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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抗美援朝运动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一个月，中山也迎来了全面解放。中山青年

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的生活。

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并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奋斗的时候，1950 年 6

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

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直接威胁着

新中国的生存。195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战略决策，毅然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同时，在国内发动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

1950 年 11 月 9 日，中共珠江地委发出《关于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运动的指示》。根据珠江地委的指示，中共中山县委对抗美援朝专门

做了部署，要求各区立即进行时事宣传和保家卫国教育。11 月 25 日，

中山抗美援朝支会成立，青年团中山县委、中山县总工会、中山县商会

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成为该协会的骨干力量。

青年团中山县委为此召开专门会议，表示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

美战争是正义的，抗美援朝是保卫和平、保卫家乡的正义斗争，一定能

够夺取胜利，青年团将号召全县青年积极投身到这场保家卫国的新斗争

之中。中山的各级青年团组织，会同各区、乡有关组织共同联合组织召

开各种控诉会、演讲会、座谈会、各界代表会议，组织宣传队上街演出，

采用广播、黑板报、墙报、幻灯片等形式，进行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和

国际主义宣传，揭露美国侵略者侵略台湾地区和朝鲜的罪行。

1951 年 2 月，中山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专门讨论抗美援朝

工作，珠江专署副专员郑少康做关于抗美援朝的形势报告。其间，珠江

地委统战部在石岐召开两次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座谈会，做抗美援

朝运动的动员。青年团中山县委会同各人民团体发起了和平签名运动。

1951 年的五一劳动节，石岐、小榄、香洲等城镇举行上万人参加的抗

美援朝示威游行，青年团组织发动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反对美国侵略的

群众爱国运动形成高潮。

青年团中山县委一方面发动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另一方面发动青年

积极参与各行各业的生产劳动，以实际行动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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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踊跃报名参军

1950 年 12 月和 1951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军事委员会

两次发出招收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的决定。青年团中央和

全国学联分别发出《为号召青年团员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告全体青年

团员书》和《为号召同学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加强国防建设告同学书》。

青年团中山县委随即在全县各中学开展了广泛宣传。在“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号召下，全县青年掀起参军热潮，涌现出了众多父母送儿女、

妻子送郎君、兄弟争相应征入伍的动人景象。1952 年，中山县共有 3.68

万名青年、民兵、学生踊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经过严格挑选，其中

600 余人光荣入伍，赴朝参战的有 250 多人。入选的人员超过 70% 是党

团员，青年团员占绝大多数。

1951 年 1 月 7 日，中山县各界人民在仁山广场（今孙中山纪念堂）

举行欢送参加抗美援朝的学员大会，到会学员 517 人。这是中山解放后

的第一次送兵大会，气氛热烈非常。在大会现场，中共中山县委青年委

员、青年团中山县委书记谢月珍兴奋地说：“年轻人的心，有如今天红

旗那么红，年轻人的情绪，有如今天太阳那么热。”

大会在歌声、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开始，县长谭桂明致词，鼓励青年

要继承过去中山青年的爱国光荣传统，为抗击美帝而努力奋斗。接着，

各界代表、学员和学员家长代表先后讲话，会后还在石岐城区进行游行。

这是前所未有的送兵大会，盛况空前，万人空巷，群众向入伍的学员投

来热切的目光。

中山入伍的学员被分为三类班，分别为军干班、青训班和财经班。

前两类由珠江军分区接收进行军事训练，第三类由珠江专署接收，培养

经济建设人才。当年，中山沙溪的溪角和大庞头村是珠江军分区军干班

和青训班的驻地，共有学员 1200 多人，其中还成立了女兵中队，学员

们在那里度过了四个多月的初期军事训练。

军干班和青训班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各项规定按照军人的标准执

行，十分严格。学员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确立正确的人

生观，端正参军动机，了解朝鲜战场形势。军校特别重视发挥青年团员

的作用，要求团员事事争先、样样带头。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第二编　投身建设新中国



212212

当年的中国贫穷落后，新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举，又要抗美援朝，

经济拮据，不得不厉行节约。担负保家卫国重任的人民军队，生活也十

分艰苦。学员们每天只吃两顿饭，伙食也简单，重大节日才加菜。军装

据说是从国民党军队接收过来的，大都又宽又大。广东人个子小，穿起

来像大衣，实在不合适就找来针线自己动手缝短，将就着穿。虽然生活

艰苦、学习紧张，但学员的精神生活依然饱满充实，文娱体育活动也十

分活跃。晚饭后至晚训前那段时间，是文体活跃分子大显身手的时候，

营房歌声不绝，每逢大队集中，各中队就互相邀歌，此起彼伏，谁也不

服输。

中山参军的这批青年大多数是中学生及青年团员，具有较高的文化

和政治素质，经过 4 个多月的初步军事训练，军干班和青训班的学员们

分别被调派至华南军区各部再进行专业军事训练。后来他们大都成为军

事指挥员和专业技术特种兵，活跃在空防、防化、救援、通信等部队。

虽然直接赴朝参战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但他们在保家卫国的工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努力增产节约

留在家乡继续参加生产建设的中山青年，在青年团的带领下，各界

青年联系自身工作，以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行动来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各乡村青年响应爱国公约，以实际行动爱国爱乡——努力生产，优待军

烈属，多打粮食，多交公粮，支援前线；工业战线的青年亦开展轰轰烈

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青年们提出“工厂即战场”的口号，竭尽全力

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工商界青年响应政府号召“月税月清，履行爱国

公约”，依期纳税或集体纳税，响应县商会号召会员集资筑路、以物换

汇、以汇换物，同美国政府对华封锁禁运做斗争；教育界青年教师和学

生开展“教好书、读好书”活动；医疗卫生界成立中南医务工作者抗美

援朝行动委员会广东分会珠江区中山县联合支会，青年医护工作人员在

全县分片区组织空袭救护和防毒演习，向群众普及空袭救护、防细菌战、

防毒气战等方面的常识以及急救训练工作。1952 年 6 月中山县医务人

员 41 人参加志愿赴朝医疗手术队和国防卫生建设，青年人是这支队伍

的主力。

1951 年，中山人民掀起慰问志愿军的热潮，募集慰问品、慰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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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慰问信给志愿军。社会各阶层开展“捐献千元（旧人民币），为志愿

军购买飞机、大炮”的活动。1955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代

替原来流通的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据不完

全统计，中山全县人民捐款 35.8 万余元（新人民币）以及大量金银珠

宝首饰，其价值相当于献购 2 架战斗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极大地激发起中山青年人的爱国热情，不

仅有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留在家乡的青年亦积极开展生产劳动，有

力地支援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山各方面工作的

开展。a

a 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中山历史（第二卷）》，中共

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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