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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从 年以

后开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实际是

年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预演和准备。 年到

年上半年，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

了一场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有极大影响的运动——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 年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

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年初，中央制

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 目 前 提 出的一些问

题》（简称“二十三条”）中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清政治、清

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

点在农村进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指在

城市工业交通各部开展的“五反”运动。

年 月 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关于在农

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的通知》，并下发《在

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宣传纲要》，决定用两

个多月的时间，集中力量在农村中开 展 一 次 声 势浩

大、深入细致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进一步提高

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官僚主义，改

进领导作风，密切党 和 群 众 联 系，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在合作社干部中着重进行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为社员服务、向社员学习、依靠群众、办好合作社的

教育；在领导干部中进行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深入

群众的作风教育；对农民群众着重进行勤劳生产、俭

朴生活、爱社如家、爱国光荣，争取做个好社员的教

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主要内

容的社会主义教育（1957—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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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甘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综述

育。这次宣传教育主要采取启发诱导、以理服人、正

面宣传与发扬民主相结合的办法，就地收集有教育意

义的具体材料和培养树立学习榜样，并把教育群众和

改进领导作风结合起来，除 讲 演 、 报 告 、座谈、讨

论、会议对比和算细账外，宣传中还采取群众喜闻乐

见的各种文艺形式。 月 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

在《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 宣 传 运 动 的情况简

报》中指出，自从省委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

思想宣传运动的通知后，各地结合情况，制定计划、

训练力量、调查研究农民思想情况，到 月中旬转入

和群众直接见面、进行广泛宣传教育阶段。张掖、银

川、兰州和不少县研究分析本地区农民和干部的思想

情况，探讨存在的主要矛盾，结 合 中 心 工 作开展运

动。一些地区由于开展宣传运动，农民群众的增产信

心普遍增强，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 月 日，省委

发出《关于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通知》，要求

用揭露出的反动言论，以做报告、开家长会、社员座

谈会、老农座谈会、烈军属座谈会、小学教员座谈会

等形式，向农民、工人、市民、少数民族群众、中学

生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教育）。

年 月 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关于开展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提出是年

月至次年 月在全省范围内 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

深入开展一次大规 模 的 社 会 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

动，并以这个运动为纲，办好人民公社，推动 年

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为逐

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月 日，省委在原

整风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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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

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 月 日，中共甘肃省委

发出《关于 在 农 村 中 深 入 开 展“ 三 反 ”运动的指

示》，指出“三反”（反 贪 污 、反 浪 费 、反官僚主

义）运动“是一次兴无灭资的斗争，是一次共产主义

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整风整社运动”，各

级党委必须把深入开展“三反”运动作为当前全党头

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

年 月 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贯

彻执行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的通知》，要求各地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围绕各项

中心工作，在广大农村迅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结合

我省情况，这次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是：工农联盟、集

体主义、顾全大局、按劳分配、勤俭节约、努力生产

以及遵纪守法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教育；同时讲清

当时形势，说明“三面红旗”的正确性；鼓干劲，克

服困难，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集体生产积极性；树

立全局观念和集体主义思想；加深对农村支援城市、

工农联盟的认识；树立勤俭节约、遵纪守法的风尚；

增强信心，为农业生产有较好的收成创造条件。

年 月 日至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

会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

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主 义 教 育 运动，在城市开展

“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

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年 月 日，中共甘肃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

作部《关于进一 步 开 展 农 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

见》指出，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全省农村工作的

主要任务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

集体经济，争取全年农牧业丰收，并确定当年全省农

村工作的重点是，在所有社队中开展以贯彻执行中央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为中心，以阶级教育为纲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

体主义教育运动。通过这次运动，彻底整顿社队组织

和加强基层党的工作，同时还明确 关 于 社 会 主义教

育，要着重说明当时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

形势；“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国内、省内形势正一

年比一年好转，前途无限光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

优越性，批判侵害集体经济的各种资本主义倾向，坚

定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信心，并与一切危害社会主义

二、以“四清”、“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主义教育（1963—1964年）

事业的违法乱纪行为和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

斗争。 月 日，省委下发《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的部署及恢复农业生产的规划问题》（ 年 月甘

肃省委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有步

骤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打退资产阶级势力和封建

势力进攻的基本方针，以及宣传政策、进行四清、评

审四类分子、建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步骤。

年 月 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关于少数

民族牧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若干问题的意见（草

案）》。 日，甘肃省委批转省委财贸办公室《关于

农村财贸单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加强财贸部门

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要求农村财贸单位的社会主

义教育着重解决 个问题： ．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教育，端正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 悟 ； ．反 对官僚

主义、分散主义、铺张浪费、私分多占、特殊化等不

良作风； ．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 ．整顿

和健全领导 核 心 ；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特别是企

业财务管理制度。运动分 个步骤： ．学习党委规定

的文 件 ； ．全面彻底进行“四清”（清账目、清仓

库、清财务、清票证）； ． 职 工 进 行自我 “ 洗手洗

澡”； ．正确处理严重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

．进 行 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巩固运动

成果。

年 月 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 中 目 前 提 出 的 一 些 问 题》，即“二十三

条”。“二十三条”对 年下半年以来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强

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

盾”，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是年 月 日至 日，甘肃省第一次贫农

下中农代表会议 在 兰 州 召 开。省委书记汪锋作题为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掀起生产高潮，夺取今后农业大丰收》的报告。

会议交流了农村社 会 主 义 教 育运动和生产斗争的经

验，通过了《告全省贫农下中农书》。 月 日，根

据省委指示，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贫下中

农和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省上决定举办阶级教育展

览会。展览会分解放前三大敌人对甘肃各族人民的残

酷剥削和血腥统治，解放后甘肃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成就和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以及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出

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等三部分。 月 日，中共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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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1965—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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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发出《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学习毛主席几

篇文章的通知》。这 几 篇 文 章 是：《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反 对 自 由 主 义》《愚公移山》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通知》要求各

级党委要认真抓好农村基层干 部 对 毛 主 席著作的学

习，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武装农民，不断提高他

们的觉悟，掀起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高潮。

从 月中下旬开始，全省集中 多名社教工作队

员，由各地、市、州组成 个工作团，在 个县、

市， 个公社， 多个大队， 多个生产队

万人口的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年 月 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农

村政治工作的指示（草稿）》，指出农村政治工作的

基本任务和目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党员、干部和

农民，建设强有 力 的 农 村 支部，组成革命的阶级队

伍，以保证党对农民的绝对领导，保证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胜利，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强调在

“文化大革命”中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突

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主要用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

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总路线的理论，关于群众和民主集中制的理论

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

线、两种方法的斗争，做 到 在 斗 争 中学，在斗争中

用。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

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解决

了一些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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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盗窃和刹住封建迷信等歪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

是，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性质不

同的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

映，因而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打

击；特别是运动后期又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

派”，使“左”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方面的

工作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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