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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 9 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并通过了将

团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团的改名得到了中共中央的

支持，中共八大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写入党章。因此，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三大通过改名的决议，实际上是完成了最后程序。

自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

还决定：“将改名以后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和过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相衔

接，依照次序加以排列，把下一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定名为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团三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说：“你

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

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

就不能胜利。” 

第二节　突击积肥、修水利

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

队》一文写了按语，用了“四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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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青年突击队工作成为中

山青年工作的主要特色。

1957 年，中山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按照总

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以极

大的热情和干劲，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 年 1 月 21 日，共青团中山县委向中共中山县委提交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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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普遍建立农村青年突击队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县的农村青

年突击队，在 1955 年春抗旱斗争中开始建立，经过农村合作化高潮和

积肥、入泥、修水利的大生产运动发展起来的。全县共计有 1261 个队，

拥有队员 26759 人。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我县农村青年突击队，在突

破生产薄弱环节，和自然灾害做斗争及完成紧急任务中，做出了巨大贡

献。因此，不少地方的青年突击队，被群众称为‘社胆’。”

报告中列举了当时中山青年突击队的部分情况。濠头等 17 个大乡

已建立 508 个青年突击队（组），队（组）员 6300 人，有青年船 210

艘、青年艇 2432 艘。青年船和青年艇在推动当前修水利和入泥积肥的

“大跃进”和防寒斗争中，发挥了显著的突击作用。荔山乡（今属珠海

市）网山水库的青年突击队，为了完成任务，一连奋斗五天五夜，每晚

工作到十点。南山社的 9 个青年突击队、176 个队员“白天战山塘，夜

里积肥忙”，10 个晚上共积土什肥 4.5 万多公斤。长命水团支部在水利

工地上，组织青年碎石突击队 10 人，每人每天平均碎石 50 公斤，突破

了定额的 100%。石寮坑水库的青年组成了 9 个青年“打硪突击队”。

黄阁乡长漠社（今属广州市）因牛力不足，24 个青年组成拉耕突击队，

并由每天每张犁冬犁 2.2 亩提高到 3.6 亩。浮沙（阜沙）乡浮沙社的青

年突击队带头搭灰屋积肥，带动了全社社员都搭建起灰屋。六乡（今属

珠海市斗门区）已建立了 57 艘青年船及 538 艘青年艇，他们提出了“创

最高纪录，破今年常规，跑在全乡最前头”的口号。大岗乡（今属广州

南沙区）南顺社第一次进行入泥评比，结果第一、第二名都是青年船，

其他青年船都突破了定额的 100%。

因此，团县委认为：“上述事实，足以再一次证明，青年突击队（青

年船、青年艇）是发挥青年突击作用，促进农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的形

式，同时也适合青年群众，为广大青年所喜爱。”当中共中山县委提出

“全党动员，全力以赴，进一步把水利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来个大跃

进”时，团县委认为：“必须迅速地进一步发展农村青年突击队，在原

有基础上来个大跃进，充分发挥青年的突击作用，推动全县冬季生产大

跃进的实现。”

中共中山县委第二天就做出批示：“团委报告很好，共青团是党的

助手，青年突击队是生产大跃进的先锋队。希望各乡镇党委应立即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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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有生力量组织起来开到生产大跃进的最前线‘水利和积肥’，发挥他

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完成和超额完成党交给青年的任务。”

在后来的工作中，共青团中山县委加强了对基层的指导，明确建立

青年突击队的目的是推动当前生产“大跃进”，并明确指出，青年突击

队应选择具体的突击方向，如兴修水利、积肥入泥、改良土壤和除“四害”

讲卫生运动等；在工作形式上，要选准时间点，寻找突破口，适合青年

特点，可以生动规划任务，突击包干完成，同时要保障日常工作不受干扰。

在团县委的指导下，各区团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调动青年

的积极性。在积肥运动中，民众区提出了“千艇万斤，突破定额”的口

号；横栏区对入泥乡提出了“千艇千肥，八十天，打破纪录，超额完成”

的口号，对不入泥乡提出了“千斤什肥，人人七亩，亩亩二井，超额完

成”的口号；港口区组织了“青年捞田螺积肥队”。

1958 年 6 月，中山新平社青年突击队苦战一天半带动全社实现牛

尾灶化的成绩受到了团佛山地委的通报表扬。牛尾灶化是当年通过薰化

生产氮肥、钾肥的一种有效方法，对解决农业生产的肥料问题有重大作

用。在 458 个青年突击队员的带动下，新平社的 1058 户社员，只用了

一天半的时间，就做起了 936 个牛尾灶，团员、青年在突破肥料关当中

起到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团佛山地委号召团员、青年向新平社青年突

击队学习，以此来推动自己的生产和工作。a

1958 年春，全县动员 30 万农民进行大规模兴修水利劳动，完成大

型水利工程（20 万元投资以上）3 宗、中型工程（2 万元投资以上）26

宗，小型工程上万宗，完成土方达 3071.4 万立方米，比“一五”计划

期间的水利工程总量增长 2.5 倍，受益农田达 130.6 万亩，从而揭开了“大

跃进”的序幕。

为实现水利建设的“大跃进”，中共中山县委实行“大兵团作战”

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做法，成立全县水利工程指挥部和县第一、

第二工程施工队，各公社组织专业工程队，由县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

动员 10 万群众上工地，农闲时间保持三四万人坚持作业。1958 年 9 月

a 详参共青团中山县委员会：《团讯》（58）青佛办字第 0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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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全县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斗门白藤堵海工程动工兴建。中

山县委动员上万名民工，配备大小船艇 2000 多艘、大小汽车 1000 多辆

投入作业，经过八日八夜的奋斗，完成西堤的合龙工程。9 月 26 日起，

动工堵塞东海峡。大堤于 12 月 18 日成功合龙。白藤东西全长 5677 米

海堤的建成，增强了中山沿海抵御台风、暴潮、咸潮上涌的能力，解除

13.7 万亩农田的咸害威胁。全县还完成坦洲、民众、赤坎、白蕉、特沙、

张家边、神湾、横石、三乡、五乡联围工程，以及中顺大围续建工程，

动工兴建乾务水库，受益农田 37.75 万亩。a

在一连串全民兴修水利的大战役之中，青年突击队都发挥了先锋模

范作用，至今仍留下了不少“青年堤”“青年河”“青年闸”等水利工

程，为中山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立了功勋。

据统计，1960 年上半年中山全县组织了青年突击队 2583 队，有队

员 56223 人，他们在建设工业基础，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与自然灾害做

斗争中都英勇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促进派。b

1960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共青团中山县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主题，也是号召广大青年充当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英勇突击队。

a 引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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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页。

b 《共青团中山县委员会关于三年来团的工作初步总结》，1961 年 8 月 16 日。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第二编 投身建设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