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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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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和城乡环境卫生的整治，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卫

生运动。这一时期，“卫生运动”的概念呈现出“多样向统一”转变的特征，逐步构建了“爱国卫生运动”的

话语体系。作为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对爱国卫生运动做了详细报道。文章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从媒

体的视角探讨了从“卫生( 防疫) 运动”到“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形成过程。从概念上看，“卫生运动”的概

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形成，1952—1954 年在反对美军细菌战的背景下形成了“爱国卫生运动”的

专用名词，1956—1959 年全国开展了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进一

步深化并向常态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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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运动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倡导、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与人民
群众健康密切相关的社会公益事业”①，自 1952 年开展以来迄今已经走过 60 多年的光辉历程。“爱
国”是背景，“卫生”是内容，“运动”是形式，三个词汇的融合，既体现了时代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
卫生运动开展的特点。

一、爱国卫生运动的肇始

爱国卫生运动出现前，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曾领导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卫生运动，曾使用过“群众卫生运动”“防疫运动”“卫生防疫运动”“卫生运动”“清洁运动”等概念，

这一时期是爱国卫生运动的萌芽和孕育时期，是以卫生防疫和环境整治为重点。
1．“群众卫生运动”概念的形成

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中很早就有“预防为主”的优良传统，有“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人们在生
活中开始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并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由于受当时社会性质和环
境的限制，这些活动大多停留在自发的状态，很难将其变成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卫生预防活动。

新中国的爱国卫生活动肇始于革命根据地的卫生保健活动。在长期艰难的革命实践中，根据地
政府为了控制疾病的传染，克服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达到保卫人民健康、巩固红色政权的目的，逐步
提出了以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根据地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卫生运动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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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各级卫生运动组织的设立，如何开展卫生运动、卫生运动的宣传等均作了详细的规定”①，明确

提出了“卫生运动”的概念。1933 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卫生运动”，指出: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

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延续了群众卫生运动这一

做法。1939 年，在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中提出:“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疗设备，开展全边

区卫生运动，以达减轻人民疾病的目的。”③1944 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

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④

解放战争时期，疾病流行的状况更为严重，人民饱受各类传染病的困扰。“据冀中一九四七年调

查，霍乱流行区曾蔓延到八十里至一百廿里远，情况非常严重。太行博爱县平均一百人有十九人害霍

乱。天花在太行二分区也流行得很厉害。”⑤但人民群众卫生防疫知识极为匮乏，缺乏科学认知，“有

好多地区群众还很迷信，有了病不去请医生治，却请一些神婆道士之流来看，因之，病的死亡率都很

大。”⑥为了集中力量解决解放区传染病流行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将“卫生”“防疫”与“运动”结合，进

一步发动群众。1947 年 2 月，太行行署提出“对人民施以普遍的卫生常识教育( 结合人民卫生习惯) ，

造成群众性的自觉防疫运动，特别注意对妇女儿童的教育，造成农村清洁卫生的新气象。”⑦3 月，再

次提出“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创造卫生模范区”的具体措施。⑧
从概念上看，宣传报道开始使用“防疫卫生运动”“卫生防疫运动”“防疫运动”⑨等，出现了概念

的多元化。
2．概念的多元向统一转变:“清洁运动”“卫生运动”先后成为媒体的主要使用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各地政府对卫生状况、传染病的防治极为重视，《人民日

报》对“卫生运动”报道开始增多，尤以春、夏两季为多，这也是流行病的高发季节。当时群众卫生运

动的直接目标是为了控制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包括血吸虫病、疟疾、天花、鼠疫、霍乱等，“防疫”重

于“卫生”，但受限于经济能力、医疗资源的限制，不可能普遍地增设医疗卫生机构，如何解救人民于

疫病，摆脱“瘟神”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总结了中国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经验，研

究了现代预防医学的观点，提出预防为主的方针，决定在加强专业卫生机构建设的同时，开展群众卫

生运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医药卫生人员，扑灭病媒虫兽，改善环境卫生，以消除多种外在的致病因

素，减少和防止疾病的发生。”⑩
这一时期，卫生运动、卫生防疫运动和清洁运动等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在实施主体上以政府为主

导，企业、军队等开展了相应的卫生活动，从名称上看，1949 年《人民日报》多以“清洁( 卫生) 运动”为

题进行报道。以北京为例，1949 年，北京成立了“清洁运动委员会”，各区和街道成立“清洁运动委员

会区分会和街巷清运小组”。北平市( 今北京市) 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在北京区长会议

上“说明清洁运动是为着全市市民的健康和卫生，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给帝国主义看而整饬市容完

全不同。人民政府要积极领导这个运动，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建设和巩固人民的政权。”瑏瑡针对特定

传染源，人民群众采取了捕鼠灭蚤、灭蝇防蝇、灭蚊防蚊等活动，同时注意清理传染源的生存场所，全

国掀起了捕鼠、捕蝇、捕蚊和环境整治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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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46—1951 年《人民日报》卫生运动相关概念出现次数的统计

年份 清洁运动 清洁卫生运动 卫生运动 卫生防疫运动 防疫运动

1946 1 0 3 0 2

1947 0 1 7 3 0

1948 1 2 2 0 2

1949 14 27 20 2 17

1950 9 6 31 2 1

1951 3 2 8 1 1

合计 28 38 71 8 23

数据来源: 据《人民日报》网络数据库( 1946—2020) 相关内容统计。

1950 年以后，媒体大多以“卫生运动”进行报道，“卫生运动”逐渐成为媒体的主要使用词。通过
《人民日报》1949 年到 1950 年“卫生运动”相关概念的统计可以发现，在 1949 年“清洁卫生运动”“清

洁运动”达 41 次，占到了主体，而“卫生运动”概念出现了 20 次; 到 1950 年“卫生运动”出现了 31 次，

“清洁卫生运动”“清洁运动”则减少到 15 次。这一变化是因为清洁运动强调环境卫生整治，而卫生

运动的概念内涵更为丰富。这时卫生运动一般在春季和夏季集中开展，故又有“春季卫生运动”“夏

季卫生运动”等称谓。为了改变城市面貌和环境污染问题，开始清理城市垃圾，重视城市环境卫生，

北平市甚至动用军队和警备力量，拨出大批卡车供给运输垃圾之用，以改善人居环境。
这一阶段概念出现的又一变化是“卫生防疫运动”与“卫生运动”开始剥离，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卫生防疫运动倾向于“医疗、防疫”方面，而卫生运动则倾向于群众运动。1950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

卫生部、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指出，

“针对特殊传染病症进行卫生防疫运动，这种运动不只限于大扫除及预防接种，最重要的是早期发现

疫病及即时隔离病人。此外并可进行严格的晨间健康检查制度。”①因此，在概念上，卫生防疫运动这

一名称更多与传染病的预防、救治与隔离有关，与新闻报道中卫生运动的范围出现了细微的差别; 卫

生运动则更多指向各级政府及广大医务工作者领导群众在同疾病斗争中，与文教、生产、生活结合起

来开展的广泛的群众性活动，涉及卫生宣传、卫生清洁、疾病预防和环境整治等。以当时的文教为例，

“学校教育与文艺工作也配合起来，进行口头的、文字的、戏剧的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对提高群

众卫生知识，扑灭疫病蔓延，减低死亡率，收效很大。”②
1951 年 9 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党中央上报《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

指出了卫生防疫工作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9 月 9 日，毛泽东阅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

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

视卫生工作。”③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卫生防疫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这一指示对推动

卫生防疫工作走向新的阶段奠定了思想基础，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

二、爱国卫生运动的形成

由“卫生运动”向“爱国卫生运动”的转变与朝鲜战争的发生密切相关。1950 年 6 月爆发了朝鲜

战争，美国随后参战，为了抗美援朝，同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邀赴朝，保家卫国。关于“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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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民族矛盾的角度出发，我国城市、乡村在各行各业中掀起了各类声援活动，大多冠以“爱国”的称

号，如“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爱国生产运动”“爱国公约运动”“爱国节约运动”等，这些爱国运动

是在抵抗美国侵略的背景下产生的，“与当前政治形势密切结合的”①，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使各

类爱国运动迅速展开。
“爱国卫生运动”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具有类似的特征，是爱国运动在卫生领域的一个集中体现。

与上述爱国运动稍有差异的是，爱国( 防疫) 卫生运动虽是在抗美援朝这一大背景下形成，但其直接

动因是反对美国的细菌战，与抗美援朝并不完全同步。1952 年 3 月爱国卫生运动兴起，前期名称大

多称之为“爱国防疫卫生运动”，至 6 月后才逐渐演变为“爱国卫生运动”。
1．爱国防疫卫生运动的兴起

1952 年初，美国为了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公然违反国际法，“在朝鲜北方及中国部分

地区秘密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② 2 月 19 日，毛泽东主席作了指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

理。”③此后，大规模的反细菌战在周恩来总理的部署下在全国展开。
反对美国的细菌战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的成果和人民对于卫生防疫的

关注。《人民日报》从多方面开始报道爱国卫生防疫运动的重要性。“应当教育群众，对于美帝国主

义这一恶毒阴谋不要麻痹，而要提高警惕，并且广泛发动大家组织起来，开展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彻

底扑灭或准备随时扑灭美国侵略者撒下的带有细菌的毒虫。”④3 月 23 日，《人民日报》以“防御美国

侵略者的细菌战，人人都来参加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为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动员，“为了击败美国

侵略者的细菌战，除了那些已经发现敌机投下带菌毒虫的地方，应该采取紧急的防疫措施之外，全国

各地的城市、农村、机关、工厂、学校，都要开展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作好防御细菌战的准备工作。”⑤

因此，相对于 1949—1950 年初的卫生防疫范围而言，爱国卫生运动不再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村庄、
一个企业而是扩展到全国的农村、城市等各个领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卫生防疫运动，进一步扩大了

卫生防疫的普及力度。这种卫生防疫工作具体包括建立卫生防疫机构，保持环境的清洁; 大力捕灭害

虫，清除污水和垃圾，改造粪坑，尽量不让它滋生蚊子和苍蝇; 注意饮食卫生，增进身体健康; 重视卫生

防疫，进一步种痘和打防疫针。⑥
从媒体视角看，从 1952 年 4 月至 7 月间大多使用“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作为卫生运动的称号，替

代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4 月 28 日，全国政协在《为庆祝一九五二年五一劳动节的号召》中提

出“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为增进人民健康而奋斗”。⑦ 4 月 29 日，中央卫生部和全国总工会共同

商定宣布，全国的护士，及其他医务工作者都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医学知识，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武装自己，学习先进医学知识，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为保卫祖国、保卫

世界和平和增进人民的健康而奋斗。”⑧全国政协、卫生部、全国总工会在纪念号召中都将“防疫”提

到“卫生”之前，这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这一场卫生运动首先应对的是美国的细菌战，这就要求

首先要做好防疫工作，将防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战略地位。
同年 5 月、6 月，周恩来总理和卫生部部长贺诚两次联名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四

月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简要报告》和《关于五月敌机撒布毒虫毒物及我防疫工作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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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中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人民日报》1951 年 1 月 30 日，第 2 版。
舒云:《挫败美国的细菌战》，《党史博览》2002 年第 3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 页。
《加紧进行防御细菌战的宣传工作》，《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23 日，第 4 版。
⑥《防御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人人都来参加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人民日报》1952 年 3 月 23 日，第 4 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为庆祝一九五二年五一劳动节的号召》，《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28 日，

第 1 版。
《中央卫生部和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宣布: 今年起将我国护士节合并在“五一”节举行，中华护士学会发表声明

表示完全拥护》，1952 年 4 月 29 日，第 1 版。



强调“不管敌人是否继续散布毒虫毒物，今年我们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坚持到秋后。争取不仅将敌人

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 ①“在六月将继续检查、督促各大区重视反

细菌战防疫工作，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消灭死角，加强防疫队的训练，并在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

报告制度。”②从汇报看，尽管至此时美国的细菌战没有再深入发展，但卫生部门把防疫问题仍然摆在

卫生的重要位置，5 月份确定为全国卫生防疫突击月，6 月份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报告制度。
2．“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正式出现

爱国卫生防疫运动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使用爱国卫生运动的概念是在 1952 年
6 月下旬。“由于这个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争，是保卫祖国的一项政治任务，

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中央就把这个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③6 月 27 日，《人

民日报》在纪念朝鲜人民抗美战争两周年的文章中正式使用了“爱国卫生运动”④这一名称; 6 月 28
日《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天津、重庆、安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自此，“爱国卫生运动”这一概

念取代“爱国卫生防疫运动”成为主流媒体的使用词。将“防疫”二字去掉，这是由于来自细菌战的威

胁减小，卫生防疫运动由应急运动转向经常性、常规性的活动。“美国的细菌战并未收到预想的效

果，疫区没有大面积流行传染病。现在看，这一方面是因为朝鲜和中国东北正处于冬季，更主要的是

因为中国政府重视，全民动员，对细菌战打了一场全民参加的人民战争。”⑤7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

表题为《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新中国

的卫生工作是人民大众的保健工作的重要部分。它对于增进人民健康和加强国家建设的力量，有头

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卫生运动不仅具有季节性，而且具有经常性。”⑥

随着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各地深入的开展，我国城乡环境、卫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注意卫生

已逐渐成为群众自觉的习惯”。⑦《人民日报》对各地卫生成绩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在北京，北京市

由于发动了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铲除了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大量垃圾，把满蓄臭水的龙须沟修成

下水道，把陶然亭与龙潭修筑成美丽的风景区，出现了苍蝇几乎绝迹的奇迹。”⑧“成都市自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以来，经过五次群众性的大扫除后，已清除了长期堆积的垃圾九万多吨，疏通沟渠十二万五

千余公尺。该市一条两百多年没有疏掏的大悲巷臭水河，经过这次疏浚，已变成了清水河。”⑨
3．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为了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新中国在卫生医疗系统外，成立了领导群众卫生运动的专门机构———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简称“爱委会”) ，旨在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1952 年 3 月 14 日，“为了组织和领导反对细菌战的工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

来总理兼任主任委员”瑏瑠，数月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各区、省、市、县等各级政府机关、部
队、团体都成立了相应机构，成为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的重要机构。《人民日报》中最

早出现的地方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是广州市，1952 年 7 月 11 日，“在广州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扩大

会议，通过成立广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广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实施办法”瑏瑡，其他省份随后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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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卫生已逐渐成为群众自觉的习惯》，《人民日报》1952 年 11 月 5 日，第 6 版。
《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 周总理指示卫生工作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4 日，第 1

版。
《成都、昆明、贵阳等地爱国卫生运动有成绩》，《人民日报》1952 年 7 月 18 日，第 3 版。
《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编写组:《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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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建立。该机构名称的统一和职能的确定始于 1952 年末，周恩来在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一九五二

年成立之各级领导爱国卫生运动机构今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中央级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中央以下各级冠以各行政区域或单位名称) ，其职责为领导反细菌战工作及群众性卫生运

动。”①还进一步厘清了医疗防疫与卫生运动的区别，指出“一般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工作仍由各级卫生

部门负责”，各级爱委会成为群众性卫生运动的领导机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产生对推动运动

持续稳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强了党的卫生组织建设，形成了卫生运动的长效机制。

三、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深化

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的，一定程度上体现应急运动的特征，但它在完成粉碎
细菌战这一目标后，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成为专有名词延续至今，其内涵在实

践中逐渐深化、丰富。
1．爱国卫生运动由“政治任务”向常规性的卫生活动转变

爱国卫生运动在运动过程中逐步提出由应急行为向常规性活动的转变，这在朝鲜战争未结束时

就已展开。1952 年 6 月，“反细菌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美国的细菌战没有进一步扩散，人们对爱国卫

生运动取得的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出现松懈的状况。“少数领导人对爱国卫生运动还缺乏足够的

认识，麻痹大意，对这一工作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参加这一运动。有的认为卫

生工作仅仅是卫生人员的事情，影响了卫生工作的普遍开展。有的缺乏长期打算的观点，把卫生工作

当作临时任务，他们以为‘浪头一过，万事大吉’。这些有害的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②
1952 年 7 月，《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进一步加强爱国卫生运动”，强调“爱国卫生运动是一个重

大的政治任务”，加强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爱国卫生运动必须成为有领导的群众运动”，“必须

和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③这些思想对推进爱国卫生运动的制度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在空间上，

爱国卫生运动的范围逐步扩大，由东北、沿海向内地深入，由城市向农村推广，卫生运动是人们卫生意

识提升后的一种自觉行为，形成群众性和经常性的运动。“华北区的爱国卫生运动已向广大农村开

展。河北省各地的一般城镇和农村，都进行了一次到三次群众性的清洁大扫除。……辽西省等提出

了‘普遍全面，深入彻底，保持经常’的口号。全区不少城镇和农村群众订立了爱国卫生公约或把清

洁卫生活动订入爱国公约; 部分市县和农村还实行了‘人民卫生日’。”④8 月 4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

二书记陈毅在华东暨上海市人民爱国卫生运动广播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更普及、深入、经常地

展开爱国卫生运动”⑤，“这是个长期的建设工作，不应是一阵风过去就完了的。我们必须把爱国卫生

工作坚持下去。……使它经常化，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⑥
1952 年 12 月，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会上，周恩来总理指出:“由于美帝国主义还继续在朝

鲜和我国进行细菌战，为了继续打败美国所进行的细菌战，为了增强我国人民的体质，以保证祖国经

济建设、国防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进行，我们绝不能因有一九五二年的成绩而自满，更不能有丝毫的松

懈，必须把爱国卫生运动继续开展下去，达到普遍深入和经常化。”⑦1953 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在完

成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后，“现在各地运动都已结束，转入了经常性的卫生工作”。⑧
2．“除四害、讲卫生”成为爱国卫生运动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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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 年 8 月 8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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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952 年至 1959 年《人民日报》中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标题的报道进行统计发现，1952 年、
1953 年是报道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与反细菌战的进程是相一致的，这一时期正是爱国卫生运动概念

的形成时期。1954—1956 年运动走入低谷，爱国卫生运动虽在延续，但从报道的数量看这一时期是

明显减少的。

表 2 1952—1959 年《人民日报》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标题的新闻稿篇数

年份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1958 年 1959 年

篇数 38 16 3 4 0 19 33 21

数据来源:《人民日报》网络数据库( 1946—2020) 相关内容统计，其中 1952 年包括以“爱国卫生防疫运动”等为标

题的新闻稿篇数。

1956 年，爱国卫生运动进入到“除四害”的新阶段。在《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

案) 》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除四害”的原则要求，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增加粮食收

入，同时消灭传染病的传染源，保护人民的健康。“从 1956 年起，在 12 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

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并提出要积极开展群众性

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①这一方案提出后，并没有引

起人民群众足够重视，从《人民日报》报道数量也可窥其一斑。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在外部原因消除

后，如何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缺少新的动力。“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不

普遍、不深入的缺点”，“直到一九五七年冬，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没有动起来”。② 有的干部、群众对

爱国卫生运动重视程度不够，“有些人认为爱国卫生运动是为反对细菌战而发动起来的，抗美援朝战

争既已结束，爱国卫生运动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③

针对上述情况，1957 年 10 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对爱国卫生运动做了具体要求和布置。同年 11
月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专门召开了 15 个省、市爱国卫生运动经验交流大会，进一步解

决思想上的问题，对“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运动进行了讨论和总结。会议指出，“结合冬季生

产，兴修农田水利，冬季积肥运动而同时进行对于冬季各项卫生工作的布置，进行深入的宣传动员，进

一步提高广大人民对做好爱国卫生工作意义的认识。使群众认识到生产运动、积肥运动、群众的文化

运动与群众的卫生运动是密切不可分离的整体的道理”④，逐步确立了“除害灭病，保障经济建设”⑤

的方针。1957 年冬起，各地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潮，“户户参加、人人动手的以除四害为中心的

冬季爱国卫生运动，已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布置动员较早的安徽、四川、山西、辽宁、浙江、贵
州等省，从 11 月份起到目前止，运动已普遍地推行到群众中去。”⑥冬季开展卫生运动不仅考虑农民

生产的特点，利用了农闲的时间，也考虑了传染病、农业病虫害的特点。“各种病虫在冬季都要找个

安全的地方躲过严寒，一般不能活动。……在冬季防治病虫害代价小、收效大。”⑦

由此可见，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爱国卫生运动由一个政治任务逐步转变为群众生产、生活

中一部分，将卫生运动与广大人民的生活、生产进一步结合，赋予了爱国卫生运动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在实践中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1960 年代初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地区开展了“两管五

改”活动( 两管指管理粪便、管理水源，五改指改良厕所、畜厩、水井、环境、炉灶) ，从本质上看，无论是
“除四害”的思想还是“两管五改”的内容，仍是在控制传播源及传染病的载体，与以预防为主的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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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总结几年来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22 日，第 8 版。
《户户参加人人动手，消灭四害讲究卫生，全国冬季爱国卫生运动胜利开展》，《人民日报》1957 年 12 月 20 日，

第 7 版。
《抓紧冬季有利时机，防除病虫和害鸟害兽》，《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思想是一致的。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启示

实践证明，爱国卫生运动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卫生工作实践中的运用，它以爱国为动力，以预防疾
病为目的，通过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卫生防病工作的方式推动卫生事业的前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卫生工作方式。“爱国卫生运动方式是符合我国国情并深受广大卫生人员和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对

动员亿万人民积极投入到防病治病、改造自然、改变自己不卫生习惯的伟大行列，促进卫生事业的发

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①
1．卫生工作需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爱国卫生运动不仅阻击了美国的细菌战，也在卫生、环境、传染病防治和

移风易俗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个人卫生也有了显著提高，爱清洁、讲卫生，开始成为社会的新风

尚”; ②“天花、鼠疫和黑热病已基本消灭，常见的几种急性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回归热、麻疹、百日咳等

的发病率大为降低，血吸虫病已在一百九十二个县市基本消灭，约占流行区的 60%。”③这些成绩的取
得，“最根本的经验是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④

爱国卫生运动从最初的以防疫为重点转向改进卫生环境和个人卫生习惯、风俗等后，群众更是卫

生运动的主体，“这当然必须经过群众运动，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⑤，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参与程度直接决定卫生运动的效果。群众既是卫生运动的参与者、服务对象，也是卫生运动的领

导力量和主体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宗旨。“群众在进行这

些工作时，不仅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卫生工作技术经验，而且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卫生工作组织

经验: 像这些惊人的成绩和丰富的创造唯有在广大的群众运动中间才能出现。”⑥
2．加强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是运动成功的根本保证

爱国卫生运动的形成、推动与党的领导和党对卫生工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党的领导，政治挂
帅，是运动不断发展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⑦新中国成立伊始，各级人民政府在党的领导下，采取普
及和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卫生组织，同时在卫生系统外设立了各级爱委会，及时预

防疫病的发生，并加强对疫病的治疗，因而使新中国的卫生工作获得巨大成就，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

健康水平。在运动的推行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视和持续推动也是其制度化、
常态化的重要因素。1952 年 12 月，毛泽东主席为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

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 1957 年，周恩来总

理对爱国卫生运动强调“一定要使运动经常化”⑧，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重视。
爱国卫生运动短期内实现了疾病预防、卫生环境、医疗状况的整体提升，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威

望，“它说明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深切关怀和极端重视，说明了新中国有足够的力

量和信心来逐步使人民摆脱疾病的痛苦”⑨，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它是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身心

健康的一项具体措施，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的初心和使命，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人民对于党领导开展爱国卫生活动是衷心感谢的。许多地方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共产党，真英明，

事事为了我人民，除掉三害( 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除四害，挖掉穷根断病根。’”瑏瑠
3．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群众卫生运动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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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运动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群众卫生运动方法: 将疾病治疗与疾病预防相结合，将医疗专门

人才和群众相结合; 将经常活动与突击活动相结合; 将卫生与生产、生活相结合。
爱国卫生运动中开展的卫生清扫、环境整治、除害灭病等方法是为了克服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

通过消灭传染病的载体和生活场所，化被动救治为主动预防，用制度优势弥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医

疗卫生条件总体比较落后的劣势，起到了投入少、效果突出的作用。在运动中既发挥医疗卫生工作者

的作用，又发挥群众运动的特点，“只依靠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不发动群众一齐动手，要对付这么多的

虫害和疾病是困难的; 只发动群众而忽视发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不注意医学科学和专门技术的指

导，除害灭病也是困难的。”①

将常态化运动与突击活动相结合，“没有突击性活动，不容易普遍地发动群众，没有经常性活动，

不能巩固已获得的成果，并继续将运动深入推进。”②在突击运动中，集中开展春季、秋季爱国卫生运

动，后来又形成了爱国卫生运动月，通过集中的时间段着重解决主要问题; 在经常性运动中完善爱国

卫生运动机构，注意贯彻执行经常性的卫生制度，巩固突击运动的成果。
将卫生工作与生产密切结合。“如工业方面，将工地卫生与安全生产结合起来; 农业方面将积肥

造肥与改善环境卫生、铲除蚊蝇孳生地结合起来，田间管理保苗护粮与灭鼠灭雀结合起来等等，都是

非常有效的，而且是可以坚持经常的办法。”③爱国卫生运动与生产结合起来，利用生产空隙来进行卫

生宣传和组织工作，这样既不影响生产，也易于为群众接受，深化了卫生运动的效果。
60 多年来，爱国卫生运动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运动重点也呈现阶段差异，但通过凝聚社

会的力量积极融入到卫生事业的群众运动方式始终没有改变。“爱国卫生运动为提高中国人民的健

康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共同解决最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④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城市变迁中的市民精神生产理路和价值特质研究”

( 15CZX054)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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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the Notion of“Patriotic Public Health Campaign”and
its Enlightenmen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PＲC: A Study Centered on the People’s Daily

ZHANG Liang MA Xiaoyan
( School of Marxism，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since the founding of PＲC，our Party and our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the renovation work of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and launched a nation － wide
campaign for people’s health．During this period，the notion of“sanitation campaign”wa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diversity to unity”，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discourse system of“patriotic public health campaign”．As a mainstream
media，the People’s Daily has covered the patriotic public health campaign all the way in detai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dia，the thesis will explore the dynamic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rom the notion of“sanitation ( epidemic prevention) cam-
paign”to the notion of“patriotic public health campaign”by being centered around the People’s Daily． Conceptually
speaking，the notions such as“sanitation campaign”came into exist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new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
tion．From 1952 to 1954，set in the background of anti－U．S．bacteriological warfare，the proper term“patriotic public health cam-
paign”was coined．From 1956 to 1959，with the“patriotic public health campaign”for the purpose of“eliminating the four
pests and stressing on hygiene”launched，the campaign has further deepened and turned to normalization．

Key words: epidemic prevention; patriotic public health campaign; the People’s Daily

861

安徽史学 2021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9 年 2 月 4 日，第 7 版。
《为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而斗争》，《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4 日，第 3 版。
《把卫生运动更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人民日报》1959 年 8 月 20 日，第 4 版。
《世界卫生组织颁奖表彰我国爱国卫生运动 65 年辉煌成就》，《人民日报》2017 年 7 月 6 日，第 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