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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 70周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对爱国卫生运动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1］。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为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粉碎美国的

细菌战阴谋，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

目前学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两

个方面。其一，从宏观层面分析了爱国卫生运动

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2-4］。其二，从微观层面分

析了初期各地爱国卫生运动的社会动员情况［5-8］。

但聚焦于地方档案和卫生史志，从历史生成、基本

实践与重大成就这三个层面，考察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

员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加强。鉴于此，本文尝试基

于史实，立足综合视角，发掘多元维度，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

社会动员进行全面深入考察，以期为丰富中国共

产党在公共卫生领域社会动员的相关研究提供有

益思考。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

的历史生成（1949—195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0年间，中国共产党

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

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爱国卫生运动侧重点不同，

开展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区别，但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从

未改变。

（一）1949—1955年：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

粉碎美国细菌战阴谋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卫

生领域面临卫生条件落后、疫病大肆流行、医疗设

施匮乏，医务人员短缺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人民

身体健康，制约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面向

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作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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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卫生防疫工作的三大方针。据此，各级卫生部门

开始在城市、农村和企业建立起卫生防疫领导机

构，并向广大群众宣传卫生防疫知识。1952年1月，

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并向朝鲜和我国东北地

区投掷用于传播病菌的媒介物。为此，中共中央号召

全国人民开展以灭虫、消毒为中心的卫生防疫运动，

目的是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952年3月14日，中

央卫生防疫委员会成立，确立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的领导机构。1952年12月，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

生会议题词，发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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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号召［9］。

1953年，政务院在《关于 1953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的指示》中提出，1952年成立的各级爱国卫生

运动领导机构，今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自此，各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号

召，相继成立各地方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除

害灭病，保家卫国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范

围内全面展开。

具体到地方，在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部署下，

四川省积极响应，对在1950年后成立的川东、川南、

川西、川北 4个行署的卫生委员会进行合并。同年

10月，四川省卫生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承担全省

卫生防疫、工矿卫生、卫生宣传等工作［10］。1952年

9月 24日，四川省首届卫生行政会议指出，“大力培

养中级卫生干部，继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1］

1953年1月28日，四川省卫生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

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性［12］。1953年2月10日，遵照

政务院指示，四川省卫生防疫委员会改为四川省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四川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负责全省的反细菌战工作以及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1953年7月，朝鲜停战，爱国卫生运动随即转为

常态化的卫生工作，并由此常规化，进入了巩固与

提高的阶段。

（二）1956—1959年：以除害灭病，推动农业生

产力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

“除四害”运动开展的另一重要背景就是，贯

彻《1956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中对于农业发展的相关要求，稳定粮食生产、促进

农业生产力发展，从而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农业

发展道路。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社会主义改造的完

成，爱国卫生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爱

国卫生运动是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服务农业

生产为中心。1956年公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

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在 12年内，在一切可

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基本消

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13］1957年10月，中共中

央公布《1956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

草案）》，其中第 28条进一步指出，积极开展群众性

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

良好习惯［13］。1958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出，“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

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广大群众

正在大规模地行动起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

子。”［14］

具体到地方，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

精神，四川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并

作出决议，要求把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

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生产建设规划中，积极开展了

“突击月”“突击旬”“突击日”“大干八昼夜”“大干三十

天”等群众性卫生突击活动。据此，1957年，四川省

大足县“除四害”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逐步

由城镇推向农村。同年12月，大足县城关镇召开了

三千多人的动员大会，发动群众昼夜突击“除四

害”。1958年，大足县全县继续开展“除四害”，并提

出了“除七害”，由中共大足县委直接领导，成立了大

足县除七害指挥部［15］。至此，包括四川省在内的以

“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达到高潮。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

的基本实践（1949—1959年）

社会动员是一种国家权力对社会结构的重大

介入，是中国共产党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必然

之举。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社会动员

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

社会动员实践得出的重要经验，也是党带领全体中

华儿女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关键一招［16］。深刻

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三方

面的基本实践，对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持续开展

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政治动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动员，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借助多种方式引导社

会成员和各个部门积极参与到社会重大事务中，形

成推动社会发展，加强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爱国

卫生运动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关键在于开展

政治动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既是

爱国卫生运动顺利开展的根本前提，更是爱国卫生

运动持续开展的政治保证。

第一，各级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本地实

际和生产需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四川省各市、县

党委对干部和群众做了普遍性的政治动员，制定了

具体的除四害计划和指标。四川省下辖的各市、县

均成立了除四害领导办公室，团县委和卫生部门抽

调了专职干部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并成立本单位

的除四害领导小组。重庆市在市委的集中统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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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为在短期内一举消灭四害，成立了全市除四

害战斗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区机关、团体、厂矿、

农村、学校、驻军的除四害工作。此外，重庆市还提

出本地区的防治规划和工作安排，制定了不同行业

卫生管理条例，使城镇行业卫生管理有章可循。此

外，四川省多地党委积极开展卫生经验交流活动，

考核卫生防治成效，在全社会营造出积极参加爱国

卫生运动的政治氛围。

第二，党委书记挂帅，发挥党委的组织带动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重庆市各区、各地段、

各单位的爱国卫生运动指挥机构，都由所在单位的

党委书记挂帅。重庆市除四害战斗总指挥部，动员

全市 200万人民，发动干部同群众一起苦干突击围

歼四害［17］。重庆新华印刷厂党委也要求所有党员

干部亲自动手，人人上阵，改变过去光动口说，不动

手做的现象，将领导干部分配到全厂十二个责任区

任指挥员。重庆新华印刷厂党委书记、厂长、工会

主席、团委书记和各车间负责人，既是指挥员，又是

战斗员，他们和职工一起疏通沟渠，每天战斗到深

夜。其中，装订二车间主任和工人一起冒雨清除垃

圾，用硫黄熏杀老鼠。领导干部主动担负起清除最

脏、最不好搞的垃圾堆、猪圈等任务。领导干部亲

自动手的实干精神，大大鼓舞了工人们的干劲［18］。

由此可见，党委领导、党组织引领与党员带动，这三

大核心要素持续发挥作用，推动党的基层组织成为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战斗堡垒。总之，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为人民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提供了方向

性的指导。

（二）群众动员，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消灭“四害”、稳定粮食

生产、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卫生工作中贯

彻党的群众路线，既是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重

要方式，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卫生工作的鲜明特色。

第一，开展群众动员，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要明

确动员对象。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除四害讲

卫生的指示》中就指出：“除四害、讲卫生必须彻底

依靠群众的力量，贯彻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将

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组织动员起来，把一切宣

传力量动员起来。”［19］四川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各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动共青团、卫生、妇

联、农业等有关单位协同作战，及时总结经验，积极

推进工作［20］。在青年突击队、妇女突击队和少年突

击队的参与下，有的地区在十天内便做到了“四

无”。成都市和江津、南充等地区也出现了四无乡、

镇、农业社［21］。这些四无单位的出现，增强了人民

群众对除四害的信心，除四害的积极性也大幅提

高。由此，通过明确群众动员的对象，不仅有利于

卫生难题的解决，而且提高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效

率。与此同时，党的群众路线也在爱国卫生运动中

得到充分实践和不断发展。

第二，开展群众动员，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要通

过卫生模范引领群众。卫生模范是爱国卫生运动

群众动员的又一重要方式。卫生模范来源于普通

群众，其优秀的品格和生动的事迹对群众起着示范

引领作用。爱国卫生运动中涌现出了大量模范人

物和除四害能手。如：重庆市青年团员范俊华是市

卫生局的清洁工，由于他工作出色，1952年、1953年
连续被评为市卫生模范和工作模范［22］；四川省剑阁

县开封乡 53岁农民王太和，是该县除四害卫生模

范，他不仅坚持除四害工作，而且总结出多种除四

害方法，供村民学习交流［23］；四川省岳池县村办中

学学生张有林，荣获1958年度南充专区甲等卫生模

范称号，共青团南充地区委员会号召青少年向张有

林学习［24］。除了向群众介绍自己的除四害经验，有

的卫生模范还带动周围群众积极投入爱国卫生运

动，有效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群众动员的顺利进

行。通过强有力的群众动员，这些在旧社会受到压

迫的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有

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极大增强了民众的自信心和主

人翁意识，有利于激励他们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继续

创造更大成就。

（三）宣传动员，丰富宣传的形式与内容

宣传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展公共卫生

事业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就曾指出：“宣传任务之

实现，就是要争取广大群众，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

众、建立革命政权，消灭反动势力。”［25］爱国卫生运

动开展之初，群众存在着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第

一是封建迷信思想，有的老年人说：“劝君莫打三月

鸟。”第二是对四害与疾病的关系认识不足，把除四

害当作一件小事，不必“兴师动众”。第三是怕除四

害会耽误生产，增加麻烦，影响收成。中国共产党

人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及时统一思想、端正认

识，不但会影响到爱国卫生运动的顺利开展，甚至

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

象。因此，宣传动员的开展势在必行。

第一，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动员活动。在中共

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四川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

织了一支由医务工作者、医疗专家、机关干部、教

师、居民卫生小组长、学生、工人、妇女等组成的宣

传队伍。在宣传过程中，宣传人员灵活利用图片、

花鼓、金钱板、秧歌、表演、放电影、联欢、山歌、快

板、顺口溜、黑板报、墙报、土广播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普及卫生知识，使广大工农

群众深入认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讲

卫生”的重要性。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区爱国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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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委员会举办卫生宣传展览会，在工矿、街头、学

校、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对卫生员、保健员、饮水消

毒员和饮食服务人员传授卫生知识。此外，区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下属的卫生科也组织各单位开展

卫生宣传活动，主要内容是疾病防治知识与改变不

卫生习惯的重要性。

第二，加强卫生科学知识宣传教育。开展卫生

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干部是重要的引领力量。各

级干部通过加强自身学习，熟悉和掌握卫生工作的

业务知识，通过调查研究，补齐能力短板，为卫生宣

传工作提供本领支撑和队伍保证。加强卫生宣传

教育还体现在，医疗卫生机构必须在当地党委的统

一领导下，设立医疗科研团队，对四害的生活规律

进行研究，对当地传染病、流行病的发生和流行规

律进行研究。此外，对目前有效且能治疗传染病的

简便方法，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党报党刊及时向群众

宣传，使群众不仅能够认识传染病，还要懂得如何

预防传染病。卫生宣传教育不但激发了群众除四

害的热情，而且消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保证了运

动的蓬勃发展。对于学生的卫生宣传教育，主要是

以学校为中心，定期进行卫生知识讲座，定期更新

卫生黑板报，让学生真正认识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的重要性。通过开展宣传动员，不仅提高了人民群众

的卫生知识水平，壮大了卫生工作队伍，也为除四害

讲卫生、消灭重大传染性疾病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

的重大成就（1949—1959年）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借助多样化的社

会动员方式，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爱国

卫生运动由此也取得巨大成就，具体包括：粉碎了

美国细菌战阴谋，改善了落后的卫生状况，降低了

社会疾病发生率。

（一）粉碎了美国细菌战阴谋

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后，为响应党中央

向全国人民发出的“粉碎美国细菌战，开展灭虫、消

毒防疫运动”的号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

展了以粉碎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一方面，消灭病媒虫害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江

苏省连云港市各级防疫委员会改成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后，其职责也改为领导粉碎美国细菌战以

及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在连云港市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市各区组织当地青壮年成

立 10支防疫灭虫大队和 3支灭虫突击队，在划定

的海岸责任地段昼夜设岗巡逻。在半年时间内，

连云港全市共捕杀各种害虫 51批次 400公斤。全

市共开展全民性大扫除 15次，消灭病媒虫害孳生

地面积达 1 000平方米［26］。在积极消灭病菌传播媒

介的同时，连云港市建立健全卫生工作中的各项规

章制度，以粉碎美国细菌战为契机，提升本地区民

众的卫生健康水平。

另一方面，传染病防治及宣传取得重要突破。

山东省人民政府组织医药、农业专家，赴青岛等地

协助开展反细菌战工作［27］。对于各种急性、烈性传

染病，除了组织医务人员及时进行治疗，还组织山

东大学细菌学教授在实验室对群众收集的毒虫进

行多次检验研究。山东省青岛市各大、中、小学师

生，包括医药工作者，组织开展宣传反对细菌战的

活动［28］。他们采取快书、大鼓、相声、电影等多种形

式，走上街道，深入农村，向群众揭发美帝国主义的

罪行，讲解防疫卫生常识，普及细菌武器的防御方

法以及捕捉毒虫的具体方法，宣传成效显著。

事实证明，粉碎美国细菌战阴谋具有深远意

义。第一，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在爱国卫生运动中

开展社会动员，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

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公

共卫生领域的重要体现。第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言，开创了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来解决重大公

共卫生问题的先例，对有效预防各种传染病，维护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第三，对民众而言，他们不再是被动接受

卫生医疗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为发展公共卫生事业

的积极力量，民众在卫生防疫运动中的角色转变，

进一步强化了主人翁意识，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

坚实基础。

（二）改善了落后的卫生状况

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取得

了丰硕成果。据全国25个省份的不完全统计，自爱

国卫生运动开展以来，共消灭老鼠、麻雀 3亿多只，

消灭蚊蝇24.6万多斤，挖出蝇蛹339.2万多斤，清除

了数以千万吨的垃圾［29］。全国多个城市开展大规

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后，逐渐出现了一批“四无”地

区和单位，并且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灭蝇、灭蚊、

灭蟑螂、灭臭虫的标准，落后的卫生状况得到明显

改善。

具体到各地，北京市从1952年3月中旬开始动

员群众，连续在春、夏、秋季开展了 3次大规模的爱

国卫生突击活动。各单位、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

动手，对室内外、院落、街巷进行了彻底的卫生大扫

除，有 95%以上的地区、单位、大院和家庭，都达到

了良好的卫生标准［30］。在江苏省，据统计，1950—
1959年，南京市共清除垃圾 169.95万吨，疏通沟渠

118.5万米，清除积粪45.1万担，平整垃圾堆4273处。自

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以来，南京全市有 63个居委会

和单位达到卫生先进水平。1958年和1959年，南京

全市卫生先进地区和单位又分别增至 104个和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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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31］。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面貌也在

日新月异。在广西南宁市，1950—1959年，全市先

后开展 46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消灭蚊子 2
328公斤、苍蝇 12 818.5公斤、老鼠 34.73万只、麻雀

13.84万只，清除垃圾 27.75万吨，填平大小污水塘、

坑、洼地 1 159处，疏通沟渠 106.25万米，修建下水

道、排水沟 787条［32］。宁夏中卫县的卫生工作也取

得重大进展。1959年，中卫县基本实现“四无”县，

被评选为全区卫生先进县，国家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授予中卫县沙滩大队“卫生模范”称号［33］。此外，

全国各地的工厂、食堂、学校等集体场所的卫生状

况也得到明显好转。

事实证明，卫生条件的改善，一方面，有利于广

大人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障了群众的身

体健康，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有利

于革除迷信鬼神的落后思想，改变群众的思想认识

和精神面貌，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新中国、新社

会、新主人”的跨越，达到振奋民族精神、移风易俗、

重塑国家的目的。

（三）降低了社会疾病发生率

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过程中，通过发展卫生预

防事业及疫苗接种工作，改善了社会整体卫生面

貌，提升了群众卫生知识水平，保障了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一方面，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有效改善。1949年
底，江苏省南京市全市卫生机构有56个，床位518张，

卫生人员 1 021人，平均每千人口拥有床位 0.25张

和卫生人员0.49人，医疗基础设施十分薄弱。通过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截至 1957年底，南京全市拥有

医疗卫生机构 384个、床位 4 644张、卫生技术人员

6 781人，相较于 1952年分别增长 97.9%、1.16倍、

84.4%［31］。江苏省通过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在

城市、农村和厂矿地区新建和改建了一批医院、医

疗保健和卫生防疫机构，大大改善了医疗卫生设

施，降低了疾病发生率，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另一方面，卫生预防和疫苗接种工作稳步开

展。接种疫苗既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也是

降低社会疫病发生率的重要举措。广东省汕头市

潮汕区通过举办初级卫生防疫训练班 312次，训练

了医务人员 77 334人，中级卫生防疫训练班 57次，

训练了 7 404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疫苗预防接

种，1952年3月至6月的统计显示，潮汕区全区接受

各类疫苗预防接种达40万人次，占当时全区人口的

89.51%［34］，工厂职工也因为疫苗接种和卫生条件改

善，出勤率逐步提升，工厂产量和产品质量也得到

相应提升。武汉钢铁公司第二工程公司，由于认真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积极配合医务人员接种疫苗，

不仅工厂卫生环境基本达到“四无”“五洁”标准，工

厂职工的患病率也相较于上年降低了57％，出勤率

提高了 34％，工厂提前完成年度计划，成为生产先

进单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在爱国卫生运动

中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和疫苗接种工作，我国疾

病发生率显著降低，人民健康水平相较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时显著提高。此外，爱国卫生运动的开

展，一方面，保证了国家重建与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

进行，为工农业生产力发展提供巨大支持；另一方面，

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打开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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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ple review of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of the patriotic health
movement led by the CPC（1949—1959）

GUO Ronghao1，DENG Qianyin2

1. College of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2. College of Marxism，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621010，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led and mobilize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carry out a vigorous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neration，the patriotic health movement from 1949 to 1955 was
mainly aimed at eliminating diseases that endangered people’s health and crushing the American germ warfare
conspiracy. From 1956 to 1959，the patriotic health movement mainly focused on eliminating pests and diseas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From the fundamental practice perspective，the first
is political mobilization，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second is mass mobilization，adhering to
implementing the Party’s mass line. The third is publicity and mobilization，enriching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publi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we have shattered the American bacterial warfare
conspiracy，improved backward health conditions，and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soci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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