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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有一张名为“1958 年工农

业生产的几项宏伟指标”的宣传画广为流传。画

面以钢花四溅为背景，一个黄色大箭头直指冲

天，将 1949 年 16 万吨的钢产量，跃过 1952 年

的 135 万吨、1957 年的 535 万吨两个台阶，直

抵 1958 年的 1070 万吨。

中央提出 1958 年全国钢产量指标

1070 万吨，这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

数字，是党中央为全国制定的 1958 年钢产量指

标。为此，中国邮政发行了“为 1070 万吨钢而

战”的四分面值的邮票；国庆节天安门广场游

行队伍中，钢铁工人们抬着“为生产 1070 万吨

钢而奋斗”的大型宣传牌，走在队伍最前面。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在北

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之一就是

当年的钢铁生产。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

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号召全党和全

国人民，要用最大的努力，为在 1958 年生产

1070 万吨钢，比 1957 年翻一番而奋斗，开展空

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党中央为什么要提出“以钢为纲，全国跃

进”的方针？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发展

档案中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刘守华

工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帝国主义压迫

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

把我国建成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

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而发展工业的中

心问题就是钢铁生产和机械生产，机械生产的

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

但此时，共和国刚刚成立不到十年，百废

待兴，要让全国钢的年产量登临上千万吨的台

阶，几乎是天方夜谭。而且 1958 年已经过去

2/3 的时间，全国也只生产了 400 多万吨钢。要

在剩下的四个月内完成 600 万吨至 700 万吨的

生产任务，不仅全国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不足，

电力、煤炭、采矿、运输等相关行业的生产能

力也满足不了需要。

时间短，任务重。为了确保完成 1070 万吨

钢产量指标的生产任务，北戴河会议提出了“由

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办钢

铁工业”的方针。而为了“全力保钢”，就要优

先满足冶金设备和冶金工业增产的需要，生铁

除供应机械铸铁所需之外，其余全部拨给钢厂

炼钢。鉴于只靠正规钢铁厂很难完成任务，会

议要求各级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小（小

高炉）、土（土法炼钢铁）、群（群众运动）”，

开展轰轰烈烈的全民性土法炼钢炼铁运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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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冷冷清清。

不久，中央具体分配了各

地区、各部门在钢铁生产和相关

行业生产方面的任务，强调北戴

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生产指

标，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

成。对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和调拨

计划的主要领导要给予处分。

9月1日和5日，《人民日报》

先后发表两篇社论：《立即行动

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

任务》《全力保证钢铁生产》，为

即将开展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热

身、造舆论。社论指出：钢铁生

产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

任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钢铁生产放在首

位，其他工作“停车让路，首先为钢”。

户户献钢献铁，保证原料供应

号角已经吹响，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9

月 4 日，中共江西省抚州地委下发《关于立即掀

起全民大办钢铁高潮的紧急指示》（下称《指示》），

提出“完不成钢铁生产任务誓不罢休”的口号，

要求第一书记必须挂帅，要像抓农业一样抓钢

铁。“对于一分一秒的时间都要抓紧，对于一斤

一两的钢铁都必须争取，要以最快的速度，最有

效的措施，立即组织千军万马向钢铁大进军。”

9 月 27 日，中共广东省惠阳地委也下发了

动员指示，专门强调开展这场运动的意义：“须

知，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时期，钢铁问题已是政治问题，是世界问题，

是支援解放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措施

扭转当前生产迟滞不前的局面，就意味着我们

在社会主义建设面前，无能为力。为此，地委

号召全党全民，紧急地动员起来，立即组织力

量，为钢铁而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

炼铁大竞赛运动，火速地掀起三个高潮⋯⋯实

现日产 2000 吨专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全民炼钢，原料极其缺乏。抚州地区过去

是个“根本不产斤两钢铁”的地方，为解决大炼

钢铁原料不足的困难，地委下发了《关于立即

开展群众性的献筹废钢废铁废铜运动的指示》，

提出“除积极兴办钢铁企业外，发动群众，广

泛挖掘和搜集废旧钢铁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举

措”。要求“鼓足群众举办地方工业的十二分干

劲，促使全区地方工业多快好省地飞跃发展”，

在运动中每户平均要献筹废钢废铁废铜 12 斤

（其中铁十斤，钢一斤，铜一斤），共达 2200 吨。

此外，机关、学校、部队、厂矿、商业企业要

挖掘和搜集 800 吨。这样，全区共计挖掘和搜

集废钢废铁废铜就能够达到 3000 吨。为了完成

任务，地委突出强调要“政治挂帅，思想先行”，

克服某些群众认为“零星半点没啥用”等思想，

达到“人人动手动脑，户户献钢献铁，群策群

力，积少成多”。要“地上地下想办法，四面

八方都动手，到处掀起挖掘和搜集废钢废铁的

高潮”。

惠阳地区也存在原材料缺乏的问题，有的

炉有矿而没有炭（煤），有的炉有炭（煤）而没

有矿，有些炉址距离原料产地过远，运输困难，

成本增加，原材料供应不上，或库存很少，朝

不保夕，不能延续，致使不少小高炉陷于停工

待料的状态。

能否保证供应是关系到小高炉能否出铁和

“1958 年工农业生产的几项宏伟指标”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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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多少铁的关键。因此，惠阳地委要求：“每

个工场都要有自己的采矿烧炭（挖煤）队伍，

按照工场大小、炉只多少，组成采矿挖煤（烧

炭）的大队、中队、小队，由党委书记亲自掌

握，准时供应，风雨无阻。同时要组织强大的

运输队伍，集中民间车辆，把原材料从产地运

到高炉。还要组织一定力量，突击修筑公路，

推广快速烧炭法，这对原材料的供应都有很大

作用。每个工场最少要储备十天以上所需的原

材料，以保证不间断地进行生产。”

广东省宝安县委为了保证原料供应，提出

分片包干，动员群众，千军万马上山。“因此，

原先幽静的山谷里，发出了爆破声、锤声、歌

声，昼夜不停，响彻云霄。为高炉准备口粮的

钢铁战士们，披星戴月，通宵达旦，露天工作，

数夜不眠已成常事，就是狂风冷雨打湿了衣裳，

战士们也视之等闲。”

制定紧急措施，保证有效生产

对于白手起家开办钢铁行业的抚州地区来

说，即便有了原料，如何完成生产任务也仍然

是个难题。于是，《指示》提出了 11 项需要立

即贯彻的紧急措施，具体而细致，尽其周全地

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确保每一项

措施都能够落地生根。

一、必须书记、部长、厂长、矿长以及一

切首长，都亲自动手，采矿、安炉、炼铁，亲

自研究，总结经验教训，限期试验成功，保证

每炉连续性地出铁。

二、迅速把应抽调的上山挖矿、安炉和炼

铁炼钢的干部、民工按期按数调齐，投入战斗。

保证不少一人，不迟一天。

三、全面展开一个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

的宣传大运动。结合备战和建立人民公社的宣

传，从城市到农村，把宣传运动深入开展起来。

要组织辩论，动员人人写大字报，表决心，使

每一个人都懂得生产钢铁的重要意义，把一切

工作都调动起来，为生产钢铁服务。

四、在目前必须集中力量大破技术关，以

县为单位，迅速地由书记负责，召集有关炼铁

人员，研究失败的教训，限期突破技术关，保

证做到矿矿有炉、炉炉出铁，行行建炉、人人

炼铁，为了钢铁、全民上阵，农业社、机关、

学校、工厂、城镇都来兴办炼铁、炼焦工业，

以县为单位。目前必须迅速组织炼铁炼钢的技

术指导组（包括一切有研究的人员），集中技术

人员，进行现场创造研究，召开现场会、炼铁

会，一试成功，就要大力推广，不容迟延。

五、迅速组织以

部长、厂长、技术人员

为主的参观学习组，到

炼铁炼钢的先进地区进

行参观学习。并且立即

抽调 200 名到炼铁炼钢

的先进地区进行专门学

习，回来后分配各县，

作为炼钢的技术工人。

六、制造鼓风机

600部，9月底完成。并

且大量制作木鼓风机、

土风箱，必须使炉炉有

鼓风机。

七、所有抽水机，1958 年国庆节，游行的人们抬着土高炉，以示炼出 1070 万吨钢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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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全部投入炼

铁生产。小型抽

水机可借出使用。

已固定的大型抽

水机，必须在抽

水机旁建立炼铁

炉，做到抽水机

一举两用，需水

抽出，不需水炼

铁。

八、土高炉

未建成之前，必须组织劳动力大量地生产矿石

和铁砂，不得因炉子未建成而不挖矿石和铁砂。

九、大量挖煤炼焦，如期完成煤的生产任

务，保证炼钢炼铁所需燃料。炼焦应当迅速采

取一切办法，大力进行，以备炼钢的需要。

十、重点厂矿，必须限期修通公路和河道，

务求在最短时间畅通车船。

十一、所有部门，都必须积极地、大力地

从技术上、物质上、人力上对钢铁生产进行支

援，保证尽本身所能，坚决地主动地完成应当

完成的各项支援任务。

为了保证有效生产，惠阳地委则特别强调

了要建立责任制度。

县、乡、工场要实行逐级负责制，县里要建

立强有力的办公机构，以便领导正常出铁运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过去指导群众运动的劲头，拿

到钢铁生产上来；要以过去指导土改的方法，来

指导当前的钢铁生产。天天汇报，天天检查，发

现问题，立即解决，只能前进，不准后退。工场

也要建立责任制，做到炉炉有定额，人人有任务。

高炉平地起，遍地放红光

抚州地区一直以农业为主，历史上从未生

产过钢铁，所以，百姓不仅对建炉和生产操作

过程等冶炼技术全是外行，而且把炼钢炼铁看

得很神秘，难免会产生“只有洋设备才能炼钢

铁”“农民不会炼钢铁”“炼钢炼铁不能搞群众

运动”等想法。于是，地委组织了“从干部到

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自上而下的钢铁生产大

动员、大辩论活动，狠批“怀疑派”“悲观派”“条

件派”“等待派”“观潮派”“炉前摇头派”等

思想，彻底破除钢铁神秘化的迷信，“代之而

起的是敢想敢干大干的革命风格”，一支声势

空前浩大的全区范围内的钢铁大军，迅速组建

起来。

自 9 月 中 旬 至 11 月 20 日， 全 区 各 级 党

委第一书记都亲自挂帅，“唯抓钢铁”。各县县

委除农业书记和农工部长外，其他委员和正副

部长全部去抓钢铁，分工包干，深入基地、炉

边和民工之中，搞实验炉，坐镇炉旁，不离阵

地，坚守在第一线领导钢铁群众运动。各县县

委均组织了由县委第一书记亲自负责的钢铁指

挥部，分片组织了由县委委员负责的钢铁战斗

指挥部，各公社设立了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负

责的战斗司令部，各冶炼厂均设立党委会，下

设冶炼、燃料、原料、运输四路兵团，群众基

本上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

体化。

全区所有人民公社都组织了钢铁大军和运

输大军，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商业工作人

员、军队和城镇居民等，有条件的均在本单位就

地搞钢铁；条件不具备的，则分批轮换地派人参

加当地统一组织起来的钢铁大军。全区 12 万多

大中小学校师生，也都投入到钢铁大军之中。没

有煤铁资源的地方，就组织“钢铁远征军”，到

“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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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煤铁资源的地方安营扎寨，全区先后共组织远

征军近万人。全区搞钢铁的干部和群众，经常保

持在 20 万人左右。在钢铁“淮海战役”中，人

数达到 30 万，占全区 42 万总劳动力的 70%。

地县分别成立的钢铁指挥部及办公室，专

门指挥钢铁战斗，负责上下联系。要求各县每

天电话汇报一次各种统计数据。在开展“突击

战”的特殊阶段，一天要汇报四次，每六个小

时一次，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地委为了动员、

布置和检查钢铁生产，召开了四次县委第一书

记会议，两次工业书记会议，四次现场会，三

次广播大会。同时，三天召开一次电话会议交

流情况，共计召开 20 多次。

高炉平地起，遍地放红光。在大办钢铁运

动中，抚州地委提出“上下动手，飞跃发展，

由小到大，遍地开花”的战斗口号，很快在全

区形成高潮。为了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效果

发挥得更好，地委还采取了两结合的办法，即

正常生产与放高产“卫星”相结合，抓住重点

与遍地开花相结合。先后组织了三次放“卫星”

日，一次突击周，一次钢铁“淮海战役”，放

了四颗高产“卫星”。尽管其中遇到不少困难，

比如突击周时遇到大雨，有些炉子和燃料因缺

乏防雨设备而停止生产，使突击周的产量受到

严 重 影 响。 而 开 展 钢

铁“淮海战役”时，因

为要突击秋收冬种，钢

铁战线上的劳动力大部

分需要转移到农业战线

上，但炉子始终保持正

常进行生产。

群众对大炼钢铁热

情高涨，干劲十足。“这

些钢铁战士，真正表现

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发扬

了高尚的共产主义劳动精

神。他们在劳动中，不计

报酬，不分昼夜，一心只

为钢铁。他们日不休，夜

不眠，日夜奋战，风雨

无阻，轻伤坚持战斗，重伤不下火线，个个斗志昂

扬，人人干劲冲天。他们提出了动人的口号：‘钢

铁战士钢铁胆，要把钢铁堆成山，目的不达不停

火，一定打下钢铁城’。”

1958 年 12 月 12 日，抚州地委出台了本地

区《1958 年钢铁生产基本情况和 1959 年钢铁生

产的初步意见》，对前一阶段工作进行了总结：

“在每个突击过后，我们是一面做好下一个突击

的准备，一面坚持正常生产。因此，整个运动

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突击接着一个突击，一个

卫星大于一个卫星，一环扣一环，环环紧相连，

有节奏地向前发展。”

开始大搞钢铁运动时，抚州地区各县都很

谨慎，只抓住重点，几乎所有的钢铁基地都是

县办的，社办的很少。发现这个偏差后，地委

及时进行了纠正，将小的钢铁基地逐步移交给

人民公社主办。在钢铁“淮海战役”后，根据

矿石、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等条件，又不断

对钢铁基地进行了调整，撤销条件差的，前途

不大的交由公社办，大有前途的仍由县里直接

抓，经过调整，全区保留下来的县办钢铁基地

共有 15 个，社办钢铁基地 75 个。

此外，抚州地区还总结出了全民炼钢炼铁的

“五字宪法”，即“建、炼、挖、烧、运”相平衡。

蜂拥而起的小高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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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即建炉（建窑）。开始时，抚州地区全

区建炉，10 月中旬，全区共建成了 3000 多个炼铁

炉，全部都是 0.5m3 以下的小炉子，虽然小，但

对初期的钢铁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后来，又

逐步建立了一批 1m3 以上的炼铁炉。不久，在此

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全区有炉子 1950 个，其中

3m3 的 144 个、5m3 的 45 个、8m3 的三个。在钢

铁“淮海战役”中，全区建立大小钢铁窑 6259 个。

“炼”即冶炼。重点抓冶炼技术和冶炼设备，

有冶炼技术人员 3000 名，鼓风设备 800 个和整

套炉前操作工具。

“挖”即挖矿石、淘铁砂和挖煤。全区共挖

矿石 32 万吨，淘铁砂 1 万吨，挖煤 2.9 万吨。

“烧”即烧木炭、砍木柴。全区共烧木炭 6.8

万吨，砍木柴 45 万吨。

“运”即运输。全区投入钢铁运输的汽车共

38 辆，船筏 900 只，各种车子 3400 辆。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炼铁炼钢，冶炼技术对

群众来讲已不再神秘，但这毕竟是重工业，要

炼好钢，出好铁，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技术措

施。为此，惠阳地区总结出了实践经验，并迅速

推广：

少装勤装。根据炉子的容量和出铁情况，

确定每次装料多少，隔多久装一次；

大风大火。因风制宜，以风力定炉身，炉腔太

大的可缩小，炉身低的可加高，以保证风大火大；

“三保温”“四均匀”。采取补好高炉裂缝、

炉顶加盖、缩小出渣炉口的办法，以便保温。

同时，为了保证出铁正常，入料、配料、时间

和风力都要均匀；

碎矿洗矿。把矿石碎成小手指头那么大，洗

去杂质，既可以减少燃料，又可以防止“结流”；

提高出铁率。要实行入料、出铁登记制度，

铁渣要回炉，零星铁块要放回沙模里用铁水凝

成大块，用最低限度的原料，炼出又多又好的

铁，并逐步减少原材料比例，提高出铁率。

一炉炉铁水出炉，一颗颗铁“卫星”上天。

全区人民“以冲天干劲，发挥了敢想敢干的精

神，使各种土法炼钢遍地开花”。宝安县老百姓

用“诗歌”来歌颂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

宝安遍地是东风，钢水奔流映天红，高炉成群

平地起，男女老少逞英雄。白天炼钢人兴旺，夜间

高炉遍地光，宝安全民齐动手，庆祝钢帅永光芒。

“提前完成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经过几个月全区党员群众的苦战，抚州地

区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从过去根本不产

钢铁，到搞出钢铁 12388.935 吨，培养出“钢

铁技术工人”5000 多名。

惠阳地区则以《十万钢铁大军奋战，万吨

钢产卫星凌空》为题，报告全区“钢产卫星连

续直冲云霄”，超额完成全年产钢任务的喜讯。

195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在《1070

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的标题下报

道：12 月 19 日，全国已生产钢 1073 万吨，正

式宣布提前完成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年末，钢产量指标数字再次被刷新，宣布

全国钢产量为 1108 万吨，生铁产量达到 1369

万吨，超额完成了 1958 年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

中国邮政及时发行了“1958 年庆祝生产 1108 万

吨钢”的十分面值的邮票，各地也纷纷挂出“庆

祝 1070 万吨钢提前告捷”的标语和喜报，钢花

在夜空下四处飞溅的宣传画“为超额完成 1070

万吨钢而欢呼”，更是张贴在大街小巷。

随着任务的完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

炼钢铁运动转瞬即逝。据统计，截至 1958 年底，

全国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达到 9000 万，直接

和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6 左右。

“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钢产量翻番的指标从数

量上说算是完成了，但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

的破坏却是相当严重的。”这是 2011 年中央党史

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

1978）对这场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做出的权威评价。

（编辑 潘 鹏）

（作者是《中国档案》杂志社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