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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青年突击队风采

1952 年底，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基本完成。根据毛泽东的建议，

中共中央从实际情况出发，于 1953 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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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作为过渡时期各项工作的指南。

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

议》，提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中共中山县委根据中央提出的要

求，雷厉 风行，至 1955 年 2 月底，全县建起的常年互助组有 7855 

个，初级合作 社 409 个，入社农户超过 3 万户，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

15.25%，基本做到乡乡都有合作社。a

与此同时，中共中山县委为了加强工作指导，总结了一些办好合作

社的具体经验，选编成《中山县巩固农业社经验》小册子，发给各区、

乡干部。其中有《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和第十一

区群众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梁祥胜的《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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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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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介绍。

1955 年 12 月，由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一书收录了这两篇文章。毛泽东亲自为这两篇文章写了按语。其中为《中

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写的按语是：“这

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

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

这样。”

毛泽东在这条按语中用了“四个最”，即“最积极、最有生气、最

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来赞扬青年、肯定青年，之后一直被广泛引用。

这是中山青年对中国青年工作的一个重大贡献，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

青年人为自己绚丽的青春而奋斗。

青年团的活力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国以提高

劳动生产率、加快建设速度为工作重点。

1954 年 1 月 13 日，在北京展览馆建设工地，18 名青年团员学习苏

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验，建立了一支木工青年突击队。他们首战仅用

3 小时就完成了 7 小时才能完成的修建混凝土溜槽任务，随后又用 181

个工时完成原计划用 478 个工时的拱顶大梁建造任务。在他们的带动下，

工区又先后建立了瓦工、抹灰工、电气工、水暖工、混凝土工等六支青

年突击队。1954 年 6 月，《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以推广

青年突击队经验为主要内容的社论，随后各地青年突击队如雨后春笋般

发展起来。青年突击队适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

推动劳动竞赛、增强青年生产劳动的自觉性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1953 年冬，中山办起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张家边胜利

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民众新平乡九围的梁碧南互助组亦随之成立了

合作社，时年 24 岁的梁碧南除了任社委外，还兼管青年工作，兼任团

小组长。

当年的青年工作条件很差，梁碧南发动每位青年各出 20 斤稻谷，

共筹集了 400 多斤稻谷，在村中建起了一个简易篮球场。青年们都十分

兴奋，因为之前除了下地，回家吃完饭就睡觉，醒了又开工，生活很单

调。有了篮球场后，在开展体育运动的同时，青年们有了充满活力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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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活，合作社有些临时性需要帮忙的工作，青年们都十分乐意帮忙，

随叫随到。社员们纷纷称赞，青年亦感到自豪。

新平乡位于中山东北面珠江流域出海口处，全村 125 户，劳力仅有

230 人，耕地面积 950 亩，其中水稻 800 多亩。实行合作化前，新平乡

各方面的条件都较差，土地是典型的低沙田，地势处于珠江基准水位 -0.4

米以下，常常遭受渍水内涝的威胁，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1954 年冬，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建立不久，便遇上了罕

见的大旱灾。由于久旱不雨，咸潮倒灌，播下的种子很快被咸潮咸死。

那时，各方都十分关注属于新生事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贫下中农抱着

焦急的心情，坚决支持合作社，想方设法战胜灾害，希望合作社能继续

办下去；有的尚未入社的富农则在观望，想看看合作社是否真的能带来

实在的好处；而个别地主、富农则躲着看笑话，恨不得合作社马上垮台。

时任青年团粤中区工委青农部部长的陈诗博以及青年团中山县委的

梁碧云、莫少闲等与梁碧南商量后决定在工余晚上召开全社青年会议，

动员大家踊跃参与。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陈诗博建议成立青年突

击队。55 年后的 2009 年，曾有记者再次采访时年 81 岁的梁碧南，他坦言，

当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还不知道什么叫青年突击队。a 经过团委的同

志们一番说明、动员，梁碧南等人很快赞同并成立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

合作社青年突击队，在一张写着“为革命时刻准备着：突击！”的入队

a 中山市档案馆编著：《新中国建国 60 周年中山纪事》，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9 页。

合作社的领导带领大家想方设法战胜旱灾。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

高土地的抗咸和抗酸能力——向农田注入河泥，填高低洼地，使土地免

遭内涝和积水的威胁，同时提高土地的肥力。于是，社委会提出在 80 

天内完成 6万艇的填泥任务。但是当时社里每天出工人数只有 30 多人，

这一任务相当艰巨，一些社员为此打起了退堂鼓。这时担任团小组组长

的梁碧南向社委会提出以团小组为核心，组织青年积极参加填泥。这一

提议得到社委和当时在新平乡协助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的青年团粤

中区工委、中山县委工作组的支持。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216216

誓词的大红纸上，24 名青年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a25 岁的团小组

组长梁碧南当选为突击队队长，梁云腾为副队长，梁庆能任组织委员，

陈锐德任宣传委员，梁妹娣负责妇女工作。队员们平均年龄 20 岁，年

纪最大的 25 岁，最小的仅 15 岁。

勤干加巧干　碰到石头当蔗渣

突击队成立的第二天，队员就投入到紧张的备耕工作中。大家提出

“保证质量，不争工分，不够重不撑”的口号，在第一天的填泥战斗中，

个个争先恐后，凌晨 3点就出工，晚上摸黑而归。当天参与的 23 名队员中，

有 5 人超额完成了任务，17 人完成任务，仅有 1 人因年少体弱没有完成。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青年突击队开展劳动竞赛，每天都统计运泥

量，最多的小艇插上红旗，第二名的插上黄旗。为了争夺红旗，许多人

一大早就起来干活，形成了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局面。有些队员还唱

起了嘹亮的咸水歌，鼓劲助兴。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劳动场面带动了越来

越多的社员参加备耕入泥行动。

与此同时，青年突击队队员们还想方设法提高入泥效率，创造了“倒

缩吸泥”的办法，从每天入泥 280 艇增加到 410 艇。这一方法在全社推

广后，全社效率从每天入泥 660 艇次增加到每天 1030 艇次，使全社如

期在 80 天内完成了任务，为夺取水稻高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入泥任务完成时已近清明，正是插秧的时候。但因上一年冬旱，受

咸潮影响，使播下的谷种都死了。为了不误农时，社委会决定到 40 里

以外不受咸潮影响的东隆乡去借田播种。这个决议一提出就受到部分社

员反对。有人说：“天无绝人之路，过不久就会下雨的，用不着自找麻烦，

浪费人力！”“谁愿意到遥远的地方播种，将来谁去拔秧苗！”然而，

突击队员带头响应了合作社的号召，并不听天由命，10 多人在老贫农

的带领下，把这个艰苦的任务担了起来。他们到东隆乡，克服重重困难，

苦战了四个昼夜，终于在 26 亩秧田播下了谷种，并育出了第一批嫩绿

肥壮的秧苗。

这一年上天似乎要专门考验农业生产合作社——刚长出的秧苗又出

a 这支青年突击队后来增加到 3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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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第一代三化螟害虫。正当社里发动群众除虫的时候，又有封建迷信、

思想保守的人说：“禾苗无虫，天上无龙。”认为虫是天生自灭的，用

不着担心。突击队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耐心地向群众广泛宣传杀虫的

道理，又在农业技术员的指导下，立即制定消除虫害的措施：一方面带

头到田里去喷杀农药；另一方面发动青年人工摘除虫卵块，把三化螟虫

扑灭在孵化之前。除此之外，全社在农业技术员的指导下，采用科学的

新技术点灯诱杀三化螟蛾，连续 7 个晚上在入夜前组织青年突击队员点

燃 100 多盏煤油灯诱杀三化螟蛾，收到很好的杀虫效果。当年新平乡《万

家灯火灭螟蛾，夺取水稻丰收》的新闻，还被《南方日报》报道，引起

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稻田秧苗返青的时候，突击队员和社员群众一起出

动，用煤油水泼杀稻飞虱，亦收到了良好的杀虫效果。这些主动实施的

科学方法，防止和减少了害虫扩散到大田继续为害，确保了水稻的收成。

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队员们个个生龙活虎、勤奋

肯干，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显著优点——虚心好学，努力成为有用之人。

据当年中山县人民政府农建科派驻到新平乡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植保

专业技术人员凌志坤回忆 a，驻在该乡的几名农业技术干部成了帮教他

们的老师。通过举办技术夜校、召开生产现场会议、种植试验田等办法，

技术干部向青年突击队员和社员群众传授改革水稻耕种新技术，实行单

造改双造、间作改连作，翻耕密植，加强田间管理以及防治各种自然灾

害，收到了良好的成效。青年们乐于接受新技术，敢于改革旧耕作模式。

实行“挣稿改翻耕”“双龙出海”“翻耕密植”是新平乡实现合作化后

首先狠抓的几项重要增产措施。有群众思想抵触，说：“水稻翻耕密植，

插得密密实实，不通风透气，会有禾无谷，日后社员没饭吃谁来负责？”

有的还说：“参加入泥撑泥已经浑身伤痛，现在又搞什么翻耕密植，更

加辛苦，早知这样就不加入合作社了。”面对社员的种种抵触思想，青

年突击队员把自己在技术夜校和参加生产会议学到的技术知识向社员群

众宣传讲解，还通过算细账说明翻耕密植的原理和好处。与此同时，还

起早贪黑，带动社员搞翻耕密植，保证按规格、按质量插植，增加插秧

a 凌志坤：《发扬青年突击队精神，续写时代新篇章——新平乡青年突击队

的亲历亲见亲闻回顾与思考》，《中山党史》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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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青年们总结出“座马沉腰，低手退步”的插秧方法，并涌现一批

插得快、插得好的插秧能手，确保了全社 700 亩翻耕密植按季节按质量

完成任务。

为了增加稻田肥力、提高粮食产量，青年们还想到了用当时当地盛

产的白蚬和蟛蜞进行沤肥增产，在别人农闲的时候，突击队队员们不计

辛劳，到河涌里捕捞白蚬和蟛蜞。

有一次遇上大暴雨，70 多亩稻田遭淹没，当时没有排水机械，梁

碧南就带领突击队员徒手挖开挡水堤，硬是用水桶将积水排干净。

青年突击队队员们在耕作中积极学习和带头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有

的队员还成为技术好手和能手。那年，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

稻单位面积产量由 300 斤提高到 700 斤 a，还出现了亩产超千斤的丰产

田，创造了水稻高产的纪录 b。

春夏两造水稻取得丰收之后，青年突击队队员们更是敢想敢干，在

农业技术员的指导下开始了冬种试验。按照当地老农的传统经验，冬种

番薯必定是颗粒无收，原因是番薯苗在过冬时容易冻坏。为增产粮食，

青年们开动脑筋，在田地上铺一层干稻草保温，解决了冻害，获得丰收。

这让老农们也不得不佩服。

就这样，青年突击队不但站在了与自然灾害斗争的前列，在春耕、

备耕、中耕、夏种、夏收等经常性农业生产活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

用，还在引进新的耕作技术，开展科学实验，开拓冬种，提高土地产出

能力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一支有生力量。当

年，合作社副主任梁务仔说：“有了这支生龙活虎的突击队，天大的困

难都会迎刃而解。”社员也称赞道：“青年突击队顶呱呱，遇啱（碰到）

石头当蔗渣。落雨下来当冲凉，月光出来当太阳。”

青年突击队队员们积极奋战，终于和社员们一道用集体和知识的力

量战胜了自然灾害，夺得了建社后的第一个丰收年。贫下中农眉开眼笑，

a 中山市档案馆编著：《新中国建国 60 周年中山纪事》，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9 页。

b 凌志坤：《发扬青年突击队精神，续写时代新篇章——新平乡青年突击队

的亲历亲见亲闻回顾与思考》，《中山党史》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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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站在社外观望的人纷纷入社，一小撮破坏分子的梦想破灭了。

毛泽东主席的按语

1955 年夏天，青年团粤中区工委在佛山召开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

梁碧南代表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发言，讲述自

己的经历和感受，感动了与会青年。

当年夏天，团中央到广东检查团的工作。团省委汇报了新平乡第九

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的情况，并汇报了粤中区党委对农村青年突

击队评价的三句话：“党委为领导，老农做参谋，青年打先锋。”团中

央指示，青年突击队的做法，是调动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好形式，

可以在全省、全国总结推广。

团省委根据团中央的指示，派出干部深入到中山县新平乡，帮助总

结这支青年突击队的做法，后来他们归纳出四点经验，其介绍文章《中

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在青年团广东省委的机

关刊物《华南青年》第 16 期上刊登。

1955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总结经验，选送一批关于农村

工作经验的文章。团中央点名要广东总结青年突击队的经验，团广东省

委就报送了该文，后来该文被收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

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毛泽东主席亲笔为该文写了按语：“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

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

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

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

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

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

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

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罢，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

他们也就同意了。”a

a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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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青年工作写下的一篇短文。毛

泽东在这条按语中用了四个“最”，即“最积极、最有生气、最肯学习、

最少保守思想”来赞扬青年、肯定青年，体现了他一贯重视青年的思想。

同时他还就青年工作及青年人的成长提出了希望。希望党团组织注意发

挥青年的力量，不要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希望青年人要向成年人和老年

人学习，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以自己的工作成绩令他们心服。

毛泽东在按语中，极其深刻地概括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青年的特

点，高度评价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青年一

代寄予深切的关怀和期望。按语发下来后，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青年突击队员们欣喜万分，奔走相告，决心沿着按语指引的方向继续

前进。

不老的青春之歌

在新平乡青年突击队的影响下，1955 年中山县有 131 个乡开始建

立青年突击队，1956 年全县已发展到 524 个（占当时全县乡村的 95%

以上），人数多达 11948 人 a，他们在备耕抗旱等紧张繁忙的农时季节

中起了突击的作用，带动了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1955 年，正值国家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建设经济的时期，一大

批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发组成青年突击队。

他们与自然灾害做斗争，在突破生产薄弱环节的各种急、难、险、重任

务中能征善战，发挥了突击队和先锋队作用。中山县新平乡青年突击队

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涌现出来的青年典型集体。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

不但使粮食自给有余，还用售粮的收入建起了文化娱乐室。

此后，中山的农村青年高举“为革命时刻准备着：突击！”的旗帜，

发扬“四最”的革命精神，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及以后的各历史时期，在

备耕积肥、兴修水利、调整插花地、整治围内排灌系统、深耕改土等农

业生产中都做出了较大贡献。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

也在生产斗争中不断发展成熟。突击队从成立时的 24 人发展到 1977 年

a 陈灿开：《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的历史调查》，《中山文史》

总第 14 辑、第 15 辑合刊，第 115—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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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98 人，团员由原来的 3 人发展到 1977 年的 98 人，其中有 13 人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 63 人先后被选拔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一

级的领导班子上，成为农村一支最积极最有生气的主力军。a

改革开放后，新平一村新的生活正展示出它的风采。在发展经济与

个人致富的道路上，新平一村新一代的共青团员、青年仍起着核心和带

头作用，有多位原青年突击队员的子女当选为村长（村主任）、党支部

书记、团支部书记。谈起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时期的青年与 20 世

纪 50 年代计划经济合作社时期的青年之区别，多位青年骨干认为：虽

然时代不同，条件变化，但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颇有相似之处，这正

是青年的共性特点所致。新平一村的青年在团支部、党支部的领导下，

在抢险、救灾、应急等活动上，仍然起着突击队的作用。团支部定期组

织学习，提高思想，围绕发展集体经济这个中心，发挥着青年团的积极

作用。在团支部的带动下，大多数青年学技术、练本领、求上进；与赌

博、封建迷信做斗争，与吸毒贩毒现象做斗争；关心和帮助“五保户”b，

学雷锋、做好事、树新风，在乡村的两个文明建设中起着积极作用。后

来的新平一村村民眼光更长远，他们在琢磨着怎样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

怎样进一步致富，在现有的条件下再进一步，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美好

生活。

2009 年，有记者采访梁碧南时问他当年为何这么拼。他答得很朴实：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当年是住茅屋，点

油灯。”50 多年过去了，从青年突击队到新长征突击手，到今天的青

年志愿者，不同年代的青年，人生目标不一样，但春华秋实，岁月如歌，

突击队的精神薪火相传。梁碧南说道：“我们半辈子是光脚走过来的，

a 1978 年 2 月，共青团中山县委员会为纪念毛泽东同志《中山县新平乡第九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发表二十二周年而举办的《中山

县青年工作事迹展览》资料。

b “五保”是指中国农村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或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对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成员，在生产和生活上予以

适当安排和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少年儿童）、

保葬。被保住户称为“五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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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后生（青年）是穿鞋袜长大的，但一定不能忘记奋斗。”a

当年青年创业过程中被激发出的那股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仅在成立短短一年的时间

里，就能以青春热血创造出时代的业绩，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该社青年突击队是为完成该时期党的中心工作而组

建起来的，是承担社里艰难险重任务的重要力量，成为带动社员群众发

展生产的一支强大力量，确保了全社备耕入泥、改革耕作制度、推行翻

耕密植、科学田间管理以及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等各项任务的完成和超额

完成。二是充分发挥青年团组织的作用。该社青年突击队是由青年团工

作干部发起成立，以团员为骨干的生力军，他们在开展生产活动中，根

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起到了

骨干带头作用。特别在备耕入泥、借地育秧、抗御自然灾害等急、难、

重生产任务中不怕苦不怕累，坚决完成了社委交给的任务，受到了社委

和社员的好评。三是锻炼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该社青年突击队经过党、

团的不断培养教育，生产的艰苦锻炼，参加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与实践，

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劳动技能显著提高。他们有的参加了共青团组织，

成为青年先进分子，优秀的团员成为党的生力军；有的还成为社队骨干，

担任领导职务。公社化后，新平乡分成新平一、新平二、新平三、新平

四 4 个大队，这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以及生产队长中有不少人

是当年青年突击队的成员。因此，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充分发挥青年团

的作用是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茁壮成长的根本保障。

a 中山市档案馆编著：《新中国建国 60 周年中山纪事》，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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