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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精神”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之思考

金融学院　祁敬宇

大寨———这个普通却不平凡的小山村，她的事迹曾经享誉全国，她的兴衰成败曾

经带给我们深刻的感触与长久的思考。

２０１４年，将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５０周年。对于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大
寨”在心中有着特殊的记忆。多年以来，我有一个梦想，要到大寨，要到虎头山上，学

习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和气魄。

今年暑假，我终于圆了这个梦。２０１３年暑假，我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２０多名教
职员工（其中多数是４０岁以上的教师）同行，对这个山村进行了探访，通过了解今天
的大寨，探寻昨日的大寨，抚今追昔，思考人生。

一

什么是“大寨精神”？“大寨精神”是如何形成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绝不是偶然的。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农业战线上的榜样———大寨出现，她的产生有其深
刻的时代背景。经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推荐，并得到毛主席的高

度赏识和重视。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主席在他７１岁生日时，在人民大会堂自费
宴请陈永贵等全国劳模。这次生日宴请没有主席的家人（主席解释其原因是家人他

们对革命的贡献不大），可见主席对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大寨事迹和“大寨精神”的肯

定，并寄予了殷殷厚望。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６５〕２６号文件的形式，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通称“二十三条”）下发全党。文件提出：“全国所有社、队都要像大寨那样，依靠自力

更生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党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

的号召。

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村子。

大寨村地处山西省昔阳县城东南部，总面积１８８平方公里。当年，大寨村人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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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千里路 读实践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社会实践文集（2013年）

不多，即使目前，大寨全村也仅有２００多户人家，５００多口人，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
力量建设新农村。

“大寨精神”的形成体现了中国农民的美德，集中体现在其爱国家，爱集体，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愚公移山，战天斗地方面。大灾之年的大寨“三不要三不少”事迹，更

加彰显了“大寨精神”的伟大。

说起“大寨精神”，我们不能不提“大寨精神”的开拓者———陈永贵。在中国当代

史上，陈永贵是一个不能忘记的人，在他身上深深体现着“大寨精神”，他是“大寨精

神”的缩影。

陈永贵，出身贫苦，５岁父母双亡。一名流浪的孤儿，最终是大寨人收留和抚育了
他，他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怀着感恩的心情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是一个有政治头脑、有组织领导能力、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既平凡又不平

凡的中国农民。

由于陈永贵表现出色，“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陈永贵当上

了晋中地区（今晋中市前身）领导人，不久又荣升为山西省领导人；１９６９年，在党的九
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大时，陈永贵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国

务院副总理。

那些在战天斗地的岁月里，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大寨领导人带领广大村民改造穷山

恶水、战天斗地的奋斗中形成了“大寨精神”，也奠定了大寨老一代领导人在大寨村民

心中的极高威信。

“大寨精神”、大寨人的事迹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对中国几亿农民确实起到了榜
样的作用。在大寨精神的感召下，全国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比较突出的有山东

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南的林县等等。

今天，当我们想起这些往事时都会热泪盈眶，为这样的精神所感动，为这样的精神

所鼓舞。

二

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实践使得人们对于“共同富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认
识。如何看待共同富裕、带动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在这方面大寨人用其实践，在

集体主义和共同富裕方面交出了一份答卷。

千百年来，共同富裕是人类的一个最美好的理想，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理想境界。

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乌托邦式的让整个人类、整个社会一

齐进入共同富裕。古今中外，尽管不少政治家、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著书立说，为政府

出谋划策，力图减少或克服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公现象，但是，“共同富裕”的想法和做

法是违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经济运行机制规律的，资本主义文化和在其基础上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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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精神都不可能提出“共同富裕”，因而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大寨曾是全国农业发展的一面光辉旗帜。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过去了３０多年，
但“大寨精神”却没有逝去，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寨精神”越发显出其历史和时代

价值。

大寨精神是奋斗的精神。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近２０年间，大寨一直是全国
农业的一面旗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于种种因素，大寨———这面时代的旗帜曾经一度
失落。今天，“大寨精神”在新时期更加值得我们思考和发扬。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农村、农业、粮食、吃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

题。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总要解决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

题，总要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可以说，“大寨精神”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

带领人民在实践这个问题中所创造的时代精神。大寨经验及其后形成的“大寨精神”

曾经引导了中国农业十几年。在大寨村几十年的发展史中形成了“大寨精神”。“大

寨精神”是时代的精神，是民族的精神，是奋斗的精神。

时至今日，“大寨精神”、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依然让我们感动。感动之余，是

思考和行动。如何阐释新时期“大寨精神”的内涵，发挥“大寨精神”的激励作用，是我

们此次社会实践的主要目的之一。大家通过讨论和思考，一致认为，“大寨精神”不仅

在过去，而且在现在仍有积极的意义。如何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弘扬“大寨精

神”，是我国农村乃至其他行业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而

实现中国梦，必须传承和弘扬“大寨精神”。在新时代中，怎样重新认识和发扬“大寨

精神”？在大寨，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新时期“大寨精神”的新内容、新表述，即“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英雄气概；顾全大局，致力民生，共同富裕的爱国情怀；解放

思想，与时俱进，永不言败的时代精神。”

人心齐则事业兴。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要继承与发扬“大寨精神”，艰苦

奋斗，自强不息，顾全大局，永不言败。

当前，在一些党员干部中还存在一些消极颓废的倾向，比如，不思进取、得过且过，

漠视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铺张浪费、贪图享受，

以权谋私、骄奢淫逸……

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明确部署，积极改进“四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永

葆革命本色，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努力奋斗，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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