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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2 年 1 月 11 日—2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了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

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

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

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没有再开过。况且

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

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

不普通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

千人大会”的《通知》中理解和思考这种不同寻常

的原因：

中央决定，1962 年 1 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

有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

和重要厂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

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

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

形势和规划。

从 1958 年以来，我们在各个工作战线上，都

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同时，在

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

这也是不能忽视的。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

的问题，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是暂

时的，但是严重的。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

特别是农业情况，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

但是困难还没有渡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还

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例如：分散主义

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

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

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

情绪，等等。这些观点、作风，又妨碍着困难的克

服。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

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

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

使当前的困难得到较快的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局书记以外，省委

和自治区党委各四人（第一书记和工业、农业、财

贸书记），地委三人（第一书记和工业、财贸书记），

县委二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或者其他书记），中

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重要厂

矿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厂长）。西藏、新疆等边

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地县两级党委的出席人数，

由自治区党委酌情确定。厂矿党委出席人员的名单，

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拟定后另行通

知。各地区出席会议的名单，望在 12 月 10 日前报

来。所有出席会议的同志，都于 1962 年 1 月 8 日

前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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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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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和保障工作（上）

是如何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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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是由于“大跃

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

困难形势，中央在进行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困难，

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粮食问题又是火烧眉毛

般的危急，再加上苏联赫鲁晓夫对我不断施压的这

种复杂而又紧急的情况下决定召开的。

“七千人大会”的通知是杨尚昆负责起草的。在

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

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

认为“七十条”削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

十条”是个困难。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

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并写进了

通知。

11 月 15 日，杨尚昆报告邓小平，说通知写好

了，其中增加了重要厂矿党委一项，是我们讨论增

加的，请审阅。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接着送毛

泽东、周恩来、彭真传阅，他们也没有提出不同的

意见，分别画了圈，通过了。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

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11 月 16 日通知

正式下发。

（二）

召开“七千人大会”通知下发的当天，刘少奇

乘火车赴广东从化。11 月底，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南

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视。这样，大会的筹备工作

主要由邓小平负总责。具体的后勤工作安排，则由

杨尚昆负责。这么多人来开会，吃喝拉撒睡不是一

件小事情。为此，中央办公厅专门成立了大会筹备

处。

大会的筹备工作，首要问题是大会报告的起草

工作，这是一个重头戏。“七千人大会”最初的议

程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讨论通过中央的一个报告，

通过总结经验，统一大家的思想，反对分散主义，

推动征购。所以报告写些什么不写什么，就是至关

重要的事情了。报告起草也就成了会前的一项最重

要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在刘少奇不在北京的情况

下，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具体负责组织起草工作的

是陈伯达。

其次是筹备大会的具体工作。这项工作分为会

议组、警卫组、生活组。会议组由叶子龙负责，警

卫组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负责；生活组由北

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负责。这三人一时被大家戏

称为“三巨头”。

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

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

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

领导汇报大会的情况等。

警卫组，主要是负责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生活组，是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

一日三餐等。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属于生活组来

安排。

为了弄清筹备会议的情况，我根据杨尚昆的日

记的记载寻找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员，遗憾的是，绝

大多数都已经故去了。几经周折，才找到了目前还

健在的会议组的李润民同志。李润民今年 79 岁，身

体还好，只是耳朵有点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颇

有感慨地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

我一生负责筹备多少次会议已经记不清楚了，

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七千人大会”。我们从未筹备

过那么大规模的会议，最多如党的八大，也就是一

千多人的会，这一下子要筹备七千人的大会，没干

过呀。再说何止是七千人呢，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

都要带一个秘书吧，地委书记也得带个人，要不他

召开会议谁去招呼？大的省份一来就是几百人，最

少的西藏也有六七十人呢。另外，会议上管招待、

管简报、管保安的都得住在会上，这些人也得统计

在内呀！所以实际上决不止七千人的规模了，弄不

好得有万把人吧！

40 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召开过如此大规模的会

议！

李润民接着说：

而我们的会议组呢，那时还只是一个科，有五

六个人。召开“七千人大会”是临时决定的，从决

定召开大会到会议正式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筹备，你

就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忙吧，几乎每天都是通宵达

旦地干。仅仅是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就忙得我们

晕头转向。各个省有多少同志参加，正式人员多少，

随行人员多少，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都得一

一登记准确。那时候又不像现在，有传真，有电脑，

有手机，而是完全靠手拨电话进行联系。关于与会

人员的名单，当时近的地方如天津、北京是直接送

来的，远一点的地方都是通过电报的形式，把名单

报上来，机要室的译电员再一一翻译出来，然后送

到我们手上，我们再进行统计，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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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光统计了还不能算数，得抓紧报到办公

厅主任杨尚昆那里，让中央领导过目，点头同意。

除了上报中央领导，我们还必须留出时间给北京市

委，因为他们要按这个名单，落实与会人员的食宿；

同时还需要给交通管理部门留出时间，让他们按人

数、按地点调配车辆。这还不算完，然后还必须追

着北京市委了解安排落实的情况，需要了解各个代

表团的住处。当各省人员的名单确定之后，我们还

得一一落实他们什么时候到京，是乘飞机来，还是

乘火车、汽车来，我们得派什么人去接⋯⋯

在杨尚昆的日记里，我曾看到李润民多次向杨

尚昆汇报会议名单的有关记录。这是他担任的主要

工作，所以印象比较深。

其实会议组的工作还有很多，还要抽调各路人

马，组成一个庞大的简报组。“七千人大会”的特

色之一，就是简报多。对负责写简报的人员如何落

实，如何组织培训等等，因为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有

关人员，就不得而知了。

（三）

为了解有关“七千人大会”的安全保卫和生活

住宿问题，经人介绍，我找到了原北京市公安局副

局长张文奇同志。

张老很负责任，他不但认真回忆那段历史，还

专门跑了档案部门核对材料。他说：“七千人大会”

之前，凡是党中央开会，或者是人大、政协开会，

都是由中央有关部门牵头。只有“七千人大会”连

带当时的另外两个会议是由北京市牵头做保卫和生

活保障工作的。至于为什么交给北京市搞，当时没

有说。现在分析，可能是因为会议人数太多，代表

们分散在北京市的各个饭店、旅馆，工作量非常之

大，而且具体吃、喝、行的保障也十分复杂，涉及

到北京市许多部门，这样看，由北京市负责操办可

能更方便一些。

北京市接受这样一个任务，一定不轻松。张文

奇说：

操办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会议，即使是在现在交

通和通讯技术相当发达的情况下，也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更何况当时的条件是那样的落后，所以北

京市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比如我们警卫组，接受

任务后，立刻进行分工，有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

有负责会议代表外出活动安全的，有负责安全检查

的，有负责交通的。单说安全检查，它既包括对人，

也包括对物的检查。比如人，要事先进行审查，政

治上是否可靠。如北京饭店有一位厨师，厨艺非常

好，但觉得政治上不大可靠，就只好不用。再比如

物，所有的房间、设备、电梯、汽车都要进行安全

检查；吃饭，所有吃的东西从哪儿来的，谁运来的，

放在什么地方都要一一核对清楚，叫做采购、运输、

制作一条龙。从人到物到活动安排，任何一个环节

都不能出错。

再说交通方面，因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各大厂

矿党委书记、厂长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来过北京，

为使他们出行方便安全，北京市对不少模糊不清的

交通标志牌都重新进行了更换。

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又处在困难时期，北京

市一下子要安排招持一万多人，宾馆情况怎么样，

他们是怎么解决吃、住问题的呢？张文奇说：

北京市一下子要来这么多人，真的有点招架不

了。这么多的人一起开会，不要说北京市，就是中

央也没有经验。准备的时间又非常短，也就是一个

月的样子，真是紧张的不得了。你就说宾馆吧，哪

有那么多的服务员呢？像友谊宾馆一下子要安排

1600 多人住宿，服务员缺很多呀！怎么办呢？从上

海借了 181 人，在北京市内借了 128 人，然后再培

训上岗，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会议人数多，安排的驻地就有 11 个地点：

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北纬路旅馆、民族饭店、友

谊宾馆、西颐宾馆、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饭店）、虎

坊公寓（主要住的是工作人员）；还有军队系统代

表住的宾馆：三座门招待所、西直门总政招待所、

翠微路招待所。大小会场 282 个，由于各中央局、

各省委、各地委开会，都要有会场，像中央局开会，

还需要有能容纳近千人的大会场。有的饭店有大礼

堂，有的没有，没有的还要另外找会场。所有这些

地方都要安排好，都要提前进行安全检查。

当时的北京远没有现在这样繁华而便捷，甚至

还没有从“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里走出来，但人

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对自己的领袖充满信任和热

爱，他们以冲天的干劲和热情从事着在今天看来难

以想像的艰巨而又辛劳的工作。虽然他们不是叱咤

风云的人物，但历史应该记住他们。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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