开展集中整风ꎬ 并调整科局级领导班子ꎮ ２

月ꎬ 雅安县委常委集中整风ꎬ 报请地委批准免去由群众组织负责人担任的县

革委副主任ꎬ 县委常委、 县委委员共 ７ 人的党政职务ꎮ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３ 月 １０

日ꎬ 名山县委集中组织县级机关 ５２ 个单位的 ４００ 多名党员进行整风学习ꎬ

着重解决科局级以上党员干部的派性问题ꎮ ５ 月和 ８ 月ꎬ 地委分别批准免去

名山县由群众组织代表担任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委常委各一人ꎮ
这次整顿和调整领导班子工作是和整顿、 恢复党的组织同时进行的ꎮ １９７６

年底至 １９７８ 年ꎬ 地委结合揭批 “四人帮” 运动开展清查工作ꎬ 对县、 局以上

领导班子进行多次调整ꎮ 同时ꎬ 结合平反冤假错案ꎬ 重新启用在 “文化大革

命” 中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ꎬ 并选调一批科技人员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ꎮ
这一段时间的整顿和调整ꎬ 纯洁了组织ꎬ 落实了政策ꎬ 健全了领导班子ꎬ 对拨

乱反正、 稳定局势起了重要作用ꎮ 这一次领导班子的调整ꎬ 在年龄结构和文化

知识结构方面变化不大ꎮ 为更好地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要求ꎬ 之

后ꎬ 地委又按照中央新时期干部工作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的干部

“四化” 标准ꎬ 遴选了一批 “德才兼备” 的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ꎮ
从粉碎 “四人帮” 到 １９７８ 年底ꎬ 秦长胜担任中共雅安地区委员会第一书

记ꎬ 王泽民、 贺志宽、 李林、 潘传贤任副书记ꎮ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 ９ 日ꎬ 省委批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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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２ 月 ２０ 日雅安地委、 地革委关于将办事机构各大组改为部 (委、 办) 的报

告ꎮ 机构改变后ꎬ 原各大组正、 副组长改任各部正、 副部长ꎻ 各委、 办改任

正、 副主任ꎬ 省委不再重新任命ꎮ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大决定恢复党的纪律检查

机构ꎮ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ꎬ 经雅安地委批准ꎬ 雅安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ꎮ

整党整风和 “一批两整顿” 运动ꎬ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由于 “四

人帮” 干扰破坏造成的党内思想、 组织、 作风 “三个不纯” 的问题ꎬ 恢复

和健全了各级党组织ꎬ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始得到发扬ꎬ 党的组织纪律性

和党的团结有所加强ꎬ 广大党员、 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得到有效发挥ꎬ 全区

逐渐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ꎮ

第二节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

粉碎 “四人帮” 后ꎬ 通过开展揭批 “四人帮” 运动ꎬ 党和国家的正常

秩序得到恢复ꎮ 党在带领全国人民逐步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ꎬ 首先遇到的

是华国锋主张的 “两个凡是” 的禁锢ꎮ “两个凡是” 方针的推行ꎬ 给平反

“文化大革命” 造成的冤假错案ꎬ 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名誉ꎬ 形

成了严重的思想障碍ꎬ 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ꎮ 因此ꎬ 要扭转

这种局面ꎬ 必须要冲破 “两个凡是” 的禁锢ꎬ 解决判断历史是非、 判断真

理标准的问题ꎬ 解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ꎮ 于是ꎬ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

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开始了ꎮ

一、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 ７ 日ꎬ «人民日报»、 «红旗» 杂志、 «解放军报» 同时发表

题为 «学好文件抓住纲» 的社论ꎬ 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ꎬ 我们都

坚决维护ꎻ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ꎬ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ꎮ” 把 “两个凡是”

作为指导方针ꎬ 实质上是要维护 “文化大革命” 的一系列错误理论ꎮ ８ 月ꎬ

４９３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ꎬ 宣布 “文化大革命” 已经结束ꎬ 但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ꎬ 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党的十大提出的 “左” 的政

治路线和组织路线ꎮ ９ 月 ９ 日ꎬ 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ꎬ 把党的

十一大路线概括为: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ꎬ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ꎬ 抓纲治

国ꎬ 继续革命ꎬ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ꎮ 当时提出的 “党的基

本路线”ꎬ 依然是强调 “阶级斗争为纲” 和 “两条路线斗争” 等错误理论ꎮ

党内的 “左” 倾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ꎬ 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

在总体上受到严重的阻挠ꎮ

随着揭批 “四人帮” 斗争的深入ꎬ 禁锢人们思想的 “两个凡是” 越来

越成为斗争的焦点ꎮ 围绕着 “两个凡是” 争论的展开ꎬ 人们渴望来一场思

想解放运动ꎮ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光明日报» 以 “本报特约评论员” 名义ꎬ

发表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文章ꎮ 文章尖锐地指出 “四人帮”

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ꎬ 还没有完全粉碎ꎬ 要勇于探索研究实践中出现

的新问题ꎬ 并重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基本原理ꎬ 从理论上根本否定 “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ꎮ 随之ꎬ «人民日

报» «解放军报» 等各大报纸相继转载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

文章发表后ꎬ 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ꎬ 党内外绝大多数人表示支持

和拥护文章的观点ꎬ 从而逐步形成讨论的热潮ꎬ 由此拉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

题大讨论的序幕ꎮ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ꎬ 得到邓小平、 叶剑英、 李先念、 陈云等中央多

数领导同志的支持ꎮ ７ 月 ２２ 日ꎬ 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谈话时ꎬ 明确肯定和支

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ꎬ 指出: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

是马克思主义的ꎮ 争论不可避免ꎬ 争得好ꎮ” 他说ꎬ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

体系ꎬ 要解放思想ꎬ 打破禁区ꎬ 对有些论点可以分析ꎮ 邓小平的讲话ꎬ 有力

地支持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展开和深入ꎮ 从 ６ 月到 １１ 月ꎬ

全国大多数省、 地负责同志发表文章或讲话ꎬ 支持文章重申的基本原理ꎮ 真

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ꎬ 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领导和支持下的一场

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ꎬ 它冲破了长期以来 “左” 的错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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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束缚ꎬ 打碎了 “两个凡是” 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ꎬ 为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了充分的思

想准备ꎬ 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ꎮ

８ 月 ７ 日至 １４ 日ꎬ 省委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会ꎬ 省委明确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ꎮ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四川

日报» 发表 «在理论、 思想上来一个根本的拨乱反正» 的文章ꎬ 报道省委

开展的省、 地、 县三级干部会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ꎮ １１ 月 ２ 日ꎬ

省委宣传部召开市、 地、 州委宣传部长参加的理论工作座谈会ꎬ 要求深入学

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等文章ꎬ 进一步深入揭批 “四人帮”ꎮ
地委首先在地委机关组织学习 «光明日报» 等有关真理标准的文章ꎬ

统一思想认识ꎬ 接着在全区三级干部会上ꎬ 联系雅安工作实际展开讨论ꎬ 随

后又召开地直机关理论工作会议ꎬ 传达贯彻全省理论工作会议精神ꎮ 秦长胜

强调ꎬ 为了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ꎬ 我们的思想要来一个大解放ꎬ 作风要

来一个大转变ꎬ 要拨乱反正ꎬ 实事求是ꎬ 使我们的认识水平ꎬ 思想方法ꎬ 符

合实际ꎬ 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ꎮ 他指出ꎬ 在理论战线进行的这场实践标

准问题讨论ꎬ 是肃清林彪、 “四人帮” 唯心主义流毒的一场斗争ꎮ 要求各级

党组织ꎬ 特别是领导同志ꎬ 要把理论学习进一步抓紧抓好ꎬ 组织干部群众开

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讨论ꎮ 在讨论中要认真贯彻 “百花齐

放、 百家争鸣” 的方针ꎬ 实行 “三不主义” (不打棍子、 不扣帽子、 不抓辫

子)ꎬ 充分发扬民主ꎬ 敞开思想ꎬ 各抒己见ꎬ 畅所欲言ꎬ 要把真理标准问题

的讨论搞得生动活泼ꎮ
地委认为ꎬ 组织好这次真理标准讨论ꎬ 是一次深刻的解放思想的教育运

动ꎬ 是冲破长期 “左” 的思想禁区的极好机会ꎬ 可为以后放手大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理清思路ꎬ 促进雅安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ꎮ 为此ꎬ 地委责成地

委宣传部、 地委组织部和地委党校ꎬ 抓紧办好干部读书班ꎬ 提高领导干部的马

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ꎬ 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ꎬ 提高领导艺术ꎮ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８ 月 ２２ 日ꎬ 地委党校举办第 ２２ 期干部读书班ꎮ 地委管理的干部和 ８

个县的部分公社党委书记、 县属厂矿主要领导以及相当于县团级以上的厂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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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科级中层领导干部ꎬ 地区文卫、 工交、 农林、 财贸、 政法、 军工口的

有关人员共 １２０ 人参加学习ꎮ 主要学习新时期的总任务ꎬ 选读马列和毛泽东有

关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著作和对党的建设的论述ꎬ 联系实际深入批判

“四人帮” 对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篡改和歪曲ꎮ 通过学习ꎬ 大家澄清了被

“四人帮” 颠倒了的路线是非、 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ꎬ 解放了思想ꎬ 振奋了精

神ꎬ 表示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ꎮ

１０ 月 ６ 日至 １２ 月 ８ 日ꎬ 地委党校举办第 ２３ 期干部读书班ꎬ 对公社党委

正、 副书记和地委管理的干部ꎬ 县属厂矿主要领导干部ꎬ 相当于地属以上厂

矿企事业单位的科级中层领导干部、 专兼职理论干部进行轮训ꎮ 着重学习领

会马列和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ꎬ 强调坚持实事求是ꎬ 一切从

实际出发ꎬ 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基本观点ꎬ 结合揭批 “四人帮” 的第三战役ꎬ

肃流毒、 查内伤ꎬ 解放思想ꎮ 专门安排学习毛泽东的 «实践论»ꎬ 联系实际

讨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ꎬ 进一步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ꎮ 学员们

在讨论中说ꎬ 实事求是是根本ꎬ 解放思想是关键ꎮ 以前 “四人帮” 设置了

许多禁区ꎬ 给人们戴上重重精神枷锁ꎬ 禁锢着人们的思想ꎬ 确实把人们的头

脑搞乱了、 思想僵化了ꎬ 造成思想上乱ꎬ 工作上糊ꎬ 作风上飘ꎮ 只有明确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ꎬ 才能从 “长官意志就是真理” 的束缚下

解放出来ꎻ 才能从林彪、 “四人帮” 设置的禁区中解放出来ꎻ 才能认识到我

国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ꎬ 从盲目自满、 固步自封、 夜郎自大中解放出来ꎻ

才能提高管理水平ꎬ 从右倾保守思想中解放出来ꎻ 才能大胆落实党的各项政

策ꎬ 从 “怕” 字中解放出来ꎮ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９ 日ꎬ 地委党校又举办第 ２４ 期学习班ꎬ 地区各大口和各

县及县级机关单位主管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共 １１５ 人参加学习ꎮ 主要学习华

国锋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指示、 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ꎬ «红

旗» 杂志刊登的国庆社论 «解放思想、 加速前进»ꎻ 传达省委宣传部理论工

作座谈会议精神ꎻ 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ꎮ 整个学习和讨论ꎬ
紧紧围绕解放思想、 加速 “四个现代化” 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ꎮ 地委要求

每个学员通过学习和讨论ꎬ 一是要明确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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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 对于解放思想、 改进工作、 改进作风、 加快 “四化” 步伐的重要意义ꎮ
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ꎬ 把学习讨论与批判林彪 “四人帮” 相结合ꎻ 与总结

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相结合ꎻ 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相结合ꎮ 要着重联系

实际ꎬ 深入批判林彪、 “四人帮” 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ꎬ 鼓吹什么 “毛主

席是天才” “毛泽东思想是顶峰” “毛主席的话要句句照办” 等ꎬ 把毛泽东

思想宗教化、 凝固化ꎮ 要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ꎬ 坚持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ꎬ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ꎮ

各县、 地级各机关单位积极响应地委的号召ꎬ 相继掀起轰轰烈烈的真理

标准问题的讨论高潮ꎮ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至 １１ 月ꎬ 荥经县委宣传部组织全县干部

学习毛泽东 «实践论» «反对本本主义»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等

哲学著作ꎬ 以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

的原理»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等文章ꎬ 在全县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

讨论ꎮ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 雅安县开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的学习讨论ꎬ
开始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ꎮ １９７９ 年ꎬ 全区以 “补课” 的形式开展了真

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ꎮ 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８ 日ꎬ 石棉县召开有 ７００ 余人参加的四

级干部会议ꎬ 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ꎬ 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

标准的大讨论ꎬ 批判极 “左” 思想ꎬ 消除 “恐右病”ꎮ 天全县委要求ꎬ 在全

县范围内层层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骨干培训班ꎻ 坚持做到学习原著与

学习材料相结合ꎬ 个人自学与集体辅导相结合ꎻ 坚持抓主要矛盾ꎬ 解决根本

问题ꎬ 从思想上正本清源ꎬ 端正思想路线ꎬ 着力把广大群众从长期的精神枷

锁中解放出来ꎮ 从 １０ 月开始ꎬ 天全县委在县委党校连续举办学习培训班ꎬ
对县直机关、 部门负责人、 县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公社党委委员、 革委会

正副主任、 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等党员干部进行集中轮训ꎮ 县委领

导亲自动员ꎬ 县委组织部、 宣传部、 党校负责人授课ꎮ 学习内容主要是ꎬ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ꎬ 马列的相关著作ꎮ 通过学习和开展讨论ꎬ 广大党员

干部逐步认识到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基

本原则ꎬ 认为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太重要了ꎬ 不讨论就不能打破林彪、 “四

人帮” 的精神枷锁ꎬ 进而解放思想ꎻ 就不能端正思想路线ꎬ 恢复马列主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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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ꎻ 就不能贯彻落实好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ꎬ 实

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ꎮ

为了帮助党员、 干部提高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ꎬ 地委宣传部创

办 «理论动态» 刊物ꎬ 编印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ꎬ

作为学习的辅导材料ꎬ 配合和促进了全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开展ꎮ

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ꎬ 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ꎬ 对肃清

“四人帮” 的流毒ꎬ 冲破 “两个凡是” 的束缚ꎬ 破除迷信ꎬ 解放思想ꎬ 拨乱

反正ꎬ 恢复党的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ꎬ 重新确立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ꎬ 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

用ꎬ 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ꎬ 实

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奠定了思想基础ꎮ

二、 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ꎬ 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ꎬ 人们开始摆脱

“两个凡是” 的束缚ꎬ 实事求是地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各种问题ꎮ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人民日报» 发表 «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 的评论

员文章ꎬ 指出: 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ꎬ 部分错了ꎬ 部分纠正ꎻ 全部错

了ꎬ 全部纠正ꎮ 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过程中ꎬ 凡是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ꎬ
都应当保留ꎬ 决不能 “一风吹”ꎻ 一切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ꎬ 即使是一

个 “尾巴” 也不能保留ꎮ 这篇文章的发表ꎬ 为平反冤假错案、 落实干部政

策作了舆论准备ꎮ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至 ４ 月ꎬ 中共中央组织部分别召开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ꎬ 提

出落实干部政策的四条标准: 一是没有结论的ꎬ 应尽快做出结论ꎻ 结论不正

确的ꎬ 要实事求是地改过来ꎮ 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工作ꎬ 年老体

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ꎬ 妥善安排ꎮ 三是去世的ꎬ 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ꎬ

把善后工作做好ꎮ 四是受株连的家属、 子女问题要解决好ꎮ 总的方针是实事

求是ꎬ 方法是群众路线ꎮ ９ 月 １７ 日ꎬ 中共中央以 (１９７８) ５５ 号文件批转中

９９３第四章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统战部、 公安部、 民政部 «关于全部摘掉右派

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ꎬ 指出: “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ꎬ 要做好改正工

作ꎮ 有反必肃ꎬ 有错必纠ꎬ 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ꎮ 已经发现划错了的ꎬ 尽管

时隔多年ꎬ 也应予以纠正ꎮ”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由此得以迅速推开ꎮ １１ 月 ３

日ꎬ 中央组织部发出 «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ꎬ 要求在继

续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同时ꎬ 正确估计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ꎬ 尽快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ꎬ 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ꎬ 鼓励他们为 “四化” 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ꎮ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中央组织部发出 «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

几点意见»ꎬ 全国各地大批农村基层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全面展开ꎮ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省委发出 «关于认真贯彻中央 (１９７８) ５５ 号文件的通

知»ꎬ 要求各地认真加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ꎬ 各

级党委要指定一名负责同志分管这项工作ꎬ 并加强充实摘掉右派分子办公

室ꎮ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１１ 月 １ 日ꎬ 全省召开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会议ꎬ 传达中

央五部委召开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座谈会议精神ꎬ 研究具体工作方案ꎮ

这次会议之后ꎬ 各地加快了为右派分子摘帽的工作ꎮ

从 １０ 月起ꎬ 地委和各县县委分别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及办

公室ꎬ 抽调精兵强将ꎬ 加强调查研究ꎬ 认真处理来信来访ꎮ 一是对在 “文化

大革命” 中新划的右派分子ꎬ 一律宣布无效ꎬ 有问题的ꎬ 是什么性质的问

题ꎬ 就按什么问题处理ꎮ 二是纠正 “反右” 扩大化问题ꎬ 改正错划右派分

子的案件ꎮ 三是迅速在全区开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ꎮ 对 “整风” “反

右” “四清” “文化大革命” 等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清查ꎬ 根据有关

知识分子政策予以坚决纠正并认真落实ꎮ

从 １９７８ 年开始ꎬ 地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ꎬ 认真抓紧对全区冤假错

案的平反工作ꎬ 把抓平反冤假错案和清理核查 “文化大革命” “三种人”①

的工作结合进行ꎮ 通过审查、 复查、 核查大批案件ꎬ 为全区 ９００ 多名原定的

右派分子ꎬ 在年底前就基本完成了摘帽和平反工作ꎬ 对右派分子问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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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不留 “尾巴”ꎬ 并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绝大多数同志安排了工作ꎮ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ꎬ 地委又着手对地主、 富农开展 “摘帽” 工作ꎬ 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

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 富农分子改定成分ꎬ 对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一

律摘掉帽子ꎬ 地主、 富农家庭出生的子女ꎬ 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生一律定

为公社社员ꎬ 妥善地解决了人民内部的矛盾ꎮ
从粉碎 “四人帮” 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中ꎬ 由于党中央

主席华国锋坚持 “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ꎬ 对 “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极

“左” 理论、 政策继续加以肯定ꎬ 因而不能从理论上和党的指导方针上完成

拨乱反正的任务ꎬ 致使雅安的一些案件未能及时得到平反ꎬ 有的案件平反也

不彻底ꎮ 直至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ꎬ 全国更大规模的平

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展开ꎮ 地委顺应形势的发展ꎬ 加大对冤假错案平反力

度ꎬ 实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ꎮ 由于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ꎬ 具体操作起来工作量较大ꎬ 所以ꎬ 此项工作一直持续

到 １９８９ 年才宣布结束ꎮ

第三节　 经济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恢复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ꎬ 使雅安的工农业生产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遭

到严重破坏ꎮ 粉碎 “四人帮” 后ꎬ 地委在开展拨乱反正ꎬ 冲破 “两个凡是”
的羁绊ꎬ 逐步澄清路线是非、 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的同时ꎬ 抓住有利时机ꎬ
从实际出发ꎬ 采取一系列措施ꎬ 带领全区人民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教育

科学文化事业ꎮ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ꎬ 全区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一、 农业生产的恢复

粉碎 “四人帮” 之后ꎬ 地委按照中央提出的 “抓纲治国” 战略决策ꎬ
把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作为全区的一项重要而紧迫任务来抓ꎬ 积极开展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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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寨” 和 “党的基本路线”① 教育ꎬ 坚持实事求是ꎬ 一切从实际出发ꎬ 因

地制宜ꎬ 因势利导ꎬ 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ꎬ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

生产积极性ꎬ 使农业生产的恢复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ꎮ
(一) 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在农业生产的恢复上ꎬ 地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ꎬ 仍继续沿用开展

“农业学大寨” 运动的形式来进行ꎬ 提出 “大批促大干” “大干促大变”
“大干快上” 的号召ꎬ 以 “普及大寨县”ꎬ 建成 “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的措

施来确保粮食增产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７ 日ꎬ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

寨会议ꎬ 雅安地区派出 １２ 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ꎮ 会上ꎬ 陈永贵作题为 «彻
底批判 “四人帮”ꎬ 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 的报告ꎬ 提出要继续深

入进行 “党的基本路线” 教育ꎬ 坚决完成党中央提出的 １９８０ 年把三分之一

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ꎮ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 ３ 日ꎬ 省委发出学习贯彻第二次全

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安排意见ꎬ 要求各级党委通过学习ꎬ 加强党的建

设ꎬ 提高党的战斗力ꎬ 加快普及大寨县ꎬ 加快农业发展步伐ꎬ 进一步巩固和

发展全省的大好形势ꎮ
１ 月 ４ 日ꎬ 潘传贤在地委常委会上及时传达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精神和赵紫阳在四川干部会议上的讲话ꎮ 秦长胜强调ꎬ 要积极响应中央和省

委的号召ꎬ 集中全党力量大办农业ꎬ 发动工业支援农业ꎬ 各级党委要落实好

抓革命、 促生产ꎬ 大干社会主义的问题ꎮ 之后ꎬ 全区各级形成 “书记亲自动

手、 全党大办农业” 的局面ꎬ 迅速掀起 “农业学大寨” 的热潮ꎮ １１ 月上中

旬ꎬ 各县相继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各方面的先进代表参加的农业学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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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主要内容ꎬ 就是毛泽东所讲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

历史阶段ꎮ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ꎬ 还存在着阶级、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ꎮ 存在着社会

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ꎮ 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ꎮ 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

和复杂性ꎮ 要提高警惕ꎮ 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ꎮ 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

题ꎬ 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ꎮ 不然的话ꎬ 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就会

走向反面ꎬ 就会变质ꎬ 就会出现复辟ꎮ 我们从现在起ꎬ 必须年年讲ꎬ 月月讲ꎬ 天天讲ꎬ 使我

们对这个问题ꎬ 有比较清醒的认识ꎬ 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ꎮ”



会议ꎬ 总结交流农业学大寨ꎬ 大批促大干ꎬ 抗灾夺丰收的经验ꎬ 计表彰

５０００ 个先进集体和个人ꎬ 命名 ２ 个大寨式公社和 １４ 个大寨式大队ꎮ 各县讨

论和制定 １９７８ 年大干快上ꎬ 夺取更大丰收的计划和措施ꎬ 解决了持续跃进

的思想认识问题ꎬ 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和冬季生产的热潮ꎮ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全国 “普及大寨县” 工作座谈会在北

京召开ꎮ 华国锋指出ꎬ 要抓住揭批 “四人帮” 这个纲ꎬ 抓革命、 促生产ꎬ

来一个高速度ꎮ 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ꎬ 这是我们前

进的方向ꎮ 会议认为 “农业生产新跃进的形势正在到来”ꎬ 从而把农业学大

寨运动推向高潮ꎮ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地委召开常委会议ꎬ 主要围绕建设大寨县议题ꎬ 讨

论 １９７９ 年和 １９８０ 年的规划问题ꎮ 会上ꎬ 地委实事求是地对农业进行总结ꎬ

指出: 一是农业改制 (农作物的一年两熟制或三熟制) 基本没有抓ꎻ 二是

农田基本建设没有结合地区实际ꎬ 非常概念化ꎻ 三是总的耕地面积减少觉察

得迟ꎮ 以前认为学大寨就是改土ꎬ 改土就是沟里改梯地ꎬ 但根本不能抗御干

旱ꎬ 所以成绩不显著ꎬ 至今没有找到稳产高产的规律ꎮ 为此ꎬ 地委提出从现

在起ꎬ 全区要根据当地雨水多的特点ꎬ 抓塘、 堰、 库建设ꎬ 抓提、 蓄、 引结

合ꎬ 综合解决水的问题ꎮ 农田基本建设要以小型水利建设为主ꎬ 结合改土开

田ꎮ 高山地区人均耕地要有三亩左右ꎬ 所有耕地尽量搞两熟ꎬ 以种玉米、 洋

芋为主ꎮ 坝区要以抓小型水利建设促农田基本建设ꎬ 人均水田一亩ꎬ 地五分

到一亩ꎬ 水田主攻中稻、 杂交稻ꎬ 力争亩产千斤ꎻ 浅山地区的小春作物要一

半种小麦ꎬ 一半种洋芋ꎮ 同时要狠抓肥料生产ꎬ 搞良种生产ꎮ 要学习名山县

建立水稻、 玉米种籽基地ꎬ 建立适宜高山、 平坝的种籽基地ꎬ 专门培育

良种ꎮ

全区在农业学大寨、 建成大寨县中ꎬ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可喜成绩ꎬ

科学种田取得长足进步ꎬ 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ꎬ 这对于农业生产的恢

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ꎮ
大寨ꎬ 作为我国农业战线一面旗帜ꎬ 通过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ꎬ 发展和

壮大集体经济ꎬ 在提高和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ꎬ 积极向国家缴售商品粮ꎬ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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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ꎬ 为广大中国农民做出了表率ꎮ 孕育于此

前和此间的大寨精神ꎬ 成为激励和鼓舞广大农民为尽快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农

业而奋斗的强大动力ꎮ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广ꎬ 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总结经

验教训的阶段ꎮ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向中央提交的

«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报告ꎬ 终结了全国开展 １０ 多年

的农业学大寨运动ꎮ 雅安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随之结束ꎮ

(二) 落实农业各项政策措施

通过揭批 “四人帮” 运动ꎬ 地委认真制定和落实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

业生产的政策措施ꎬ 调动了全区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ꎬ 促进了农

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ꎮ

１ 制定和实施粮食增产规划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ꎬ 地委提出全力抓好粮食生产ꎬ 为今年全区实现粮食总产

量达到 ８ 亿斤而奋斗ꎮ 为了保证粮食产量目标的实现ꎬ ４ 月 ２３ 日ꎬ 地委发出

紧急通知ꎬ 要求各级党委紧急行动起来ꎬ 把 “大批促大干” “大干促大变”

“大干快上” 的各项措施尽快落到实处ꎮ 一是建立岗位责任制ꎬ 分工负责ꎬ

定点包队ꎬ 定期检查ꎬ 年终验收ꎻ 二是认清气候特点ꎬ 各种农活一定要突出

抓一个 “早” 字ꎻ 三是狠抓增产措施的落实ꎬ 夺取农业大丰收ꎮ 雅安在抓

纲治国ꎬ 大干快上的形势下ꎬ 出现了全党动员、 全民参与、 各行各业支援农

业ꎬ 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抓农业的大好局面ꎬ 全区粮食作物普遍长势良

好ꎬ 显现出粮食大丰年的好景象ꎮ 地委在 ８ 月 ２３ 日对搞好秋收工作作出六

条决定: 一是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公报ꎬ 联系农村实

际ꎬ 狠批 “四人帮”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ꎻ 二是加强领导ꎬ 清理劳力ꎬ 投

入秋收第一线ꎻ 三是坚持精打细算ꎬ 减少抛撒浪费ꎬ 实现丰产丰收ꎻ 四是执

行党的政策ꎬ 实事求是反映情况ꎻ 五是健全秋收制度ꎬ 按政策做好收益预分

工作ꎻ 六是全面搞好 “三秋”ꎬ 做到边收边耕边种ꎮ 截止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全区

征购粮食入库 １０６１２ 万斤ꎬ 占粮食征购任务的 ９３ ５％ꎬ １８２ 个公社中有 １０５

个公社已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ꎮ 此外ꎬ 地委要求各县于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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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粮食征超购任务ꎬ 在完成地区下达的征超购粮食任务后ꎬ 还应抓紧落实

国家任务外的超购计划ꎬ 抓紧清理结算ꎬ 兑现政策ꎬ 搞好集体和社员的收益

分配ꎮ

在 １９７７ 年粮食丰收的基础上ꎬ 地委于 １０ 月 ６ 日提出明年农业大增产意

见: １９７８ 年全区要净增粮食 １ 亿斤ꎬ 达到 ９ 亿斤ꎮ 到 １９８０ 年总产达到 １１ 亿

斤ꎬ 单产跨 “纲要”ꎬ 人均生产粮食达到 １０００ 斤ꎮ 全区农村人平分配收入达

７０ 元ꎬ １９８０ 年达到 ９０ 元~１００ 元ꎮ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地革委将 １９７８ 年计划增产

１０３５０ 万斤的指标下达各县ꎬ 其中名山县增产 ２４００ 万斤ꎬ 雅安县增产 １８００

万斤ꎬ 石棉县增产 ６５０ 万斤ꎬ 汉源县增产 ２１００ 万斤ꎬ 荥经县增产 １１００ 万

斤ꎬ 芦山县增产 ８５０ 万斤ꎬ 宝兴县增产 ４５０ 万斤ꎮ 地委要求各县将指标迅速

落实到基层ꎬ 并制定出具体的增产措施ꎮ

为了实现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的目标ꎬ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４ 日ꎬ 地委提出 “紧

急行动起来ꎬ 战胜灾害ꎬ 夺取春耕全胜” 的安排意见ꎬ 要求: 一是要争取主

动ꎬ 突出早育秧、 早移栽、 早下种ꎻ 积极开展积肥运动ꎬ 搞好科学种田ꎬ 水

稻矮杆化ꎬ 推广玉米杂交一代种ꎬ 扩大 ６５％的红苕栽种面积ꎬ 狠抓小麦、 洋

芋作物栽种ꎮ 二是整顿领导班子ꎬ 落实政策ꎬ 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ꎮ 三是

加强领导ꎬ 组织各行各业支援农业ꎮ
３ 月 ２８ 日ꎬ 地委在批转 «关于 １９７８ 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 中指

出: １９７８ 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ꎬ 各级要狠抓 “一批两整

顿”ꎬ 深入开展 “农业学大寨” 的群众运动ꎬ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ꎮ １９７８ 年国

民经济计划指标是: １ 粮食总产量 ９ ５ 亿斤ꎬ 比上年净增 １ 亿斤ꎬ 增长

１１ ８％ꎻ 油菜籽总产 １０６０ 万斤ꎬ 比上年增长 ９４％ꎮ 为实现计划的完成ꎬ 地

委采取的保障措施是ꎬ 围绕农业办工业ꎬ 合理安排经济作物ꎬ 大力发展多种

经营ꎬ 发展社队企业ꎬ 集中力量抓好化肥、 电力、 农机等支农工业ꎮ 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ꎬ 进一步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ꎮ 组织动员全区

工、 农、 商、 学、 兵等各行各业的所有力量支援农业ꎬ 保障农业的增产和农

民增收ꎮ

２ 改革耕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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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７ 年 ２ 月ꎬ 省革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式向全省部署ꎬ 在水

稻生产上ꎬ 猛攻中稻ꎬ 大力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ꎬ 解决了近 ２０ 年来不顾

客观条件强行推广双季稻种植的作法ꎬ 改变了强迫种植行为ꎬ 调动了干部群

众的生产积极性ꎮ ６ 月 ２３ 日ꎬ 地委在批转天全县委召开高山地区改制现场

会的情况报告中强调: 要因地制宜大力改革耕作制度ꎬ 在坝区逐步推广一年

三熟ꎬ 在高山地区逐步推广一年两熟ꎬ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ꎬ 提高复种指数ꎬ

力争多种多收ꎬ 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ꎬ 在两、 三年内使粮食产量有一个大

幅度增长ꎬ 为普及大寨县作出更大贡献ꎮ １９７７ 年全区在 １４４ ２ 万亩耕地上ꎬ

实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２２７ ５ 万亩ꎬ 复种指数提高到 １５５％ꎬ 当年粮食总产

量实现了 ８ ５ 亿斤的目标ꎮ 全区 １８２ 个公社ꎬ 跨 “纲要” 的有 ４２ 个公社ꎬ

有 ３７ 个公社增产百万斤以上ꎬ 增产三成以上的有 ２８ 个公社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又增加到 ２４２ ７ 万亩ꎬ 复种指数提高到 １６６％ꎬ 比 １９７７ 年提高

１１ 个百分点ꎬ 当年粮食总产量超过了 ９ 亿斤的目标ꎬ 达到 ９ ５ 亿斤ꎮ 由于全

区大力推广薄膜育秧、 温室育秧等农业科学技术ꎬ 不断改进耕作技术ꎬ 对作

物实行精细的田间管理ꎬ 加之过去兴修的水利工程作用的发挥和化学肥料施

用量普遍增加ꎬ 确保了粮食增产指标的实现ꎮ

３ 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一是兑现分配ꎬ 保证农民增产增收ꎮ １９７７ 年初ꎬ 省委下发 «关于做好

人民公社 １９７７ 年分配决算工作的通知»ꎬ 提出农村要做到农业增产ꎬ 农民增

收ꎬ 多劳多得ꎬ 分配兑现ꎬ 让社员得到实惠ꎮ 地委组织力量清理历年来的超

支倒补欠款ꎬ 截至 １９７６ 年ꎬ 全区清理出累计超支户有 ７９１１４ 户ꎬ 占总户数

的 ３４ ９５％ꎮ 然后决定采取切实措施ꎬ 追还收缴绝大部分超支户的历年欠款ꎬ

对实在交不清的困难户实行减、 免、 缓政策ꎬ 保证了当年决算分配的兑现ꎬ

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ꎮ 在兑现分配的基础上ꎬ 地委要求各县认真加

强社队的经营管理ꎬ 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ꎬ 纠正社队财务混乱、 账目不清

的情况ꎬ 切实做到收有凭、 支有据ꎬ 财务公开、 日清月结ꎬ 实行经济核算ꎬ
民主理财ꎬ 清理社队的 “乱三支” (超支、 借支、 挪用) 等情况ꎻ 同时要搞

好劳动管理ꎬ 建立责任制ꎬ 贯彻按劳分配、 按劳付酬政策ꎬ 发展集体经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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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ꎬ 夺取农业的更大丰收ꎮ
二是采取 “保两头、 压中间”ꎬ 增加农民收入ꎮ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集

体、 个人三兼顾的原则ꎬ 一头保证上缴国家部分按期按量完成ꎬ 一头保证社

员分配全部兑现ꎬ 在粮食分配上尽量压缩、 控制社、 队的集体提留和储备

粮ꎮ １９７７ 年ꎬ 省上规定调整粮食征购起点ꎬ 对稻谷生产区人均留粮在 ５２０ 斤

以下ꎬ 杂粮生产区人均留粮 ４２０ 斤以下的生产队ꎬ 一律实行免征ꎬ 使分配给

社员的口粮在原来基础上有较多增加ꎮ

三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ꎮ 地委认真落实中央 〔１９７８〕 ３７ 号、 ４２ 号文件

精神 (即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 «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ꎬ 努力减

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 和陕西省委 «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

违法乱纪的报告» )ꎬ 着力解决 “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 四面八方挖生产

队墙脚” 的问题ꎻ 着力解决支农产品质量低劣 “坑农、 害农” 的问题ꎬ 和

干部利用职权 “整农、 吃农” 的问题ꎻ 着力解决历年拖欠集体欠款影响分

配兑现的问题ꎻ 着力解决干部强迫命令、 作风粗暴、 违法乱纪、 打骂群众、

乱扣乱罚成风等欺压群众等问题ꎮ 结合揭批 “四人帮” 第三战役的开展ꎬ

教育干部群众把仇恨集中到林彪、 “四人帮” 反党集团身上ꎬ 集中精力搞好

农业生产ꎮ 这些措施解决了农村亟待解决的问题ꎬ 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热情ꎮ
四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ꎬ 恢复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ꎮ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ꎬ

省委召开全省多种经营工作会议ꎮ 会议提出了发展多种经营有关政策的具体

意见ꎬ 并强调各级党委认真贯彻 “以粮为纲ꎬ 全面发展” 的方针ꎬ 在抓好

粮食生产的同时ꎬ 一定要切实抓好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ꎮ １９７８ 年 ２ 月 ５ 日ꎬ
省委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后ꎬ 在对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进行清理的基础

上ꎬ 作出 «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 (即 “十二条” )ꎮ

主要内容是: 加强劳动管理ꎬ 坚持按劳分配ꎻ 严格财务管理制度ꎻ 搞好生产

计划管理ꎻ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ꎻ 兼顾国家、 集体和个人的利益ꎬ 坚决保证

社员分配兑现ꎻ 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ꎻ 以粮为纲ꎬ 发展多种经营ꎻ 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ꎻ 奖励耕牛发展ꎬ 大力发展养猪业ꎻ 积极兴办社队企业ꎻ 慎重对

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大队过渡ꎻ 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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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业ꎬ 将农民的自留地由占耕地面积的 ７％扩大到 １５％ꎮ «规定» 公布后ꎬ
在农村引起强烈反响ꎬ 深得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拥护ꎮ

为了贯彻 «规定»ꎬ 迅速扭转农村落后面貌ꎬ 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ꎬ 地

委结合雅安实际ꎬ 提出: 农业要大上ꎬ 管理要跟上ꎮ 要加强计划管理和劳动

管理ꎬ 贯彻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ꎬ 发展多种经营并加强其管理ꎮ 既抓长远

的ꎬ 如林木、 药材、 茶叶生产等ꎬ 又抓当年能见效的ꎬ 如养鸡鸭、 养猪羊ꎬ

利用稻田养鱼、 水面养鱼ꎬ 上山挖药材等ꎬ 还积极组织 “五匠” 实行定额

上交或包干上交ꎬ 增加社队收入ꎮ 在经营管理方面普遍实行定额管理、 超定

额奖励ꎬ 评先进奖励工分等措施ꎮ 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ꎬ 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恢复ꎮ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地委又发出 «关于认真贯彻 ‹四川省畜牧

业工作会议纪要› 精神的通知»ꎬ 指出ꎬ 畜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主要

地位ꎬ 发展畜牧业ꎬ 对解决肥料ꎬ 增加集体和社员收入ꎬ 改善人民生活ꎬ 活

跃城乡市场ꎬ 增加外贸出口ꎬ 都具有重大作用ꎮ 要求必须把农、 林、 牧放在

同等地位ꎬ 狠抓养猪ꎬ 特别是注意抓好养牛、 羊、 兔的发展ꎬ 以草换肉ꎬ 大

力发展畜牧业ꎮ １９７８ 年全区年末圈存猪 ５４ 万头ꎬ 出栏率达到 ６２％ꎻ 年末牛

存栏 １１ ５ 万头ꎬ 羊 １５ 万头ꎬ 兔 ２０ 万头ꎬ 家禽 ２００ 万只ꎬ 蜂 １ 万桶ꎮ

(三) 开展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粉碎 “四人帮” 前后ꎬ 地委根据省委部署ꎬ 在农村开展了两次党的基

本路线教育运动ꎮ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ꎬ 是在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 的错误理论指导下ꎬ 仍然坚持 “阶级斗争为纲”ꎬ 继续贯彻 “左” 的

路线的情况下开展的ꎮ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省委批转 «关于开展党的基本路

线教育ꎬ 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意见»ꎬ 要求各地分期分批地把运动开

展起来ꎮ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 地委发出 «关于在农村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

动的意见»ꎬ 要求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的盖子ꎬ 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ꎻ

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ꎻ 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ꎻ 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

路线ꎮ 地、 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教育运动ꎮ 全区安排今冬进行 ６９ 个

公社ꎬ 明春进行 ６０ 个公社ꎬ １９７６ 年把余下的 ５３ 个公社全部搞完ꎮ 提出ꎬ 各

地在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ꎬ 要抓好农业学大寨ꎬ 抓好农业生产这一根

８０４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本ꎮ 农业学大寨ꎬ 普及大寨县ꎬ 最重要的一点是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

育ꎬ 抓住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的斗争ꎬ 整顿好社、 队领导班子ꎮ 各级党委要

把进行 “党的基本路线” 教育作为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来抓ꎮ

各县按照地委要求ꎬ 广泛开展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ꎮ 名山县组织

由地、 县委领导带队的千人工作团深入各村、 社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

动ꎬ 着重抓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ꎮ 运用 “一学、 四批、 三查、 一解

决” 的方法ꎬ 解决方向、 路线、 道路等问题ꎮ 利用 “两班” (读书班、 学习

班)、 “两校” (政治夜校、 五七干校)、 “两支队伍” (理论骨干队伍、 文艺

宣传队伍)、 “一讲座” (理论广播讲座) 的形式对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ꎬ
先后举办干部、 党团员和群众读书班、 学习班 ２５５０ 期ꎬ 参加人员 ４ ５ 万人

次ꎮ 整建政治夜校、 五七干校 １３００ 多所ꎬ 建立理论小组 １２００ 多个ꎬ 培训骨

干 ３３００ 多期ꎬ 有 １０ ７ 万人次参加ꎬ 理论专题广播讲座 ２３０ 多次ꎬ 听众达 ６０

多万人次ꎮ 荥经县在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ꎬ 兴办政治夜校 ２８８ 所ꎻ
建立理论学习小组 ８１３ 个ꎬ 参加学习 ３２２７ 人ꎻ 办理论培训班 ３２５ 期ꎬ 培训

骨干 ８６２１ 人ꎮ 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转化后进大队 ２４ 个ꎬ 转化后进生产队

１３９ 个ꎻ 调整公社党委书记 ９ 人ꎬ 调整大队党支部书记 １１ 人ꎬ 调整生产队队

长 １０８ 人ꎻ 发展党员 ２０ 人 (其中女党员 ５ 人)ꎬ 发展共青团员 ４９７ 人ꎮ 全县

批斗 ３８９ 人ꎬ 批斗对象涉及 “四类” 分子、 贪污、 盗窃、 投机倒把、 “地下

包工”、 蜕化变质、 乱砍滥伐、 坚持反动立场、 破坏 “农业学大寨”、 资本

主义倾向严重、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ꎮ 通过核实定案处理 ３７ 人ꎮ 收回劳动

力外流人员 ２３９ 人ꎬ 已组织农村 “五匠” ４２６ 人ꎬ 收回多占耕地或扩大自留

地 ３５ ５ 公顷ꎮ 退赔各类财物 ４８３ 人ꎬ 现金 ２ ０９ 万元ꎬ 粮食 １１ ３８ 吨ꎬ 木材

１３３ ６ 米ꎮ 雅安地区开展的第一次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于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结束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７８ 年底ꎬ 地委在农村普遍开展第二次党的基本路线教

育ꎮ 这次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ꎬ 主要是揭批 “四人帮” 的罪行ꎮ 地委在

全区 １８２ 个人民公社ꎬ １０９１ 个生产大队ꎬ ６５８３ 个生产队ꎬ 由地、 县、 区、

社选调人员组成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ꎬ 深入到各个生产队ꎬ 以生产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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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ꎬ 参加劳动ꎬ 指挥生产ꎬ 搞样板ꎬ 抓典型ꎬ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恢复ꎮ

这次教育运动ꎬ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ꎬ 从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开

始ꎬ 主要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ꎬ 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ꎬ 大批修正主

义ꎬ 大批资本主义ꎬ 整顿和建设好基层党组织及领导班子ꎮ 天全县委在 «关
于在农村中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安排意见» 中指出ꎬ 深入揭批 “四人

帮” 是当前的主题ꎬ 是当前的纲ꎮ 要求各级党委紧密联系农村两个阶级、 两

条道路、 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ꎬ 抓住本地区、 本单位受 “四人帮” 的流毒

和影响的重大问题ꎬ 有针对性地大打一场揭批 “四人帮” 的人民战争ꎮ
第二阶段ꎬ 从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开始ꎬ 主要任务是以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

为指针ꎬ 以揭批 “四人帮” 为纲ꎬ 发动群众ꎬ 大批修正主义ꎬ 大批资本主

义ꎬ 狠斗阶级敌人ꎬ 搞好整党整风ꎬ 解决好社、 队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路

线、 干劲、 作风和团结问题ꎬ 把 “农业学大寨” 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

高潮ꎮ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 ７ 日ꎬ 地委专门作出关于对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

安排ꎬ 要求深入揭批 “四人帮”ꎬ 联系实际ꎬ 抓住本地区本单位受 “四人

帮” 影响的重大问题ꎬ 肃清流毒ꎬ 调动广大干部、 群众的积极性ꎬ 推动农业

学大寨ꎬ 加快普及大寨县步伐ꎻ 认真抓紧领导班子的整风ꎬ 从政治上、 思想

上、 组织上清除 “四人帮” 的影响和流毒ꎻ 抓住本地区农业发展方向上的

主要问题ꎬ 加强集市贸易管理ꎬ 有计划地发展一批社队企业ꎬ 壮大集体经

济ꎻ 切实加强领导ꎬ 把工作重点放在帮助社、 队领导班子的建设上ꎮ 芦山县

委、 县革委组织 １８７ 人的工作团ꎬ 以芦阳、 思延、 沬东、 升隆、 太平等公社

为重点ꎬ 指导全县开展以揭批 “四人帮” 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ꎮ

第三阶段ꎬ 从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开始到年底结束ꎮ 主要是开展 “一批两整顿”

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ꎬ 主要任务是以党的十一大路线为指导思

想ꎬ 以深入揭批 “四人帮” 为纲ꎬ 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ꎬ 大批资本主

义ꎻ 纠正农村劳动力外流ꎬ 纠正 “五匠” 的副业单干ꎬ 清理多占自留地、
开荒地、 乱砍滥伐、 私分多占、 不留积累、 分光吃尽的 “资本主义倾向”ꎻ

纠正集体经济内部的 “资本主义倾向”ꎮ 同时开展整党整风ꎬ 整顿社队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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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ꎬ 整顿企业领导班子ꎬ 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ꎬ 掀起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的高潮ꎮ 荥经县委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ꎬ 一是继续开展打好

“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的第三个战役ꎬ 突出抓好整顿公社三级领导班子ꎬ 分

期分批整顿共青团、 妇女、 民兵、 贫协等组织和公社企事业单位ꎻ 二是进一

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文件ꎬ 正确对待基层干部ꎬ 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ꎬ 大力

表彰优秀干部ꎬ 广泛开展学先进的活动ꎬ 妥善处理违背党的政策规定涉及坑

农、 害农、 伤农、 加重农民不合理负担等问题ꎻ 三是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

济政策ꎬ 切实搞好社、 队的收益分配ꎻ 四是大力发展社队企业ꎬ 坚定不移走

农、 工、 副业相结合的道路ꎮ 名山县在大批促大干ꎬ 肃清 “四人帮” 影响

方面ꎬ 共处理贪污、 盗窃、 投机倒把案件 ４２４ 件ꎬ 收缴现金 １２６２５ 元ꎬ 粮

３２７１５ 斤和其他物资及土地、 山林ꎮ

这次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ꎬ 全区突出抓三件大事: 第一ꎬ 把深入揭批

“四人帮” 的罪行ꎬ 肃清其影响和流毒ꎬ 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首要任

务ꎻ 第二ꎬ 整党整风ꎬ 把对农村社队的整顿ꎬ 作为农村 “党的基本路线”

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抓ꎬ 加强农村基层领导班子建设ꎻ 第三ꎬ 批判农村的 “资

本主义倾向”ꎬ 打击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分子ꎮ 这次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ꎬ

在揭批 “四人帮” 反党集团罪行ꎬ 肃清其影响和流毒以及整党整风ꎬ 加强

党的思想、 组织建设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从粉碎 “四人帮” 到 １９７８ 年底ꎬ 地委先后在全区农村开展揭批 “四人

帮” “双打” 斗争、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农业学大寨” 和 “一批两整顿”

等运动ꎮ 两年来ꎬ 由于地委采取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ꎬ 促进了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ꎬ 市场供应明显好转ꎬ 农民生活大有改善ꎮ １９７７ 年粮食总产量实

现 ４２ ５４ 万吨ꎬ 比 １９７６ 年增长 １６ ８％ꎻ 农业总产值 ２ ３９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 ２％ꎻ 茶叶增长 １３ ８％ꎻ 其他农副产品产量除大牲畜存栏略有下降外ꎬ 均

有增长ꎮ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 ２６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１ ５％ꎬ 财政收入增长

２３ ３％ꎮ １９７８ 年粮食总产量实现 ４７ ８１ 万吨ꎬ 比 １９７７ 年净增 ５ ２７ 万吨ꎬ 增

长 １２ ３９％ꎻ 农业总产值完成 ２ ７７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５ ９％ꎻ 茶叶及大牲畜

存栏均有增长ꎮ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 ２６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２４ ５％ꎬ 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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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长两倍ꎮ 全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 １９２５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５８ ３％ꎮ
１９７８ 年农业生产的恢复成效显著ꎬ 全区各项经济指标全面增长ꎮ

二、 工业生产的恢复

“文化大革命” 期间ꎬ 雅安地区工交战线深受其害ꎮ 工交企业中ꎬ 有的

领导班子在组织上严重不纯ꎬ 思想上缺乏斗志ꎻ 有的企业管理无制度、 操作

无规程、 经济无核算、 岗位无职责、 生产无计划、 质量无检验、 消耗无定

额、 仓库无人管ꎬ 造成生产下降、 消耗上升、 产品质量差、 劳动生产率低、

成本高、 亏损大、 事故多、 设备遭到严重破坏ꎮ 从 １９７７ 年起ꎬ 地委狠抓企

业的整顿工作ꎬ 深入开展对 “四人帮” 的揭露和批判ꎬ 基本查清与 “四人

帮” 有牵连的人和事ꎬ 清理工交战线的帮派体系ꎬ 促进了全区工业生产的快

速恢复ꎮ
(一) 企业整顿

针对工交企业存在的严重问题ꎬ 地委决定由地、 县委组织工作团ꎬ 对全

区工交企业分批分期进行全面整顿ꎮ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 地委常委会专题研

究工交系统的整顿问题ꎮ ３ 月 １４ 日ꎬ 地委常委会听取地革委计划组对全年

工业生产计划的情况汇报ꎬ 并着手对企业领导班子进行整顿ꎮ 地委要求在整

顿企业的整个过程中ꎬ 要以揭批 “四人帮” 罪行为切入点ꎬ 联系本单位的

实际ꎬ 摆表现、 梳辫子、 列专题、 谈危害ꎬ 开展大批判ꎬ 把被 “四人帮”

颠倒了的路线是非、 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纠正过来ꎮ 抓紧彻底查清与 “四人

帮” 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ꎬ 按照党的政策作出处理ꎬ 重点要抓

好领导班子的整顿ꎮ 具体做法是: 凡派驻工作队的厂矿ꎬ 第一步在工作队进

厂之后ꎬ 广泛深入进行调查研究ꎬ 明确在开展企业整顿中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ꎬ 首先集中一段时间ꎬ 开展整党整风ꎬ 重点整顿领导班子问题ꎮ 第二步在

重点抓好班子整顿基础上ꎬ 抓企业的建章立制 (如建立岗位责任制ꎬ 机关管

理制度ꎬ 后勤管理制度等)ꎬ 主动解决在整顿企业管理中的一些可能解决的

问题ꎮ 第三步以整顿管理为突破口ꎬ 建立健全适合本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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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落实建成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和措施ꎮ 在认真抓好企业整顿ꎬ 加强企业

管理ꎬ 提高管理水平ꎬ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的同时ꎬ 积极开展 “三批一反

一树活动”ꎬ 即大张旗鼓地批判资本主义倾向ꎬ 批判无政府主义ꎬ 批判资产

阶级派性ꎬ 反对铺张浪费ꎬ 大树社会主义正气ꎬ 建设好一支思想红、 干劲

大、 技术精、 纪律严ꎬ 能打硬仗的队伍ꎮ 地委还要求ꎬ 全区所有企业都要在

１９７８ 年内把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起来ꎬ 做到事事有人

管ꎬ 人人有专责ꎬ 狠抓产品质量ꎬ 降低产品消耗ꎬ 增加资金积累ꎬ 提高发展

速度ꎬ 加强定额管理ꎬ 全面完成各项经济技术指标ꎮ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２ 日ꎬ 省委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ꎮ 会上表彰了

一批学大庆的先进企业、 先进集体和个人ꎮ 之后ꎬ 全省掀起了工业学大庆群

众运动新高潮ꎮ ５ 月 ２４ 日ꎬ 地委召开雅安工业学大庆会议ꎬ 传达全国、 全

省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ꎮ 会议指出ꎬ 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

题ꎬ 而是一个政治问题ꎬ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提出今年初见成效、 三年大见

成效的目标任务ꎮ 会议提出: １９８０ 年工业总产值要在 １９７７ 年 １ ２ 亿元的基

础上翻一番ꎬ 达到 ２ ４ 亿元ꎮ 其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今年达到本单位历史最

高水平ꎬ １９７８ 年达到本行业最好水平ꎬ １９８０ 年赶上全国先进水平ꎬ 为实现

“四个现代化” 作出积极贡献ꎮ 会议确定全区 １７５ 个县属以上企业ꎬ 计划将

５８ 个企业在 １９８０ 年建成大庆式企业ꎬ 占企业数的三分之一ꎮ 其中ꎬ １９７７ 年

建成 ３ 个ꎬ １９７８ 年建成 ２０ 个ꎬ １９７９ 年建成 ２５ 个ꎬ 其余的在 １９８０ 年建成ꎮ

县属所有制企业由地区主管部门与各县联系做好规划ꎮ 会后ꎬ 全区组建并派

出工业学大庆工作队ꎬ 到一部分工交企业帮助开展揭、 批、 查运动ꎬ 分清路

线ꎬ 选拔一批新生力量ꎬ 调整、 充实领导班子ꎬ 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ꎮ 通过

整顿企业管理ꎬ 大多数单位面貌迅速改观ꎬ 整顿取得了明显的成绩ꎮ

全区工交系统把揭批 “四人帮” 的斗争同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紧密

结合起来ꎬ 特别是全国、 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以后ꎬ 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

习ꎬ 深入讨论ꎬ 普遍制订和修订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ꎬ 把工业学大庆的群

众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ꎮ 荥经县铁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ꎬ 狠

揭猛批 “四人帮”ꎬ 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ꎬ 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ꎬ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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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ꎮ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ꎬ 地委发出 «关于全党动员奋战三

年迅速把我区支农工业搞上去的意见»ꎬ 提出认真打好肥料会战、 电力会战、

手扶式拖拉机会战、 农田基本建设和喷灌会战ꎬ 以 “四个会战” 带动其他

战线的 “大跃进 “的口号ꎮ

经过对企业的整顿ꎬ 工交战线迅速扭转了生产长期停滞、 徘徊、 下降的

局面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以后ꎬ 工业生产逐步全面上升ꎮ 从 ６ 月份开始ꎬ 连续创造

了 ６ 个月工业产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佳绩ꎮ １９７７ 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

１ ８３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了 ２２％ꎬ 与当年财政收入增长 ２３ ３％的增幅基本持

平ꎬ 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ꎮ 交通运输战线ꎬ 面貌也为之一新ꎮ １９７７ 年全年

货运量和周转量分别增长 １０％至 １５％以上ꎬ 客货运输量计划也提前超额完

成ꎬ 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ꎮ 电力工业供电量比上年增长 １５％以上ꎮ 邮电部门

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ꎬ 在提高通讯质量ꎬ 改善服务态度和加强线路维修

等方面ꎬ 也取得很大成绩ꎮ
(二) “一批两整顿” 和工业生产的恢复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 地委常委会专门听取地革委工交组的汇报ꎬ 讨论研

究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ꎬ 加快普及大庆式企业的步伐ꎬ 高速度发

展工业生产的问题ꎮ 工交组在汇报中称ꎬ １９７７ 年ꎬ 全区提前 ２ 个月完成省上

下达的工业总产值任务ꎮ １９７８ 年初ꎬ 雅安造纸厂、 雅安皮革厂、 地区 (泗

坪) 机械厂等产值较去年同期又有大幅度增长ꎬ 实现了 “开门红”ꎮ 地委书

记秦长胜指出ꎬ 粉碎 “四人帮” 后ꎬ 全区工交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振奋精

神、 艰苦奋斗ꎬ 在去年的工业生产中取得了好成绩ꎬ 值得肯定ꎮ 今年起ꎬ 整

个厂矿要认真开展 “一批两整顿”ꎬ 主要抓好企业班子的整顿和建设ꎬ 把企

业队伍带好ꎻ 要加强管理ꎬ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ꎻ 以开展 “双打” 斗争ꎬ 来

解决关于企业打砸抢、 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等问题ꎮ

２ 月 ２２ 日ꎬ 地委决定: 用两年时间ꎬ 对全区工交企业分期分批进行全

面整顿ꎮ 要求深入揭批 “四人帮”ꎬ 彻底肃清流毒和影响ꎬ 认真贯彻工交战

线的各项方针政策ꎻ 整顿队伍ꎬ 抓好基层工作ꎻ 狠抓企业管理ꎻ 注意落实党

的政策ꎬ 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ꎻ 抓革命、 促生产全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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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国家计划ꎮ ３ 月 ２８ 日ꎬ 地委批转 «关于 １９７８ 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报告»ꎬ
提出: １９７８ 年地、 县工业总产值为 ９０００ 万元 (以 １９７０ 年不变价计算)ꎬ 比

上年增长 １４ ５％ꎻ 氮肥 ２ 万吨ꎬ 比上年增长 ２ ８ 倍ꎻ 磷肥 ２ ５ 万吨ꎬ 比上年

增长 ２ ７ 倍ꎻ 绝大多数工业产品比上年有不同程度增长ꎮ 发电量 ６９５６ 万千

瓦时ꎮ 地方交通货运量 ４９ ６ 万吨ꎬ 货物周转量 １００４ 万吨ꎬ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０ ４％和 ８ ３％ꎮ 要求全区工交战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职工ꎬ 认真贯彻省委

提出的 “一批两整顿”ꎬ 深入开展 “工业学大庆” 的群众运动ꎬ 把 “四人

帮” 造成的损失夺回来ꎬ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ꎮ

５ 月 ５ 日ꎬ 地区行署转发省革委关于迅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财经纪律大

检查的通知ꎮ 要求迅速在各县、 地级各部门、 地属以上企事业单位中组织力

量进行财经纪律大检查ꎮ 主要检查 ５ 个方面的内容: 内外勾结ꎬ 贪污盗窃ꎬ

投机倒把ꎻ 侵占国家资金和物资ꎬ 搞计划外非生产性基本建设ꎬ 兴建楼堂馆

所ꎻ 乱摊乱派乱挤成本费用ꎬ 造成企业亏损ꎻ 化大公为小公ꎬ 化全民为集

体ꎬ 截留侵占国家财政收入ꎻ 私分产品ꎬ 假公济私ꎬ 铺张浪费ꎬ 请客送礼ꎬ

擅自扩大开支范围ꎬ 提高开支标准以及其他严重损公肥私的行为ꎮ ８ 月 ６

日ꎬ 地委提出 «关于进一步搞好厂矿企业 “一批两整顿” 的意见»ꎬ 要求:

整党整风ꎬ 重点整顿领导班子ꎻ 批判资本主义、 深入开展 “双打” 斗争ꎬ
搞好职工队伍建设ꎻ 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ꎻ 搞好规划ꎬ 进行检查验收ꎬ 全区

县属以上工交企业分三至四批搞完ꎬ 明年 １ 月结束ꎮ 各级党委要认真总结经

验ꎬ 搞好检查验收工作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地委下决心狠抓工业生产的恢复ꎮ 在全区工交企业ꎬ 继续坚

持以揭批 “四人帮” 为纲ꎬ 深入开展清查工作ꎬ 联系实际ꎬ 打好第三战役ꎮ

到当年底ꎬ 大多数工交企业的清查工作已经基本结束ꎬ 抓紧进行定案定性工

作ꎬ 加快落实政策ꎬ 纠正平反错案、 假案ꎬ 从而进一步分清了思想是非、 路

线是非ꎬ 促进了安定团结ꎬ 调动了广大干部、 群众的积极性ꎮ ４ 月 ２０ 日ꎬ

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 (即工业 “三
十条” ) 后ꎬ 地委分期分批对企业进行整顿ꎬ 组织地、 县工作组ꎬ 到重点

厂矿或后进企业帮助整顿ꎬ 企业整顿的重点是整顿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ꎮ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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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底ꎬ 全区通过贯彻工业 “三十条” 和对企业的整顿ꎬ 县属以上企业恢

复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ꎬ 企业整顿取得较大成绩ꎮ 年底ꎬ 地区根据国

家经委和省工交办对规划为 １９７８ 年建成大庆式企业的单位进行验收的要求ꎬ

对全区 ２０ 个县属以上企业进行检查验收ꎮ

在生产恢复中ꎬ 工业企业内部广泛开展 “质量月” 活动ꎮ 各厂矿企业

单位普遍召开广播动员大会、 誓师大会ꎬ 进行宣传、 发动ꎬ 联系实际ꎬ 举办

产品质量对比展览ꎬ 工交战线逐步形成质量第一的意识ꎬ 普遍重视产品质

量ꎮ 领导带头走访用户ꎬ 发动工人群众开展自查互查ꎬ 地区工交主管局对所

属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ꎬ 分别组织同行业对口大检查ꎬ 使企业广大干部、 群

众普遍增强了提高产品质量的责任感和紧迫感ꎮ 通过 “质量月” 活动ꎬ 各

企业普遍生产出 “质量信得过” 产品ꎬ 同时ꎬ 工交战线积极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和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ꎮ ８ 月 ２４ 日ꎬ 行署下发 «关于实

行奖励加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ꎮ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行署根据精神鼓励和物质鼓

励相结合的原则ꎬ 对雅安县国营砖瓦厂、 交通旅社等 １８ 个单位批准实行

“计时工资加奖励制度”ꎮ 一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申报批准建立综合奖ꎻ

全区全民所有制企业ꎬ 已试行综合奖ꎻ 不少企业还试行灯、 电、 油等单项节

约奖ꎬ 都收到很好的效果ꎮ 同时ꎬ 加强生产调度和新技术推广工作ꎮ 在地、
县委的直接领导下ꎬ 针对电力供应紧张的突出矛盾ꎬ 及时掌握情况ꎬ 灵活调

度ꎬ 各企业充分发动群众抢电生产ꎬ 合理调整班次ꎬ 推广新技术、 节约用

电ꎬ 千方百计克服困难ꎮ

全区开展的 “围绕农业办工业ꎬ 办好工业促农业”ꎬ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

得到了相互促进ꎬ 相得益彰ꎮ 各县因地制宜ꎬ 积极发展小磷肥、 小水电、 小

煤窑、 小农机、 小水泥等 “五小” 工业ꎬ 努力增加农业急需的产品ꎮ 在增

加产量的同时ꎬ 猛攻质量关ꎮ 地委在国家投资计划外ꎬ 从机动财力中安排

７０ 万元自筹资金项目ꎬ 对雅安造纸厂、 雅安制革厂、 斑鸠井煤矿、 地区氮

肥厂、 地区农机厂、 地区机械厂等基础工业厂矿予以投资ꎮ 对荥经铁厂、 石

棉丝厂、 汉源瓷厂、 宝兴明礼煤矿ꎬ 天全、 芦山、 名山农机厂补助 ６０ 万元ꎬ

帮助解决其生产技术革新和设备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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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的措施ꎬ 全区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ꎬ 取得了喜人的成

绩ꎮ １９７８ 年工业总产值完成 ２ １５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７ ６％ꎬ 完成年计划 ２
亿的 １０７ ５％ꎮ 当年全区全部企业工业总产值 (按 １９７０ 年不变价格计算) 为

８４９０ ７１ 万元 (不含社队办企业)ꎬ 比 １９７７ 年的 ７４０６ ５７ 万元ꎬ 增加

１０８４ １４ 万元ꎬ 增长 １４ ６４％ꎮ 地属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为 ５６８８ ０１ 万元ꎬ 比

上年 ５２６２ ９２ 万元ꎬ 增加 ４２５ ０９ 万元ꎬ 增长 ８ １％ꎬ 创历史最高纪录ꎮ 各项

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当年的任务ꎮ
(三) 社队企业的发展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省委指出ꎬ 社队企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ꎬ 对农村

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ꎬ 加快农业现代化ꎬ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ꎬ 逐步缩小三

大差别ꎬ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雅安地区的社队企业虽然发展较快ꎬ 但基础

比较差ꎮ 截止 １９７６ 年ꎬ 全区社队企业产值为 ４６５ 万元 (按 １９７０ 年不变价格

计算)ꎬ 仅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 ２％ꎬ 主要是农家副业及手工作坊ꎬ 规模

小ꎬ 基本上是依附于农业ꎮ
１９７７ 年ꎬ 地委在抓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同时ꎬ 为巩固集体经济ꎬ 增

加集体收入ꎬ 大力发展社队企业ꎮ ６ 月 １４ 日ꎬ 地委批转地革委计划组临时

党委 «关于建立雅安地区社队企业局的报告»ꎬ 同意建立雅安地区社队企业

局ꎬ 归地革委计划口领导ꎮ 地委提出ꎬ 要把社队企业的发展作为普及大寨县

的一件大事来抓ꎬ 强调社队企业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ꎬ 壮大公

社和大队两级经济ꎬ 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ꎬ 促进农业生产ꎬ 增加农民收入的

积极意义ꎮ 但是ꎬ 全区社队企业发展很不平衡ꎬ 不少社队的基础还很薄弱ꎬ
经济管理存在不少问题ꎬ 如社队企业的产供销大部分没有纳入国家计划ꎬ 企

业的方向道路、 经营管理、 收益分配等没有处理好ꎮ 因此ꎬ 地委根据 “围绕

农业办工业ꎬ 办好工业促农业” 的指导方针ꎬ 对社队企业所需劳力、 资金、
分配原则等方面作出规定ꎮ 要求坚持 “三就四为”① 的方针ꎬ 有计划、 有步

骤地积极发展社队企业ꎮ 同时要求对已有的社队企业加以整顿ꎬ 重视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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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就四为” 即: 就地取材ꎬ 就地生产ꎬ 就地销售ꎻ 为农业服务ꎬ 为人民生活服务ꎬ
有条件的也要为大工业服务ꎬ 为出口服务ꎮ



社队企业的领导ꎬ 建立健全县、 公社企业管理机构ꎬ 公社和大队也要有相应

的管理组织和管理人员ꎬ 改变有的地方对社队企业无人过问的现象ꎮ 社队企

业所需要的劳动力ꎬ 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ꎬ 与生产队协商解决ꎬ 所需

的资金ꎬ 主要靠发展多种经营和以厂养厂的办法积累ꎬ 不准采取平调的办

法ꎮ 过去以各种名目无偿调用了生产队的劳力、 资金、 粮食和其他物资的ꎬ

要进行清查处理ꎬ 有归还能力的要及时归还ꎬ 一时还不出的要公布账目ꎬ 办

理手续ꎬ 分期归还ꎮ 社队企业人员的劳动报酬ꎬ 一律实行 “劳动在厂ꎬ 分配

在队ꎬ 评工记分ꎬ 厂队结算ꎬ 适当补贴” 的办法ꎮ 社队企业的积累主要应用

于支援农业ꎬ 不得用于建造楼堂馆所ꎬ 不要盲目搞企业的扩建ꎮ

通过整顿和规范ꎬ 全区的社队企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ꎮ １９７７ 年ꎬ 全区

各类社队企业发展到 １５５９ 个ꎬ 涉及农业企业、 工业企业、 交通运输业、 建

筑企业ꎬ 还有商业、 食品、 皮革、 建材、 采矿等行业ꎮ 企业从业人员 １７４９５
人ꎬ 社队企业产值为 ７３８ 万元 (其中乡村两级为 ５２９ 万元)ꎬ 上交税金 １２ １７

万元ꎮ １９７８ 年全区社队企业总数增加到 １８０４ 个ꎬ 比上年增加 １５ ７％ꎻ 务工

农民 ２１４７８ 人ꎬ 比上年增加 ２２ ７％ꎻ 社队企业总产值 １２２０ 万元ꎬ 比上年增

加 ６５ ３％ꎮ 但是ꎬ 由于 “左” 的错误思想影响尚未彻底消除ꎬ 在发展社队

企业中ꎬ 仍沿用过去的做法ꎬ 片面强调社队企业就地取材、 就地生产加工、

就地销售ꎬ 不能面向全国市场ꎬ 使企业处于封闭状态ꎬ 阻碍了社队企业的发

展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ꎬ 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ꎬ 社队企业才逐步发展壮大ꎬ 成为雅安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ꎮ

三、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恢复

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是 “文化大革命” 中 “四人帮” 横行的重灾区ꎮ “四

人帮” 被粉碎后ꎬ 随着揭批 “四人帮” 运动的深入开展ꎬ 科教文化领域开

始拨乱反正ꎬ 首先对 “四人帮” 炮制的 “两个估计” 展开了深入批判ꎬ 被

“四人帮” 歪曲了的党的科技和教育路线、 方针、 政策逐步得到纠正ꎬ 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开始落实ꎬ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氛围逐步形成ꎬ 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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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重新受到全社会的重视ꎮ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４ 月ꎬ 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相继胜利召开ꎬ 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春天到了ꎮ

(一) 教育事业的恢复

“文化大革命” 十年中ꎬ 雅安地区的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ꎬ 党的教

育方针受到 “四人帮” 的严重歪曲ꎬ 学校教育计划被取消ꎬ 教学秩序被破

坏ꎬ 教学活动不能正常进行ꎬ 教师被污蔑为 “臭老九”ꎬ 学校培养的学生是

“头上长角ꎬ 身上长刺”ꎬ 敢于与 “走资派” 斗争的造反英雄ꎮ 粉碎 “四人

帮” 后ꎬ 地委在教育战线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ꎬ 一是组织学校教师深刻批

判 “两个估计”ꎬ 初步恢复学校被 “四人帮” 搞乱了的教学秩序ꎻ 二是按照

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为教育战线被错划成 “右派” 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ꎬ

对 “四清” “文化大革命” 等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开始进行清查平反ꎬ 使

蒙受冤屈的教师重新回到教育工作岗位ꎬ 调动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ꎮ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ꎬ 按照省委提出整顿教育的意见ꎬ 全区教育战线认真开展

“一批两整顿”ꎬ 深入揭批 “四人帮” 反党集团ꎬ 澄清路线是非ꎬ 拨乱反正ꎬ

清除流毒ꎬ 提高认识ꎬ 解放思想ꎮ 同时ꎬ 整顿学校领导班子ꎬ 整顿教育教学

秩序ꎬ 恢复并建立健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ꎬ 学校教育逐步走上正轨ꎮ １２ 月ꎬ

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ꎬ 决定撤销学校 “工人宣传队” 和 “贫下

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 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ꎬ 撤销学校革命委员会 (或

领导小组)ꎮ １９７８ 年春ꎬ 学校全面恢复 “文化大革命” 前的学校管理体制ꎬ

中小学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ꎮ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 全国教育工作大会召开ꎮ 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ꎬ 他强调: 第一ꎬ 提高教育质量ꎬ 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ꎬ 更好地为无

产阶级政治服务ꎻ 第二ꎬ 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ꎬ 造就具有社

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ꎬ 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ꎻ 第三ꎬ 教育事业必须

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ꎻ 第四ꎬ 尊重教师的劳动ꎬ 提高教师的质量ꎮ

他指出ꎬ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无产阶级培养合格的人才ꎬ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 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ꎬ 关键在教师ꎮ 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

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ꎮ 不但学生应当尊重教师ꎬ 整个社会都应当尊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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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ꎮ 要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ꎬ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ꎮ ６ 月 １４ 日

至 ７ 月 １ 日ꎬ 省委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ꎬ 传达学习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

大会上的讲话ꎬ 联系四川实际ꎬ 集中批判了 “两个估计”ꎬ 强调各级党委要

加强对教育的领导ꎬ 做好教育的整顿工作ꎮ 全国、 全省教育工作大会的召

开ꎬ 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ꎬ 揭开了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ꎮ
地委在粉碎 “四人帮” 后的两年多时间里ꎬ 高度重视教育工作ꎬ 采取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ꎬ 狠抓教育事业的恢复发展ꎮ 一是调整中小学教育

结构ꎮ 由于 “文化大革命” 中强调教育要革命ꎬ “把学校办到贫下中农家门

口、 小学下放到大队去办ꎬ 大队小学可以附设初中班”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全区小学

数高达 １５１７ 所ꎬ 规模为史上之最ꎬ 在校学生人数有 ２１５２３１ 人ꎬ 造成小学学

校数量增长过快ꎬ 师资、 设备不足ꎬ 教学质量低劣ꎮ １９７７ 年开始裁减办学

条件不足的学校ꎬ 同时在农村中采取多种形式办学ꎬ 当年调整到 １４５０ 所ꎬ

在校学生为 ２１６９０２ 人ꎮ １９７８ 年止ꎬ 全区压缩小学 １５４ 所ꎬ 压缩到 １３６３ 所ꎬ
在校学生为 ２２４６７２ 人ꎮ ５ 月ꎬ 地区文教局贯彻国家教育部 “关于办好一批

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ꎬ 提出全区办好重点小学 １６ 所ꎮ 但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７８

年期间ꎬ 全区中学校数猛增ꎬ 各县将一批小学附设初中改办为 “单设初

中”ꎬ 有的并扩办成完全中学ꎬ 实行层层 “戴帽”ꎬ 有的公社办 “五七高

中”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全区中学数达 １８６ 所ꎬ 小学附设初中班 １６４ 所ꎮ １９７６ 年全区

只有中学 ６６ 所 (高中 ３ 所、 初中 ６３ 所)ꎬ 在校学生 ５８７８４ 人ꎬ 其中高中

８８４４ 人、 初中 ４９９４０ 人ꎮ １９７７ 年ꎬ 全区有中学 １２３ 所 (高中 ７６ 所、 初中 ４７

所)ꎬ 在校学生 ７７５０２ 人ꎬ 其中高中 １２９５１ 人、 初中 ６４５５１ 人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全

区发展到有中学 １８６ 所 (高中 ４９ 所、 初中 １３７ 所)ꎬ 在校学生 ８３７３３ 人ꎬ 其

中高中 １４８１８ 人、 初中 ６８９１５ 人ꎮ 由于学校发展规模过大ꎬ 超过国家教育经

费的承受能力ꎬ 使学校师资、 设备方面的缺口增大ꎬ 一些农村 “戴帽” 初

中、 “五七高中” 实际缺乏办中学的条件ꎮ 后来ꎬ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

入ꎬ 公社办的 “五七高中” 退出历史舞台ꎬ 大队小学 “带帽” 初中班逐

步收缩到公社集中办ꎮ 从 １９７８ 年秋季到 １９８２ 年的 ４ 年间ꎬ 全区中学调整压

缩了 ９０ 所ꎬ 这样的中学教育规模基本与当时的全区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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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改革招生制度ꎮ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 雅安地区成立大学、 中专招生

委员会ꎬ 停止推荐入学制度ꎮ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７８ 年初ꎬ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

署ꎬ 在 “文化大革命” 中被废弃的考试制度得到恢复ꎬ 高等院校统一考试

招收新生ꎮ 招生制度的改革ꎬ 贯彻了德、 智、 体全面考核ꎬ 择优录取的原

则ꎬ 保证了招生的质量ꎬ 调动了广大青少年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性ꎬ 改变了

以前推荐升学时 “拉关系、 走后门” 的不良社会风气ꎮ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８ 年ꎬ 全

区有 ８５７１ 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高考ꎬ 被大专院校录取 ７５０ 人ꎮ

三是恢复教育管理机构ꎬ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ꎮ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ꎬ 地委决定恢

复雅安地区文教局ꎮ 之后ꎬ 各县也陆续恢复文教局ꎮ ７ 月 ２８ 日ꎬ 地委同意

地委组织部、 宣传部 «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国发 〔１９７８〕 １ 号文件的意见»ꎬ

明确从现在起ꎬ 全区中小学教师在地、 县委领导下ꎬ 由地、 县教育行政部门

统一管理ꎮ 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ꎬ 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ꎬ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８ 月 ２２ 日ꎬ 天全县文教局举办各公社所属学校初中教师 １５０ 人培训班ꎮ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ꎬ 荥经县文化教育局筹建县教师进修校ꎬ 年底招收小学教师及

行政人员 １００ 人进修ꎬ 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教学形式ꎮ ９ 月ꎬ 地委决定

在雅安师范学校附设高等师范班ꎬ 缓解全区中学师资严重不足的矛盾ꎮ １９７８

年雅安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恢复后ꎬ １１ 月招收首批学员ꎬ 开始举办以本地区

初中在职教师为对象的语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英语专科函授教育ꎮ

地委在对教育进行整顿和恢复的同时ꎬ 大力提倡全社会尊师重教ꎬ 在具

体工作中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ꎬ 不断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ꎬ 加大

学校硬件设施建设力度ꎬ 动员社会力量为学校投工投劳ꎬ 努力改善学校办学

条件ꎻ 同时ꎬ 宣传表彰优秀教师ꎬ 提高教师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ꎮ 这些举

措ꎬ 使学校出现了教师为 “四化” 认真教书ꎬ 学生为 “四化” 刻苦学习的

风气ꎬ 形成了尊师爱生的良好风尚ꎮ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ꎬ 教育战线

面貌焕然一新ꎬ 呈现出一派新气象ꎮ

(二) 科学事业的恢复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ꎬ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在 １９７８ 年春季召开科学大会的通

知»ꎮ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省委作出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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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会的通知› 的决定»ꎬ 要求各级党委要迅速恢复被 “四人帮” 破坏撤

销的科研机构ꎬ 抓好科技部门和科研机构的领导班子的整顿ꎬ 尽快摸清科技

队伍的状况ꎬ 抓紧整顿科技队伍ꎬ 抓紧落实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ꎬ 恢复和建

立必要的规章制度ꎬ 恢复科研人员的技术职称ꎬ 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ꎮ 特别

强调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ꎬ 改进领导作风ꎮ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３１ 日ꎬ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ꎮ 邓小平同志在这

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ꎬ “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知识分子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ꎬ 重申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

观点ꎬ 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ꎬ 打开了 “文
化大革命” 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ꎬ 迎来了科学的春天ꎮ 这次大会是

在粉碎 “四人帮” 之后ꎬ 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ꎬ 也

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ꎮ 这对全国知识分子是一个

极大的鼓舞ꎮ 会上ꎬ 四川农学院研究的 “岗型杂交水稻及其不育系” 获国

家发明特等奖ꎬ 研究并在雅安地区实验成功的 “小麦良种繁 ６、 繁 ７” 以及

“小麦黄色花叶病研究” 等科研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ꎻ 雅安地区天全县始

阳农科站被评为全国科学工作先进单位ꎬ 站长刘杰出席会议并获奖ꎮ ７ 月 ２０

日ꎬ 四川省科学大会召开ꎬ 雅安地区派出 ７６ 名代表参加ꎮ １１ 月 ７ 日ꎬ 省革

委批转省科委 «关于奖励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的请示报告»ꎬ 从而进一步调动

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工农群众向科学现代化进军的积极性ꎬ 对加速发展四川科

学技术事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ꎮ

地委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ꎬ 抓紧对科技工作的恢复ꎮ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经地委常委会讨论ꎬ 同意撤销雅安地区科技局ꎬ 建立雅安地区科学技术委员

会ꎮ ４ 月 ３ 日ꎬ 地委召开有 ４ 万多人参加的广播大会ꎬ 王泽民传达全国科学

大会精神ꎮ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３０ 日ꎬ 地委批准地区科委召开各县科委主任会议ꎬ

会议传达全国科学大会精神ꎬ 学习中央领导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ꎮ 汉源县科

委、 地区医院、 天全县始阳公社的代表介绍了经验ꎮ 会议研究讨论了 «雅安

地区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草案) »ꎬ 提出: 一是抓好科学大会文件学习ꎬ 把

科技工作真正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ꎻ 二是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ꎻ 三是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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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全区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科技发展规划ꎻ 四是调整、 充实、 健全科技管理机构ꎻ
五是狠抓科技重点ꎬ 以点带面推动科技工作全面发展ꎻ 六是加强党对科技工

作的领导ꎬ 把全区科技工作搞上去ꎮ ６ 月 ９ 日ꎬ 地委批转了地区科委提出的

６ 点意见ꎮ

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和省委要求ꎬ 地委对驻雅的中央属、 省属、 地属的科

技队伍进行普查ꎮ 截止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普查统计ꎬ 科技人员有 ５８１４ 人ꎬ 其

中地属单位的有 １４５ 人ꎬ 即总工程师 １ 人ꎬ 副总工程师 ５ 人ꎬ 工程师 １５ 人ꎬ

副工程师 １９ 人ꎻ 主任医师 ４ 人ꎬ 副主任医师 ８ 人ꎬ 主治医师 ２９ 人ꎻ 主任技

师 １ 人ꎬ 技师 １６ 人ꎻ 正副教授 ５ 人ꎬ 讲师 ３９ 人ꎻ 副会计师 １ 人ꎻ 技术顾问

２ 人ꎮ 地委要求ꎬ 地、 县分管科技的书记、 科委主任切实负起责任ꎬ 对安排

不当的 “离队” 的科技人员要做好归队工作ꎬ 解决科技人员学非所用的问

题ꎻ 要恢复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ꎬ 保证科技人员的业务工作时间ꎬ 千方百计

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ꎮ
７ 月 ５ 日ꎬ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科学大会精神ꎬ 进一步动员全区人民向科

学技术现代化进军ꎬ 促进全区农业和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ꎬ 提高广大干部群

众的科学技术水平ꎬ 地委发出 «关于召开雅安地区科学大会的通知»ꎬ 拟定

全区代表总数为 ６００ 人ꎬ 其中各县代表 ４６２ 人ꎬ 地级单位代表 １３８ 人ꎮ 拟表

彰先进集体 ５５ 个 (其中地属以上单位 １５ 个)ꎬ 先进个人 １００ 名 (其中地属

以上单位 ２４ 个)ꎮ 地委强调ꎬ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ꎬ 拨乱反

正ꎬ 解放思想ꎬ 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ꎬ 建立健全科研机构ꎬ 调整充实

科技管理机构ꎬ 切实抓好典型ꎬ 以点带面ꎬ 力争多出成果ꎮ
根据科技工作形势的发展需要ꎬ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雅安地区科学技术

情报研究所成立ꎻ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雅安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成立ꎮ 之后ꎬ

各县也相继成立了相应机构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全区大力宣传科学技术知识ꎬ 举办电影科技宣传 ２７１ 场ꎬ 参加

人数约 ９３４８０ 人次ꎬ 发放图书资料 １７６６５ 册ꎬ 科技资料 ７２８５５ 份ꎮ 办科技讲

座 ２０ 场次ꎬ 参加人数约 ４ 万人次ꎮ 同时ꎬ 地委十分注重科技成果的推广工

作ꎬ 如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７８ 年在名山县推广杂交玉米、 杂交水稻的栽种ꎬ 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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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６ 万亩杂交玉米单产由推广前 １９７５ 年的 ４５５ 斤ꎬ 提高到 １９７８ 年的 ７７１ 斤ꎻ
杂交水稻 １９７８ 年只种了 ２０６０ 亩ꎬ 平均单产 １１８１ 斤ꎬ 比常规稻每亩 ８３２ 斤增

产 ３４９ 斤ꎬ 为在全区推广 “两杂” 品种提供了试点经验ꎮ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ꎬ 全区兴起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ꎬ 广

大青少年和科技工作者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蔚然成风ꎬ 科学事业的发展

重新展现出 “春天” 的景象ꎮ 仅 １９７９ 年全区取得科技成果 １９８ 项ꎬ 占 １９７４

年以来 ６ 年间科技成果 ３３１ 项的 ５９ ８％ꎮ

(三) 文化事业的恢复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 省革委根据国发 〔１９７７〕 ７０ 号文件精神ꎬ 批转 «省
计委、 文化局、 财政局关于加强电影、 戏剧管理工作的意见»ꎮ 地革委在贯

彻中提出: 文化工作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的方针ꎬ 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ꎬ 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ꎬ 坚持走与工农兵

相结合的道路ꎬ 要创作出具有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
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ꎬ 丰富上演 (映) 节目ꎬ 特别是适合上山下乡ꎬ

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节目ꎮ 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ꎬ 加

强文化工作的管理ꎬ 抓紧整顿和组织好文艺创作力量 (包括专业和业余)ꎬ

充分调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ꎬ 鼓励和支持创作ꎬ 繁荣上演 (映) 节目ꎬ 同

时要抓紧整理ꎬ 加工过去上演过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剧目ꎬ 大力组织戏剧、 电

影的公演 (映)ꎬ 提高演 (映) 出质量ꎮ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ꎬ 地委、 地革委恢复雅安地区文教局ꎮ 各县也相继恢复健全

了文化管理机构ꎮ 随着揭批 “四人帮” 运动的深入ꎬ 组织开展对 “文艺黑

线专政论” 的批判ꎬ 逐步平反纠正历次运动中文化系统的冤假错案ꎬ 落实文

化文艺工作者政策ꎬ 努力恢复发展文化事业ꎮ

为了适应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ꎬ 全区陆续恢复了一批专业艺术演出团体

和群众性文化团体ꎮ 四川省雅安京剧团、 雅安川剧团恢复后ꎬ 整理上演一批

传统剧目面向群众演出ꎮ １９７７ 年雅安川剧团恢复排演 «十五贯» «柯山红

日» «霓虹灯下的哨兵» 等优秀剧目ꎮ １９７８ 年春节ꎬ 邓小平同志在四川视察

时ꎬ 观看了 ３ 场川剧传统折子戏演出后ꎬ 对开放优秀传统剧目作了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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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 打破了禁区ꎮ 之后ꎬ 雅安川剧团陆续恢复排演 «铡美案» «打红台»
«御河桥» «焚香记» 等优秀传统剧目ꎬ 四川省雅安京剧团先后改编、 创作

«杨八姐智取金刀» «小女婿» «荔枝换绛桃» «大渡河畔» «孟丽君» «红色

种子» «年青一代» «欧阳海» 等一批优秀传统戏和现代戏ꎬ 重新与观众见

面ꎬ 场场客满ꎮ 雅安地区文工团、 雅安市文工团、 天全县文工队、 荥经县文

工队、 石棉县文工队深入雅安各地城乡ꎬ 先后演出话剧 «抓壮丁» «雷雨»
«雷锋» 以及音乐舞蹈等文艺节目ꎬ 深受群众喜爱和好评ꎮ

同时ꎬ 全区各地加强文化阵地建设ꎬ 建立文化馆 (站) １１ 个ꎬ 积极加

强文艺创作ꎬ 组织各种文艺表演、 会演ꎬ 广泛开展民间群众性文化活动ꎬ 丰

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ꎮ 此外ꎬ 报刊、 广播、 电影、 图书、 文物等工

作也都得到恢复ꎮ 到 １９７８ 年ꎬ 全区成立电影放映单位 ２６９ 个ꎬ 对 “文革”
中禁放的一些影片ꎬ 进行筛选、 甄别后ꎬ 重新与观众见面ꎬ 彻底改变了以前

“革命样板戏” 占据舞台的局面ꎮ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ꎬ 随着各个方面、 各项工作拨乱反正的

不断深入ꎬ 文化战线迎来了 “文艺的春天”ꎬ 全区文化事业正沿着正确的方

向蓬勃向前发展ꎬ 开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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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雅安和平解放至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

２９ 年ꎬ 是中共雅安地委在党中央和西康区 (省) 委、 四川省委的领导下ꎬ

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ꎬ 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ꎬ 并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历史时期ꎮ

雅安解放后ꎬ 雅安地委迅速建立县、 区、 乡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民主政

权ꎬ 领导全区人民积极开展征粮、 剿匪、 清匪反霸、 减租退押、 镇压反革

命、 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和 “三反” “五反”ꎬ 以及全社会的民主改革等一

系列运动ꎮ 经过 ３ 年的艰苦努力ꎬ 迅速恢复了雅安的国民经济ꎬ 巩固了新生

的人民民主政权ꎬ 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ꎮ １９５３ 年起ꎬ 地委坚决

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ꎬ 认真制定并实施 “一五” 计划ꎬ 大力推

进工业化进程ꎬ 逐步实现党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ꎬ 到 １９５６ 年底ꎬ 基本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ꎬ 在雅安建立

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ꎬ 全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ꎮ 但是ꎬ １９５７ 年的反右

斗争出现扩大化ꎬ 使全区一千多名知识分子、 民主人士和党员干部在政治上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ꎮ １９５８ 年开展的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ꎬ 又出现

“三高” “五风”ꎬ 使雅安的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ꎬ 人民生活急剧下降ꎮ 在

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ꎬ 在地委的坚强领导下ꎬ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始终和群众在一起ꎬ 同呼吸、 共命运、 和舟共济ꎬ 同甘苦、 坚信

党、 共克时艰ꎬ 表现出雅安人民顽强不屈和自我牺牲的精神ꎬ 体现了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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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ꎮ １９６１ 年起ꎬ 地委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的八字方针ꎬ 使全区的经济从困境中迅速回升ꎬ 社会主义建设

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ꎮ １９６６ 年开始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ꎬ 使雅安的

经济建设再度遭受严重挫折ꎮ 在 “文革” 时期极端困难的条件下ꎬ 全区广

大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竭力抗争ꎬ 抵制内乱ꎬ 坚守岗位ꎬ 坚持生产ꎬ 努力

把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ꎮ １９７６ 年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ꎬ 地委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ꎬ 及时拨乱反正ꎬ 带领全区人民迅速

对农业、 工业、 教育、 科学、 文化等经济和社会事业进行卓有成效的恢复ꎬ

为雅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适应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

转移ꎬ 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ꎮ

由于我们党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ꎬ 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全新而伟大

的事业ꎬ 没有任何现有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ꎮ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

辛探索的过程中ꎬ 地委要在雅安这样落后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ꎬ 所面临的任

务十分艰巨繁重ꎬ 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ꎮ 但是ꎬ 地委及时总

结历史的经验教训ꎬ 不断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ꎬ 带领全区人民攻坚克难ꎬ

取得了一个个令人瞩目的卓越成就ꎬ 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一如既往的信赖、

热爱和衷心拥戴ꎮ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光辉起点ꎬ 地委紧跟党中央ꎬ 引

领全区人民迈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ꎮ

习近平同志指出ꎬ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ꎮ 学习党史、 国史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ꎬ 要加强对

党史、 国史的学习ꎬ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ꎬ 更好走向未来ꎬ
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

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ꎬ 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ꎬ 是由我们党的

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 付出各种代价、 接

力探索取得的ꎮ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ꎬ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ꎬ 要坚持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ꎬ 分清主流和支流ꎬ 坚持真理ꎬ 修正错误ꎬ 发扬经验ꎬ 吸取教

训ꎬ 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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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ꎬ 总结成败得失ꎻ 坚守信念ꎬ 创写雅安辉煌ꎮ 我们要通过认真

学习党史、 国史ꎬ 做到知史爱党ꎬ 知史爱国ꎬ 进一步坚持党的领导ꎬ 坚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不断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的自觉

性ꎬ 全力推进雅安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ꎬ 谱写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雅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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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中共雅安地级领导机构及领导成员概览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 日ꎬ 雅安解放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中国共产党雅安地方

委员会成立ꎬ 隶属中共西康区党委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改为中共西康省委) 领导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ꎬ 西康省撤销ꎬ 雅安地委隶属中共四川省委领导ꎮ

一、 中共雅安地方委员会 (西康时期)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成立ꎮ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始设常委会ꎮ

未设常委时的雅安地委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５ ０２):

书　 记　 孔骏彪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２ １０

安庆洙　 １９５２ ０９~１９５２ １０

李占林　 １９５２ １０~１９５５ ０１

何允夫　 １９５５ ０１~１９５５ ０２

副书记　 孙传学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１ ０５

安庆洙　 １９５０ １０~１９５２ ０９

秦长胜　 １９５２ １０~１９５３ ０５

委　 员　 涂则生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２ ０８

尚思光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０ １２

牛智明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１ ０４

秦长胜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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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显忠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１ ０８
何允夫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５ ０１

张鹏云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２ ０７

朱　 刚　 １９５０ ０３~１９５２ ０７

王文广　 １９５１ ０３~１９５２ ０８

蒋寿鹏　 １９５１ ０３~１９５１ ０７
韩倩之　 １９５２ ０４~１９５２ １０

杨植森　 １９５２ ０９~１９５３ １０

宋乃岳　 １９５２ ０９~１９５５ ０２

刘　 恩　 １９５２ １０~１９５５ ０２

刘永和　 １９５２ １０~１９５５ ０２

张愚汉　 １９５２ １０~１９５５ ０２
秘书长　 张愚汉　 １９５２ １０~１９５５ ０２

设常委后的雅安地委 (１９５５ ０２~１９５５ ０９):

书　 记　 何允夫　 １９５５ ０２~１９５５ ０９

常　 委　 张愚汉　 １９５５ ０２~１９５５ ０９

刘　 恩　 １９５５ ０２~１９５５ ０９

宋乃岳　 １９５５ ０２~１９５５ ０９
朱山兵　 １９５５ ０２~１９５５ ０９

秘书长　 张愚汉　 １９５５ ０２~１９５５ ０９

二、 中共雅安地方委员会 (１９５５ １０~１９６９ ０６)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ꎬ 西康省委撤销后ꎬ 雅安地委改由四川省委领导ꎮ

书　 　 记　 何允夫　 １９５５ １０~１９６０ ０９
第二书记　 苏向明　 １９５５ １１~１９６０ ０８

代理书记　 苏向明　 １９６０ ０８~１９６１ ０１

秦长胜　 １９６１ ０１~１９６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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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记　 秦长胜　 １９６２ １０~１９６７ ０２
副书记　 王一木　 １９５５ １１~１９５６ １０

贺志宽　 １９５６ １０~１９６７ ０２

王泽民　 １９５６ １０~１９６７ ０２

张愚汉　 １９５９ ０６~１９６３ ０３

李林森　 １９５６ １０~１９６２ １０
刘鹏飞　 １９６０ １１~１９６４ ０６

潘传贤　 １９６６ ０１~１９６７ ０２

常　 委　 张愚汉　 １９５５ １０~１９５９ ０６

刘　 恩　 １９５５ １０~１９６６ ０７

宋乃岳　 １９５５ １０~１９５７ １１

朱山兵　 １９５５ １０~１９５８ ０６
王泽民　 １９５５ １２~１９５６ １０

贺志宽　 １９５５ １２~１９５６ １０

李林森　 １９６２ １０~１９６７ ０２

刘鹏飞　 １９６０ ０６~１９６０ １１

侯礼堂　 １９５９ ０５~１９６４ ０７

方文举　 １９６４ ０７~１９６７ ０２
杨国攀　 １９６６ ０２~１９６７ ０２

秘书长　 王泽民　 １９５５ １１~１９６６ ０２

周忠信　 １９６６ ０２~１９６７ ０２

三、 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 (１９６９ ０６~１９７１ ０７)

“文革” 初期ꎬ 仍是以秦长胜为书记ꎬ 贺志宽、 王泽民、 张愚汉、 潘传

贤为副书记的雅安地委主持工作ꎮ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被 “造反派” 夺权ꎬ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雅安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ꎬ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在地区革命委员会内建立党的

核心小组ꎮ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随着中共雅安地委的成立ꎬ 核心小组结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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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

组　 长　 董崇仁　 １９６９ ０６~１９７１ ０７

副组长　 张愚汉　 １９６９ ０６~１９７１ ０７

谢殿举　 １９６９ ０６~１９７１ ０７

席学周　 １９６９ ０６~１９７１ ０７

张治平　 １９６９ ０６~１９７１ ０４
边　 克　 １９７０ ０３~１９７１ ０７

四、 中共雅安地区委员会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６ １０)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 ７ 月 ３ 日中共雅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ꎬ 选举产生

中共雅安地区委员会ꎮ

第一书记　 董崇仁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３ １２
书　 　 记　 秦长胜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３ １２

第一书记　 秦长胜　 １９７３ １２~１９７６ １０

副 书 记　 杜天胜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３ １２

王泽民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６ １０

李　 林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６ １０

贺志宽　 １９７２ １０~１９７６ １０
潘传贤　 １９７２ １１~１９７６ １０

常　 　 委　 丁如锁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６ １０

王锡峰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２ ０２

李鸿义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４ ０２

吕尚俊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６ １０

曾荃珍 (女)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６ １０
谢世杰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６ １０

席学周　 １９７１ ０７~１９７２ ０６

杨国攀　 １９７２ １０~１９７６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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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明　 １９７６ ０６~１９７６ １０
龙呈祥　 １９７６ ０６~１９７６ １０
胡洪芳 (女) 　 １９７６ ０６~１９７６ １０

五、 中共雅安地区委员会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８３ ７):

第一书记　 秦长胜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８３ ０７
副 书 记　 王泽民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８０ ０２

贺志宽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８３ ０７
李　 林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８１ ０７
潘传贤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８３ ０７

常　 　 委　 丁如锁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８３ ０１
杜天胜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７８ ０４
席学周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７８ ０４
谢世杰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８０ ０９
杨国攀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８０ ０９
龙呈祥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７８ １０
王兴明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７９ ０９
胡洪芳 (女) １９７６ １０~１９８０ ０６

秘 书 长　 周德钦　 １９７８ ０７~１９８３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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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根据中央、 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要求ꎬ 在中共雅安

市委的领导下ꎬ 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ꎬ 经过编写组全体同志

三年多的共同努力ꎬ «中国共产党雅安历史» 第二卷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以下

简称 «雅安党史二卷» )ꎬ 现付梓面世ꎮ

«雅安党史二卷» 的编写ꎬ 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

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坚持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 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 政策为依据ꎬ 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ꎬ 遵循实事求是、 以史为据的原则ꎬ 真实地记

载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共雅安地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曲折而光辉的历程ꎮ 望我们编写的 «雅安党史二卷» 能够起到

“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ꎬ 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ꎬ 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ꎬ

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 的作用ꎮ

中共雅安市委高度重视 «雅安党史二卷» 的编写和出版工作ꎬ 市委领

导对本书的编写出版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ꎮ

原市委副秘书长、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华主持启动本书的编写工作ꎮ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师伟主持本书的编写出版并承担全书统稿工作ꎮ 市委党

史研究室副主任蓝志斌对书稿进行了审改ꎮ 韩廷璧同志承担本书第一章、 第

二章、 第四章的撰写任务ꎬ 杨炳贵同志承担本书第三章的撰写任务ꎮ 李蓓、

郑永进、 耿俊杰、 张健、 曾艳、 胡蓉、 刘雪松、 陈怡、 徐小虎、 叶静等同志

参与本书编写的相关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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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形成征求意见稿后ꎬ 分别送市委、 市政府、 市人大、 市政协的领

导ꎬ 部分老领导、 老同志ꎬ 以及市级相关部门单位和县 (区) 党史研究室

征求意见ꎮ 师伟、 韩廷璧、 杨炳贵对反馈意见进行分类整理ꎬ 多次进行修

改、 补充、 完善ꎬ 并形成送审稿ꎬ 报送省委党史研究室审读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省委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ꎮ 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省委党史研究室提出的审读

意见再作修改后ꎬ 经市委审定同意付印出版ꎮ
本书的编写ꎬ 得到市委办公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 市政协办公室、 市政协学习文史联络委、 市纪委机关、 市委组织部、 市

委宣传部、 市委统战部、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市档案局 (馆)、 市教育

局、 市卫计委、 市科技局、 市统计局、 市图书馆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

持ꎮ 书稿参阅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中共四

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 第二卷和有关市、 州的党史基

本著作ꎬ 吸收了各县 (区) 委党史研究室以及相关部门的诸多研究成果ꎮ
在此ꎬ 我们谨向所有为 «雅安党史二卷» 编写工作提供支持、 帮助的单位

和个人致以诚挚的感谢! 向关心、 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老领导、 老同志表示

衷心的感谢ꎬ 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书是雅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奉献给全市人民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ꎮ 由于

编撰者的学识、 水平所限ꎬ 书中难免存在一些考虑不周和不当之处ꎬ 我们殷

切期待和热忱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ꎬ 给予批评指正ꎮ

中共雅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３４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