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宝鸡地区抗美援朝运动综述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仁川登陆，战火烧到了鸭绿

江边，新中国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党中央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出发，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0 月 19 日，中国

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击美帝侵略者。与此同时，国内也掀起了

一场规模空前的抗美援朝群众性运动，宝鸡人民在中共宝鸡地委的

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全力以赴支援和保障抗美援朝战争，为战

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0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

传的指示》，要求通过宣传，使全国人民正确认识抗美援朝与保卫国

家安全的关系，认清美帝国主义是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及其纸老虎

的虚弱本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宝鸡地委在全区开展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组建宣传队进行广泛宣传。宝鸡地委首先在宝鸡市集中干部进

行学习，通过领导作时事报告、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使党员干部统一

了认识，坚定了抗美援朝胜利的信心。随后将市级干部按地区分为

十里铺和市区两组，派驻基层组织宣教工作。同时，从全市各机关

学校抽调了大批教职员和学生组建宣传队，采取划分地区，包干负

责的办法在全市各阶层群众中用报告、讲演、座谈会、传达会、控

诉会、黑板报、土广播，读报组、识字班、戏曲演出等多种形式宣

传时事和党的方针政策，做到了集会有规划、板报广播有编委会、

夜校识字班有教案，墙报、板报每天换写，短期内就使市民、农民

普遍地学会了 3 首以上抗美援朝歌曲。基层干部还结合实际，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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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岐山县文化馆馆长庞怀靖身背美

帝侵华史画片和乐器，带领宣传队逢集赶会，走乡串村，利用曲艺

形式进行了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宝鸡市宣传队的积极工作，在群

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理发业一位工人说：“把美帝赶不出亚洲去，

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农民朱子学说：“美帝过去帮助蒋介石失败

了，又帮助李承晚还是不顶啥。”两人的发言充分反映了当时关心时

事、关心抗美援朝的社会新风尚。

在中共宝鸡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宝鸡地区的抗美援朝宣讲活动

广泛而深入：由机关、团体、学校到企业、街道，由干部到群众，

由城镇到农村，由认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到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

支援抗美援朝，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逐步落实，

涉及到了社会各行各业、角角落落，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截至 1951 年 7 月，仅宝鸡市就有 107 个宣传员，40 多个宣传队，

30 多个秧歌队、腰鼓队，594 个读报组，189 块黑板报，90 个识字

班，56 个土广播。

举行大规模的和平签名运动和示威游行。1950 年 11 月，美国对

苏联提出对日和约备忘录，企图以缔结和约为名，进一步加速武装

日本，驱使其再次发动侵略中国及亚洲的罪恶战争。为使全区人民

看清美帝国主义的这一险恶阴谋，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1951 年 2 月 23 日，宝鸡地委组织了 5 万多人参加的反对美帝国主义

武装日本示威游行。2 月 26 日，宝鸡市各界人士 1 万余人又自动组

织起来进行了“反对奥斯汀谰言”、
①
“反对美帝单独对日媾合”的

示威游行。宣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激情

和民族自信心，1951 年 5 月 1 日，宝鸡地委领导开展了宝鸡市“反

1950.年 11月 28日，美国驻安理会常任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上将美国对华文化侵略说成“中美人民友谊”的无耻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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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帝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和签名活动，参加游

行的人数达 7.8 万之众，拥护和平签名的也有 8 万多人；同日，各

县也举行了示威游行，仅千阳县就有 4 万余人在西关大操场参加了

游行和签名活动。1951 年 3 月 1 日，宝鸡市各民主党派也联合致电

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

行细菌战的罪恶行径，呼吁国际社会予以谴责和制止，显示了统一

战线的力量。

组织志愿军和赴朝慰问团归国代表作报告。志愿军抗击美国侵

略者的英勇斗争，获得全国人民的高度崇敬。中国抗美援朝总会两

次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回国内报告志愿军在前线作

战的事迹。1951 年 4 月 4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李维英抵达

宝鸡市，2.5 万多市民张灯结彩，用喧天的锣鼓、火热的秧歌夹道欢

迎“最可爱的人”。李维英报告了朝鲜战场上的情况，以真人真事说

明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恶行及其外强中干的本质，使广大干部群众

认识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坚定了中国必胜的信心。英雄代表团在

宝鸡作报告 7 次，宝鸡人民就随之举行了 7 场慰问活动，当场赠送

锦旗 4 面，慰问信 6718 封，慰问品 37 种 825 件，黄金 24 两，银元

1425 枚，人民币 6500 元（旧币，下同）。6 月 9 日，中国人民第一

届赴朝慰问团西北分团抵达宝鸡作传达报告，听众达 6200 余人，会

场上掌声阵阵，热浪如潮，场面十分感人。1952 年 3 月 2 日，中国

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与朝鲜人民访华团再次来到宝鸡，受到全市

人民的热烈欢迎，代表团在宝鸡进行宣讲活动 10 余天，在和声剧院、

铁路机场、宝鸡中学、新秦工厂、益门镇等作报告 7 场，听众达 5

万余人次，进一步弘扬了全区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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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宣传教育活动，在宝鸡地区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

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的时代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和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制订推行爱国公约。1951 年 2 月，宝鸡地委按照党中央把订立

爱国公约作为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中心工作的要求，积极组织

部署，在全区迅速掀起了签订爱国公约的热潮。首先派干部深入基

层，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讲明订立爱国公约的意义与目的，

再结合当时的中心工作及社会思想状况让群众充分酝酿讨论，最后

根据各阶层的不同情况帮助指导订立了内容具体、符合实际的公约，

及时把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引导到实际行动中来。各区、乡的

爱国公约紧密结合了春耕生产、镇压反革命、夏粮收交等工作，掀

起了“预交公粮”红旗竞赛。户与户、村与村之间争比谁交的粮干

净，谁的粮交得快，还在运粮车上打起了“交抗美援朝粮”的光荣

旗，在粮袋上写上了“爱国粮”。宝鸡市第六区店子乡杨起和爱国互

助组开辟了 170 亩河滩地，不仅多交了 18，000 公斤谷子、600 公斤

豆子、25，000 公斤麦草，还利用换班时间拾了 1，000 公斤干草。

工厂普遍订立了以大生产运动、技术竞赛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

陇海路机厂胡光第、于盛和工人小组向马恒昌小组应战，创造了 3

个新的生产记录，为国家节省人民币 2，567 万多元。新秦公司细纱

车间十三小组保证学好“郝建秀工作法”，
①
产量由 0.8 磅提高到了

0.92 磅。西街小学烧水工人李春泰在爱国公约上保证全校师生从早

到晚有开水喝，且不浪费一根柴一块炭，做到了每月节省炭 20 多公

郝建秀工作法基本内容：工作主动，有规律、有计划、有预见性；生产合理化，把几种工作结合起来做，既省

力又省时间;抓住了细纱工作的主要环节——清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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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商业界订立了报实户口、检举反革命、反假账、明码标价、不

漏税、不投机倒把等爱国公约。在纱布同业公会带领下，商业界相

继献出真帐 244 本。店员王满堂等检举反革命分子 5 人，资方假账

322 本，黄金 23 两，房屋 1 所，汽车 1 部，料面 30 多两，银元 3，

000 多块。到 1951 年 7 月，宝鸡市已有 80%的人口以家庭、行业工

会和居民小组为单位订立了 15，737 份爱国公约。

1951 年 7 月 22 日，宝鸡市第一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召开，成立

了由市委书记薛志仁、市长萧蓼等 48 人组成的宝鸡市抗美援朝委员

会，统一组织全市的爱国公约运动。为了使爱国公约落到实处，收

到成效，市抗美援朝会还成立了爱国公约执行检查委员会，各委员

分工领导，深入基层，督促检查爱国公约的修订与执行情况。9 月

14 日，宝鸡专区抗美援朝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吕剑人，副主任魏

进德，秘书长赵禄荣，还推选了执行委员 17 人，宝鸡市的抗美援朝

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宝鸡

地委依照中国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发出了征兵令，通过控诉会、话

剧演出等各种方式在新旧社会对比中加深群众对征兵意义和政策的

理解，在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参加志愿军，打击美国侵略者”

的活动。全区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涌现了许多父母送儿子，妻

子送丈夫，姑娘送情郎和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情景，就连一些老年

人也要求到前线给志愿军养马洗衣。新兵入伍，村、乡、县、市各

级政府召集群众，举行隆重的欢送会。例如千阳县，应征入伍的士

兵在大家的簇拥下披红戴花，骑马乘车；欢送队伍手擎彩旗，举着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等标语、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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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载舞走在新兵的前面；村县干部、城乡群众列队跟随在新兵之

后，浩浩荡荡绕城一周；沿街市民、商家鸣花放炮，争先给新兵戴

花、送纪念品；掌声、口号声、鼓乐声、鞭炮声震耳欲聋，一派喜

庆祥和的景象。群众反映说：“国民党抓壮丁鞭打绳捆哭哭啼啼，共

产党‘志愿’征兵，披红戴花骑马大笑”，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火热

场面。据统计，在三年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宝鸡地区共有 14，563

名优秀儿女光荣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他们在朝鲜

战场上英勇斗争，不惧牺牲，其中 249 名烈士为国捐躯，还涌现出

了许多英雄模范和功臣，他们用鲜血、用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

安全，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1950 年 12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和政务

院作出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

经过宝鸡地委组织的全区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宝鸡青年的政治觉悟

大为提高，爱国热情极其高涨，都热烈响应祖国号召，积极报名，

仅千阳中学的学生报名人数就超过了该县征召总数的一半。同时，

宝鸡人民的支前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农民参军，学生参干

（5 人），铁路工人赴朝助勤（78 人），卫生工作者参加国防建设（22

人），志愿开赴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工程、勤务工作，为保障

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开展增产节约、爱国捐献运动。1951 年 6 月 1 日，党中央和中

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捐献飞机大炮，增加生产收入”的号召。

宝鸡地委和宝鸡市抗美援朝分会积极响应总会的号召，迅速宣传动

员，短期内就使各行各业生产情绪高涨，群众纷纷投身到大生产和

大捐献运动中。农民除自觉缴清公粮外，还开展了集体储棉，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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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粮竞赛，提出了“多缴粮、缴好粮、快缴粮”的口号，粮食上缴

前普遍进行了选、晒、筛，岐山县五丈原乡二村还专门成立了验粮

组。宝鸡市第六区姜城堡乡农民与益门乡掀起了预缴公粮红旗竞赛，

在一天时间内两个乡共交公粮 99，750 多公斤，达到前一年预交公

粮的 48.8%。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的送粮队在各县随处可见，气氛十

分热烈。工人们也以当家做主的精神努力进行技术革新、减耗提效

等增产节约竞赛，不断刷新生产记录。新秦公司、西北机器厂的职

工们喊出了：“工厂当战场，多纺一根线，多抽美帝一根筋，多织一

丈布，多剥美帝一张皮，不空一个锭，前线多增一门炮”和“工厂

就是战场，铁锤就是机枪，加紧生产就是消灭美帝”的响亮口号。

大新面粉厂提高了生产量，每日出产面粉量增加了 400 袋，用煤量

却减少了半吨，工人还在星期日自发加班，每月增产捐献 30 余万元。

申新工厂工人陈全寿和技术员荣泉源改善生产技术，将 7 万斤废棉

花制成了优质细纱，为国家节约了 12 亿多元。电厂陈锦明改进了省

煤机，每月节省用煤 60 吨，并捐献了 400 万元奖金。文艺工作者也

分秒必争地创造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加剧目、加场次，下乡入村

进行义演。缝纫、理发、浴业、烟酒等同业公会带头掀起集体提前

交税的热潮，随后又开展了改善经营方式、加强城乡物资交流、积

极捐献等活动，并保证不投机倒把，协同政府稳定物价，以质优价

廉的物资支援抗美援朝。

全区群众积极捐款捐物、争先购买储蓄券。宝鸡市各级干部决

定从 1951 年 6 月 9 日起每人每天节约 2 两米，捐给朝鲜战场。年仅

9 岁的小学生王燕弟，把从小积攒的压岁钱 2 块银元捐了出来；铁路

职工子弟学校教员马之勇已 42 岁了，也毫不犹豫地捐出了多年积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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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婚礼金一两四钱五分黄金；宝鸡市第三区妇女柳效琴、孟秀玲

等在赴朝慰问团的报告会上当场将佩戴的金耳环、金戒指捐了出来；

二区贫民窦金山主动要求每天多担 5 公斤菜，把工钱的一半拿出来

支援抗美援朝；岐山县大营村妇女王金花连鸡窝里的引蛋都掏出来

捐献了。妇女界还自发组织起来制作大红花、缝制慰问袋，每个袋

子里除装有牙膏、牙刷、毛巾、肥皂、衬衣、袜子等生活用品外，

还装有笔记本、铅笔、钢笔、信封、信纸、书籍等学习用品。还有

水笔袋、碗套、手榴弹套等，件件制作精美，用各色丝线绣着“为

正义而战”、“奋勇杀敌”、“凯旋荣归”、“保家卫国、无上光荣”等

字句，寄托着宝鸡人民的心意，鼓舞着前方将士的斗志。除了集中

捐献，各界群众还在不影响生产生活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进行了长

期捐献。据统计，截止 1953 年 3 月，宝鸡市共捐献“宝鸡市号”战

斗机 1 架（合人民币 15 亿元），“岐山号”战斗机 1 架（合人民币 15

亿元），大炮 1 门（合人民币 9 亿元），“凤县号”高射炮 1 门（合人

民币 8 亿元），慰问金 622，302，271 元。慰问信 11，773 封，锦旗

63 面，慰问袋 36 个，衣物 11 套，布匹 2 匹，皮手套 30 双，毛巾手

帕 286 条，袜子 9 双，针线包 9，815 个，搪瓷缸 95 个，肥皂 282

条，书籍刊物 3，429 本，文具 296 件，娱乐品 277 件，其他类慰问

品 5，255 件，共计 19，823 件。

持续深入进行拥军优属活动。自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宝鸡

地委就将拥军优属活动当做一项长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多次召

开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荣誉军人、残疾军人优抚工作先进模范

表彰会，建立健全全区各级优抚组织，帮助复员转业回乡军人参加

工作，建立家庭，解决房屋、土地等困难。1951 年 9 月 19 日，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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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区抗美援朝分会又成立了优抚委员会，专职进行优抚工作。工商

界还募集了 11，293.91 万元作为优抚基金。全区干部群众以 “先

军属，后自己”、“不照顾好烈军属就对不起前方志愿军”的精神，

竭尽全力帮助烈、军属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政

治上，为 636 户烈军属挂了光荣匾、送了光荣旗，邀请 16 户烈军属

参加了全区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及妇女代表大会，使

他们参与了地方政权。1953 年 8 月 6 日，西北抗美援朝分会、陕西

抗美援朝分会、宝鸡地委、宝鸡专区抗美援朝分会等还在眉县为志

愿军一级功臣、钢铁战士蔡金同家属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经济

上，土改中优先给 126 户贫困军烈属分配了 279 亩土地，8 头耕畜，

解决肥料 3，300 公斤，发放借贷粮 2，219 公斤，优待粮 9，785 公

斤。农忙季节，发动群众为烈军属代耕代收，据不完全统计，先后

帮助烈军属春耕 163 亩，秋收 595 亩，并为 17 户烈军属免费诊病治

疗。节假日期间，中共宝鸡地委又组织慰问团，给烈军属送去衣物

粮食，帮助料理家务，邀请烈军属观看电影和文艺演出等。仅 1952

年建军节和春节，宝鸡人民就自愿为驻军和烈军属赠送蔬菜 5，000

多公斤，大肉 1，500 多公斤。同时，积极组织军烈属进行生产劳动，

先后介绍 51 名烈军属参加了工厂、医院和机关工作，为 22 名烈军

属子女办理了免费入学手续，发放了助学金。除赠送日常用品，宝

鸡地委还动员了270余名妇女为全区800多名荣复军人拆洗被褥300

余床，清洗衣物 500 多件。此外，还发动军属集体或个人给前方战

士写信，召开座谈会听取烈军属和群众的意见，全面做好优抚工作。

经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拥军优属活动，解决了烈军属的实际困

难，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觉悟，排除了志愿军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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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调动了热血青年参军卫国的积极性，也增强了群众的拥军优

属观念，使之真正认识到了烈军属的无上光荣。

抗美援朝运动中，宝鸡市人民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踊跃参军支前，积极增产捐献，慰问帮助烈军属，很好地履行了自

己的义务，为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宝鸡革命史谱写

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