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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新疆社教运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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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毛泽东针对“反修防修”的问题，紧张的国际国内局势，决定在神州大地开展一场彻底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维护共产党的政权。新疆地区也在同一时刻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新疆境内发动了

这场运动，研究新疆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以至以后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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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毛泽东历来重视新疆这一边陲之地
新疆战略地位异常重要，一直以来，毛泽东都十分重

视新疆这块土地，十分关注天山南北的儿女，密切重视新

疆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他领导了新疆人民翻身得解放，

让新疆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帮助

组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减轻新疆人民负担，改善当地

的社会经济；协助建立新疆自治区政府，让当地人民，自己

管理本民族事物。此外，他同新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

有着莫大的关系。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邻近中亚、南亚和西亚国家，

是中国同多国的缓冲地带，属西北的门户，乃牵一发而动

全局之地；其次，新疆民族多，成份复杂。目前有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

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１３个历
史悠久的民族，还有东乡族、壮族、撒拉族、藏族、彝族、布依

族、朝鲜族等共４７个民族，各个民族习俗各异，因而管理困
难；再次，新疆地区又参杂着宗教以及历史的因素。一直

以来，新疆除传统的伊斯兰教外，还有佛教（包括藏传佛

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且有泛伊斯兰主

义、泛突厥主义思潮的传播以及外国势力策动分裂活动的

影响，故使得新疆一直存在着民族分裂势力的隐忧。因而

总得来说，新疆地区地理位置重要，但其治理却又极为不

易，怎样统治这样一片“僻处西陲，孤悬塞外，内部则民族

复杂，文化落后。复以各其特殊之宗教与习尚，每易为人

煽惑，事变纷起，造成民间仇恨及残杀之惨剧”的戈壁之

地，促进新疆的发展与稳定，维护我国的社会安定，这给毛

泽东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

争、形势、矛盾等字眼重新提上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会议里，

认为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资

产阶级复辟”的观念重新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毛泽东认为，在国内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包产到户、

“单干风”的现象，“加之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个别地方一

度出现地主反攻倒算的情况，农村的社会治安也由于经济

困难而有某些恶化，一些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也有所

增长，城乡投机倒把呈现上升趋势”［１］；在国际这个更大的

战场上，６０年代的中国也进入了外交的困难年代，国际反
华浪潮的高涨，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并逐渐恶化。按照当时

中国一篇评论的说法，“１９６３年是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的
反华大合唱十分嚣张的一年，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

泛滥的时候，也正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战士们不断涌现的时

候。”苏联自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一度宣扬想

控制各国的共产党，实现苏联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随着

苏联修正主义的出现，使得赫鲁晓夫的奢望成为了泡影。

鉴于苏联的教训，考虑到国际国内的局势，毛泽东认为在

全国开展一场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已是十分之迫切与必

然。毛泽东关注的主要是农村的社教运动。

二　毛泽东与新疆社教运动的关系
１９６２年４月，新疆发生了伊塔事件。伊犁、塔城边境

地区６万余居民逃往苏联，５月２９日，伊宁市及其郊区又
发生了外逃事件，少数暴徒趁此机会发动了反革命暴乱。

针对新疆伊塔事件，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新疆地区的工作作了重要指

示：“一定要改善新疆人民的生活，要比苏联还好。要在生

产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加上政治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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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加强思想教育。”“一定要搞好关系，团结绝大多数人。

要发挥少数民族部队在反修斗争中的作用，要组织民兵，

依靠贫下中农，警惕修正主义颠覆破坏。”［２］毛泽东的指示

被新疆自治区的领导认真贯彻并得到了执行，他们出台了

《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加强政治挂帅

的报告》，新疆地区“加强思想教育”的专题在新疆重新被

提上了日程。新疆自治区政府把工作重心集中在思想教

育上来。毛泽东的指示，给新疆人民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确保新疆人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掉队、不偏离，确保

新疆地区可以得以继续发展和稳定。

随着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

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文件的指示的下发，全国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新疆自治区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也紧随时势开展开来。新疆自治区以第一

书记王恩茂同志带头，亲率工作组深入社队进行试点。新

疆自治区社会教育运动的内容是在农村开展清政治、清经

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反行贿、反

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

情报的“五反”斗争。其中，在农村的“四清”运动是新疆自

治区社会教育运动的主战场。而“四清”运动则主要表现

在清经济上。针对当时基层单位存在的一些贪污盗窃、多

吃多占社员便宜、以及一些投机倒把的现象，采取了清账

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小“四清”运动。

１．新疆地区的社会教育运动到底怎么开展，刘澜涛提
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

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

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

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３］因而在对待新疆自治区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自治区的领导人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形成了自己特点：它力求达到点面的结合和兵团、牧

区、社区三地工作的互相配合协作，使得新疆社教运动的

范围得以覆盖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在自治区开展的第一

期的社教运动中，就有１１８个公社和２１个牧场进行试点，
“第二期社教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开始，主要在１２个点，即６个
县、俩个牧业社、一个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３个团场进
行，至１９６５年８月结束，在全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
面展开时，牧区的社教试点工作也在２１个社展开，并在大
部分牧场开展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４］自治区党

委和政府认真做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有领导地、分期分

批地、有步骤地”去推行运动，并同时在开展运动时，彻底

做到了实事求是，当发现新疆在１９５６年畜牧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时，没有划分好阶级队伍时，决定有针对性地对牧区

进行完全的“民主革命的补课”，以达到纯洁社会主义革命

的组织，建立贫困牧民协会的阶级队伍，顺利地开展好新

疆的社教运动。

２．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
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

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

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工作队

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

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

能包办代替。”［２］因而，在新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

治区的党委和政府特别注重新疆地区干部与群众的配合，

发挥工作队的参谋作用。在具体的运动当中，省、地、县三

级领导干部首先主动站出来，“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

和改正思想作风”，起好带头的先锋作用；此外，群众也在

这场运动中被很好地发动起来，因为广大人民是社会生产

劳动的主要参加者，是社会的基本组成人员，同时又承担

着监视和改造四类分子，监督和帮助领导、干部认真贯彻

执行党的政策，抵制社会不良作风，发展集体经济、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人。只有把人民群众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怀抱

里，才能不让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钻空子，才能更好地巩

固人民民主专政；而工作队队员在社队蹲点，每天除跟社

员一起劳动，在生产队开会外，还得负责在生产队宣传党

中央的政策，每天劝说动员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交代自

己的问题。每天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训话，让他们不

要乱说乱动，不要破坏运动，走资产阶级道路。每天向社

员，特别是青年社员，进行阶级教育，以便尽量团结和改造

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因而，在新疆自治区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好

地做到了干部、群众和工作队三结合，做到领导干部积极

主动参与，老实交代；群众发挥主人翁精神；工作队不搞神

秘化，开诚布公地面对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确保自治区

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３．毛泽东时刻关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他对进
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也十分地清楚，是为了清理阶

级队伍，整顿阶级组织，使之适应生产的需要，发展的需

要。因而在具体运动过程中，特别担心出乱子，搞过了头。

故针对在实际试点过程中出现的混淆俩类矛盾、打击面过

宽的问题，他组织起草和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

十条”），纠正了前期的一些错误，给新疆社教运动指明了

更为清晰的方向。于是在毛泽东的指引下，自治区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主要以教育干部，纯洁队伍，整顿组织，建立

革命化的领导班子为主。教育是其主要途径，惩罚只是它

的一种手段而已。因而在这次运动中，“除了行凶报复、杀

人、抢劫、放火、放毒因而民愤很大的这一类现行犯必须立

即逮捕法办以外，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采

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２］所

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即使对那些少数必须逮捕的且有

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也是先放到群众中进行斗争，接受

群众的监督，借以达到揭露敌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目

的。到后期，则得审查、批准、再依法进行逮捕。且在捕人

时，还得遵循俩条严格的标准：其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

不知悔改；其二，需要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要求逮捕。争取

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重大的问题都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为出发点，要鼓励群众充分发表意见，重大事情都应该

让群众自己来参与、决定、表决。如果主动坦白自己的问

题，则应该采取宽大处理的原则，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

可以被教育改造成为好人的，只是某一间断、或某一时间

没能受得住诱惑，而犯了错误；还有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劳

动力的一部分，把他们教育过来以后的价值，远远大于把

他们关起来或是杀掉的价值；最后，在正确对待地主、富农

的政策上，也按毛泽东下发的规定出发，采取善待与宽待

的方针，这从微观来看，对一个家庭来说，更好地有利于他

们的子女，有利于他们在一个健全的家庭茁壮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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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疆社教运动对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重要意义

根据毛泽东在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
出，除了在农村搞“前十条”，还要在意识形态方面抓一抓，

如文艺领域上，也要搞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而从这次

讲话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扩大了，以至后

来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毛泽东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

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文艺方面，以至之后他用一场文

化大革命取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说社会主义教

育让位于了文化大革命，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新疆

自治区发展的历史上却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它纠正了经济上管理不善之风，以及贪污浪费、偷工

减料等现象，促进了新疆自治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到

１９６５年，新疆国民经济胜利结束了调整，全区工农业总产
值达到２４．３８亿元（按 １９５７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
１９５７增长１３２．５％，其中农业总产值１２亿元，比１９５７年增
长９８％；工业总产值１２．３８亿元，比１９５７年增长１７９．５％；
原油９７３吨，比１９５７年增长９．２倍；棉布１．４亿米，比１９５７
年增长３．７５倍，自治区生产的棉布已自给有余，并运销内
地。”［５］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好的改善，日子过好

了，新疆人民由衷地感谢毛泽东，亲切地称毛泽东为“我们

的父亲”，说毛泽东比他们的亲身父母还要好。当时很多

的新疆人民都恨不得能够到北京天安门看望他们心里的

“红太阳”、“大救星”。

．它很大程度上肃清了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恢
复和发扬了党在革命时期的光荣传统。随着五年计划的

完成，三大改造的实现，物质生活逐渐丰富多彩，人民生活

水平逐步提高，党的一些领导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袭

击，开始出现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挪用公款，贪污盗窃，投

机倒把等现象，还存在着做官瞎指挥，欺压群众，官僚主义

盛行的封建风潮，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越走越远，干

部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给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通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某些干部及时刹住脚跟，做到“洗干净

手，洗干净澡”，没有在泥潭里继续深陷，党风得到了重振，

确保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民主与法制的力量得到了加

强，干部作风的提高，给僵化的队伍注入了新鲜的力量。

干部队伍的重新建构，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当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提供了

借鉴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强化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增强了

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使人民牢牢的聚拢在党的旗帜下。

经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变了过去各民族分裂主义的局

面，培养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认同感，促进

其自发地爱国，使其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有一种由内而

外的喜爱和认同，让他们对中国这个大家庭有一种归属

感。此外，历经这场运动，促进了汉族与维吾尔等少数民

族的交流，在这次运动中，工作队里头，很多的成员都是汉

族干部，他们吃住在当地的社员家中，参加各地试点工作

时，同当地的干部与群众都有着深刻的沟通，打破了各民

族之间的种种隔阂，加深了各民族人民彼此之间对民族

观、宗教观、文化观的认识。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后期毛泽东思想的逐渐偏

“左”，“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很多的干部在此次

运动中被划分为“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受到了极其不合理

的对待，使得很多好的干部，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使干

部对党的信任大打折扣，且这样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干

部的流失，对当时的社会生产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损失。

再者，它负面影响最大的一点在于，它对于农村的“单干

风”十分地排斥，甚至在到了１９６５年，新疆有些地方，甚至
出现了没收自留地等现象，在经济建设上也不再提按经济

规律办事，一切强调“政治挂帅”，思想上越来越“左。”“政

治挂帅”，政治高于一切，迫使一切让位于政治，导致了新

疆工作的重心都到了政治之上，经济以及文化生活出现停

滞不前的现象，新疆地区难以有所发展，有所突破。而此

时，“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也深深地影响当时的

中国。具体表现在：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上，在思想文化领

域中，凡是党内外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都被认为是走资本

主义的道路，那些干部也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当权派”，

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党内外出现了一种十分紧张

的气氛，很多人开始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不敢有自由表达

的机会，只敢随身附和，人民的自由权利遭受到禁制，社会

主义民主逐渐破坏殆尽。而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出现中

断，社会没有了创新。相对地，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前提下，凡是不被领导认同的声音，都可以被打倒，不需

要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因而乱批人的情况数见不鲜，社

会生活开始背离了法律的轨道，法律被忽视，成为一纸空

文。相伴随地，法律意识的缺失引发了毛泽东的个人独断

之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而缺少了监督的个

人独断又相应地会出现思维的狭隘，个人喜恶的情感的参

杂，又会有决策的失真或是失误，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而言，

又是一个大的危机。

毛泽东与新疆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当今的

新疆人民留下深刻的教训，但同时，它也是一笔无形的财

富，它督促着新疆人民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稳步

前行。

参考文献：

［１］郑　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５６－１９６５）［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１９６２．１－１９６３．１２）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Ｍ］．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张玉玺，党育林．当代中国简史［Ｍ］．北京：当代中国出
版社，２００３．

［５］朱培民，段　良．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新疆［Ｍ］．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责任编校　王小飞）

３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