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须知·关于我们 

前沿话题 | 专题研究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 | 青少年法律研究 | 资讯库 | 论文库 | 数据库 | 专家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中国青年研究》 | 《少年儿童研究》 | 《中国青运史辑刊》 | 家庭教育与培训认证 

您的位置：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20世纪50年代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的若干趣味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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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0年至1960年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了10年。期间，1956年至1957年被选派赴前苏联莫斯科

中央团校学习一年。我现在已是年近八旬的人，但青年时期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时的几件有趣的情

景，还常浮现在我的记忆里，感到有必要记录下来，以留给后来的青年人。 

1．不称职务，称同志 

我在团中央机关工作十年期间，先后在政策研究室、组织部、办公厅等部门工作过，那时先后由冯

文彬、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的直接领导人先后有蒋南翔、王照华、高扬文、刘冰、梁步庭、

燕天祥等。那时我们对团中央第一书记至我们的直接领导人，从不称呼一声职务，不论是在办公室或路

上相遇都称××同志，觉得称呼书记、部长、主任太不自然，免姓呼名称同志，感到既亲切又尊重，显

示革命同志之间平等的关系和感情，无拘无束。在以后的年代，各自在不同的党政机关工作，只要见了

面，不论谁的官职大小，还是直称××同志，一直到离退休了，只要相遇还是如此。我八十年代曾调到

国家能源委员会机关工作，高场文那时任煤炭部部长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又成了我的上级领

导，但我仍常称他同志，机关里同志觉得不习惯，还提醒我说，我们都称部长、主任，你怎么老称同

志，而我们之间都觉得自然、热情。 

2．怎样对待有意见的同志 

有过这样一件事。团中央机关有一位同志曾因工作上的急事，请机关行政处管车辆的同志派一辆车

送他去应急，但车子没有派出，司机也不敢开车送他。这位要车的同志着急了，生气地说了句过头话，

大意是说“团中央的天怎么这么阴沉……”。这位同志的这句牢骚话正巧被我路过听到了，我好些时间

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反映了这件事，说这虽然算一件小事，但应引起领导上的重

视。后来，话传来传去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有一天冯文彬同志碰到我，叫我到他办公室坐坐。我到他办

公室后，他也没有直接向我说那句话，而是客气热情地和我谈了一些海阔天空的闲话。我觉得他叫我到

他办公室是有意和我交流意见，于是我也就乘机直接向他点破这句话的来源，文彬同志诚恳地对我说，

不管是谁说的，批评的话尖锐点，但批评的意见是对的，说他特地严厉地批评了有关同志，今后就不会

发生这样的事了。此后，我们除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外，还成了知心的朋友。我们以后在都离开团中央

后的几年间，还保持一定的通信关系，互相关照。 

还有过一件事。胡耀邦同志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到职好几个月了，我们政策研究室的同志没有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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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过，互相还不认识。于是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对耀邦同志有点意见，觉得我们是第一书记身边的工作

人员，耀邦同志应该亲自和我们交流一下，向我们作些指示、提些要求。有一天，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书

记李昌同志听到我们这个意见后，立即就传达给耀邦同志。 

听到这个意见后，耀邦同志当即就停止了其他的工作，把我们研究室的六七个同志叫到他办公室，

对我们表示了歉意，同我一个一个地交流，谈笑如生，既谈工作方面的问题，又询问每个人的籍贯、经

历，地理风景什么都谈，一下就把我们政策研究室几个同志和他的关系融洽了。以后他对我们的工作，

对我们编辑的刊物十分关心，不断地向我们提出鼓励和要求。凡是他出差调研，一般都要求政策研究室

有一位同志随他。 

3．怎样对待后进青年 

有一次在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团委书记会议上，耀邦同志专门讲了“怎样对待落后青年”的问题，

也是向大家介绍他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他当时对这个问题兴致勃勃、娓娓动听地谈得那么生动活

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首先建议以后不要叫“落后”青年，改叫“后进”青年为好。他深有感情

地背诵着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关于对待落后的人们一段话，说毛泽

东同志教导我们“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

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说到这里，耀邦同志在座位上站起来，激动地又一句一句地重复背诵毛泽

东同志这段话——他把当时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同志当作是自己要团结的“落后”青年人，用手轻轻地拍

拍这位同志肩膀说：同志哥们，您好！我认识你很高兴，咱们俩个交个朋友好吗！你有什么困难、有什

么难处？能给我谈谈吗！看我能帮你点什么呀！这时坐在他旁边的这位同志也就幽默地回答了一句：

“人家都说我老落后”——耀邦同志紧接着搂了一下这位同志的肩膀，鼓励他说：你行！你一定能行！

咱们俩这个朋友交定了！以后你有想不通的事就给我说说，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找我！——耀邦同志象

一个演员一样，一边背诵着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一边用动作、表情当场表演，乐得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哄

堂大笑，笑不合口。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还能清醒地回忆起耀邦同志关于如何对待后进青年的那次生动

的讲解。 

4．不要坐在沙发上“想青年”不要透过玻璃窗户“看青年” 

有一次在各省市团委负责同志的会议上，耀邦同志讲到，共青团各级负责同志要深入到青年群众中

去，要广泛、直接地联系青年群众，要亲自了解不同阶层青年的思想感情。不要成天舒舒服服在办公室

坐在沙发上“想青年”，不要在办公室透过玻璃“看青年”，也不能只满足在下边送来的报告、材料中

“找青年”。团的干部要亲自到青年中去，听取青年的呼声，感受第一手材料。要找那些学习、工作成

绩优异的青年座谈，更要找那些有困难、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甚至吃不饱、穿不暖的青年座谈，到

工厂、到农村、到学校、到街道、到机关去和青年直接交朋友。 

5．做青年工作，还是“写青年工作” 

耀邦同志对向党中央写共青团工作的报告或历届团代表大会的文件报告，非常重视，常找一些“秀

才”、“笔杆子”，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字一句地三番五次地起草、修改、推敲，花的时间也比较

长。那时，项南同志先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是大“秀才”，他常参与文件报告的起

草工作。有一次他对耀邦起草文件用的时间过长，有点意见，在一次会议上他有点不冷静了，向耀邦同

志提意见说：我们到底是做青年工作，还是“写青年工作”，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到青年人身上去，应该

研究如何解决青年人上不起大学的问题，如何为他们开辟一条勤工俭学的路子，多和有关部门做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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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联系工作，使他们能多一份收入，又受到劳动锻炼。耀邦同志听了，当即表态说：好哇，好哇，

项南同志意见正确的，以后我们不能花那么多时间搞文件了，要多做有益青年人的实际的组织工作。 

6．重视在青年中反映出的有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 

在各界青年中对党的重要的方针政策有什么反映，与青年直接相关的或者不直接相关的反映，都要

重视，这是耀邦同志经常拉醒我们的一个问题。我在团中央办公厅编辑《团的情况》时，耀邦同志亲为

《团的情况》写了刊名，他还亲自嘱咐我们《团的情况》要重视反映有关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重要情

况，这句话成为我编辑工作的重要指示思想。我记得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期《团的情况》反映了有

关小学教师“三低”的问题（工资低、社会地位低、政治待遇低），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毛泽

东主席亲自批了请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研究。每期《团的情况》耀邦同志都必看，我选编的好材料，常

常得到他的表扬、鼓励。 

 

作者：张三保（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办公厅编辑组组长） 

（原载《青运春秋》第三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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