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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建设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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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

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山的青年团作

为共产党的助手，协助党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实

现民主改革、开展经济建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并转入了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在“文

化大革命”的挫折中取得了经验教训。中山青年突

击队在开展农村生产建设中，创造了传奇；通过参

加各种学习运动，许多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在文化

上完成了“脱盲”，提高了自身素质；参加丰富多

彩的文娱体育运动，身心得到了健康成长；在农村

的广阔天地中进行了人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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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1937 年 4 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共青团中央停止了工作。

随着抗战胜利，各地青年救国会完成了历史使命。1946 年底，为了适

应新的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提议建立民主青年团。1949 年 4

月，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建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

对中国青年长期教育和培养的结果，是对“五四”以来青年运动光荣传

统的继承，使中国青年运动有了自己的核心，标志着青年运动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1956 年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基本完成了大

规模的土地改革任务，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在此期

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山青年也在这巨大的历史变革中，逐渐崭露头角，青年突击队成

为一代青年的骄傲。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山县委成立

中共中山组织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后来的华南分局的指示，在

中山解放前已相继建立了一批青年团组织。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1949 年 9 月，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山县筹备委员会成立，谢月香任主任。当时，中山的

团员已发展到 400 多人。1949 年 11 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山县

委员会成立，谢月香任书记。1950 年底，全县共有 119 个团支部，团员

1344 人。团县委设组织部、宣传部、学生少儿部、青工部。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团县委的工作重点是发动农村青年参与土

地改革，开展经济建设；动员广大青年参与抗美援朝，踊跃报名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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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识字扫盲教育。

团县委的组织建设重点是抓建团和组织发展。1952 年，全县有基

层团工委 18 个、支部 253 个、团员 5289 人，同时推荐优秀团员 184 人

入党。1953 年 3 月，全县有团员 5890 人，在全县 222 个乡中成立团支

部 207 个。1955 年，全县有团员 13141 人、团总支 104 个、团支部 691

个。1957 年，对近 400 个团（总）支部进行了整顿。

1953 年 3 月中旬，中山县第一次团代表大会（下称“团代会”）

在石岐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 300 人。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团县委会，

谢月珍任书记。此后至 1956 年，每年召开一届团代会。

中山第二次团代会于 1954 年 9 月 9 日至 13 日在石岐召开。出席大

会的有正式代表 401 人、列席代表 48 人。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团县委会，

谢月珍当选为书记。大会确定基本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积极

参加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提高农业生产力，为逐步实现

农业合作化而奋斗。

中山第三次团代会于 1955 年 9 月 2 日至 6 日在石岐召开。出席大

会的有正式代表 281 人、列席代表 39 人。中共中山县委副书记谢月珍

代表县委做了《国家五年计划和当前任务》的专题报告。会议总结了以

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中青年工作的经验，提出要加强青年教

育和组织工作建设。大会贯彻团中央二届二中全会精神，选举产生第三

届团县委会，萧绍贤任书记。

中山第四次团代表大会于 1956 年 6 月 11 日至 16 日在石岐召开，

出席代表 300 余人。大会提出组织全县青年职工向先进生产者学习，建

立青年生产班（组）、青年突击队和青年团监督岗；积极学习，提高技

术和文化科学知识，关心青年的日常生活；加强社会青年工作，增强团

的组织建设。大会选举萧红军为团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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