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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比学赶帮运动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期，中山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的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沙溪公社圣狮大队用

了八年时间，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建成一个“雄厚的集体经济，农

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农业与工业并举，集体福利事业和文教事业繁荣，

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的新农村”。

1964 年 2 月 24 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全省农村学习圣狮大

队的通知》，充分肯定圣狮大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2 月 27 日，

《南方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刊登题为《圣狮——全省农村革命化的

一面旗帜》的通讯；28 日，发表《全省学圣狮，促进农村革命化》的社论。

中共佛山地委响应广东省委号召做出决定，要求在佛山专区全面开展大

规模的学习圣狮大队运动，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之投入到

生产中去。随即，学圣狮大队运动在全省、全区和中山县开展起来。

学圣狮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全县农业生产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许

多生产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面貌。尽管当年遭受严重的台风暴雨，导

致水稻、甘蔗大幅减产，但由于各社队仿照圣狮的方法，大力发展综合

经营，农业总产值仅下降 11.27%。

在声势浩大的学圣狮群众运动中，工业交通战线结合自身实际，坚

持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企业管理

为重点，广泛深入开展技术练兵活动，进一步提高员工的技术操作水平。a

1964 年，共青团中山县委提出了青年工作的主要任务 b：更高地举

a 以上关于圣狮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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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4 页。

b 在中山县第四次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共青团中山县委工作报

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开展比学赶帮的革命竞赛，为促进我县青年

更加革命化而努力》。

中山青年运动百年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243243

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大学解放军，发动青年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增

产节约运动，狠抓阶级教育，创造“四好”支部，建立团结和教育青年

的活动阵地，为促进青年更加革命化而努力。

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共青团中山县委提出必须开展比学赶帮

革命竞赛。团县委认为：开展比学赶帮有利于明确奋斗目标；可以调动

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冲天的革命干劲；可以促进先进的更先进，落

后的赶先进，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开展比学赶帮对青年来说更有特

殊的重要意义。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的一部分，占农村劳动力的三分之

一，如果把广大青年发动起来，就能更好地推动全民的比学赶帮运动蓬

勃开展。在青年中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就能使青年勇于革新，奋发向上，

不断革命，促进青年的思想和工作更加革命化。

共青团中山县委告诫中山青年，现在成为先进的地区、单位和个人，

应当防止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要认识到先进是无止境的，先进永远是

相对的，先进中也有落后的因素，也有薄弱环节和不足的地方。因此，

就要不断克服落后因素，加强薄弱环节，才能向前发展。同时，先进也

是相对而言的，在公社、本县是先进，但从专区、全省、全国来看可能

并不先进，今天达到了先进，到了明天可能并不先进。不应当有“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的想法，停滞不前最终会走向落后，要勇于赶上先进，

超过先进；对于暂时处于落后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应当看到落后也是

相对的，落后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人们不甘落后，奋发向上，虚心向

先进学习，摸清楚自己落后的原因，积极工作，就会促进事物向好的方

向发展，从而改变落后面貌，逐步赶上先进，超过先进。

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共青团中山县委提出了奋斗口号：比先进有雄

心，学先进要虚心，赶先进有信心，帮后进要诚心。要切实做到比有对手，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帮有措施。要向圣狮大队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

精神、雄心壮志，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幸福的新农村。全县团支部要

向龙瑞大队团总支学习，把团支部建设成具有革命化的“四好”团支部。

大家都来比先进，找差距，你追我赶，你学我帮，努力学习，积极工作，

争当“五好”青年。

通过在全体青年中开展比学赶帮运动，中山青年的整体思想面貌有

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提高农村青年劳动生产率，担当突击性活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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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种田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工业战线完成技术个性项目 132 项，

形成了规范化劳动生产制度。1964 年中山全县的工业总产值 1.3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4.75%，产品质量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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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41 年秋，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山四区合水口村成立了民兵

集结队，共 50 余人，青年刘震球任中队长，主要任务是为游击大队补

充兵源。这是中山县较早称为“民兵”的队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中山民兵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山的共青团在民兵建设工作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据不完全统计，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团员青年积极带头参加民兵，全县有团员 2034 人

参加民兵（缺两个区的统计数据），占适龄团员的 88.5%，b 他们按照

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维持社会治安，协助、配合部队、公安部门开展

剿匪、肃特斗争，有力地保卫了“土改”运动顺利开展。随着反内潜、

外逃的需要，中山民兵于 1951 年初建立了第一个海防民兵哨所，从此

 

 

a 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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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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