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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识字扫盲先锋

1954 年，继农村普遍开展了扫盲工作后，在职工（包括干部）和

新中国成立初期，据中山教育部门的统计，全县青壮年（14 岁～ 40 

岁）的文盲和半文盲约占青壮年总数的 50.1％。a 因此，在 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团的工作在组织青年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外，文化

建设主要是抓文化学习和逐步开展文娱活动，其中扫盲工作是文化学习

的重点。

1953 年，中山县成立扫盲工作办公室，从部分小学中抽调一批教

师组成扫盲师资队伍。1954 年，中山形成由党委统一领导，以扫盲办

公室为主，教育、文化、工会、青年、妇女、民兵等部门参与组成的扫

盲工作队伍，动员农村知识青年 517 人担任扫盲教师工作。b

城镇居民中也开展了扫盲工作。

1955 年 12 月，团中央做出了《关于在七年内扫除全国农村青年文

盲的决定》，要求到 1962 年，全国青年 80% 左右脱离文盲状态，每人

识字 1500 个左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团中央还做出了《关于奖励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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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盲运动中的青年积极分子的办法》和《关于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的

通知》。为此，中山青年积极行动起来，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扫盲热潮。

1955 年起，中山一连两年举办了县区的群众教师（下称“群师”）训练班，

积极培养群师参与扫盲工作。青年团积极配合扫盲工作办公室，组织各

学校青年教师作为训练导师，发动有文化青年参与培训，使群师队伍迅

速扩大，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扫盲工作中的师资问题。中山各级青年团

组织还将发动文盲青年参加扫盲学习作为重要工作，青年人成为扫盲工

作的文化种子和学习主力。至 1955 年底，中山有 200 个乡建立了农民

文化学校，在城镇成立职工业余学校 17 所，扫盲工作转入正规化和制

度化。a

1956 年，中山县人民委员会、工会联合会、青年团县委联合发出《关

于职工扫盲领导的指示》。中共中山县委做出开展扫盲运动的决定，召

开全县职工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会议，制订《全县职工扫盲规划》，成

立群众性扫盲协会，培养 8000 多名群众教师参与扫盲工作，全县扫盲

活动蓬勃开展，开办民校 643 所、识字班 858 个，入学农民达 4 万多人。

中山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扫盲工作，其中主要有开办农

闲学校和民间学校。在每年冬季农闲时举办的冬学是季节性的农民教育

形式。1950 年冬天，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冬学运动。除在农村广泛开

展外，石岐城区也开办了五所冬季民众夜校，参加学习的人数达 800 多

人。从 1952 年开始，大部分地区的冬学运动逐渐改办为常年民校。常

年民校贯彻“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假”的原则，学习时间大大

增加，办学规模较大，学习系统化，教学质量有所提高。1953 年，全

县农民业余学校发展到 18 所，参加扫盲学习的达 1614 人。到了 1956 年，

扫盲工作进入高潮，全县有 180 多个乡开展了扫盲工作，开办常年民校

643 所、识字班 858 个，入学农民 41537 人。

速成识字班是这一时期扫盲工作的一大特色。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

青年文化教员祁建华在扫盲工作中经过反复实践，发明了“祁建华速成

识字法”，即利用注音符号来辅助识字的方法。1952 年的 7 月和 11 月，

a 参见《中山县 1955 年扫盲工作总结报告》，1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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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两次召开扫盲工作会议，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是年底，

中山县抽调一些教师参加省举办的速成识字师资培训班学习，接着本县

又培训了 136 名教师骨干和农村知识分子。1953 年元月，在西桠、大

岭、濠头、上栅（今属珠海市）等地进行了速成识字的试点工作，参加

学习的共 634 人。当年，中山县被广东省划定为农民教育速成识字区。

解放军青年战士高玉宝通过使用“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从一个近乎文

盲的青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完成了 20 多万字

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小说《高玉宝》吸引着广大中山青年，他的

学习精神更加激励着中山青年。白天青年们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又挑灯

夜读投入到速成识字班的学习中。中山通过开办多种多样的速成识字班、

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班）和技术专修班，采取短期

速成的办法，使一批工农干部、工人达到中等文化程度。1956 年，区、

乡 88 名文盲干部基本达到小学毕业文化水平。a 全县青年教育、成人教

育等业余文化教育有了很大发展。

与此同时，扫盲工作还在青年人当中带头开展了“包教保学”活动。

1958 年冬，中山全县各地普遍开展“读万本书，写万个字”的活动。

全县组织了一支包括群众教师、脱盲的青年农民、中小学教师、下放干

部和青年学生等 9 万多人组成的扫盲队伍，开展了包教保学活动，结成

帮学对子，有的一人包教几人，有的几个人包教一个人，有的采用“亲

教亲，邻教邻，儿女教双亲”的办法，利用工前饭后时间进行识字教育。

这种“包教保学”活动还间接促成了青年男女的自由交往，特别是在农

村青年中开展的扫盲工作，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不仅

促成了文化教育的普及，亦为青年男女的自由交往、恋爱创造了客观、

自然的条件。扫盲工作还从农村发展到城镇，到 1957 年，全县职工学

校已发展到 24 所，学员达 6347 人；城镇民校 4 所，学员 548 人。1958

年扫盲工作的高潮又一次掀起，农民参加扫盲学习的达 15 万多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团的文化建设主要抓文化学习和逐步开

展文娱活动。1956 年，全县成立青年学习小组 1600 多个，参加学习的

a 参见《中山县乡级主要干部脱产扫盲班总结报告》，19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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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1.2 万多人；参加扫盲学习的青年达 2.3 万多人。至 1960 年，全县

脱盲青年达 12.39 万人。同年建立图书室 145 个，青年俱乐部 26 个，

青年文娱小组 382 个和一批青年咸水歌小组、篮球队等。1958 年，青

年俱乐部在生产大队一级建立，成立篮球队 1800 支，青年的业余文化

生活逐渐丰富起来。a

斗门公社（今属珠海市斗门区）果菉大队由八个自然村组成，有青

少年 750 人，其中文盲 280 人。85 名青年团员中仅有 9 人识字，团支

部利用这 9 名团员在四个自然村中办起了四间民校，每周六晚上上课，

开设识字课和珠算课，168 名青少年参加学习。在条件艰苦、缺乏经费

的情况下，团支部发动青年挖野生药材、摸鱼虾，卖给供销社，用卖来

的钱购买课本、练习册以及照明用的火水（煤油），136 人坚持完成培训，

掌握了基本的算盘运算和读写，其中有的还成为生产队的四员（会计员、

出纳员、计分员、保管员）。他们在共青团中山县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向

全县介绍成功经验。b

在 1959 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中，扫盲和业余教育受到很大影响，

入学人数逐步减少。到 1964 年下半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明显好转，中

山青年又掀起了学文化、学科学的高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人

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机构被撤销，人员被遣散，扫盲工作陷于停顿，文

盲和半文盲人数迅速回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山的农民教育仍

然以扫盲为主要内容。1980 年，全县尚有文盲 5.8 万多人，占青壮年总

人数的 13％。当年，中共中山县委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批转了县农会《关

于开展我县农民教育的意见》，要求农村教育以扫盲为重点，力争在一

两年内基本实现无盲县。到 1981 年，全县基本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扫盲

任务。1981 年以后，青年教育的重点转移到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

技术等方面。

a 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山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98 页。

b 共青团中山县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之九：《共青团果菉大队支部怎样领导

青少年进行业余文化学习》，1963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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