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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国农民代表赴苏参观团述评

肖 钊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1952年4月至8月，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对苏联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访问，其间参观了苏联各地的城市和农

村，深入了解和学习了苏联农业技术和农业集体化经验，并体验了苏联农民的实际生活。回国后，他们大力推广苏联农

业技术，广泛传播访苏经验和感受，改变了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激发起大家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有

力地推动了农业集体化进程，同时也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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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the Delegation of Chinese Farmer Representatives to
the Soviet Union in 1952

XIAO Zhao

（College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Abstract: From April to August 1952, the delegation of Chinese farmers' representatives visited the So-

viet Union for four months. During the period, the visiting group visited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of the Soviet

Union, deeply understood and learned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espe-

cially the experience of collectiv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s agriculture, and experienced the real life of the

Soviet farmer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they promoted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of the Soviet Union,

widely spread their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of the visit to the Soviet Union, changed the Chinese farmers' un-

derstanding of socialism, stimulated their enthusiasm to learn from the Soviet Union's path of socialism, vig-

orous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deepen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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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曾言，“列宁关于合作化的理论，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是起了极

其宝贵的指引和启发作用的。”① 那么，党和国家在大规模开展农业集体化之前，是如何深化对苏联农

业集体化经验的认识的？对此问题，学界尚无确论。揆诸史料，我们可以从1952年中国农民代表参

观团（以下简称“参观团”）的访苏之行中找到线索。该团在苏参观学习四个多月，其参访人员之多、

时间之长、认识之深、影响之广，可谓当时认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渠道。目前，学界对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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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苏参观学习的研究不多，对于农民参观团访苏之事甚少涉及①。本文根据目前已披露的相关文献，

对参观团参访的缘由、经过和影响进行探讨，展现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农村发展的多重面相，以期

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农民代表参观团的使命

中共派遣参观团赴苏参观学习，从新中国成立前即已开始酝酿。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曾致信

斯大林，提出“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得到斯大林的首肯，斯大林在信上批注“好”②。

毛泽东也复电表示同意③。新中国成立后，1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政府各经济部门、各群众

团体、文化学术机关在必要时申请组织若干参观团赴苏学习④。此后，中共中央相继派出了组织、宣传等

方面的参观团赴苏。1951年9月，刘少奇致电联共（布）中央，提出在当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后派农民参

观团出访苏联，苏方表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将非常高兴地在莫斯科接待中国农民代表团”，但苏方建议

参观团如果在“1952年4—5月份来访，即在春季农业工作开始之后，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全面地、深

刻地了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更直观地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⑤据此，中共中央于1952年3月

26日致联共（布）中央关于组织中国农民参观团访苏问题的信中，告知中国参观团计划于4月15日出

发，在苏联参观4个月⑥。

中共中央派中国农民参观团赴苏，一方面是让农民代表们亲临现场，了解苏联的情况，学习苏联发

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当时，经历了生产恢复阶段，部分老解放区的农民“已经不满足于目前的生产状况，

他们要求突破战前的生产水平，要求扩大再生产。”⑦毛泽东也在1951年12月1日提出“一九五二年是我

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

成中国的工业化。”而“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⑧也就是说，要发展

农业生产，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当时认为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农业集体化。从生产力的角度看，

有必要引导农民认识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并在农业生产中掌握和推广新的技术、经验。在中苏结盟和中

美敌对的形势下，学习苏联农业发展经验是理想而可行的选择。对此，中共有清晰的认识。毛泽东访苏

时亲眼见识了集体农庄的好处，回国后对东北局的高级干部强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

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⑨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年，苏联农业经验已在中国

发挥很大作用，如“在规划我国的农业建设、制订农业生产计划，以及改进耕作制度和提高耕作技术等方

面，苏联的农业专家们，都给了我国很多帮助。”⑩东北人民政府在1951年前后就向苏方详细请教苏联如

何组织领导农业生产�I1。显然，组织参观团亲临现场了解苏联实际情况，能更全面地掌握苏联农业经验。

①在已有成果中，仅有宋超的《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马奇的《中国农

业对外交往与合作》（《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2期），肖钊、罗玉明的《1949—1956年中国赴苏参观代表团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等几个成果略有提及本次农民代表参观团。

②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83页。

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0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⑤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4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100-101页。

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争取一九五二年的丰收》，《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7日，第1版。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6页。

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9页。

⑩《苏联专家帮助我国进行农业建设》，《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0日，第2版。

�I1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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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顾虑，推动我国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共中央在1951年9月组织召开了第一次

互助合作会议并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全国

展开。不过，无论是中共中央高层，还是各地农民，对农业集体化均存有顾虑。从高层来看，虽然大家的

目标都是在农村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但在具体路径的选择上，思路并不一致。1951年7

月，有人认为当时不宜动摇农村私有基础，而应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推进集体化。毛泽东则已

主张可以把互助组织提高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广大农民来看，一方面对苏联式的

农业集体化存在顾虑。这些顾虑包括很多方面，有人以为集体化之后什么都是国家的，人人平均分配。

如有代表就指出，“我们那里二流子等‘社会主义’，有些中农怕‘社会主义’，他们都是拿平均主义的眼光

看社会主义。”①甚至有代表在参观前还“害怕到了社会主义时候，孩子属于国家，认不得妈。”②有的则是

害怕集体化后生活贫困，他们“听说苏联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以后，生活很苦。”③类似看法体现了当时部分

农民对农业集体化存在怀疑和观望心理。另一方面，农民存在“生产已经到顶”思想，对先进技术、设备

能否促进增产表示怀疑。如有人对农业机械化存在误解，认为苏联集体农庄的“机器种地会把地压实，

汽油味会把地熏坏，庄稼长不成。”④有人认为“功夫已经道地，肥料已经加足，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增产

了。”⑤ 也有人讲“过去听说苏联科学很发达，我就想：随你怎样科学，不在地里做活，还是吃不了饭。”⑥显

然，这些思想会对农民参与集体化产生消极影响。

如何消除这些思想顾虑，引导农民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就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

中共中央早在1951年8月就建议各地“在讲解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时，要注意‘吃大锅饭’等思

想偏向，最好多介绍苏联农民的实际生活，说明现在努力生产、互助合作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奠定

基础，使农民在接受共产主义的道理时不致发生消极作用。”⑦毛泽东也明确要求各地试办集体农庄以取

得经验并为农民做出示范⑧。为了增加农民的感性认识，中央决定组织农民参观团，“在苏联参观4个月

（从春耕到秋收），借以了解苏联的农业生产过程，作为改造中国农业生产的远大目标。”⑨

为了组织好赴苏参观，一方面，中共中央对访苏参观团人员进行了精心挑选。参观团共有正式团员

178人，均为中共党员，其中“一小部分是政府中管理农业的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党

员，经过了长期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锻炼，现在在农村政权机关或党与合作社组织中工作，其中有些人则

是农业劳动模范。”⑩如农业干部和专家包括担任团长的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中央林业部森林工业司副

司长李万新�I1、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桐�I2、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等�I3。农民党员包括全

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李顺达、耿长锁、韩恩等。从地域来看，“团员的大部分是中国北部地区的农民，南部

产稻地区的农民只占少数，”�I4但总体上涵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此外，参观团配备了20名主要学习农

①陈大可：《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是不相容的》，《人民日报》1952年9月14日，第2版。

②子冈：《会见安格林娜》，《人民日报》1952年9月18日，第2版。

③《农民代表胡楠卿的讲话》，《人民日报》1951年10月7日，第3版。

④《李顺达谈“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5日，第2版。

⑤汪家千：《“增产到顶”的思想打破了》，《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3日，第2版。

⑥燕凌：《人征服了自然》，《人民日报》1952年9月12日，第2版。

⑦《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66-667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0页。

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第93-94页。

⑩同上。

�I1苏联林业建设的伟大成就，《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4日，第2版。

�I2《真诚的关怀，无尽的热情》，《人民日报》1952年9月25日，第2版。

�I3《学习苏联水利灌溉事业的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12月3日，第2版。

�I4《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2005年，第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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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面词汇的俄语翻译，以保障参观中与苏方的顺畅交流①。

另一方面，将各地团员集中到北京，进行培训。代表们到北京后，农业部安排他们学习俄语会话，进

行了苏联礼仪、民俗方面的培训②，并为他们准备了“毛泽东纪念章”等礼物送给苏联朋友③。农业部长李

书城嘱咐参观团到苏联去，“要好好体会工人阶级的领导，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良制度，用心学习苏联农业

生产的先进经验，带回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④此外，参观团还组成了由时任驻苏大使张闻天担任书记

的临时党委。张闻天则详细向代表们介绍了国内经济建设情况和向苏联学习应抱的态度⑤。

二、农民代表参观团的主要参观活动

1952年4月17日，参观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20日经满洲里中苏交接处转乘苏联火车，经过赤塔

等地，于27日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了大半个月，尔后分成五个组（表 1），于5月15日出发到苏

联境内参观。
表1 代表分组及参观区域

组别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成员主要来自

东北区

华北区

西南区、中南区

华东区

西北区

主要参观区域

东乌克兰

西乌克兰

库班地区、阿塞拜疆共和国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格鲁吉亚共和国

哈萨克共和国

资料来源：《我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分批访问苏联各地》，《人民日报》1952年7月12日，第4版；《陈双田访苏记》，浙江

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9页；杨元、修之：《汪汉国游苏联》，南方通俗出版社，1953年，第10页；《郓城文史

资料》（第4集），1990年，第8页；《农业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下），《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4版。

苏方对此次访问非常重视，热情接待。参观团到达莫斯科时，苏联农业部部长维尼迪克托夫和布琼

尼元帅亲至火车站迎接⑥。苏方将代表们安排进苏联首都住宿条件最好的莫斯科大旅社，请大家去最好

的剧院看“天鹅湖”剧，参观克里姆林宫等。同时，苏联农业部也全力筹划参观团到各地参观的具体准备

工作⑦。各组在各地参观时，苏方给每组配备了两节列车车厢作为临时住所，同时专门安排了陪同人员，

负责和地方对接，并有医生全程为代表们检查身体⑧。所有食宿费用，以及工作用品如铅笔、笔记本也都

由苏方供应⑨。甚至，为拍摄参观团整个参观过程的纪录片，苏方还给每组安排了两部电影拍摄机器⑩。

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参观考察时，往往是农业部长级别的官员接待，并赠送给代表们照相机之类的礼

物�I1。代表团回国前，苏联农业部曾为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苏联农业部部长维尼迪克托夫及其他高级

①王季平：《平凡的轨迹》，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3页。

②《天汉回眸：汉中文史资料》第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③《陈双田访苏记》，浙江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5页。

④杨元、修之：《汪汉国游苏联》，南方通俗出版社，1953年，第2页。

⑤《郓城文史资料》第4集，1990年，第6页。

⑥《吕鸿宾访苏日记》，华东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5页。

⑦李伯宁：《随中国农民代表团赴苏参观记》，时代出版社，1953年，第3-8页。

⑧《幸福的明天——农民劳动模范刘文斌参观苏联观感》，东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52页。

⑨王季平：《平凡的轨迹》，第126页。

⑩《陈双田访苏记》第9页。

�I1《幸福的明天——农民劳动模范刘文斌参观苏联观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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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员也都出席招待①。苏方对中国农民代表团成员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友好。参观团在苏联的参

访活动丰富多样。

（一）参观苏联的城市及工厂

在苏期间，代表们参观了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索契等苏联城市。在莫斯科，他们见到了宽阔的

马路、数不清的汽车、数十层的高楼、四通八达的地铁，深深感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实在是太伟大了，咱想

也想不来的事情，人家苏联一件一件实现了。”②在索契，汪汉国等代表参观了各个疗养院，看到工人和农

民能住进这样的设施进行休养，羡慕极了，认为“苏联人民真是幸福了”③。

代表们还参观了第聂伯水电站、顿巴斯煤矿场、日丹诺夫炼钢厂、巴库海底油田、哈尔科夫拖拉机制

造厂等大型工业设施④。在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看到“厂子这一头，是一堆铁块；用传送带往里面一

段一段地送，过一段就变个样子。在工厂的那一头，每七分钟就出来一台五十四匹马力的拖拉机，有人

立刻坐到上面，把它开走。”⑤代表们非常惊讶和赞叹。陪同参观的苏方人员告诉代表们：“没有机器，农

业就不会走向集体化，生产效率就不会大大提高。”⑥这些参观使代表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深刻的

认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如李顺达就觉得“过去总说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到底闹不清是怎么回事，

现在才明白了，农民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不成。没有工人老大哥，就没有机器，没有农业上的机械化、

集体化，农民在生产上怎么也翻不了身。”⑦

（二）参加红场观礼和参观革命纪念地

1952年5月1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代表们在莫斯科红场观礼苏联“五一”劳动节庆典，典礼包括

阅兵、群众游行等环节。阅兵时各种飞机、坦克让吕鸿宾“听得天上嗡嗡的，地下轰轰的”，从而觉得“有

这些武器，真了不起呀！”他认为“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朋友，两国携起手来，把战争贩子们吓也吓坏了。”⑧

在群众游行环节，苏联游行群众高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革命领袖人物的画像，唱着“东方

红”，“欢呼中苏友好万岁，欢呼毛泽东”，并热情地向代表们献花⑨。

在莫斯科期间，参观团还拜望了列宁墓，参观了列宁博物馆和列宁大学⑩。分赴各地参观后，吕鸿宾

所在的第4组参观了和斯大林的生活及革命活动有关的地方及许多名胜。他们在6月21日参观了斯大

林曾在那里开展地下工作的工厂。7月9日，他们又在斯大林的诞生地哥里城，看到了“斯大林同志诞生

时住的小房子”并“了解了这位世界革命领袖小时候的很多事情。”�I1

这些活动均使代表们受到了中苏友好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看到苏联的强大，提高了建设社

会主义中国的信心。

（三）听报告和参加座谈会

听取专业报告或与相关人士座谈是参观团较为常见的活动。在莫斯科期间，代表们“参观了苏联最

大的农业教育机关——蒂米利亚泽夫农业学院，还参观了农业机器制造厂。苏联农业部特地为他们组

织了系统的报告和演讲会，介绍苏联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情况和先进经验。报告人和讲演人都是苏联

①《我农民代表团离莫斯科返国》，《人民日报》1952年8月15日，第4版。

②《李顺达苏联参观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页。

③杨元、修之：《汪汉国游苏联》，南方通俗出版社，1953年，第30页。

④《我农民代表参观团张林池团长离莫斯科前发表访苏观感》，《人民日报》1952年8月19日，第1版。

⑤《没有工业化就没有集体农庄》，《人民日报》1952年9月10日，第2版。

⑥《陈双田访苏记》，第7页。

⑦李伯宁：《随中国农民代表团赴苏参观记》，第7页。

⑧《吕鸿宾访苏日记》，第9页。

⑨李伯宁：《随中国农民代表团赴苏参观记》，第4页。

⑩《郓城文史资料》第4集，第5页。

�I1《吕鸿宾访苏日记》，第5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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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科学家和农业专家。”①

分赴各地后，代表们也参观了很多农业科研机关，并与当地研究人员和劳模交流。如第4组与格鲁

吉亚的劳模见了面，“格鲁吉亚共和国农业部长卡巴那柴向代表们介绍了近来格鲁吉亚集体农民的巨大

成就，并回答代表们提出的许多关于农业建设的问题。”除了听报告外，“阿拉木图的科学家们曾和第五

组的代表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情形。”②这些活动既富专业性，又能通

过互动交流的方式解决代表们的疑问，有利于他们系统学习苏联农业经验，深刻理解农业集体化。

（四）实地访问苏联农村

参观团最为重要的参观活动是访问苏联各地农村，各组代表共参观了72个集体农庄、28个国家农

场、22个机器拖拉机站③。从各组来看，第一、二组到访的乌克兰以平原为主；第三、四组到访的阿塞拜

疆和格鲁吉亚地处苏联南部，山地较为普遍；第五组到访的哈萨克共和国则地处高原，多草原和沙漠，畜

牧业相对发达。也就是说，各组选择了地貌特征、农业生产结构各不相同的区域参观，而这些区域与该

组代表家乡较为类似。在各地参观期间，代表们深入国营农场、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农户家庭，与苏联

农民面对面地接触，了解其生产、生活详情。如第二组“在布琼尼集体农庄，参观团几十位代表曾因天黑

下雨分散住在各集体农户家中，他们发现每家生活都是那么舒适。”④第三组在阿塞拜疆参观了“全苏水

稻试验站”如何种植水稻⑤。在库尔干区的“斯大林”和“革命灯塔”两个集体农场时，他们实地学习了耕

作队、拖拉机队、机械化养牛场和电气打谷场的工作⑥。在哈萨克共和国，劳动英雄努列马别道夫将第五

组的内蒙古代表莫日格策、廉成等接到家里以贵宾礼节招待，并向他们介绍了他的身世和家庭的收支情

况⑦，等等。苏联的农村干部还给代表们耐心讲解各种问题，有人对代表们说：“有一点一滴经验，都要毫

不遗漏地告诉你们，好叫你们带回去建设新中国。”⑧这无疑提升了参观效果。

结束了各地的参观后，各组人员在8月初回到莫斯科，并于13日乘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在8月23日

下午回到北京。

三、农民代表参观团参观学习的主要内容

在丰富多样的参观活动中，参观团主要了解和学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集体农庄的建立经验

尽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试办集体农庄，但国内对于集体农庄到底如何办起来，并无明确思

路。因此，苏联农民“组织起来”的经验，是参观团首先想了解的问题。在苏联农业部组织的报告中，详

细谈到了苏联组织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经过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据代表的记录，苏方向中国代

表介绍了组织集体农庄的四条基本经验：其一，集体农庄必须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不能强迫命令；

其二，必须通过让农民获得实际利益，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其三，在建立集体农庄过程中，必须依

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在组织上、技术上给予帮助；其四，必须采取逐渐推进的方式使农民放弃小农经济到

①《我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分批访问苏联各地》，《人民日报》1952年7月12日，第4版。

②同上。

③《我农民代表参观团张林池团长离莫斯科前发表访苏观感》，《人民日报》1952年8月19日，第1版。

④《妇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个巨大的力量》，《人民日报》1952年9月14日，第2版。

⑤杨元、修之：《汪汉国游苏联》，南方通俗出版社，1953年，第26页。

⑥《我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分批访问苏联各地》，《人民日报》1952年7月12日，第4版。

⑦《光荣的劳动，幸福的生活》，《人民日报》1952年9月10日，第2版。

⑧《农业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上）》，《人民日报》1952年8月21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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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①。

同时，代表们还到各集体农庄了解其具体的建立过程。如吕鸿宾看了21个集体农场，几乎都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且绝大部分都是从共耕社发展起来的②。在共产主义灯塔集体农庄，

农庄主席向代表们详细介绍了农庄发展起来的过程③。在赫鲁晓夫农庄，代表们向农庄主席依万诺维奇

提出“农庄怎么建立的？（乍）建立时的情形啥样？群众思想怎么样？”等问题，为了更详细地回答，农庄主

席请来副主席、会计、秘书，找出老账一篇一篇翻看，“把老底子都讲给大伙了。”④通过实地了解集体农庄

的发展历史，代表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典型示范对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意义，以及国家的支持对集

体农庄建立和巩固的重要作用，如国家的拖拉机站是“国家领导和帮助集体农场的杠杆。”⑤

（二）集体农庄的运作经验

苏联集体农庄的内部组织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形式，是代表们参观学习的重点内容。

就组织结构而言，农民代表发现“人家在组织领导上，也有一套科学的办法。”在列宁集体农庄，最高

领导机关是全体庄员大会，下面是由13人组成的农庄管理委员会和7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由庄员大会

选出。农庄主席负责全庄工作，副主席负责领导副业生产。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主席

由农庄主席兼任。在管理委员会之下，有农学家、总会计师、饲养技师、畜牧场主任、经济主任。其中，两

个农学家领导全庄9个田间工作队，各工作队下面又领导着112个小组。饲养技师和畜牧场主任领导奶

牛场、养猪场、家禽场。经济主任领导铁匠铺、砖窑等。在各个工作队和各场内部，也是分工合作，各负

其责⑥。

就生产形式而言，集体农庄如何制定生产计划和组织生产受到特别关注。代表们了解到，集体农庄

在生产中首先是制订生产计划，一般是“国家计划生产数字分配到农庄以后，农庄就向各工作队分配，工

作队再向生产小组分配，小组再分配给每个人。”⑦以避免盲目生产的现象。进行生产时，则是按照生产

计划以及事先规定的劳动定额组织生产。代表们详细研究了“按劳取酬”的办法，分析了“劳动日”如何

计算的问题。他们发现“不论做什么生产工作，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人都按他的劳动日，来取得报酬。

比如一个地段需要多少劳动日，做多少活算一个劳动日，都有精确的规定。”甚至对养鸡、鸭、鹅的劳动日

计算方法也作了规定⑧。为杜绝偷懒行为损害集体利益，集体农庄对有劳动能力的庄员的最低劳动额进

行了规定，如有人全年所得劳动日少于最低劳动额，则视具体情况给以不同的处分。轻的扣劳动日，重

的开除（经全体庄员大会通过）；对故意破坏劳动纪律的要实行强制劳动。不过，“苏联的集体农民没有

不积极劳动的。”⑨

就分配形式而言，代表们了解到集体农庄所生产的产品，必须完成国家缴纳任务；农庄留下部分实

物用于来年再生产的投资，部分现金作为公积金、管理费用等；余下部分则由全体庄员按照全年所获劳

动日的多少获得报酬。他们进而认识到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吃“大锅饭”，集体农庄里是多劳动多得，少劳

动少得，有着一套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法⑩。此外，不少担任农村干部的代表参观前担心到集体化后实行

①《吕鸿宾访苏日记》，第14-15页。

②《农业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下）》，《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4版。

③《吕鸿宾访苏日记》，第42页。

④《幸福的明天——农民劳动模范刘文斌参观苏联观感》，第18页。

⑤《我农民代表参观团张林池团长离莫斯科前发表访苏观感》，《人民日报》1952年8月19日，第1版。

⑥《李顺达苏联参观记》，第17页。

⑦陈大可：《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是不相容的》，《人民日报》1952年9月14日，第2版。

⑧《李顺达苏联参观记》，第19页。

⑨陈大可：《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是不相容的》，《人民日报》1952年9月14日，第2版。

⑩《农业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下）》，《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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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劳取酬，他们忙于办公，比别人干的农活少，报酬少。通过参观，他们了解了集体农庄干部劳动报酬的

计算方法，得知农庄会从集体所得中抽出一定的劳动日对农庄干部给予补助，且报酬将比普通庄员高，

代表们对领导大家开展集体化的顾虑被打消了①。

（三）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

在各农业科研部门、国营农场、机械拖拉机站、集体农庄等处参观时，代表团也注重对苏联农业生产

方面的知识与技术的了解与学习。

首先，令代表们感触最深的是苏联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他们在苏联农村了解了各种各样的农业机

械，发现这里“干什么也是用机器！”李顺达参观的第一个集体农庄，耕地、耙地、播种、收割、脱粒，已经百

分之百机械化了；中耕、除草百分之八十五机械化了。同时“挤牛奶、喂牲口、饮牲口、锯木料、剪羊毛、磨

面、榨油、造酒、焊修等工作”，也全都用电力来做。而且“全苏联各农庄和这个农庄的情形都差不多。”如

此广泛地运用机械生产，使农民代表们赞不绝口②。

其次，各种丰产经验是代表们重点学习的方面。如耿长锁所在的组就学习了玉蜀黍丰产的经验。

他发现，乌克兰的集体农民是用深耕；冬天利用玉蜀黍秆积雪；多施一次肥和人工授粉的办法来提高玉

蜀黍产量的③。第三组的赵怀义则学习了阿塞拜疆“红十月”集体农庄轮作棉花的丰产经验。他了解到

这里的棉花地是六年一轮：三年长牧草；二年种棉花；一年春小麦和牧草间作。耕地是先深后浅，能保

墒，不死苗，以至于每亩产量达到了其家乡的4倍以上④。
再次，各类农业科学技术也让代表们受益匪浅。在蒂米利亚泽夫农业学院等科研机构参观时，代表

们听了不少农业技术报告，还参观了土壤化验室和各种农业机器，了解了各类除草剂和飞机撒药的方

法⑤。第三组则在阿塞拜疆等地的国营农场亲眼见到了飞机除草和洒药粉杀虫⑥，并在真理集体农庄等

地看到了人工降雨器。这种人工降雨器是离地一尺多高的水管架子，水管上出水的地方有一种特别的

装置，能把水变成细雨一样喷到高处洒下来⑦。

当然，参观团看到和学到的东西远不止于此。据他们回国后的报告来看，其主要学习和了解的知识

和经验涉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畜牧业、防护林带、农田灌溉、农业教育与农业宣

传工作，以及棉花、小麦种植和育种等领域。

（四）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

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⑧只有让代表们真切体

会到社会主义为苏联农民带来的幸福生活，才能令其真正向往社会主义。因此，考察农业集体化和机械

化给苏联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体验苏联农村的幸福生活，也是参访的重点内容。

在劳动报酬方面，代表们考察了不少农庄在组织起来以后的变化情况。在“红十月”集体农庄，他们

了解到该农庄1945年粮食和棉花产量与1929年刚组织起来相比，超过6倍之多；每个劳动日报酬由2卢

布和1千克粮食增加到25卢布和7千克粮食⑨。在阿尔山尼集则集体农庄，他们发现集体化以后山区农

民的收入也增长了不少。这里的农民1951年每个劳动日可得32个卢布的现金和5.5千克小麦，还有

①陈大可：《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是不相容的》，《人民日报》1952年9月14日，第2版。

②《没有工业化就没有集体农庄》，《人民日报》1952年9月10日，第2版。

③燕凌：《人征服了自然》，《人民日报》1952年9月12日，第2版。

④《农业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上）》，《人民日报》1952年8月21日，第4版。

⑤《吕鸿宾访苏日记》，第11-12页。

⑥于冰：《苏联——我们的榜样 访苏农民代表访问记》，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2年，第17页。

⑦燕凌：《人征服了自然》，《人民日报》1952年9月12日，第2版。

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

⑨《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西南区代表访苏观感》，西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0—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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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玉米。该庄庄员向代表们介绍说：“我们这个村的男人，过去很不容易找到媳妇，因为这里生活

很困难，除了山还是山。现在很美丽的姑娘也愿意到我们这个农庄里来了。”①此外，代表们还发现由

于实行按劳取酬，“苏联的女集体农民，一年分得的现金、粮食和其他实物用不完，连胜利牌小汽车也

是自己买的！”②

在生活条件方面，代表们感受到了集体农庄的农民享受着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他

们“访问过的集体农民和国家农场工人的家庭，都有整洁舒适的房屋，装备着电灯、收音机，种着花木，订

阅着书报。每个农场都有俱乐部、图书馆、托儿所、幼儿园和国家设立的学校、医务所、助产房。”③害怕集

体化后孩子归国家的代表，到了农庄后发现“人家早晨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工作完了就接回来。”④在集体

农庄，“托儿所和幼儿园也是免费的。每个儿童从七岁起可以免费念七年书。”并且，女孩也可以读书，很

多农庄里甚至有不少女大学生。农民年老或生病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年老和残废的集体农民从互助基

金得到帮助。病人有医院可以免费治疗。”⑤同时，国内很多人以为办了集体农庄就该“吃大锅饭了！不

管你什么口胃（味），也要都吃一样的。”但集体农庄主席告诉代表们：“庄员都在家吃饭呀！他们高兴吃

啥就做啥吃！”为进一步确认情况，除了到庄员家吃饭，代表们还特地看了集体劳动时庄员带的饭菜，发

现都是全凭个人喜好，有香肠、牛肉、面包、牛奶，等等，非常丰富⑥。有代表得出结论，“他们穿的、吃的和

家庭的设备，赛过我们那里过去的财主。”⑦

代表们感到苏方“给我们布置的参观是计划得十分周密的，每参观一个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农业科

学研究机关和每听一个报告，都能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恰恰是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⑧可

以说，参观团的参访内容非常具体且深入，有助于较好实现参访目的。

四、农民代表参观团访苏的影响

农民代表参观团的参观访问活动，对成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深深地体会到，“只有集体化才

能使农民不走痛苦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走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⑨他们认识到，“党的坚强领导和巨大的

组织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忘我的劳动热情，使苏联人民成为旋转乾坤的巨人。”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

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有这样亲密的朋友，又有劳动模范带头，一定能够走到社会主义去，帝国主义强盗是

挡不住我们的。”�I1可以说，访苏之行使代表们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得到科学化、现代化的改造，

农业集体化、机械化成为他们心之所向。

代表们回到北京后，系统总结了访苏所得经验，形成了专门的报告供中央参考�I2。国内也围绕此次

访苏活动开展了大量的宣传。《人民日报》在9月设立“苏联农民的道路就是我国农民的道路”专栏，刊登

①《吕鸿宾访苏日记》，第60-61页。

②《妇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个巨大的力量》，《人民日报》1952年9月14日，第2版。

③《我农民代表参观团张林池团长离莫斯科前发表访苏观感》，《人民日报》1952年8月19日，第1版。

④《光荣的劳动，幸福的生活》，《人民日报》1952年9月10日，第2版。

⑤《农业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下）》，《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4版。

⑥《幸福的明天——农民劳动模范刘文斌参观苏联观感》，第26-27页。

⑦《农业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下）》，《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4版。

⑧于冰：《苏联——我们的榜样 访苏农民代表访问记》，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2年，第2页。

⑨《我农民代表参观团张林池团长离莫斯科前发表访苏观感》，《人民日报》1952年8月19日，第1版。

⑩燕凌：《人征服了自然》，《人民日报》1952年9月12日，第2版。

�I1《农业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下）》，《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4版。

�I2《郓城文史资料》第4集，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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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代表们的访苏观感，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各地报纸纷纷转载。10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苏友协

党组关于“中苏友好月”的宣传工作计划，要求各地“特别要请刚回国的访苏工会和农民代表团的代表作

专题讲演。”①因此，代表回省后，纷纷到各处作报告。如云南省委安排该省代表先后到5个专区31个县

巡回作访苏报告，直接听报告的农民群众达72万多人次②。山西代表李顺达等6人，每人带个电影队、边

放苏联电影边作报告，10天内听众达58041人③。12月5日，团长张林池还向政务院作关于《参观苏联农

业建设情况的报告》，着重介绍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情况，并认为“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为我们明确指

出了前进方向。”④周恩来对参观团的工作表示了肯定，认为，“中国农业代表团是一个作风朴实、遵守纪

律、不找麻烦、虚心向人家学习的好典型。建议今后所有的出国代表团都要有自己的明确任务，都要订

出出国参观访问的具体计划，并在出国后作出汇报。”同时，他对张林池的意见表示赞成，认为“有了他们

的经验，我们应该走得快些。”⑤此后，除了农业部专门汇编的10卷本访苏报告，代表们个人的访苏观感、

游记也相继成书出版。而苏方拍摄的《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经过》则被引进到国内，成为当时少数几部

政府规定在全国范围放映的影片之一⑥。在1953年10月3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

点》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访苏农民代表的见闻成为我党向农民解释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重要材料⑦。所有这些，都提高了此次参访活动对新中国的影响，具体包括：

（一）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强化了党与农民的情感联系

一方面，参观团在各类宣传中描绘了社会主义苏联辉煌的建设成就和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图景，消

弭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陌生感和因各类谣言产生的怀疑心理，激发了大家学习苏联经验和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热情。在东北农村的整党中，各省“邀请从苏联参观回来的农民代表作报告，使进行的共产主义

的教育，增加了丰富的活泼的内容。”各地农村共产党员“加强了领导农民走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信心和

决心。”⑧浙江汤溪县的农民听到访苏报告后说：“过去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均公有，大家一起干活，

一起吃大锅饭，现在才晓得苏联是按劳取酬，多劳动的多得；犁地，摘棉花，挤牛奶都用机器，生活当然越

过越好，我们要坚决走苏联的路！”⑨山西陵川连全保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在读了参观团的访苏观感

后，坚信“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一定也能走上集体化的道路。”⑩在湖北，所有

听过访苏代表饶兴礼报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苏联真好，社会主义真好，集体农庄真好。我们也

要快点互助合作加快农业集体化，早点像苏联集体农庄一样。”�I1吉林代表韩恩给全省各地农民作了数十

次访苏见闻的介绍，“对扭转农民认为社会主义是归大堆，吃大锅饭的错误认识，和树立进一步向苏联学

习的正确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I2

另一方面，中国农民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出国参观，使农民体会到了党对他们的重视。农民代表

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434页。

②《云南省志（卷43）中共云南省委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6页。

③《听了访苏代表李顺达等的报告 山西农民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长治专区老根据地成立“中苏友好集体农庄”》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日，第2版。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2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727页。

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

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开展春节农村文艺活动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指示》，《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0日，第

3版。

⑦《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612页。

⑧《全国农村整党工作已有初步成绩》，《人民日报》1953年2月2日，第1版。

⑨《“中苏友好月”运动成绩巨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人民日报》1952年12月9日，第1版。

⑩《苏联农民的今天就是我国农民的明天》，《人民日报》1952年10月22日，第2版。

�I1马社香：《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75页。

�I2韩恩：《我们沿着苏联农民所走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53年11月7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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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在过去是做梦也不敢想到的”①，“这都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光荣”②。他们在宣

传苏联成就时，都反复强调“这一切都是共产党领导得来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人民日

报》也宣称，“在苏联，陈双田亲眼看到苏联人民所以会有今天，是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分不

开的。”③有的农民曾对“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服气，认为“不管它工业怎么样好，咱们不种地，工人也

吃不上饭！”听了访苏代表的报告后，他们明白了“要是没有国家工业化，农民八辈子也不会和笨犁、和牛

马分家。要是没有工业，别说拖拉机使不上，就是新式农具也使不上。”④显然，这些宣传巩固了工农联

盟，也加深了党与农民的情感联系。

（二）宣传和运用苏联农业技术和集体化经验，促进了我国农业集体化的发展

一方面是积极推广、运用苏联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科学研究方法。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

桐回国后，不仅在《中国农报》等报刊介绍苏联农业生产技术⑤，而且认为应该积极学习苏联结合实际的

工作方法，重视农业科学研究的实地调查工作⑥。他向农业部提出1953—1957年试验研究工作计划大

纲，建议集中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有步骤地进行适应集体化、机械化、草田轮作制度时期所需要的

巨大科学工作。”他的提议得到了华北多地政府负责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以及农业部部务会议的通过。

此后，他领导研究所在山西、河北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既“帮助农民采用密植、整枝、保苗、间

苗、移苗及防治病虫害等科学方法。”也找到了小麦“保证全苗、缩小行距、培养地力的增产规律。”⑦这些

研究为农民增产和开展集体生产提供了技术保证。

农民代表也积极推广和带头运用苏联农业技术和工具。如1953年，韩恩在合作社推广了他在苏联

学到的小麦播种方法。在经受了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该社依然比上年“每垧增产了一千斤”⑧。饶兴礼也

积极推广苏联农业生产经验和新式农具，他在1954年曾骄傲地写信给苏联集体农庄的朋友，告诉他们

“一九五二年，我们全社只有一部新式步犁，两部喷雾器。今年呢，我们已能用抽水机灌溉，用药械除

虫。田里施用了化学肥料。今年冬耕，是用的我国仿照苏联马拉农具制造的双轮双铧犁。”⑨这些示范和

宣传，能使农民认识到现代农业技术的好处，促进技术的更广泛运用。

另一方面则是倡导建立农业合作组织，推广苏联集体化经验。农民代表成为国内农业集体化的积

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并为各地的农业集体化做出了示范，使广大农民强化了集体观念，推动了他们参与

集体化的进程。如辽东代表吴凤岐领导办起了“曙光集体农庄”，成为全省第一个试办的高级社⑩。云南

代表李能也成为“云南省第一批试办的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带头人之一。”�I1各地农民从代表那里了解

了苏联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情况后，开展集体化的热情迅速高涨，如山西应县农民听了代表报告后，

“仅四个区就有二百四十三户农民积极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六百三十五个互助组重新整顿了组

①《不允许战争贩子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人民日报》1952年9月7日，第4版。

②《李顺达苏联参观记》，第2页。

③《应该把眼光放远点——农业劳动模范陈双田谈国家工业化和民主制度》，《人民日报》1953年1月1日，第5版。

④罗颖民：《学习苏联农民的榜样，支援国家工业化——记韩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的信念》，《人民日报》1953年

1月1日第5版。

⑤参见：《南乌克兰社会主义农业的谷草轮作制》，《中国农报》，1952年2月1日，第29-30页，《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伟

大成就》，中国农报，1952年2月2日，第5—7页。

⑥陈凤桐：《学习先进的苏联农业科学》，《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1日，第2版。

⑦《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积极开展农村工作》，《科学通报》，1953年8月，第109-110页。

⑧韩恩：《我们沿着苏联农民所走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53年11月7日，第2版。

⑨《饶兴礼给“红十月”集体农庄庄员的信》，《人民日报》,1954年11月7日，第2版。

⑩《吉林省部门史：省农业委员会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I1《晋宁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26页。

2024.2

-- 50



织，订出生产计划。”①代表们还积极运用苏联集体化经验开展实践，如李顺达所在合作社引入了苏联集体

农庄里“劳动有定额、超额有奖励”的制度，“提高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变了过去有些社员做活

重量不重质的偏向，光春夏两季，就提高劳动效率百分之十九强。省下来的工，用到农田基本建设和副业

生产上，增加了大家的收入。”②韩恩参观了苏联集体农庄后，认识到所在农业社的非劳动报酬定得过高，

推动该社逐年降低土地的报酬，增加了社员收入③。代表们引入的某些苏联经验还得到了全国推广，如耿

长锁所在合作社就结合其访苏材料，制定了包工包产方案。1956年1月，该方案被毛泽东亲自编撰的《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入，推向了全国④。从更为长程的视角来看，代表们所推广的规定劳动定额计

算劳动日、深耕密植等制度、办法，在此后的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被各地所采用，影响可谓深远。

（三）促进了中苏交流，加深了中苏友谊

中方派出大规模的参观团到苏联学习，参加红场观礼，拜谒苏联革命圣地，充分表达了对苏联革命

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推崇与敬仰之意，对于加强双方信任，深化双方合作是有利的。苏方在“五一”红

场庆典中高举中国领袖肖像，苏联群众对中国代表无比热情的欢迎即是最明显的例证。

参观也使两国民众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回国后，代表们在各类宣传中用具体实例来强调在苏联

参观访问时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拉近了中苏民众之间的距离，双方民间交往日益频繁。在

1952年11月的“中苏友好月”中，仅陈双田作过报告的浙江省金华专区，就寄出了一万八千多封信件给

苏联的英雄、模范及劳动人民⑤。广西荔浦县农民在听了蒋在球介绍了苏联情况后，给库班区斯大林集

体农庄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他们的赞美。1953年2月，“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农民已写了一封回信，详细

叙述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成就。”⑥这种民间交往，为中苏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增进了中苏

两国人民的友谊。

总之，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在促进民众思想转变、深化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推动农业集体化进

程、加深中苏友谊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余 论

纵观中国农民代表参观团的出访以及回国后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经验的学习、宣传和推广过程，党中

央亲自联络、组织，大规模的农民参观团访苏成为国家行为，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极

为重视农村问题，急切寻求农村发展，积极探索农村发展路径的多重面相。中共在组织此次参访活动

时，在选拔人员、接洽和安排参访内容、扩大参访活动影响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在此后中共组织的出国

参访活动中，都依稀可辨组织农民代表访苏参观团的历史经验痕迹。

组团出国参观的学习方式，相对于在国内学习苏联经验，更直观也更具体。同时，让农民亲身赴苏

学习，回到农村后动员的效果更好。不过，这种方式并非没有缺点，据参观团成员回忆，苏方在介绍集体

农庄时，“他们说好的多，说教训少，不肯全部直言相告，对我们不利，对他们也不利。”⑦在这种情况下，参

（下转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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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亦无法制止。”①

结 语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后，天津的粮食供给形势大不如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粮荒与粮价上涨的困

境交织起伏，供需矛盾突出。在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粮价大幅度波动的困境中，天津市政府通过向中央

“求粮”获取敌伪存粮、开仓平粜，赴产区“购粮”增加储备、疏导粮源，同市场“争粮”促进流通、降低粮价，

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的供需矛盾。然而，由于战后天津的市场网络大为缩小，粮源难以为继；通货

膨胀难以抑制，粮食市场难以正常运转；市场政策违背经济规律，难以长期实行，因此战后天津的粮食供

给困境实际上等同于“绝境”，难以被根本解决。

民国前中期，由于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天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粮食市场供给体系，即使在灾荒年

间，政府亦能设法干预，依靠市场保证粮食供应②。相形之下，战后天津粮食供给的失败首先根源于社会

的失序。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供给体系内嵌于社会秩序之中，社会秩序愈稳定，市场调控能力

愈强，政府治理就愈容易取得效果，反之亦然。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心向战，轻忽民生之本，无视

民意诉求；在社会失序和经济萧条中措置无力，治理失效。再则战后国民政府仓廪不实，未能形成稳定

的粮食储备体系，在市场征购困局中强购军粮民食，既造成了市场混乱又加剧了民怨。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并不单向性地局限于市场问题或供求关系，而是攸关民众生活与社会稳定

的关键问题；而民生问题又着实关乎“天下”大势之根本。战后津府当局乃至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形成

了“行政效力日减，民心愈感离弃”③的死结，似乎已经预示其最终的命运。

（责任编辑：胡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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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团成员未能深入了解苏联发展集体化历程的全貌，以至于一些农民代表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好处作

了夸大的宣传，使部分农民产生一种共产主义可以一步到位的错觉，不少地方发生了急躁冒进，办大社，

过多地搞公共财产，以至发生强迫命令等行为④。这些教训不容忽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要求“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

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史鉴今，我们既应保持开放心态，加强国际交往，全面、准确地学

习、研究一切有助于乡村发展的他国优秀经验，也要及时发现、总结、推广各地在推进乡村发展过程中的

本国经验，做到兼容并包，在实践中升华。此其一；其二，我们既要重视先进经验、技术的推广，也要充分

考虑各地条件和农民需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党员模范引领作用，寻求外部经验、技术本地化，不

搞生搬硬套或者盲目移植，方可推动农村的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徐定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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