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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青年生产队a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仅用了大约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土地改革，

从根本上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里，广大农民不仅获

得了土地，还分得了大批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极大地激发了生

产积极性。中共中山县委、县政府从经济上扶持农民，实行一系列有

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

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1953 年全县稻谷总产量比 1949 年增加了

72.09%。b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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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中山县修改了原来的工作计划，大

力推广组建农村生产合作社。开始，农民们将分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折

股入社；到了办高级社阶段，土地又以无偿的形式，分得的耕牛、大件

农具以有偿的形式统统收归农业高级合作社，农民不再以股份分红，所

有收益以劳取酬。短时间之内如此巨大的转变，又一次强烈地冲击着农

民的思想观念。

在这剧烈的时代变革之中，中山青年以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

成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到 1956 年 9 月，中山共有 13697 位农

村团员，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3 万农村青年中有 95% 加入了

农业合作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农村的生产劳动和分配形式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从某种程度来说更加符合青年的特性，为青年人的工作、学习、

生活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青年人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农村团组织

的建设与发展亦在农业合作化模式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在中山全县

411 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中，生产组长、记分员以上的骨干，有 35% 是青

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生产劳动中发挥了重要的

a 本节数据摘自《中山县 1956 年团的工作总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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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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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作用。

为了进一步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青年团中山县委积极动员各区乡

青年参与青年生产队。1956 年春，中山县成立了 446 个青年生产队，

共有队员 12218 人；组建了 524 支青年突击队，共有队员 11948 人。青

年人肯学勤奋、敢想敢干，青年生产队在生产中积极推广先进生产经验

和生产技术，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956 年夏收，446 个青年生

产队，除 1 个因干旱威胁而减产之外，其余全部增产——与上一年同期

相比，增产 150% 以上的有 7 个队，增产 100% ～ 150% 的有 15 个队，

增产 50% ～ 110% 的有 22 个队，增产 25% ～ 50% 的有 5 个队。其中，

十区的 13 个乡中，有 8 个乡的最高产量纪录是由青年生产队创造的。

1956 年，中山县培训了 5316 名农业技术员，其中 3987 人是青年。

在生产过程中青年们大胆采用新技术，获得了农业大丰收。1956 年全

县嫁接了约 10 万株日光白花番薯，其中 80% 是青年队员们实施的。据

调查，斗门小濠涌的 17 个青年生产队全部使用了单双株密植、小株密植、

贡龙等新生产技术，全部取得了丰收。青年生产队被公认为先进生产技

术最积极的推广者。

青年团员和青年们还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小濠涌

300 名突击队员，为了抗旱日夜奋战，共打井 52 口，解决了农田干旱问题。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青年们提出“割绿肥，挖塘泥，清沟渠，扫垃圾，

猪屎牛粪执清光”的口号，据不完全统计，1956 年上半年，78000 名农

村青年共积肥近 2.9 亿公斤，为农业增产丰收奠定了基础。青年生产队

还在改造低产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9 年晩造，中山全县建立青年农场 217 个、青年丰产组 1117

个，参加丰产活动的青年 41173 人，设丰产田 47000 亩；组建青年突击

队 2582 个，队员 56223 人。1959 年晩造的农业丰产活动取得了成功，

1960 年上半年，青年丰产活动更为广泛扎实地开展，全县建立青年生

产队、青年农场 317 个，参加人数 7150 人，青年丰产组 1632 个，参加

丰产活动的青年有 57052 人，设丰产田 156912 亩。a

a 本段数据摘自共青团中山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

红旗，充当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英勇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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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中山还成立了类似的青年农场、青年林场、青年船队、

青年车间，在各自的行业和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青年生产

队（场、车间）的建立聚集了社会的强壮劳动力，人为地使其与社会上

的中老年人分隔开，造成劳动力不能强弱搭配，社会发展力量不均衡，

不仅影响了青年与中老年人之间的沟通，也不利于青年人的成长。

从各行业，特别是农业生产，这种组织形式造成了农村生产劳动力

的不均衡发展。因此，团中央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在肯定“这

种办法没错”的前提下，提出不要普遍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a 后来，

这种专门的青年生产组织形式逐渐消失了。

a 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第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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