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7-9 星期五

编辑 段淑贞 校对 王飞飞

中原印记中原印记 追寻初心追寻初心 3

父城·故事

1955年至1956年，大量的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

高一级学校，需要参加农业生产。这个问题在毕业生

和家长中、在社会上引起很大波动，成为当时全社会的

舆论焦点和热门话题，也成为党和政府十分关注的重

要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土地改革

运动，农村民主政权建立起来，广大农民翻身当家作主，

分得了土地，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生产积

极性空前高涨。过去饱偿无文化痛苦的农

民，在政治上翻身、经济生活得到保障之后，

提高文化生活的渴望越来越强烈，送子女入

学读书成了广大农民的心腹大事，党和政府

也开始着力于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一方面在农村兴办农民夜校和农民识

字班，开展扫盲运动，提高成年人的文化素

质；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发展中小学教育。当

时党和政府提出了“面向工农”的办学方

向。青少年进中学、小学读书不受性别、年

龄限制，有的二十四五岁考进宝丰初中。

随着农村小学的快速发展，1953年宝丰

建起第二初级中学，中小学生入学率空前提

高，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到1955年，从小

学到高中，在校学生形成“宝塔型”。宝丰县

两所初中远远满足不了全县小学毕业生的

入学，许昌地区的两所高中也远远满足不了全区初中

毕业生的入学，靠国家投资新建学校不可能，靠社会办

学没力量，唯一的办法是做好宣传教育，动员不能升学

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或在农村就业。

升不了学的毕业生参加农业发展本来是正常现象，

但发生在建国初期，来自学生、家长及社会的阻力就大

了。持有片面的旧传统观念的人散布什么“毕业生回农

村种地是鲜花插在粪堆上”，还有的说：“受尽十年寒窗苦，

还得回家吃红薯”。有的女青年与中学生订了婚，要求退

婚；有的把考上考不上学作为成婚的条件。一部分家长

对子女采取威胁、许愿、物质刺激等手段迫使子女拼命读

书；有的指责学生“考不上学叫你打坷垃一辈子！”

在毕业生中，尤其是中学毕业生中，滋生了怕回农

村、怕干农业的思想。主要有五怕：一怕回农村没出

息、见不得人；二怕回农村找不来对象；三怕干农业吃

苦受累；四怕父母责骂训斥；五怕虚度青春贻误前程。

这些思想在家庭经济条件好、平时娇生惯养的学生中

较为严重。这个问题，如不及早加以解决，必将造成不

良后果。个别学生压力大，想不开，有可能会走上绝

路，也会诱发学生闹事，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无论发

生什么问题，对巩固刚刚建立的新生政权及保持社会

的稳定都十分不利。

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引起了各级党

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连续发指示，召开专门会议，要求

在全体中小学学生中和全社会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形成升学光荣，参加农业劳动同样光荣的社会

风气，树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和就业）的正确态

度，为革命而读书，为祖国而学习，服从人民需要，听从

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宝丰县委、县政府

根据上级要求，把毕业生的劳动教育摆上重要日程，当

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要求县宣传、文教部门和

学校把毕业生工作当作一项中心任务来完成。

宝丰县委把中小学毕业生劳动教育的重点放在宝

丰一中、二中，县委宣传部长亲自坐阵，具体领导，县文

教科、一中、二中领导亲手抓。其具体做法是：

一、有计划的请县党政主要领导到学校作政治报

告。讲国内外形势，讲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讲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响应

党的号召，听从祖国分配。

二、请农业劳模和农村干部作报告，现身说法，讲

农业劳动的意义和农村的发展前景，欢迎毕业生到农

村参加劳动。

三、学习农业战线涌现出来的中小学毕业生模范

人物的先进思想，用真人真事说明农村大有可为，只要

艰苦创业，前途无限光明。当时主要学习全国的典型

回乡学生石莲洁和鲁山县的山间明珠——扫盲模范马

小翠等。她们的事迹突出，思想境界高，得到的荣誉也

很高。周总理曾与她们合影，并设宴招待。广大毕业

生听后很受启发，取得较好效果。

四、在校内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利用学生在

校的好时机进行劳动教育。一是定期在全校学生中举

行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为主题的报告会、演讲会，

谈认识、表决心、报态度，启发自我教育；二是邀请往届

毕业生回母校联欢，互通感受，交流思想，典型引路，榜

样拉动，端正对农业劳动重要意义的认识，消

除各种疑虑和误解；三是在校园内贴标语、写

板报、办专栏，营造浓郁的劳动教育环境和良

好的气氛；四是团、队组织开展有意义的团队

日活动，吸收进步学生加入团队组织，关心他

们的政治进步，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升学和就

业。

中小学毕业生不愿参加农业劳动，在一定

程度上是受社会和家庭旧传统观念的影响。

县委、县政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张旗鼓

地开展社会宣传。县广播站和《宝丰报》开设

专门栏目进行了系统报道。广大农村以学校

为阵地，组织宣传力量，采取各种有效形式广

泛宣传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乡、村政府

和学校还有计划的召开家长座谈会，入户进行

家访，教育家长正确对待子女升学就业问题。

广泛的社会宣传得到了新闻界的有力配合。

河南地方戏豫剧《朝阳沟》和道情戏《前进路上》，就是在

这一背景下配合劳动教育推上舞台的文艺作品。

1955年至1956年是毕业生劳动教育的高潮期。当

时农村正在进行农业互助合作，逐步建立农业生产合

作社；另一方面在成年人中开展了扫盲工作。这两项

任务迫切需要一批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县委、县政府

提出要认真做好毕业生回乡后的就业安排。各乡、村

都出台了回乡毕业生就业的具体计划。有的担任农业

社会计、保管、记工员；有的担任扫盲夜校老师，或到小

学代课，或当义务宣传员。这样既解决了农村的需要，

又使他们有事可做，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逐渐安下心

来，扎根农村干事创业。

经过两年多的社会宣传和劳动教育，升学、就业同

样光荣的思想初步成为社会风气和舆论中心。加上农

村的毕业生越来越多，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已经成为

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毕业生中过去存在的农村没出

息、农业劳动没前途的错误观点有了扭转。1956年以

后，毕业生的劳动教育就由集中活动转入经常化的教

育了。 来源《宝丰党史》

宝丰县五十年代中小学毕业生的劳动教育

（上接第一版）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上级

决策部署，将扫黑除恶斗争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抓

紧抓细抓实抓出成效。把握常态化工作的新部署、

新要求，保持好、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创造的好

经验、好做法，提高常态化打击的预见性、主动性和

精准性，为全县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打下坚实

基础。坚持严打深挖彻查不松劲，保持高压态势，紧

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黑恶势力苗头，坚决打击到位，

决不让黑恶势力反弹成势。

会议强调，安全责任重于天，全县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批示精神，深刻吸取

商丘市柘城县“6.25”火灾事故教训，积极开展安全

生产警示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筑牢防线。要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治理，拧紧责任

链条，落实闭环管理，最大限度减少安全隐患，坚决

遏制事故发生。

会议指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全县政

法单位聚焦工作要求、清除害群之马，整顿顽瘴痼

疾，教育整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下步工作中，要

认真落实“回头看”工作要求，拿出恒心韧劲，持续建

章立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好“回头看”，不

断巩固教育整顿成果，提升政法工作水平。

会议听取了从全县差供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选

聘人员充实到乡镇基层工作，关于成立县委安全生

产委员会、县委生态环境工作委员会、县委自然资源

管理和城乡规划委员会等工作汇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李萍 李得胜）

十二届县委第239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