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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卫生与国家建设

以 山 东农村托儿组织为场域 的考察 （
１ ９４９
一

１ ９６ １
）

朱丽丽 万笑男

摘 要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早期 ，

为进一步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 ，在 国 家主导下 ，
山 东农村托儿组织 广 泛

地建立起来 。此后十几年间 ，农村托儿组织的主要职责逐渐从
“

安全育儿
”

转变为
“

卫生育儿
”

。这个转 变不仅体

现 了 儿童培育工作的进展 ，也反映 了 国 家将现代卫生观念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议程的努力 。尽管农村托儿组织

于 １ ９６１年在形式上退 出 历 史舞台 ，
但国 家所提倡的 以注重卫生保健为特点的现代育儿方法 ，却逐渐改变 了农

村家庭传统的 育儿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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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奶３ 年 ６ 月 １ 日 ， 《人民 日 报》刊发社论《更好

地培养我们的新
一代》 ，明确提出 ：

“

培养新中 国的新
一代 ，

不但要保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 而且要根据儿

童的生理和心理条件 ，培养他们的高尚道德品质 ，使

他们长大起来能够成为新社会 、新生活的建设者 ，成

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 。

”
？ 这类表述反

映出 国家对儿童的重视 ，及将儿童培养纳人社会主

义建设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既定方针 ，
与儿童相关的

方方面面也随之具有了宏大的意涵 。 在国家的主导

和推动下 ，
中国农村传统的育儿理念和方式加速进

入现代转型 ，而具备保教功能的农村托儿组织 ，便成

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实验场域之
一

。 目前以共和

国早期托儿组织为对象的研究大多从解放妇女劳动

力 、发展社会生产的层面展开 ，并把托儿组织视作
一

项妇女福利 。 韩晓莉 、翟菁等学者虽然注意到托儿

组织在培养儿童方面的作用 ，但是主要侧重于教育

教化。

② 本文以山东农村托儿组织为案例 ，
从现代卫

生与国家建设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 。笔者认为 ，人民

共和国早期 ，
现代卫生和经济发展是农村建设中两

个互相影响交织的重要面向 ， 也体现在农村育儿方

式转型的过程中 。正是在这种互动中 ，农村托儿组织

的主要职责逐渐从
“

安全育儿
”

向
“

卫生育儿
”

转变 ，

成为农村现代化新法育儿的
一

个重要实践场所 。

１ ９４９
一

１ ９６ １ 年间 ，通过农村托儿组织 ，
现代育儿方

式逐渐替代了传统育儿方式 ， 现代卫生保健观念也

逐渐被农村群众广泛接受 。

＿

、成立初衷 ：保障受托儿童生命安全

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 ， 中 国共产党在山东农村

地区开展了 以土地改革为代表的
一

系列社会变革 。

经过土地改革 ，妇女不仅获得了土地 ，
而且被动员参

加生产劳动 。社会变革对劳动力结构的调整 ，促使妇

女从家庭私领域进入社会公领域 。 原本属于妇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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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事务的孩子照管 ，随之成为了公共社会问题 。 为

了让母亲们能够安心参加生产 ，农村托儿组织广泛

地建立起来 。

农村托儿组织在成立初期主要有三种类型 。 其

中 ， 临时性农忙托儿组最先成立 ，数量最多 。 由于这

类托儿组织采用换工互助 ， 没有做到计工划分 ，所

以
，
许多保育员在第二季不愿意继续担任 ，托儿组也

便难以为继 。 １９５０ 年底开始的抗美援朝对粮食供给

提出要求 ， 国家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认识也不断

深化 ，
因而需要更多的农村妇女投人生产 。 不具备

稳定性的临时性农忙托儿组 ，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需要 。 山东省妇联在 １ ９５ １ 年

提供了
一

种适用于农业生产而且双方互利的托儿组

织新类型
——固定性农忙托儿组 ：老年妇女负责照

管孩子 ，母亲们拿出
一定的工分作为报酬 。 在推广

固定性农忙托儿组的同时 ，
山东省妇联还要求地方

妇联创办更高级别的托儿组织
一＂

农忙托儿所 。 莱

阳县望岚 口村的农忙托儿所是这
一时期的模范托儿

所 。 与托儿组相比 ，农忙托儿所具备比较健全的行

政组织 、 比较合理的计工算账 、比较完备的制度和 比

较好的保教工作 。

？

上述托儿组 （所 ）成立的初衷都是保证受托儿童

的生命安全 。 母亲们参加生产劳动初期 ，婴幼儿由

于无人照管而伤亡事故频发 ，极大地影响了母亲们

的生产积极性。 因此 ，
托儿组织招收无人照管的孩

子以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② 在组织形式方面 ，托儿

组织实行 ０
－

７ 岁儿童混合照管 。 这样的托儿组织

在缓解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后顾之忧的同时 ，
也

带来了新的问题 。 比如说 ，混养制忽视了婴儿和幼

儿身心发展的区别 ， 以致绝大多数受托儿童不能因

龄受教 。 在保育人员构成方面 ，托儿组织以无劳力

或半劳力的老年妇女为主 。 老年妇女照看儿童 ，
虽

然能够满足儿童吃喝拉撒等基本需要 ，但在教育和

卫生方面存有不足 ：

一

方面 ，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

文盲 ，不懂科学的教育方式
；
另一方面 ，她们采取传

统的养育方法 ，如咀嚼喂食 ，
不利于儿童身体健康 。

农村托儿组织在成立初期是一项以妇女福利为

主的公共事业。 对于妇女而言 ，她们不再被孩子牵

绊
，
能够进入公领域参加生产劳动 ，为获得经济独立

和争取解放创造条件 。对于儿童而言 ，他们的生命安

全虽然得到了保障 ，
但生活与人托前基本无异。农村

托儿组织延续着老百姓既有的教养之道 ， 集体儿童

保健措施几近空 白 。

二、势在必行 ：将现代卫生观念引入农村托儿组织

共和国早期 ， 国家注重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

从 １ ９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 ， 国家越来越关注儿童的培养

问题 ，农村托儿组织也逐步转变发展策略 ，引人现代

卫生观念。

农村托儿组织成立的初衷是安全育儿 ， 没有考

虑到卫生问题。 由于延续了传统的育儿方法 ，
不适合

集体生活
，
农村托儿组织卫生状况堪忧 。据聊城专区

妇联在 １ ９５ １ 年 ８ 月对莘县 、清平等县的农村托儿组

织调查显示 ，托儿组 （所 ）在卫生环境 、收托对象和保

育人员方面均存在问题 。 例如 ，托儿组织房间狭小 、

空气不流通 ，不注意拒收和隔离患有传染病的儿童 ，

身体不健康的老年妇女有机会成为保育员 ， 她们普

遍缺乏卫生及保育科学常ｉ只 。

③

人民共和国早期 ，
儿童卫生成为国家致力于卫

生现代性的一部分 。罗芙芸 （ Ｒｕ ｔｈＲｏｇａｓｋ
ｉ
）指 出 ，

卫

生与 国家 、民族相关联的观念 ，在２０世纪初被帝国主

义植人中国 ，
并在中 国精英们的推动下 ，逐渐成为现

代性政权的标１只 。为了实现国家现代性 ，中 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 。在运动中 ，
个人的

卫生等同于民族的卫生 ，讲卫生成为爱国的表征 。
？

儿童卫生属于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 ，
正如妇联

的宣传
“

爱 国发家讲卫生 ，孩子大人不生病＇
⑤

妇联和卫生部门逐渐注意到托儿组织恶劣的卫

生状况 ，
并且试图通过培训保育员进行改善 〇１９５ １

年下半年各专区妇联对农忙托儿组织的调查使山东

省妇联和卫生厅认识到 ：

“

缺乏保健指导是农忙托儿

组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
？ 于是 ，

两部门把
“

加强保

健指导 、训练保育人员
”

纳入 １９５ ２年的工作计划 ，
并

合编 了《农忙托儿组织保育人员训练教材提纲 》 。

“

提

纲
”

涉及的培训内容体现出了新法育儿 ，在具体实践

①② 《关于农忙托儿组织情况报告》 （
１ ９ ５３ 年 ）

，

山 东 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０５
－

０１
－

００２６
－

００３ 。

③ 《儿童保育工作总结》 （ １ ９５ １ 年 ８ 月 ２４ 曰 ）
， 聊城市档案馆 ，

档案 号 ： ００ １ ０
－

００ １
－

００６
－

０２５ 。

④ 罗芙芸 ： 《
卫生的现代性 ： 中 国通商 口 岸卫生与疾病 的含义》 ，

向磊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⑤《半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总结 （初稿 ） 》 （ １ ９５ １ 年 ９ 月 ３ ０ 日 ）
，聊城市档案馆 ，档案号 ： ００ １ ０

＿

００ １
－

００５
－

０ １ １
。

⑥ 《农忙托儿组织保育人员训练教材提纲 》（ １ ９５ ２年 ）
，

山 东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 ０５
－

０ １
－

００２０
－

０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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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 ，
地方培训单位根据需要作出调整。 １９５ ２ 年

８ 月 ，
莘县妇联 、教育科 、卫生科开办

“

农村托儿所幼

稚园保姆训练班
”

，培训 内容除了对保育员进行思想

教育 ，告诉她们照管儿童是服务抗美援朝 、为国家做

贡献的表现 ，还包括预防传染病基本方法 、健康婴儿

的发育和婴幼儿饮食习惯 。
？

１９５ ２ 年的保育员培训 ，开启 了托儿组织引入现

代卫生观念和建立集体儿童保健的阶段 。 这一阶段

的卫生保健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一

是以不喝生

水 、凉水和按时喝水、吃饭为 内容的饮食卫生 ；
二是

以洗手、洗脸为内容的清洁卫生。 然而 ，集体儿童保

健初期不仅内容简单 ，而且只在少数托儿组织内 实

施 。 １９５２ 年 ，
山东省仅有 １ １ １ ６ 名农村保育干部和保

育员参加 了培训 ，
部分受训人员还是文盲 。

②这不仅

限制 了集体儿童保健的实践范围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

削弱了实践效果 。 集体儿童保健的初步开展 ，
不足

以改善托儿组织的整体卫生状况 。 据 １９５４ 年山东

省卫生厅年度总结 ：

“

妇幼卫生工作对儿童保健工作

重视不足 ，甚至连集体儿童的保健工作也未能予 以

应有的重视 ， 以致各种传染病在托儿所泛滥 〇
”
③

现代卫生观念和集体儿童保健的不健全 ，影响

了母亲们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也影响了 国家建设的

现实需要 。 比如 ，昌潍专区姜永贵农业生产合作社托

儿组频繁发生的传染病威胁了受托儿童的身体健

康 ，母亲们不愿继续送孩子或干脆把孩子领回家 。
？

在这种情况下
，不少妇女退出 了农业生产领域 ，

直接

影响了经济建设 。 山东省妇联认为 ，现代卫生观念

和集体儿童保健还关系到为建设社会主义培养合格

后备军的问题。 １９５５ 年 ，省妇联强调 ：儿童在 目前虽

然不是劳动力 ，但他们是未来的主人 ，是社会主义建

设的接班人。 做好儿童卫生工作
，
能够使国家的新

生
一

代成为身体健康的社会主义新人。
⑤

正是在上述认识的指导下 ，从 １９５５ 年始
，
山东

省卫生厅协同妇联决定以加强农村托儿组织的保健

工作为试行新法育儿的重点 。

？ 此后 ，农村托儿组织

不仅是解除母亲参加生产牵累 、 保障儿童生命安全

的场所 ，而且在国家主导下 ，
成为推进妇幼卫生 、实

践新法育儿的重点 。 １ ９５２年开启 的内容简单 、仅在少

数托儿组织内实施的集体儿童保健 ， 伴随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得到初步完善 。

三 、调整提升 ：托儿组织卫生保健体系的初步完善

１ ９５ ５ 年冬 、 １９５６年春 ，
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运

动的高潮 ， 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 《 １９５６ 年到 １９６７ 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 。纲要规定 ：

“

每一个农村

女子全劳动力每年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 １２０个工

作 日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成立农忙托儿组织
”

。

⑦

山东省卫生厅和妇联顺应集体化发展形势 ， 在已经

把托儿组织确立为新法育儿最佳实践场所的基础

上 ，对集体儿童保健进行了初步完善 。

在规范组织形式方面 ， 托儿所和幼儿园依据收

托对象的年龄相互区别 、分开组织 ，并确定托儿所以

卫生保健为主要功能 ， 幼儿园以教育为主要功能 。

１ ９５６ 年 ２ 月 出台的《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

联合通知 》 规定 ：

“

托儿所和幼儿园应依儿童的年龄

来划分 ， 即收三周岁以下的儿童者为托儿所 ，收三至

六周岁 的儿童者为幼儿园 。

”？ 山东省农村托儿组织

虽然在执行依据儿童年龄进行收托方面具有
一

定的

弹性 ， 比如聊城专区托儿所普遍招收 ０
－

４ 岁的儿

童 ，把收托对象的年龄上限提高了
一

岁 ，但基本上能

够做到依据儿童年龄分别照管 。
？

在规范收托对象方面 ， 身体健康与无人照管成

为并列条件 。拒收和隔离有传染病的孩子 ，能够从源

头上控制托儿组织内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 １ ９５６ 年

７ 月 ， 聊城专区妇联明确要求托儿组织拒收和隔离

患病儿童 。

？ 随后
，
该区大多数托儿组织订立了制

度 ，表示不再收托患有传染病的儿童 ，但碍于乡土人

① 《莘县农村托儿所幼稚 园保姆训练班总结 》 （ １ ９５ ２年 ）
，
聊城市档案馆

，
档案号 ＝ 

００ １ ０
－

００２
－

００３
－

０ １ ８ 。

②《
妇 幼福利工作情况总结 》（ １ ９５３ 年 ）

，
山 东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０５
－

０ １
－

００ ２６
－

０ ０４
。

③《山 东省 １９ ５４ 年妇幼卫生工作总结 （草案 ）》 （ １ ９ ５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
山 东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 ０３４
－

０２
－

０ １ ０３
－

００４ 。

④《昌潍县牛 家庄姜永贵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农忙托儿组》 （ １９５ ５ 年 ６ 月 ） ，聊城市档案馆 ， 档案号 ：
００１ 〇

－

〇０２－０３ ４
＿

００７ 。

⑤《
妇女儿童福利工作讲义 》（ １ ９５５ 年 ）

，

山 东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０５
－

０ １
－

０ １ ９５
－

００３
。

⑥《山 东省 １９ ５５ 年妇幼卫生工作计 划 》 （ １９ ５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
山 东 省档案馆 ，

档案号
：Ａ０３４

－

０２
－

０ １ ０ ３
－

００５ 。

⑦《１９５ ６年到 １％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 》 ， 《
人民 曰报》 １ ９５ ６年 １ 月 ２６ 日

， 第 ２版 。

（ＩＸ〈教育部 、卫生部 、 内务部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 （１ ９５６年２月 ）
，

山东省档案馆
，
档案号 ：Ａ０２ ９－０ １

－

０４１ ８
－

００ １ 。

⑨《关于农忙托儿组织工作开展情况向地委、省妇联的报告》 （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３ 日 ） ，
聊城市档案馆 ，

档案号 ：０００ ４
－

００ ２
－

０４４
－

０１ ０ 。

⑩《关于整顿巩固和全面开展托儿组织工作的意见 》 （ １ ９５ ６年 ７ 月 ８ 曰 ） ，聊城市档案馆
，
挡案号 ： ００ １ ０

－

００ １
－

０４ １
－

０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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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还是出现了违背规定的情况。 比如莘县曹楼村

保育员为 了方便邻居下地挣工分 ，把邻居家发烧的

孩子领人园 中 。
①

１９５ ６ 年 １ ２ 月 ，为了加强全省托儿

组织和保育员的规范意识 ，
山东省妇联强调 ：不得收

托患有传染病的孩子 ；
若发现孩子在托儿组织内生

病 ，要及时隔离并通知家长医治 。
②

在规范保育人员方面 ，
业务技能培训再次提上

日程 ，
选拔标准也逐渐提高 。培训农村保育员被确定

为 １ ９５６年山东省妇幼卫生工作的
一

项艰巨任务 。

？

截止到 １ ９５６ 年 ５ 月 ，
全省受训农村保育员 达到

３０ ．６％ 。
？在培训 内容方面 ，

１９５６ 年的培训增添了不

给幼儿穿开裆裤等新内容 ，并注意到儿童卫生保健

在性别和年龄方面的差异 。 山东省卫生厅还要求提

高保育员的身体素质 ，并加人青壮年妇女力量 。

“

选

择保育员的条件 ，主要是无传染病 、耐心喜爱孩子 ，

尽可能地发动几个半劳力 的高小或初小毕业生受

训
，
并参加托儿组织的工作 ， 以便经常地传授保育常

识 。

”
？在执行保育员选拔条件方面 ，农村托儿组织

基本做到 了无传染病 ，
经过教育后能够掌握简单的

卫生知识 。

？

与 １ ９５６ 年以前比较 ，这
一

阶段新法育儿在实践

内容方面并没有太大改进 ，但在贯彻的力度和广度

上
， 因为公社的物资照顾和保育员考核标准的调整

而增强 。 公社照顾清洁卫生和饮食卫生用品 ，
为托

儿组织实施新法育儿提供了物质条件 。

“

勤俭办社
”

指示下达前 ，托儿组织中的脸盆 、热水瓶等用品主要

由公社承担 ；指示下达后 ，这些物资虽然调整为依靠

群众解决 ，但公社也会给予适当的照顾。 另外 ，新法

育儿的实践效果成为考核保育员 的依据 ，甚至直接

关系到工分收入。 例如 ，高唐县妇联规定 ：

“

保育员

不能让儿童吃冷食 、喝冷水 、坐冷地 ，否则批评教育 、

扣工分 。

”
⑦

集体儿童保健的初步完善是国家认识到新法育

儿对托儿组织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性 ，
并结合农村发

展对妇女和儿童两代劳动力的要求而形成的结果 。

１ ９５６ 年 ９ 月 ， 山东省妇联对农村托儿组织的任务

和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义 ：

“

农村托儿组织 ， 是农业生

产合作社为解决女社员生产时孩子无人照管的困

难 ；
保证儿童的安全和健康 ， 并使之受到合理的教

养 。

”
？ 儿童的

“

健康
”

和
“

教育
”

被明确提出 。

四 、成效初显 ．

？新法育儿的推广及实践

１ ９５８ 年 ，

“

大跃进
”

时期 ，农村托儿组织不仅在

数量上大幅度增加 ，
而且为适应生活集体化 ，呈现出

由分散托管向集中托管 、 由整 日制向寄宿制 、 由部分

人托向全体人托的发展趋势 。 这种发展趋势对集体

儿童保健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山东省卫生厅制定的

《关于人民公社托儿所 、 幼儿园的若干问题的意见

（草案 ）》 成为这一阶段农村托儿组织开展卫生保健

活动的指南 。

第
一

，
建立

“

三查
” “

四早
一好

”“

四接种
”

相结合

的预防制度 。山东省卫生厅规定 ，托儿组织保健工作

应当抓紧的首要问题是贯彻
“

预防为主
”

的方针 ， 与

各种急性传染病作斗争 。

＠ 官方提倡组织儿童进行

牛痘 、 白喉 、百 日 咳 、卡介苗四种疫苗接种 ，但是受限

于农村物质和医疗条件 ， 只有牛痘接种基本实现 。相

较于
“

四接种
”

，其他预防措施可操作性稍强 。在三查

方面 ，
入园所前体格检查与定期健康检查的 内容略

同
，
包括身高 、体重 、心 、肺 、五官 、皮肤是否正常 ，儿

童及家庭成员有无传染病。 这两项检查由卫生所医

务人员进行 。 晨间检查即早晨查看儿童的眼睛 、耳

朵 、喉头 、皮肤和儿童的面色精神是否正常 ，如有条

件可测量体温 。
？ 晨间检查由受过训练的保育员独

立完成 ， 即便是没有文化的保育员也能设法实践 。如

大杨庄托儿所保育员不会写字 ，做晨检记录时 ，她们

①《莘县 曹楼村的 幼儿 园是如何整顿与巩固起来的》 （
１ ９５６ 年 ８ 月 ）

， 聊城市档案馆 ， 挡案号 ：
〇〇 １ 〇

－

０〇２
－

〇６９
－

〇 １８ 。

②《保育骨干训 练教材提纲 》 （ １ ９５ ６ 年 １ ２ 月 １
０ 日 ）

，
聊城市档案馆

，
档案号 ：

００ １ ０
－

００２
－

０５１
－

００ １ 。

③《下发
‘

保育 员 训练教材提纲
’

（草稿 ）的 函 》 （ １ ９５６ 年 ３ 月 ６ 日 ）
，
山 东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３４

－

００
－

０ １ ７７
－

００２ 。

④《关于开展农忙托儿组织工作的报告》 （
１ ９５６ 年 ６ 月 ４ 日 ） ，

山 东省 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０５

－

０ １
－

００ ５６
－

０ ０２ 。

⑤《保育 员 训练教材提纲 （草稿 ） 》 （
１ ９５ ６年 ３ 月 ６ 日 ）

，
山 东省档 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３４
－

００
－

０１ ７７
－

００ １ 。

⑥《关 于农忙托儿组织开展工作情况向地委 、省妇联的报告》 （
１ ９５６ 年 ５ 月 ３ 日 ）

，
聊城市档案馆

，
档案号 ：

０００４
－

００２
－

０４４
－

０ １ ０ 。

⑦《高唐县妇联关于 目 前托儿组织的情况问题和今后意见》 （ １ ９５ ６年 ４ 月 ７ 日 ）
，
聊城市档案馆

，
档案号 ： ００ １ ０

－

００２
＿

０５９
－

０ １ ３ 。

⑧（农村托儿组织暂行管理办法 （草案 ）》 （ １９ ５６ 年 ９ 月 ）
，
山 东省 档案馆 ，

档案 号 ：
Ａ０ ０５

－

０ １
－

００５９
－

００ １ 。

⑨ 《儿童保健工作参考资料 》（ １ ９５ ８年 １ ０ 月 ） ，
山 东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 ３４－０２

－

０ １ ７６
－

００２ 。

⑩《儿童保健工作参考资料 （
山 东省 儿童保健工作青 岛现场会议专辑 ）》 （ １ ９５ ８年 １０ 月 ）

，

山 东省档案馆
，
档 案号 ：

Ａ０３ ４－０２－

０ １７６
－

０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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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身体正常的孩子划个
“
一

”

号
，
不正常的划个

“

十
”

号 。
？ 检查是实现

“

四早
一

好
”

（早发现 ，早报告 ，

早隔离 ，早治疗和护理好 ）的前提 ，

一旦发现患病儿

童 ，保育员就应告知家长领回家治疗 ， 以免传染给其

他的孩子 。

第二 ，培养婴幼儿用流动水洗手 、定期剪指 甲 、

不穿土裤子等卫生习惯 。 儿童饭前便后洗手的卫生

措施虽然推广 已久 ，
但托儿组织内 的传染病仍屡控

不止 。 洗手方式不正确是
一

个重要诱因 。 比如 ，很多

孩子在
一

个盆子里洗脸 ，导致砂眼和结膜炎大范围

传播 。

“

大跃进
”

时期 ，官方倡导的儿童洗手的方法

细化到
一

人
一

盆
一

巾制或流水法 ：

“

每个孩子都应用

自 己的手 巾和洗脸盆 ，
手 巾要经常洗和晒 ，

脸盆用过

后也要擦干净 ；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时 ，可采用流水

洗脸法 ，
以防止相互传染 。

”
？ 流水法经济实用 ，保育

员利用和改装瓷罐 、竹管等以代替水龙头 ，达到用流

水洗手 、洗脸的 目 的 。
③ 其次 ，

定期给儿童剪指甲 、洗

澡等原本属于家长的事务 ，在这一阶段被列入保育

员的工作范围 。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
山东省福利工作积极

分子代表会议向保育员发出倡议 ，要尽可能地做到

四包 ：

一

包照顾吃饭 ，
二包给孩子理发 、洗澡 ，

三包给

孩子拆洗缝补 ，
四包对病儿的护理 。

④ 这些看似普通

的替代母职的规定 ，
在当时远远超出农村家庭对儿

童的 日常清洁程度 。 再次 ，废除沙土布袋成为卫生

习惯培养的重点 。 在托儿组织成立初期 ， 沙土布袋

被视作照管婴儿的必需设备 。

？这种育儿方法不利

于婴儿身体健康 ，据单县妇联调査 ，很多睡沙土布袋

的孩子得了钩虫病 。
？
１ ９５６ 年发布的 《保育员训练

教材提纲 （草稿 ）》虽然提倡使用尿布 ，但并没有明令

禁止使用沙土布袋 。

“

大跃进
”

期间
，
山东省卫生厅

明确要求 ：

“

苦战两个月 ，使幼托组织改变穿沙土布

袋和嚼食喂孩子的不良习惯 。

”
？ 在上级指导下 ，单

县王小庄农忙托儿所 、莱阳皮家园村托儿所等模范

托儿所把革除沙土布袋作为工作准则 。

第三 ，建立儿童食堂 ，拒绝咀嚼喂食 ， 实行一人
一

碗
一

匙以确保饮食卫生 。 自 １９５ ６ 年托儿所确定整

日制的办所形式后 ，
母乳期的婴儿主要依靠母亲来

所喂奶 ， 因母乳不及时或缺少辅食而营养不 良 、面黄

肌瘦 ；
年龄稍大儿童的午饭主要依靠 自带

，所带大多

是地瓜等干硬而且不易消化的食物 ，有时还忘了带 ，

以致不能按时吃饭 。
？ 发现受托儿童在饮食方面存

在问题后 ，个别合作社提供了辅助 ，如即墨县张式瑞

农业生产合作社给农忙托儿所辅助小米面和少许社

内生产的瓜果蔬菜 。 对于合作社提供辅助的做法 ，

１９５ ６年 ４ 月 召开的山东省专 、县妇联主任扩大会议

尚认为 ：

“

在勤俭办
一

切的原则下 ，

一

般社不宜推

广 。

”
？ 但在

“

大跃进
”

期间 ，托儿组织内 的儿童饮食

供给方式发生了变化。为 了改善儿童的饮食 ，
不少地

区建立了幼儿食堂 ，
有的单独设立 ，

有的在公社食堂

单独做 。
？ 在饮食卫生中 ， 因 为之前经常发生保育

员咀嚼喂食 ， 导致托儿组织内一个孩子生病 ， 全部

孩子被传染 。

？ 所以 ，废除咀嚼喂食被重点强调 。这

项内容对保育员和炊事员均附带着要求 ：

“

保育员在

喂食婴幼儿时要用羹匙 ，
并做到一人一碗一勺

” “

炊

事员在洗净儿童食具后煮沸或用开水烫
”

。
？

第 四
，
帮助婴幼儿适应按时饮食 、排便 、睡觉等

规律化生活 。 《关于人民公社托儿所 、幼儿园的若干

问题的意见 （草案 ）》认为 ，规律化的 日常作息安排有

助于婴幼儿成长发育 。 比如 ，在饮食方面 ，
七八个月

以下的婴儿每 ３
—

４小时吃
一

次母乳 ； 在排便方面 ，

六个月 以上的婴儿要按时把尿 ；在睡眠方面 ，
儿童要

养成午睡的习惯 。

？ 儿童食堂的建立为儿童适应按

时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 。 平度县灰埠公社吕家集托

儿所对未断奶的婴儿按时喂米汤 ， 对略大些的孩子

每 日供应五次伙食 ： 早七点 ，大米或小米稀饭 ；十点 ，

鸡子饼 、糖饼或馒头
；
十三点 ，面条 ； 十五点 ， 大米或

① 朱杰 臣
： 《孩子哈哈笑 妈妈干劲高 》

，
《 大众 曰报 》 １９ ５９ 年 １ 月 １ ０ 曰

，
第 ３ 版 。

②《
预防孩子得眼病——幼托组织和父母要注意孩子个人卫生 》 ， 《山 东卫 生》 １ ９５９ 年 １ 月 １ ８ 曰

， 第 ４ 版。

③？？？ 《儿童保健工作参考资料 （ 山 东省儿童保健工作青 岛现场会议专辑 ） 》 （ １ ９ ５８年 １ ０月 ）
，
山 东 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３４
－

０２
－

０ １ ７６
－

００ １ 。

④ 《省儿童福利工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向全省儿童福利工作者的倡议书 》 ， 《大众 日报》 １ ９５９ 年 ３ 月 ６ 日
， 第 ３ 版 。

⑤《
儿童保育工作总结》 （ １ ９５ １ 年 ８ 月 ２４ 曰 ）

，
聊城市档案馆

，
档案号 ： ００ １ ０

－

００ １
－

００６
－

０２５ 。

⑥ 《农村妇幼卫生座谈会汇报内容》 （
１ ９５ ６年 ５ 月 ８ 日 ）

，
山 东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３４－０２－０ １ ０３
－

０２３ 。

⑦ 《山 东省儿童保健工作青 岛现场会议决议》 ， 《山 东卫生 》 １９ ５８ 年 １０ 月 ３ ０ 曰
， 第 ３ 版 。

⑨《 即墨县张式瑞农业生产合作社农忙托儿所是怎样组织起来的 》 （ １ ９ ５６ 年 ）
， 聊城市档案馆 ， 档案号 ：

００ １０
－

００２
－

０４９
－

０ １ ８ 。

⑩《 山 东省 １ ９５８ 年妇 幼卫生工作总结 》 （ １ ９５ ９年 ４ 月 ）
，
山 东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 ３４－０ ０－０２７ ６
－

００３ 。

？《农忙托儿组织专题报告 （初稿 ） 》 （ １ ９５ ６年 １ １ 月 １ ８ 曰 ）
，
山 东 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０５－０ １
－

００５９
－

００３ 。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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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稀饭 ；十八点 ，糖饼或馒头 。

？

“

大跃进
”

时期 ，新法育儿在农村托儿组织中的

推广及实践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 新法育儿增添了许

多新内容 ，相对科学的新法育儿逐渐取代不合理的

传统育儿方式 ，
有益于儿童身体健康 。 再者

，这
一阶

段的农村托儿组织体现出明显的儿童福利性质 。 在

官方表述中 ，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村托儿组织是中

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儿童福利事业 ，其对儿童进

行共产主义教育及科学保健的职责被强调 。
②

但是 ，实行全部人托 、寄宿制 、集中托管的托儿

组织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试验田 ，注定不能长存 。 由

于不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 ，这类托儿组织在当时就

产生了不良影响 。 绝大多数托儿组织 ，
不具备模范

托儿所的卫生条件 ，
仅能在原有的清洁卫生和饮食

卫生的基础上 ，尽量做到用流动水清洗和晨间检查 ，

基本无法达到
一

巾
一碗一匙而且每天消毒的卫生要

求 。

“

大跃进
”

时期 ，托儿组织在卫生保健方面出现

的种种问题 ，
也是国家建设过程中所犯的

“

左
”

倾错

误的表现之
一

。

余论 ：新法育儿在民间的传播

１９５９ 年春
，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调整人民公社

体制 、权利下放的问题
，
促使农村托儿组织开始大规

模垮台 。 伴随
“

大饥荒
”

的到来 ，农村托儿组织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 。 到 １ ９６２ 年
，
官方文献中已鲜有关于

农村托儿组织的文字记载 。 与此同时 ，儿童照管也

回归到小型的 、分散的形式或奶奶看孙子 、亲邻相帮

的传统场所。

？

虽然儿童照管形式和场所回归传统 ，但照管理

念和方法却悄然改变 。 首先 ，托儿组织对新法育儿

的实践为家长用科学常识和卫生知识养育孩子作出

了示范 ，使他们逐渐摒弃了传统的育儿方式 。 正如

德县孙家社黄金枝所说 ：

“

我孩子爱喝凉水 ，我以前

直接从缸内舀 出来给她喝 ，现在我才知道 ，喝生水容

易使孩子生病 、泻肚 ， 以后不让她喝了 。

”？ 其次 ，新

法育儿的许多措施要求家长与托儿组织合作完成 ，

这深化了家长对卫生育儿方法的认识 。 以预防隔离

为例 ，
无论是把生病的孩子从托儿组织领回家 ，

还是

把健康的孩子暂寄在托儿组织 ， 家长通过切实配合

托儿组织实行隔离制度明 白了在传染病流行期间不

能带孩子走亲访友等卫生常识 。再次 ，保育员身兼新

法育儿的宣传员 ， 她们把新法育儿的理念和方法带

给家长。培训内容包含了母亲育儿知识 ，
比如喂奶前

清洁乳头 、喂奶后轻拍婴儿后背 ，这些内容超出了保

育员的工作范围 。
＠ 培训部门希望通过保育员 向群

众宣传新法育儿 ，提髙大家的卫生知识 。 由此可知 ，

保育员不仅被定位为新法育儿的实践者 ，
而且被赋

予了宣传员的身份。 保育员培训完成后 ，借助家访 、

母亲会、 托管委员会等方式把新法育儿的方法告诉

母亲们 。

国家将现代卫生观念引人托儿组织的努力 ，并

没有随着农村托儿组织在形式上的消失而
“

不见踪

迹
”

。 以卫生保健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育儿观念和方

法 ，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接受。尽管育儿理念和

方式的转变需要经过
一

个漫长的历程和社会的整体

发展来推动 ， 但国家为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所付出的

努力 ， 确实在农村老百姓 日 常生活中产生了长久而

深远的影响 。

农村托儿组织在共和国早期短暂曲折的发展历

程 ，
展示了现代卫生与农村经济在国家建设中的互

动关系 。 农村托儿组织的卫生状况不仅关涉到儿童

健康和国家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影响到农业

生产的发展 ，
而且关涉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想象。 正是由于国家把对儿童的

培养纳人现代建设的议程 ，
农村托儿组织才成为构

筑现代国家的实验场域之
一

，
实现了从

“

安全育儿
”

到
“

卫生育儿
”

的主要职责转变 。而在此转变过程中 ，

现代卫生观念的引人则显得至关重要 ， 它是中国近

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识 。

（责任编辑 ：李孝迁 ）

①


《决心把青春献给孩子们 当 一辈子教养 员
——

平度县灰埠公社 吕 家集教养员 吕岳臻同志发言稿 》 （ １ ９５ ９ 年 ３ 月 ）
，
山 东省

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０ ５

－

０ １
－

０ １ ０ １
－

０２ ９ 。

②《农村托儿所、幼儿 园工作暂行条例 （草案 ）》 （ １９ ５９ 年 ３ 月 ）
，

山 东 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 ００５
－

０ １
－

０ ０９５ 。

③《 中央转发全 国妇联党组关于农村妇 女劳动保护政策和农村托儿组织 问题的 两个报告》 （
１％ 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聊城市档

案馆 ， 档案号 ： ０００４
－

００２
－

２０７
－

０３０ 。

④《德县农忙托儿组专题座谈会总结报告 》 （ １ ９５ ４ 年 ８ 月 １ ５ 日 ） ，聊城市档案 ，档 案号 ：
００ １ ０

－

００２
－

０２２
－

０ １ ９ 。

⑤ 《农忙托儿组织保育人员训练教材提纲 》（ １ ９５２ 年 ） ，
山 东省档案馆 ， 档案号 ： Ａ００５ －０ １

－

００２０
－

０ ０６ 。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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