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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新闻
报纸事业就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当时有《新华日

报》 太行版、《新华日报》 太岳版、《晋绥大众报》
等，其中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晋绥日报》至1949年

20世纪50年代山西农村读报组与
农业生产研究*

苏泽龙 刘晓诚

摘要：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新闻报纸事业就得到一定的发展，并对群众生产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

响。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农业生产，联系广大群众，巩固基层农村组织，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议，

会议提出在基层农村的建立读报组制度。拥有一定群众基础、成本低的报纸是当时各级政府联系群众的主要工具，读报

组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消息闭塞的山西农村发挥了重要作用， 帮助农民及时有效地了解有关农业生产的中央政策，推

动农业技术推广，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巩固了山西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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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Newspaper Reading Group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Rural
Shanxi Province in 1950s
Su Zelong, Liu Xiaocheng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newspaper business in Shanx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has
been develop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t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ublic production and lif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in order to restor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losely contact the masses, and consolidate
grass-roots rural organization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ld a national press conference in April
1950, which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newspaper reading group in grass-roots rural areas. Newspapers with a certain mass base
and low cost were the main tool for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connect with the masses at that time. The newspaper reading
group syste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1950s in rural Shanxi, helping farmers to timely and effectively understand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olidat-
ing the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movement in Shanxi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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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终刊时， 日销已经达到1.5万份 ［1］（上卷，P498-

499）。解放区的报纸用贴合群众的方式宣传党的各
项方针政策，由于我们所依靠的农民群众当时的
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为了扩大影响范围，广大农
村普遍建立了读报组，晋察冀边区平山、建平等
县9个区就有二三十个读报组； 晋冀鲁豫边区武
北、榆社两县除小学、冬学附设的读报组外，更有
76个独立的读报组［2］（P162）。新中国成立后，报纸事
业更是蓬勃发展，至1959年10月山西省公开发行
的报纸达到了111种， 报刊的发行量由1950年的
8.2万份，增加到375万份，全省平均每4.3人就有1
份报刊 ［3］（P79）。读报组除宣传政策外，在农业生产
中也发挥出积极作用，高大荣领导的张家坡合作
社位于离石五区的一个小山庄里面，位置十分偏
僻，但是他们却年年增产，还积累了办社经验。有
人觉得奇怪， 高大荣既没有专职干部的帮助，也
没有办过社，怎样把社办的这样好呢？高大荣说
道：“我们办好合作社， 除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外，
还倚靠了‘专职干部’的帮助。而这个专职干部就
是农民报。” 原来张家坡在互助组时期就建立
了读报组，学习先进社的办社经验与合理密植等
生产方法，一年来，全村粮食产量比新中国成立
前翻了一番 ［4］（P1）。可见，读报组在农业生产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关于读报组的研究，周海燕、詹佳如等学
者主要是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读报组这一集体读报形式在社会中产生
的重要影响，王霞在《20世纪50年代山西读报小
组研究》一文中，主要梳理了读报组建立的起因、
发展、出现的问题及其完善的过程，在农业生产
方面涉及较少①。本文拟利用山西地方报刊资料、
文献资料、档案资料等，分析20世纪50年代山西
读报组对促进农业生产所发挥的作用，并探讨国
家权力下沉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经验。

一、读报组的建立与农民读报
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说道：“这种

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
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
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
需要。”［5］（P24）在传统社会中，农民由于固定的生活

方式，对于文字并没有强烈的需求；而在新中国
成立后， 由于农具的推广与生产技术的发展，促
使农民开始有了学习文化知识的需要。文化成为
农民快速掌握新式农具与生产方法的重要助力，
从而激发农民自觉地提高生产效率。

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会
议，山西省积极响应会议中提出的建立与领导读
报组工作的号召，老区各地逐渐恢复并进一步发
展农村读报组；新区各地也作了典型实验与重点
建立。“半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有农村读
报小组八百二十九，参加读报的干部、党员、群众
达两万人以上”［6］。读报组建立后，它的主要任务
是什么？又是如何进行运作呢？早在1949年3月5
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例如党的
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
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
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
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
务的。”［7］（第4卷 ，P1428）1950年4月22日中央政务部颁
布的《决定》中更是指出：“读报组应当是报纸内
容的经常的和有组织的学习者和宣传者。读报组
同时应当向报纸报告地方情况和群众意见。”［8］(中

卷，P76) 这两份文件分别规定了读报组的根本目的
与基本任务，即建立读报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
动生产建设， 基本任务是组织群众学习报纸内
容。当时在山西发行量最多的就是《山西日报》与
《山西农民报》，“《山西日报》 重视表彰钻研农业
科学技术知识，进行科学实验，取得优异成绩，在
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农民科学家、劳动模范和向农
民传播农业科学知识的回乡知识青年”［9］（第43卷新闻

出版志·报业篇，P65）；《山西农民报》主要是利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来向农民群众宣传政治路线与相关农业
科学知识，利用“活人活事活道理”的方法向农民
进行宣传鼓动。山西完成土地改革后，获得土地
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得以提高，但是掌握科学技术
与丰产经验仍是发展农业的一大关键， 因此，成
立读报组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在农民中宣传相
关农业生产经验与生产技术。

在读报组没有建立之前，潞城二区郝家沟的
村干部领导群众在进行冬季生产与冬学运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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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由于办法与经验较少，感到十分困难。每次
开村干部会议都要争吵上一番，最终也没有解决
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县里就给各村冬学②订阅了
《山西农民报》，通过阅读、学习报纸上其他地区
增产经验、合作社组织领导生产等内容，推动了
各项工作。 一个老农民反映道：“三天不听报，心
里没有窍。”［10］ 四区区委会的樊宝珠也认为报纸
对于生产经验的推广是有很大帮助的， 她指出：
“在目前三秋运动当中， 报纸上一连串介绍了选
种和各种农业常识，这不仅成为区干部领导生产
的宣传材料，而且广大农民也好照着报上的科学
办法来做。”［11］ 读报组在农民生活生产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群众还编了“‘报纸是件宝，没办法上
边找’，‘三天不读报， 好像迷了窍’，‘报袋上了
山，群众睁开眼’”［12］等顺口溜。

读报组一般是建立在各村生产队或是互助
组中，这样便于联系、组织群众进行读报。同时读
报组的划分根据组员的文化程度进行合理的调
整［4］（P8-9）。关于读报时间与地点的问题，山西省农
村读报组则结合实际生产情况来进行，太原东温
庄张保吉读报组的组员认为农忙时期读报耽误
生产，提出在这一时期就不要读报了，等农忙过
去之后再说，但张保吉认为读报是可以促进生产
的重要方法，于是借鉴《山西农民报》上介绍的
“地头读报”的方法，“把报纸带到地里，抽休息时
间给大家读”［13］。其他读报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纷纷学习张保吉读报组的经验方法，将读报与生
产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群众对于读报组作用的
肯定。在读报过程中规定读报要有中心，划分报
纸内容的主次先后，“读报也不是照报逐字逐句
读，而是由读报员首先读了报纸，然后根据不同
对象选读报上不同的文章， 而且要边读边讲，对
文化程度很低的群众甚至只讲不读。只有这样才
能吸引群众，使群众喜欢听”［14］。以上通过联系群
众的实际生产生活，从报纸内容、读报时间地点、
读报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使读报组制度逐渐完
善了起来。

“完整的读报过程，就是一个深入的思想发
动过程，也是具体体现报纸威力的过程，也是通
过报纸使党和政府的政策、 主张与群众见面，并

为群众所掌握，进一步起来为实现这些政策和主
张而行动起来的过程”［15］。在这一过程中谁来读，
怎样读才能发挥出报纸最大的效力，并能够将政
策话语转化为农民生产中的实际行动，是读报组
面临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总人口
中不识字、识字少、不能用文字交流思想的文盲
占80%以上”［16］(P133)。因此报纸与群众之间就需要
一个重要的中介———读报员。1950年3月29日新
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关于新闻工作中的两个问
题》中指出：“我们的报纸虽然不是每一个老百姓
都能看懂、 听懂的， 可是老百姓里面的积极分
子———有文化并有政治觉悟的， 是能够看懂、听
懂的。经过这些积极分子，我们报纸所宣传的东
西，就可以到群众里面去。”［17］(P41)读报员在宣传的
过程中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 将信息进行筛
选、加工后传递给农民群众，他们一般是政治立
场坚定、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村民，在互动过程中
通常能够密切联系、调动群众，灵活机动地读报。

新生政权要求读报员首先必须有着正确的
政治立场， 其次读报员应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能
够根据各阶段的生产任务挑选合适的读报内容，
最后要结合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解答群众提出
的各种问题，“此外，还需要注意读报员的群众关
系，看他能不能注意联系群众”［4］（P9）。读报员在讲
解过程中要注意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达到传
达各项生产政策的目的。此外，读报员还采用了
“访报”“黑板报”“顺口溜”等方法进行读报，选择
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组织读报，激发起农民
听报的兴趣，扩大读报组的规模。社员对此反映
很强烈：“正如妇女和程巧说：‘念过去等于零，讲
一讲，访一访，才能听懂记清’，韩忠有说：‘访报
真比念报强，又好懂来又记得牢’。”［18］(P54)读报员
在读报的过程中，利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建立起与
群众的联系，同时丰富了群众的业余生活。

读报组既是一个集体自我教育的重要媒介，
又是一个发挥报纸重要宣传作用的组织，读报员作
为中介，对其的根本要求是能够在读报过程中以实
际生产工作为中心，充分联系群众、调动群众。

二、读报与农业技术推广
读报组围绕着国家的中心任务大力推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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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验，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恢复生产
发展的要求，集体读报营造的氛围更能够促进农
民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
加生产，集中一切力量加快农业建设。读报组有
针对性地开展了防治病虫害、 推广新式农具、学
习先进生产经验等读报活动。

（一）防治病虫害
1950年7月27日发布的 《华北局关于农村生

产情况与劳动互助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 中指
出， 华北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第一项便是改良技
术，“其内容是防治病虫害，改良品种，改良耕作
法，改良农具，改良土壤，增加肥料和改进施肥技
术等”［19］(P14-15)。在这一背景下，读报组围绕着农业
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在农村中展开了大力宣传。

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病虫害是影响农业产
量的一大问题，由于过去匮乏的农业知识与落后
的农业技术，导致病虫害给山西省的农业生产带
来了极大的损失。1950年山西全省808,000亩庄
稼遭受到了严重的病虫害，直至1954年全省大部
分地区均受到病虫害的侵扰，“据七十二县、市初
步统计，为害面积达107,100,00余亩，仅棉蚜即达
370,000,0亩 ， 占棉田总面积的66.5%” ［20］ （P535）。
1951年山西省的武乡县马堡村庄稼地里出现了
黑婆婆（害虫），给庄稼带来了不少损害，为解决
这一问题，读报员领导组员学习了报刊上刊登的
“消灭虫害”的科学办法，动员民众采取相应措施
灭虫，“全村群众捉黑婆婆九十四斤， 保全了青
苗”，挽回了一定的农业损失。但在推广农药的过
程中，部分群众存在一定的顾虑，怕农药对农产
品造成伤害，因此不愿意使用。读报组结合各个
地方使用农药防治病虫害的实际案例讲给农民
群众听，积极展开实验展示效果，看到眼前的实
例， 农民群众愿意相信农药减轻病虫害的效果，
将其投入到生产中，节省了一大部分因虫害而浪
费的劳力。

读报组还大力推广温汤浸种等科学技术方
法有效防治病虫害。 山西屯留二区王村速成识
字班的学员组成了四个读报小组， 在春耕快要
下种的时候， 有部分群众说不会浸种拌种，“学
员们就把《华北人民》上登的‘谷子、玉茭浸种方

法’给大家读了，又进行宣传。并由十二人组织
了两个技术传授小组， 帮助全村群众进行浸种
拌种工作”［21］。这样面对面，手把手地传授农民
生产经验，推广起来更快更有效。1952年太原七
区东温庄党支部利用读报组推广了密植与种籽
消毒的方法，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缺乏干部的大
力帮助，群众并没有真正掌握相关技术，生产方
法的改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经过浸种的种
子同样有黑疸，麦子还遭到了自然灾害，导致一
些群众不再信任新技术。面对这种情况，党支部
首先向党员、团员、读报组长等带头干部讲解小
麦增产的重要性， 组织大家学习报纸上密植、浸
种相关经验的文章， 接着干部发挥带头作用，深
入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大家进行讨论，举身边实
际的增产事例让农民信服。例如：“张海龙密植得
到了好处，他在讨论时说：‘去年我种的二亩密植
麦子，谁说不好？就是遭了黄疸，也比地头邻家孟
增寿多打了四十斤， 今年我还要再密植三亩’。”
［22］“宋小儿也说：‘今年我双苗密植的玉茭长的不
大。吃亏在密植后上粪不够，没像许坦农场那样
做，往后可得讲究技术啦！’”［21］春耕再次播种时，
农民群众积极响应温汤浸种的号召，主动将这一
方法运用到生产中，这样通过集体读报的方式宣
传推广科学生产方法， 有效地遏制了病虫害问
题， 集体读报增强了人们交换信息与观点的频
率，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同一空间背景下其他人的
影响。在这样的宣传鼓动下，农民群众在应对自
然灾害的过程中开始主动采取应对措施，并逐渐
树立起正确的农业科学观。

（二）推广新式农具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资料的缺乏，尤其是

农具缺乏导致农民不能够大规模高效率地进行
耕种，大大地影响了生产。中共中央政治局1957
年发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七条
中提出：“根据生产的需要，经过地区适应性的试
验和改制，积极推广那些适合当地条件的改良农
具和新式农具。经常注意农具的保养和修理的工
作。加强新式农具使用的技术指导。”［23］（P10）根据
各地经验，使用双铧犁耕地，一般使用两头牲口，
一个人10小时可耕10亩左右；播种机、收割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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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能完成50—60亩的工作量；三齿轻便耘锄一人
一畜每天可锄地20—30亩［24］（P4）。新式农具不仅能
够提高劳动效率， 更是节约了一定的劳动力。山
西省晋县的农民形容双铧犁说：“双铧犁， 像一
宝，犁地多，花钱少。”［24］(P4)新式农具对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的作用是较大的，对于缺乏生产资料的
新中国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但是在推广新式农具的过程中，群众或是没
有突破保守思想或是没有掌握使用方法，导致群
众不愿意接受、使用新式农具。武乡二区的群众
就反映说：“单把犁是一倒垧，又笨又重，使用起
来不得劲。”该区干部了解到这一消息后，组织全
区19个读报组学习新式农具的好处与使用方法
并进行宣传推广。买回单把犁两张，召集各村互
助组长和技术能手进行实验，大家亲眼看到单把
犁犁过的地又匀又平， 称赞道：“只要学会新技
术，什么庄稼都能种。”看到实际效果后，各互助
组纷纷购入新式农具，在下种中，使用新式农具
耕地共443.5亩，全部上了杀虫药剂，进一步提高
了单位亩产量。《山西农民报》中自1949年10月20
日开始先后刊登了《把咱的旧农具换一换———天
津工展新式农具介绍》《怎样去买新式农具》 等，
1950年刊登《长治专区各地试验各种解放式农具
受到了农民热烈欢迎》《从试验中推广解放农具》
《南尹壁村党员带头推动———互助组用喷雾器消
灭了蚜虫》等文章，各地读报组组织组员进行学
习。沁县一区东庄村李富荣农业生产合作社读报
组组员李昊小反映道：“单把犁使起来比旧犁好
得多，一天能比旧犁多耕一亩地，省出人工来就
可以搞牧畜业。”［25］ 农民了解了新式农具后知道
了使用其的好处，就愿意购买、使用新式农具，在
这一过程中教会农民使用新式农具也是重要的
一环。万荣县荣河乡五星农业社的青年读报组领
导社里的青年读报纸，大力支援工业，提出要做
技术革新的促进派。学习报纸上关于技术革新的
文章，鼓励青年研究新式农具、改造新式农具。武
乡五区的下城指导组给大家读了 “改造农具”的
文章以后，模范互助组长李有旺苦心钻研，创造
了带轮耕地犁和脚踏风车， 不仅认识了新式农
具，还进一步改造了农具 ［26］。壶关一区东长井村

读报组向农民传播因地施肥、 改良土壤的好处，
读报组员王维新用亲身的经验向群众宣传，打破
了群众保守思想［27］。在宣传过程中掌握农民追求
实际利益的心理，打消农民群众顾虑，将政府关
于新式农具的相应优惠政策及时传递、 讲解，进
而促进政策向生产利益的转化。

（三）学习先进生产经验
读报组的作用还体现在对典型先进人物与

生产经验的积极宣扬上，对劳动模范仪式性的塑
造与宣传提高了他们在农民群众中的权威和影
响力，在评选过程中，他们所做的贡献往往是被
广大农民所熟知、肯定的，是拥有良好的群众基
础的。曲耀离、李顺达作为从农村评选出来的先
进典型，他们的劳动事迹引起普通农民群众的共
鸣，他们所具有的品格契合当下政治需求。报纸
作为主要的信息渠道来源再加上政府的引导，著
名的劳动模范成为享有社会地位的名人，政府给
予这一群体大力的表彰与物质上的奖励，一系列
仪式化的操作让他们成为了先进的代表。劳动模
范身上的特质也被大力宣扬，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精神成为社会新风尚，树立了“劳动光荣”的
价值取向。再通过报纸将劳动模范的生产经验总
结刊登出来，发放给各个读报小组，贴近农民群
众生产生活的经验在报纸上反复宣传，在各地引
起了广泛的讨论，不仅鼓励了农民群众在自然环
境同样恶劣的地区积极发展生产，更进一步激励
其探索生产的方式方法，激发自身潜力，唤起农
民群众争当先进的意识。生产经验的广泛推广也
使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少走了许多“弯路”，符合当
时迅速恢复农业的要求，实现了农业经济的快速
发展。

河津二区修仁村的郭成章互助组将报纸带
上了地头， 不耕作时就将报纸拿出来念一念，在
这一过程中他们读了曲耀离对棉田的管理计划，
全组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认为曲耀离棉花丰产
是与采取密植方法、合理使用肥料粉、及时使用
药械消减棉蚜密不可分的。因此经过商议，这一
互助组成员订出了6条棉田管理计划， 全组18个
男劳力和女劳力全部下地，利用密植方法种好棉
苗，又准备好肥田粉给棉田上追肥，之后备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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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棉油皂，防治棉蚜等病虫害的出现 ［28］。河津通
化村读报组，读了报纸上的“迎接五一开展爱国
增产竞赛运动”和曲耀离的植棉计划后，认为曲
耀离种植棉花过程中的粒选和密植经验都很重
要，于是他们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将每亩下种5
斤籽变成8斤，每亩棉田的种籽都进行了选种，并
用“赛力散”药剂拌了种。闻喜五区的西颜村读报
组专门召开了座谈会，总结讨论本村与曲耀离种
棉经验的不同之处，积极学习棉花生产的种植方
法与技巧［29］。各地通过读报组积极主动地学习了
曲耀离棉花生产的经验，这一系列的工作一定程
度上能够有效地减少棉田虫害、 提高棉花产量。
1952年壶关郭堡村劳动模范李魁忠读报组，看到
报纸上刊登的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合作社中
养猪积肥计划，明白了想增产就得多积肥，要积
肥还是多买猪的道理，全组就计划买40头猪进行
积肥。利用读报组与互助组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
推广了山西各地的生产经验。平顺三区的任家庄
土地不平整、山地多，村民都认为这里没有前途，
发展不了机械化。自从1952年村里加强了对读报
组的领导，群众听了李顺达的苏联参观记，了解
了李顺达与武侯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建设经
验后，感到山地也有建设方法。2个月时间里全村
共积肥4000多担，割柴8万余斤，打井1眼，修羊窑
1孔 ［30］。读报组有针对性地向群众宣传相关生产
经验， 各地结合当地实际生产情况进行了讨论、
实施。

先进生产经验的推广使农民在生产过程中
少走了许多“弯路”，提高了农业生产产量，有利
支援了建国初期的工业建设。但在学习丰产经验
的同时， 也注意与各地的实际生产情况结合，避
免了盲目学习不适合当地的生产经验。

三、读报与生产的泛社会化影响
20世纪50年代读报组在山西农村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读报本身就是一种丰富农民业余生活
的重要活动，读报员在读报过程中利用群众感兴
趣的顺口溜、快板、黑板报等形式进行宣传，使得
群众能够更好地了解最新农业政策、生产技术与
生产经验等，在转变农民思想、促进扫盲运动、巩
固合作化运动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加深农民对新政权的认同
“读报组的建立，不仅提高了参加读报组群

众的政治觉悟，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
大多数成为国家各种建设中的积极分子，有力地
推动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爱国生
产竞赛等各项重要工作”［31］。 读报的过程就是宣
传、组织的过程。农民在了解相关政策的同时，能
够逐渐提升对于新生政权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塑
造“家国”观念。抗美援朝时期，左权下麻田读报
组在学习了美帝侵华的历史和中朝关系等文章
后提出了“多生产一颗粮食，就增加一分力量”的
口号。 农民决定用实际的生产工作支援抗美援
朝，积极开展生产竞赛，全省1952年一年超额完
成了增产节约2万亿元的爱国增产节约计划，为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32］。读报组
通过结合各阶段的中心任务展开宣传，农民群众
逐渐形成了“家国”情感观念，提高了主人翁意识
与参与意识，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将情感转
化为生产动力，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与
社会主义的建设中。

（二）促进扫盲运动，提高文化水平
“人民群众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是制约中国社

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国家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群众性扫
盲教育”［33］。 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进一
步促进相关生产技术的推广。 在读报过程中，为
了让农民更好地了解报纸内容，通常会建立生字
黑板和生字本，遇到生字就查字典。在这一过程
中，农民感受到了不识字的不便，不少人决意开
始学习文化知识。“武乡窑上沟劳动模范王锦云
参加读报组后， 半年来已认了五百一十三个生
字”。神山头乡东谷村的王成群已经67岁了，解放
以后村里的青年大部分都扫了盲能读懂报纸，他
看见以后很羡慕，主动要求识字。还说：“我决心
要看农民报，今年冬天学完三册，争取在明年冬
天看下农民报来。”［34］ 交城县第二批在职干部扫
除文盲班的学习小组就是读报组。由于报上的生
活多是与农民的生活与生产相关，因此大家认起
字来也快，也能够理解字词意思，都反映说：“农
民报是不开口的好老师。”［35］在读报的过程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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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将读报与识字结合起来，边读报边记下不认识
的字，求教他人，进一步提高了个人文化水平，推
动了农村扫盲运动的开展。

（三）巩固互助合作化运动
20世纪50年代同样也是互助合作化运动的

发展时期。1951年2月2日政务院颁布的 《关于
1951年农林生产的决定》中指出：“必须继续贯彻
毛主席所指示的‘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
路’的方向。”［36］（P29）读报组在宣传合作化道路时，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农民进一步了解到互助合
作运动的优越性，坚定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决
心。互助运动初期，山西有些互助组出现了“秋黄
散”③的问题。交城五区的花果头李抗美互助组在
春耕或秋收的农忙之际，农民担心自己的地无法
按时耕作或是及时收获造成损失，总是在农忙的
时候各干各的， 这不利于互助组的团结发展，后
来互助组及时学习了《山西农民报》中《荞麦川党
支部怎样治好了互助组“秋黄散”的老毛病》的文
章，全组一起讨论，最终规定，如不能及时收获作
物便对相应的农民进行一定补偿，这样的解决方
案大家没有异议， 互助组顺利展开生产劳动，解
决了“秋黄散”的问题［37］。军城乡树石村1956年成
立高级社后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春耕时一组、二
组因为生产过程中抽调牲口问题闹起了纠纷，该
村支书就利用读报组组织群众学习讨论了《山西
农民报》上“三垅谷”的一篇文章。群众们都说：
“队、组都是一家人，打下粮食都是咱们社员的，
何必闹不团结。”［38］这进一步巩固了高级社。读报
组组织集体读报的过程中，农民群众接受了社会
主义教育，转变了“单干”“自给自足”等小农思
想，推动了互助合作化运动；激发群众家国情怀，
并将其转化为农民的实际生产行动，建立起了中
央与基层之间的紧密联系， 有助于农业生产建
设。

此外，读报组动员妇女踊跃参加生产，解放
妇女思想，提高了妇女地位。读报组还通过讲解
报纸上不同的内容增加了群众对科学知识、卫生
知识的了解， 对基本常识进行了一定的科普，在
培养群众良好卫生习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方面
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

“大跃进”运动，一些报刊上刊载了不适当内容，
导致在宣传过程中煽动农民不切实际地生产，读
报组的作用有所削减。例如1959年10月关于“左
云之风”的报道脱离了各地的实际情况，盲目宣
传、硬性推广，导致不少县卖粮过了头，造成了严
重后果 ［39］(P536-537)。195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
《关于宣传网问题的通知》，授权各省市、自治区
党委自行决定是否继续保留宣传网。随着有线广
播站在山西农村的建立、发展，读报组逐渐退出
了历史舞台。

注释：
①参见：周海燕《意义生产的“圈层共振”：基于建国

初期读报小组的研究》，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

报）》2017年第9期；沙垚《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读报组的

历史考察———以关中地区为例》，载《新闻记者》,2018年
第6期；詹佳如《集体读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读报组

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1期；王晓梅《建

国初党报领导下的“读报组”发展探析———以建国初〈解

放日报〉“读报组”发展为基本脉络》,载《新闻与传播研

究》2010年第6期;杨丽萍《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读报组

及其政治功效》，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桑蕴涵

《“工人阶级”的主体询唤———基于建国初期〈解放日报〉

读报组记录》，载《新闻传播》2018年第22期，等等。

②农村利用冬天的闲暇时间，组织政治、文化学习。

③农村互助组在忙完春耕或者秋忙后解散的现象。

④农业生产中不切实际，盲目高估产、高指标、高征

购。1959年山西省左云县率先出现这一现象，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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