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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以北京市为例

■ 刘肖委

[ 摘 要 ]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边打、

边稳、边建的方针，领导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

发挥着重要的示范性作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紧紧抓住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关键点，并将其贯穿于

运动全过程，通过进行大规模的时事宣传教育、组织各界各阶层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召集群众集会开展反

美控诉运动、引导群众与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订立爱国公约等做法，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主义热

情。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支前运动、爱国捐献运动和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以实际行动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

胜利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 关键词 ] 抗美援朝运动；爱国主义教育；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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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

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边

打、边稳、边建的方针，领导开展了波澜壮阔

的抗美援朝运动。［1］这个运动不仅有力地支援

了志愿军的作战，也推动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

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们党紧紧抓住爱

国主义教育这一关键点，并将其贯穿于运动全

过程，通过采取各种有效的举措，使全国人民

的爱国主义情绪得到了极大地调动，并转化为

支持志愿军作战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

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

的磅礴力量”［2］。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

国主义教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相关研究

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抗美援朝运动中爱

国主义教育在地方的开展就有进一步深化研究

的必要。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市在各项运

动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性作用。在抗美援朝运

［1］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

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56 页。　

［2］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10 月 24 日。　

动中，北京市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系列

有效做法，经中共中央批转，被推介到全国各

地［3］，推动了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走向深入。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对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情况作一些梳理和研究。

一、为什么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既

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

识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也是提升干部群众的

政治觉悟，深刻认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

意义，扫除亲美、恐美等错误认识的需要。

一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新生人民

政权，提高其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认同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大部分

农村地区，农民的注意力和兴趣还都只局限在

本村和附近地区的一些事情上；在大部分城市

地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都局限于小范围的

［3］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9、85、

91、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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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层单位。［1］只要个人生存条件不受到直

接的威胁，他们对时事政治很少关心，对党和

国家也缺乏认同。另有一些工商业资本家、知

识分子、职员等因为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负

面宣传的影响，对人民政权有偏见甚至有敌意。

因此，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有必要通过爱国主

义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新生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政治

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

并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扫除恐美、亲美等

错误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美两国国力对

比比较悬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

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以原子弹为

代表的尖端武器，而新中国还处于百废待兴的

状况。对于新中国迎战美帝国主义，一些人产

生了恐惧、害怕的思想。从北京市当时的情况看，

有的职员怕原子弹，认为美国武器好，而我们

的武器不如他们；部分学生对志愿军没有信心，

“听到出志愿兵时，简直不敢往下想了”；一

些教员态度消极，甚至反对学生讨论时事；不

少工商业资本家态度比较沉闷，惧怕和美国战

争。只有少数进步分子表示要积极援朝。［2］另

一些在旧中国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的

教授、资本家、教徒和教会学校的师生则存在

着亲美、崇美的错误认识。有的认为，“美国

是天堂，一切都好”，“美国创造许多物质文

明，给全世界享受”，“美国最民主，每个人

都有一张选票”；有的认为，美国很和善，不

会侵略中国，美军过去在中国的暴行不过是“个

别事件”；有的认为，美国很富，不致于“到

别的国家抢东西”，等等。［3］

三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抗美援朝

战争的重要意义，以积极的态度支援抗美援朝

［1］参见〔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王建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72 页。　

［2］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50、92、98 页。　

［3］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

资料汇编》，第 92 页。　

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初，一些群众抱

着漠然无谓、漠不关心的心态，认为“朝鲜战争，

碍不着中国的事”，“只要不打到中国，就没

有关系”。［4］据有关部门调研，部分学生认为，

“朝鲜人民能够解放自己”，美国侵略者“兵

力不足，不敢扩大战争”，等等。［5］甚至当党

员和团员们积极宣传“形势的严重性”时，有

些学生还不相信，或者认为“美帝打朝鲜与我

们无关”，责备党员、团员的相关宣传“危言

耸听”，“制造战争气氛”。［6］其他阶层群众

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消极甚至错误的认识，

比如，北京市第七区一部分上层分子和玉器商

对抗美援朝抱冷淡态度，个别甚至抱抗拒态度；

又如，在店员、行业工人、家庭妇女、三轮车

工人等群体中，有很多人对抗美援朝是怎么一

回事并不清楚，更不用说团结起来，以实际行

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了。［7］

对此，毛泽东强调，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务

使全国每处每人”［8］都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以

使全国人民“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

场上”［9］，结成一条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的统一战线。北京市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和党

中央的指示要求，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抗美

援朝运动的全过程。

二、北京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举措

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北京市在认真分析

和研判群众的心理变化与实际行动的基础上，

吸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领导群众运动中

［4］《唐山专区抗美援朝运动初步经验》，《人民日报》

1950 年 12 月 12 日。　

［5］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

资料汇编》，第 75 页。　

［6］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

资料汇编》，第 92 页。　

［7］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125、136 页。　

［8］《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43 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 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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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以培养群众的爱国主义精

神为基本目标导向，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行动举措。

（一）开展大规模的时事宣传教育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将时事宣传教

育置于各项工作之首，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

爱国主义教育。时事宣传教育旨在向全体人民

讲清楚以下问题：美帝国主义一贯侵略残害中

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的意义；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它发动侵略

战争的弱点；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较帝国

主义阵营的力量强大；原子弹并不可怕等。由此，

使广大群众懂得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并扫除他们恐美、亲美等心理。

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北京市在时事宣传

教育方面主要进行大规模的普及宣传。一方面

依靠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领导干部组织

广大群众通过时事学习与讨论等方式开展宣传

教育；一方面抽调党团员、学校教师、大中学

生等，“通过自学文件、漫谈、讨论、辩论及

作报告”［1］等形式，集中训练一个时期以后，

派遣他们到全市各区、各工厂及郊区农村进行

时事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 1950 年 10

月下旬到 1951 年 5 月初，先后动员了 4 万多名

大中学生到各工厂和城郊各区对 57 万以上的群

众、80％的农村进行时事宣传教育工作。［2］

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深入阶段后，时事宣传

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空白点和薄弱区。

北京市动员学校师生组织小型宣传队，用“包

干制”办法，通过召开小型的抗美援朝座谈会、

片儿会、院会、家长会、联欢会和进行家庭访

问等方式展开宣传活动。［3］与此同时，北京市

还十分注重发现前一阶段爱国主义教育中涌现

出的积极分子，组织他们深入群众中，随时、

［1］《清华师生下乡宣传抗美援朝 山东中学在街头宣传

爱国思想 徐国臣当场讲话控诉美帝暴行》，《人民日报》

1950 年 11 月 15 日。　

［2］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33 页。　

［3］ 参见《北京抗美援朝教育逐步普及 十分之七以上

人口受到教育》，《人民日报》1951 年 4 月 30 日。　

随地、随事进行宣传，这是“把抗美援朝运动

普及到无组织群众中去的良好方式”［4］。经过

积极分子的有效宣传，“抗美援朝爱国教育普

及到了每一角落，显著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

悟和爱国热情”［5］。据统计，抗美援朝运动期

间，全市共动员了 1.8 万名积极分子参加宣传工

作。［6］在此阶段，北京市还通过邀请赴朝慰问

团、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

作报告等形式，运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胜

利和志愿军及朝鲜人民的英雄事迹教育群众，

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抗美援朝运动进入经常化和制度化阶段后，

北京市把时事宣传教育从一般的群众性宣传转

入有系统的思想教育。在每个企业工会、每个

里弄、每个村建立宣传工作网，以便经常地宣

传人民政府的政策、解释时局发展中的问题、

驳斥美蒋特务和反动分子散布的各种谣言；同

时在有学习条件的群众中，建立经常的时事学

习机制，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系

统地研究有关时事问题，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

悟，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观念。

时事宣传教育使群众了解到抗美援朝就是

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到了美帝国主

义出兵朝鲜的侵略本质，粉碎了在一部分群众

中存在的恐美、亲美等思想，大大提高和增强

了民族自信心和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信念。

（二）组织各界各阶层群众举行示威游行

示威游行是教育群众、扩大影响和壮大声

势的良好方式，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政治认识和

热情的有效方法。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

各界群众举行了规模很大且代表性广泛的示威

游行集会。比如，北京市工商界在 1950 年 12

月 9 日举行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游行，

参加者由来自全市 136 个行业公会的代表共约

［4］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

资料汇编》，第 115 页。　

［5］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

资料汇编》，第 138 页。　

［6］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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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万人组成。［1］北京市文艺界和到京出席全

国戏曲工作会议的代表在 1950 年 12 月 10 日举

行了游行大会，提出“要运用一切文艺武器更

进一步地打击侵略者”［2］，参加者共 3000 多

人。北京市妇女界在 1951 年 1 月 28 日举行了

爱国示威游行，参加者达 4.5 万多人，甚至包括

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很多妇女都是有生以来第

一次参加政治活动。［3］不仅如此，在北京的各

少数民族、教会团体、归国华侨等也都举行了

抗美援朝爱国示威游行。

通过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参加游行示威活动，

北京市各界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不断提升，政

治觉悟明显增强。以妇女界为例，示威游行活

动使妇女更加明白参加爱党爱国政治活动的重

要性，明白必须以实际行动反抗压迫，很多过

去不愿开会的妇女也积极参加各种集会了。［4］

（三）召集群众集会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

侵略的控诉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根据群众的实际经历

和切身感受，召开以控诉美军暴行，进而控诉

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文化侵略、间谍活动，

以及对华侨的迫害等为主题的控诉会，有利于

激发群众的爱国情绪、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北京市在工厂、学校、机关、

团体、街道、里弄等基层单位组织群众举行了

多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控诉会。以 1950 年

11 月为例，天津铁路局北京工务段、北京市慕

贞女中、北京市电信局、辅仁大学、北京市电

车公司、石景山发电厂等召开了形式各样的反

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控诉会。

在集会上，一是由有留美经历的人，结合

自己在美的所见所闻，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反动

本质和近代以来对中国采取的侵略行为。如燕

京大学曾举办了两次教员座谈会，就美国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作了深入分析。座谈

［1］参见《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10 日。　

［2］《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11 日。　

［3］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103 页。　

［4］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103 页。　

会上不少有留美经历的教授认为，“美国的经

济不民主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其在政治上“也

是完全不民主的”。此外，美国一些堕落的社

会风气和文化，也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严重

的种族歧视问题。［5］二是由曾遭受过美帝国主

义祸害的当事人，诉说美帝国主义暴行及其所

加于自身的苦难。还有不少工人、学生和市民

控诉美军烧杀淫掠的侵略暴行。三是由曾抱有

恐美、亲美心理的人，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

错误打算。如有大学教授谈到：我们许多人过

去都“崇拜过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美国生

活方式’，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都受了美帝的

麻醉”。“现在我们知道了美帝的文化侵略是

一本万利的生意。”［6］

控诉会是在时事宣传教育运动取得阶段性

成绩后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良好的方式之一，

也是在运动中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和

将运动推向高潮的重要方法之一。“控诉会的

形式，最易为群众所接受，因而也感人最深，

收效也最大。”［7］各界群众结合亲身经历，通

过回忆与对比式控诉、直接式控诉、自我控诉

等形式，消除了在对美态度上存在着的“理论

上知道可恨，感情上不觉得什么恨”的矛盾心态，

并开始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人民的大敌，“没

有祖国，就没有一切”，为“保卫我们的好日子”，

必须进行抗美援朝。［8］

（四）引导群众与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订

立爱国公约

订立爱国公约是在抗美援朝运动进入经常

化、持久化阶段后持续培育并强化提升人民群

众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举措，“是各阶层人民

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长期进行自我教

育的重要形式”［9］。可以说，订立爱国公约就

［5］《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19 日。　

［6］  《“美元收买不了中国人民的心！”》，《人民日报》

1950 年 12 月 14 日。　

［7］《广州市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人民日

报》1951 年 3 月 20 日。　

［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

资料汇编》，第 76、77 页。　

［9］《抓紧时间检查与修订爱国公约》，《人民日报》

1951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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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使各阶层各界别中的每个人都结合自己的

工作和生活实际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的爱国行动。

工商界爱国公约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最早也

最为普遍。1950 年 11 月 7 日，北京市工商界

代表人士 324 人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

大会提出，以实际行动打击和粉碎美帝国主义

的侵略行径，并订立了保证巩固经济战线的五

项爱国公约，号召全市 3 万户工商业者彻底执

行。［1］北京市其他行业从 1951 年 4 月下旬开

始普遍开展了订立爱国公约的行动。起初，大

部分爱国公约以全区或一个阶层、一个行业为

单位订立。5 月中旬以后，爱国公约运动逐渐深

入到基层单位，开始以车间、生产小组、居民

院落、家庭以至个人的名义订立。

为了避免爱国公约沦为空文，在订立时规

定了具体要求。一是在程序上必须出于每个订

约者的自觉自愿，在经过民主讨论以后，以条

文形式固定下来，并加以郑重公布，使其成为

某一群体必须共同遵守的计划和纪律。二是在

内容上所包含的政治的、生产的或工作的、学

习的方面，必须切实、具体、简明，不能太抽象、

繁杂，同时要保证其可执行、能实现。如北京

市电信局秘书科贾蕴章小组在订立爱国公约以

前，经过酝酿，在小组内按工作性质（打字、

收发、保管）分成三个互助小组，各组职工分

头针对自己工作的特点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提出爱国公约草案，然后三个互助组共同讨论，

确定并通过全组的爱国公约。此种爱国公约，

职工都能自觉地予以执行。［2］三是要经常检查

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同时不断修正和补充公

约的内容，并动员群众互相督促，切实贯彻执

行爱国公约。这是“使爱国公约充分发挥组织

和教育群众的作用，并推动各项实际工作前进

［1］参见《拥护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 京工商业界集会反

对美国侵略 订出五项爱国公约保证巩固经济战线 号召全

市工商业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9 日。　

［2］参见《各小单位怎样订立和贯彻爱国公约？——从

检查北京电信局的爱国公约中看到的几个问题》，《人

民日报》1951 年 6 月 20 日。　

的重要保证”［3］。比如，北京市第七区协成生

布店职工在订立爱国公约后，为保证职工认真

执行公约，建立了经常的检查制度。全体职工

任命三个工会委员组成检查小组，负责检查公

约日常执行情况。每月底，检查小组会在工会

全体会员大会上根据检查记录作一次总结，表

扬好的，批评差的。该店在爱国公约执行过程

中工会工作和商店业务都有了显著改进。［4］

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创

造出来的用以团结和教育自己的重要方法。它

使广大人民群众把反帝爱国的斗争意志和热情

运用到各种实际工作中，“实际上把人民群众

的个人的爱国活动和我们国家的总的政治斗争

联结起来了”［5］。通过订立和实行爱国公约，

广大人民群众深化了对“每一个人自己的利益

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互相密切结合在一起”［6］

理念的认识。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公约成

为“推动国家建设、引导群众进步、发挥群众

爱国热情的最好形式”［7］。

三、北京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成效

北京市通过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

激发和升华。这种思想层面的提高和进步，充

分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拥

军支前，积极捐献飞机大炮，在各条战线上努

力生产、厉行节约，把爱国热情转化为支援抗

美援朝战争的实际行动。

（一）群众参与支前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

［3］《加强党对爱国公约运动的领导》，《人民日报》

1951 年 8 月 8 日。　

［4］参见《北京协成生布店职工 建立爱国公约经常检查

制度 工会工作商店业务都有改进》，《人民日报》1951

年 7 月 17 日。　

［5］《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人民日报》

1951 年 6 月 2 日。　

［6］ 廖盖隆：《爱国运动论集》，海燕书店 1951 年版，

第 51 页。　

［7］《北京市的爱国公约运动》，《人民日报》1951 年

7 月 10 日。　



105

党史新中国史专题研究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支前即支援前线作战，包括直接支前的参

军参战和间接支前的拥军优属活动。在参军参

战方面，北京市各区县、各工厂、各学校掀起

了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潮。为切实做好相关工

作，北京市明确规定：对所有报名参军的青年，

一律以负责态度慎重审查，对党、团员与群众

一视同仁，够条件的批准，不适宜参军的则一

律劝其留下，争取在自己现有的岗位上建功立

业。对非党、团员群众的迫切要求，在保证兵

源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给以满足。［1］据统计，

北京市报考军事干部学校的达 2 万余人，其中

4000 多人被录取；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有 3697 人。［2］不仅如此，北京市的铁路员工、

汽车司机和农民，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到

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运输与勤务工作。在

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北京市铁路员工志愿援朝

1246 人；汽车司机志愿援朝 44 人；医务工作者

组织了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 29 批共 600 余人，

到朝鲜及其他地方进行医疗服务工作。［3］

拥军优属是参军参战的一项重要支撑与保

障，主要以褒奖烈士、慰问军人、优待烈军属

等为主要内容。北京市十分重视拥军优属工作。

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北京市颁布实施了一系列

拥军优属的政策举措：在市区，对贫苦残病和

无劳动力的烈军属按时给予食物补助，认真组

织烈军属参加生产和学习，积极安排他们劳动

就业，优先录取烈军属子女入学，规定他们可

以享受减免医药费治疗疾病；在郊区，认真组

织代耕代种土地。这些措施均得到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持，全社会形成了尊敬和爱戴烈军属

和革命残疾军人的良好风气。此外，人民群众

还积极参与到慰劳志愿军及志愿军家属的活动

中 来。 北 京 市 各 界 人 民 代 表 于 1951 年 4 月、

1952 年 10 月、1953 年 10 月三次组团赴朝慰问。

［1］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167 页。　

［2］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10 页。　

［3］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38 页。　

全市民众经常地给志愿军写慰问信、送慰问品。

从 1950 年 10 月 到 1953 年 4 月， 全 市 寄 给 志

愿军的慰问信达 32 万多封。从 1950 年 11 月至

1952 年 12 月，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市送给前方

的慰问金近 173 亿元［4］，慰问品 74 万多件，

慰问袋近 9 万个。［5］

（二）各行各业大力开展爱国捐献运动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各行各业群众

以极大热情，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爱国捐献运动。

1951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

“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

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

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

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6］ 这一号召很快

得到了北京市工商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也是在

1951 年 6 月 1 日，北京市工商界各业代表 1200

余人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以捐献飞机、大炮、坦

克以及食品和医疗用品来积极支援前线的议案。

此后，北京市把捐献武器与制订增产捐献计划、

订立爱国公约相结合，不分城市与乡村，不分

阶级阶层和信仰，广泛深入地推广开来。

在爱国捐献运动中，北京市各工矿企业的

工人发挥了先锋作用。如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

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本厂施工工程、

拣废铁、利用废料、捐献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

景山钢铁厂号”飞机。［7］郊区的农民则以多打

粮和搞好副业生产参加捐献，如“北郊小黄庄

李杨氏种了 10 亩地，保证锄苗三、四次，每亩

地上粪 5 车，可增加 250 斤玉米，计划捐献一

半”［8］。学校师生则将学习和生产相结合，采

取制作教学标本、仪器，翻译书籍等办法增加

［4］这里的“亿元”是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旧

币 1 万元兑换新币 1 元，下同。　

［5］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39 页。　

［6］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

资料汇编》，第 184 页。　

［7］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34 页。　

［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

资料汇编》，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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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进行捐献。工商界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增

加收入参加捐献。［1］值得提及的还有，北京市

京剧表演艺术家以义演收入捐献了“鲁迅号”

飞机；妇女界用积攒的钱捐献了“北京妇女号”

飞机；各大医院和诊所通过开展星期日半日义

诊等活动，捐献了“白求恩号”飞机；少年儿

童用省下来的零花钱捐献了一支冲锋枪等。［2］

北京市还强调，应以搞好生产和本职工作

为主；捐献要量力而行和自觉自愿，不搞摊派，

不搞一刀切，不搞命令主义。［3］ 据统计，从

1951 年 6 月 初 至 1952 年 4 月 底， 北 京 市 共 捐

献 1410.4 亿元，合战斗机 93 架，大大超过原

认捐数字（原计划认捐 1035 亿元，合战斗机 69

架）。［4］

（三）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蓬勃展开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市各行业响应党

中央号召开展了以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爱国

主义生产竞赛。运动中，各行业群众表现出了

高涨的生产热情，很多工厂提出“工厂就是战场，

机器就是武器”的口号，并要求工人“保证任

何情况下坚守岗位，消灭公伤与责任事故，以

加紧生产的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为此，许多

工厂将生产图表制成“抗美援朝杀敌立功图”，

使大家觉得“在生产中也能立功，消灭敌人”。［5］

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生产小组是运动

的实施主体，基层工会是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在竞赛中，各级工会普遍重视厂矿中的班组工

作，引导职工把抗美援朝的政治热情与生产任

务结合起来，在班组中订立爱国公约与个人增

产节约计划，把爱国公约作为组织劳动竞赛的

基本形式。既注意培养典型，推进整体，使运

［1］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221 页。　

［2］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448、480、483 页。　

［3］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220 页。　

［4］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

运动资料汇编》，第 35 页。　

［5］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

资料汇编》，第 101 页。　

动由点到面，步步深入，又注意提倡劳动与技

术相结合，鼓励合理化建议，推广先进工作法，

使运动稳步前进。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各

生产单位通过发起和响应竞赛挑战的形式，努

力在提高生产效率、改进技术、节约原材料、

降低成本等方面为实现增产提供支持和保障。

以北京市电信局为例，该单位以争取超额完成

增产计划为目标，在“线路就是战场，机器就

是武器，差错、障碍就是敌人”的口号下，开

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一方面“开动脑筋，发

展业务”，一方面“精打细算，节约开支”，

最终取得了多项喜人成绩。例如，在 1951 年 7

月份电报通报次数比 6 月份增加 10.2％的情况

下，业务材料消耗量却比 6 月份降低 14％，共

节约 800 余万元。［6］

从 1951 年 11 月到 1952 年底，北京市 119

个国营与地方国营厂矿企业参加劳动竞赛的职

工达 22.7 万余人。北京市机器制造业等 5 个产

业工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推广先进经验达 153

种，参加学习、推广先进经验的职工近 4 万人。

全市广大职工群众一年中提出合理化建议 2438

条，仅就被采纳的可以计算价值的 1629 条来说，

就可以节约成本 155 亿元。到 1952 年底，全市

厂矿企业除了完成比上一年度提高 32％的国家

计划外，还为国家增产节约了 11729 亿元的财富，

超过了原计划 8000 亿元的 46.6％。［7］

北京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的爱国主义

教育是扎实有效的。通过各种宣传动员措施，

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爱国主义意识，消除了错

误思想，在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认识上

形成了正确认识和统一立场，为克服困难，取

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完成其他各项艰

难繁重的工作任务，提供了重要精神动力。

〔作者刘肖委，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教授，河南开封 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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