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嵖岈山人民公社诞生记



在中国当代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到遂平的嵖岈山。
1958年4月15日，因为庆贺嵖岈山脚下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公署专员、遂平县县委书记、遂平县

县委农工部部长聚到一起。闲谈之中，说起现在农村小农意识浓厚，存在本位主义现象，使水利建设、山地开发、
开展多种经营、互助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矛盾很多，有没有办法使他们携起手来呢？

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
以一区一社。”他顿了顿，又说：“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原来都是老三区的，现在要是再把它们合并
一块，不是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的指示精神吗？”

信阳公署专员对他的建议感觉心里没底，然而第二天，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让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长安排的四
个乡书记会议就召开了，并做出联大社的决定。当这个情况汇报到信阳公署专员那里时，他还是拿不定主意，长途
电话挂到了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的办公室，对于这个请示，信阳地委书记沉默一会儿，表了态：“中央有精神，按上
级意图办吧！”

案例呈现



4月19日，四乡联社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结果。决定社名叫“嵖岈山大社”，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遂
平县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模、原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四个乡的
党委书记、社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
武装部、交通部，还有专管和外面打交道的外交部。随之，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这样的大社已
经不是农业合作社的性质了，它已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还能叫“嵖岈山大社”吗？有人建议，苏联有集体农庄，我
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叫集体农庄？遂平县县委副书记补充说，要反映出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
较好。

4月22日，“嵖岈山大社”改名“卫星集体农庄”。这一信息很快反馈到河南省省委书记处，又汇报到中央。5月
5日，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在郑州的河南省省委会议室，被安排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嵖岈山卫星集体农
庄的情况。“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呢？你说的这个情况，已经不是集体农庄了，你们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比苏联
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



谭书记认为，它实际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机
构，又包揽经济，是政法合一的组织。谭书记表示，叫农庄还是叫公社，
自己做不了主，要向毛主席汇报。会见结束后，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
马上就通过电话指示遂平县县委办公室当晚把全县八个农庄全部改称公
社。第二天，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

7月初，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郑州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第一次把嵖岈山卫星农业
社称为“共产主义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从此诞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在嵖岈山调
查研究，起草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经毛泽东主席修改、批示，先后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印发，9月1日出版的第7期《红旗》杂志全文刊发。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亲临视察，给予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掀起了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摘编自贾艳敏《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



案 论讨例

1.    建立人民公社的初衷是什么？

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人民公社化政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哪些影响？



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曾被称为“天下第一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民刚
刚脱离封建桎梏和战乱之苦，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和安定的生活环境。随着三年恢复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
成，我国广大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原先比较穷困的大多数农民群众政
治热情空前高涨，加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在此背景下，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加快发展、改变贫困面貌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
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忽视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加之在宣传、引导中强调总线路的基
本精神是“用最高的建设速度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线路的灵魂”，于是，盲目求“快”的想法和
做法备受推崇，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认
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强调“一大二公”，这就推动着生
产关系急剧地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这样，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具体工作中，原来良好的愿望就变成了
一种盲目的政治狂热。

案例点评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比
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
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
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
社名字好。9日，毛泽东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
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推行人民公
社化运动，撤乡、镇并大社，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行使乡镇政权职权，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称生产大队。人民
公社下辖生产大队，成立大队管理委员会，设大队长、副大队长、秘书（有的由会计兼任）、保管员、出纳员、
民兵队长、治保主任和妇代会主任。公社干部为国家干部，大队干部一般都由脱产或不脱产的村民担任。大队
下辖生产队，设立队务委员会，选举队长、副队长、妇女副队长、会计（兼记工员）、保管员。



参考来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宋俭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
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起了积极作用。

有人说，人民公社的历史，既是一出正剧，也是一出喜剧、闹剧和悲剧。人民公社这种体制运作过程中暴露出来
的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等严重问题，不是建立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当事者的初衷。在对当年那
些当事人的走访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从总体上来看，那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群体，他们都无私地信奉共产党的
事业，有着一腔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热情，他们是弄潮者，又是“左倾”思潮的受害者。共和国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
辉煌历程，神州大地面貌巨变。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嵖岈山人民公社的这段历史。嵖岈山人民公社的
教训是沉重的，给人们的启迪也是多方面的。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旧址位于河南遂平县嵖岈山乡政府所在地，东西长230米，南北宽165米，占地面积38000平
方米。卫星人民公社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是继巴黎公社之后全世界第二个人民公社，具
有垄断性和典型性，是我国在大跃进时期遗留下来的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人民公社旧址。2000年9月25日被河南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近、现代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