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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4年，毛泽东多次表扬人寨典型，正式向全国发出“农业学火寨”的号召。

农业学大寨运动持续十余年，波及各行各业，涉及卜亿人口，对于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至深
、至广。
《农业学大寨始末》作者宋连生多次深入大寨调研，采访当事人与知情者，查阅档案文献资料，首次
系统梳理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来龙去脉，记述了大寨精神的形成及发展演变过程，总结了依靠群众运
动推动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弘扬大寨精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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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连生，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198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班，现任教
于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近年主要著作有：《中美首脑外交实录》，《对峙五十年》，《穿越台湾海峡的中美较量》，《中国
入世全景写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抗美援朝再回首》，《乾隆惩贪秘
档》，《蒋介石的黄埔岁月》，《工业学大庆始末》，《农业学大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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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陈永贵的表态，大家在高兴感激之余，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这样太让他吃亏了。
而陈永贵却说：“不要说吃亏不吃亏。
我那时候给人家放牛，连条裤子还挣不下，吃亏不吃亏？
毛主席给了我地种，这就是最大的便宜！
事情就这么定了。
但是有一条，要跟着我干，就要齐心。
只要齐心，不次于他们那个组！
”他说了就干，一共联合了4个老汉和6个娃娃成立了大寨村的第二个互助组。
　　陈永贵出身贫寒，小时没有读过书。
但从他创办互助组及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懂得人的心理，懂得辩证法。
他知道在这个除他以外全部是老汉和娃娃组成的互助组里，一定会十分团结，一定会充满了干劲。
人的力量来自体质，也来自精神与意志，来自团结奋斗。
当听到有人讥讽他这个组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时，他一点都不在乎。
他对组里的人们说：“不怕，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
我们会超过他们。
”这句话里，不仅有了辩证法，甚至还体现出一种关于未来的发展战略。
　　陈永贵率领他的小组，与贾进财的大组暗暗展开了竞赛。
全组在患难之中，团结奋进，人人争先，谁都怕落在后面，谁都不愿意拖累大家。
陈永贵当时已是村里的干部，是个忙人，夜夜有会开。
他早上还没起床，老老少少们就已经下田了。
　　贾承联是这个组年龄最小的，那年才14岁。
按照现在人们的看法，这正是一个读书上学的年龄。
但在当时的大寨却没有那个条件。
贾承联入互助组前，母子二人种着几亩土改分得的耕地，度日十分艰难。
加入互助组后，他总怕自己干在别人后面，每天早早地就起来干活。
他往地里送粪，跑六个来回天还不亮。
锄草时，陈永贵在前面，他就紧紧地跟在后面学习。
几十年后，当年的孩子已成老人，但回忆起那段经历仍激动不已：“我在‘老少组’是最小的一个，
比梁便良还小几岁。
父亲很早就去世，家里就我和母亲，可是还耕种着土改分下的几亩地。
当我刚进‘老少组’的时候，一直为自己这么小，却种着那么多地而感到理亏。
可是老陈却说，你跟着我干就行了，且不说几亩，就是20亩也保证你荒不了。
从那时起，我就脚踏实地跟老陈干。
他在前面锄地，我就紧紧地跟在后面。
挑担子他担多少，我也担多少。
我老怕老陈骂我不干，结果老陈不是骂我不干，而是骂我不听话。
比如说，秋天往场里送谷子，老陈事先就把我们的担子安排好，谁担多少都由他来决定。
可是我们把担子往肩上一搁，总觉得他装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一两把谷子。
这事一旦被他发现，他就要批评一场，不让我们这样干。
他说不仅要强调大干，而且还要保护劳动力。
　　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他生怕担得多把身体搞坏。
那时候有他掌舵，干起来比一个成年人也不差上下。
”春天往地里送肥，陈永贵挑着150斤重的大担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两个抬着，有的背着，一路
跌跌撞撞，虽说辛苦，却也充满了欢乐。
　　后来陈永贵又想了个办法，将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满全程，一段一段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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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每次少跑路，在接担时还可以互相说说活，将劳累的事情变个方式，加进欢娱的成分，便
轻松了不少。
　　这两个互助组劳动竞赛的结果是双赢。
两个组都提高了劳动效率，都表现出了组织起来的优势，都增加了粮食产量，都获得了上级的表彰，
也都使自身获得了大发展。
　　当然如果细分析起来，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一些。
他们的粮食产量增加得多，由互助前的亩产100多斤，猛增到亩产200多斤，个别地里还甚至达到了500
多斤。
平均亩产也比贾进财的组多出了30斤。
特别是他济贫济困，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带领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宗旨。
而且，经此一搏，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个组里的许多人后来忠心耿耿地跟着陈永贵干，即使
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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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年人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国为怀、无私奉献等等
，让今天的读者仍感热血澎湃；而当年在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如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埋头蛮干
、掠夺资源等等，即使在今天仍与我们不时邂逅相逢。
 1964年，毛泽东正式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农业学大寨始末》由宋连生所著，系统梳
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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